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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六抓”兴团
——艺术院团优秀管理者王晓平的治团真经

康式昭 谢玲慧 陈岳钦

出生于婺剧世家的王晓平，当了剧团领导后，就致

力于振兴婺剧事业。他不仅抓好本院的演出，周边所

有婺剧专业院团都是他帮扶的对象。同时，他还努力

取得各级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在他带领下，婺剧院团

从一开始的抱团取暖，牵手过河，发展到现在每个县市

区政府都开始关心婺剧，共谋发展，一起做大做强婺剧

品牌。

他常说：“戏曲本是一家，婺剧是地方剧种，如果我

们自己都不团结，那怎么谈得上振兴婺剧？”对于兄弟

院团，他是无条件地帮忙扶植，派出演职员到民间职业

院团进行指导、输出演员帮兄弟院团或其他剧种的专

业剧团演出、排戏等。比如，上世纪 90 年代至本世纪

初，杭州建德婺剧团处于不稳定状态，婺剧演出一度

处于低谷，职工工资都发不出来，2006 年，建德婺剧团

要排一个新戏《酒香明月》，请不起主创人员，王晓平

派去了本团的导演、舞美、灯光等，帮助该剧在浙江省

里获了大奖。2013 年建德婺剧团再排新戏《天下第一

疏》（主演黄庆华、陈建旭、陈丽俐均为浙婺演员）参加

第十三届中国戏剧节，获剧目奖，黄庆华获优秀表演

奖。前不久，建德婺剧团的《天下第一疏》赴京参加全

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浙婺同样派出了演员，还无条

件地提供灯光、音响等设备予以支持。

王晓平这位曾是舞台上的“龙套”演员，在剧团管

理岗位上，却是极为优秀和出类拔萃的人才。因为他

没有私念，为人坦诚、热心、智慧、多谋、低调……在以

他为首的院班子领导下，在全体演职员的共同努力

下，浙婺已然从普通基层剧团进到国家重点院团、从

农村草台发展到了城市剧院、从地方剧种飙升到蜚声

中外的国家级戏剧艺术，实现了婺剧的跨越式发展。

当然，这一切根源于王晓平和金华婺剧人遇到

了好领导。否则，“六抓”皆空，只剩下一抓：抓瞎！有

实例为证：时任金华市委书记徐止平、市长陈昆忠就

曾经公开声言：婺剧是我们市的瑰宝，是老祖宗为我

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倍加爱护。如果因为我

们的政策不当，而让婺剧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将成为

历史的罪人！

说得何其好啊！值得庆幸的是，浙江金华有一届

又一届这样具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领导，他们视婺

剧为宝贵财富而予以大力支持和重视，使王晓平尽可

放开手脚去传承保护、弘扬发展婺剧事业。相信新的

一年里，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指引下，王晓平定能率领浙婺团队更上层楼，绽放

新的精彩。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浙江省金华市腾驾于三江汇合处的景观步行桥，像一道夜间的彩虹，霓虹闪烁，与相邻的中国婺剧院流光溢彩的美丽倩影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中国婺剧院（大剧院）是集歌剧、舞剧、戏剧、交响乐、音乐会、综艺演出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演艺中心，为水陆婺城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满足了当地市民对高档次、高品位文化生活的需求。经过 3年的经营管

理，越来越多的市民和游客走进了中国婺剧院欣赏高雅艺术。

那么，让我们一起走近中国婺剧院的当家人——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浙江婺剧团）院长王晓平吧。

戏曲行的人都知道，团长难当，特别是处于困境中的戏曲

剧团。据说前些年曾流传过这么一则笑话：某县领导带着一帮

局级干部下乡视察，乡间公路上横卧着一头蛮牛，喇叭叫哑了

也不让路。税务局长下车，威胁说：快让开，不让就课以重税！

老牛浑然不理。公安局长下车：快让，不让以妨碍交通罪，刑事

拘留！老牛照样不理睬。法院院长下车：再不让，判你死刑！

老牛白了一眼，依旧岿然不动。文化局长说：我来试试。只见

他来到老牛耳边，悄悄嘀咕了几句。老牛轰地爬起，飞快逃走

了。众人忙问用了什么高招。文化局长苦笑一声：我告诉他，

再不让，就派去当剧团团长！

可笑么？是的，夸张得可以！危言耸听么？也是哦，却道

出了个中的苦涩和严酷现实。

上世纪 90 年代的浙江婺剧团，实实在在地处于这种穷困潦

倒、步履艰难的境况中。经费拮据，剧团连续 3年报销不了医药

费，许多职工兜里，都揣着一摞厚厚的报销无望的单据。因欠

费，团部已被停水停电。艺术投资阙如，没钱排戏，正常演出都

难以维持。1995 年好不容易借资排了一出现代题材新戏《贺家

桥边》，上北京参加戏曲现代戏调演，却遭遇了“走麦城”，人心

更加涣散。剧团陷入了建团以来最为艰难的境地。老团长要

退，新人谁来？谁敢接这“吓跑蛮牛”的差使？

王晓平跳出来了！他自告奋勇竞聘这并不讨巧的管理岗位。

时年 29 岁的他，竟然是谢绝了横店老总年薪几十万元的聘

请，他和妻子陈美兰商定，留下来，在困难中坚守！只因为他们

爱婺剧，都出生婺剧之家，不忍心视同生命的婺剧艺术衰落。

王晓平自嘲为龙套演员，妻子陈美兰却是闪亮的婺剧之星、梅

花奖得主；他要在剧团管理的舞台上大显身手，可以真正配得

上婺剧领军明星的妻子。

当时，金华市政府着力改革，将婺剧团的经营管理模式改

为总经理负责制。王晓平是第一任总经理。

他推出的第一大措施是：主动出击，恢复演出，送戏下乡，

扩大影响。陈美兰带头自带行李下乡打地铺，与其他演员一样

领每天演出的微薄补贴。人心很快凝聚起来，团风为之一振。

同时，为适应服务对象的要求，陆续挂出了三块牌子：金华市三

农艺术团、金华市歌舞团，再加老牌子浙江婺剧团。演出节目

以婺剧为主，增添了歌舞、小品，力求丰富多彩，演员则一专多

能，各显神通。管理上大剧场、小舞台、流动演出车……灵活多

变，不拘一格。

要说剧团体制改革，面向市场，他们早早地就与时俱进、走

在了前列——但不改初衷，坚守婺剧阵地，弘扬婺剧艺术，依然

是第一要务！

剧团立得住，剧目是根本。基于浙江婺剧团作为婺剧艺术

排头兵的地位，他们不仅要传承弘扬优秀传统剧目，还要发展

创新，跟上时代，不断推出新剧目，丰富演出剧目库。

王晓平上任第二年，初步站稳脚跟的新班子，立即着手抓

剧目：改编《珍珠烈火旗》，新创《昆仑女》。

剧团邀请了金华老乡、时任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团长、《虎

踞钟山》编剧邵钧林捉笔改编，期盼打个翻身仗。邵钧林不负

众望，新编《昆仑女》有了脱胎换骨的蜕变：首先思想主题进行

了重新设定。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演绎这个古老的传说，揭示

出华夏共家园、民族大团结的深刻题旨。其次是对《珍珠烈火

旗》重新定位和处置。剧作从民族团结的立意着眼，设计了双

阳公主得到珍珠烈火旗后，将这面蜕化为权力象征的旗付之一

炬，实现了“凤凰涅槃”的高超境界。音乐则打破传统戏曲声腔

“分治分立”的格局，将乱弹、高腔等声腔曲牌，按情节、人物的

需要灵活交叉运用；并将西洋作曲的配器、和声、复调、曲式“四

大件”也悉数用上，使中西方音乐巧妙地融合起来。导演叶茗、

裴福林统领有方；演出阵容依托陈美兰、苗嫩、刘智宏、黄维龙、

郑丽芳等成熟演员，大胆起用杨霞云等新秀，大展风采。基于

题材创新、主题厚重、表演出色，该剧先后获得第六届中国艺术

节优秀剧目奖，第十届文华新剧目奖、文华表演奖、文华导演

奖，第一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剧目金奖等奖项。浙江婺剧

团果然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在艺术上奇峰突起，使剧团再

次拥有一座崭新的标杆。

2001 年，以坐落金华的太平天国侍王府为背景，约请剧作

家姜朝皋精心创作出《梦断婺江》（导演谢平安、孙丽清），剧作

通过李世贤、柳彦卿相遇、相疑、相争，到相知、相助、相敬，直到

相殉天国之梦的曲折过程，表现太平军将士复杂的心路历程和

命运沉浮的轨迹。并赋予全剧一个内涵厚实凝重的主题：“太

平军造反为百姓，为什么百姓又反对太平军？”被誉为郭沫若

《甲申三百年祭》的艺术版。

剧作取得巨大成功。先后荣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精

品提名剧目”、第九届中国戏剧节“首届中国戏剧奖·优秀剧目

奖”、第十三届文华奖“文华优秀剧目奖”。中国戏曲学会特别

授予学术价值奇重的“学会奖”，并主办了专题学术研讨会，成

果集结成书，推行于世。

此后，又陆续推出青春版《穆桂英》（编剧姜朝皋，导演童薇

薇、陈美兰，主演杨霞云以此斩获第 23 届上海白玉兰主角奖榜

首）、根据京剧《贵人遗香》改编的《遥寄香魂》（编剧姜朝皋，导

演孙丽清，主演朱元昊以此剧荣获第 25届上海白玉兰主角奖）、

据电影《大清炮队》改编的《铁血红颜》（编剧姜朝皋，导演韩剑

英，获浙江省第十二届戏剧节新剧目大奖），新创《血路芳华》

（编剧姜朝皋，导演李杰，2016 年 8 月推出，即荣获 2016 年浙江

省第十三届戏剧节十部新剧目大奖榜首，主演巫文玲获优秀表

演奖榜首）、《宫锦袍》（编剧贾璐，导演韩剑英，主演陈美兰、朱

元昊。该剧推出，立即引起各方强烈反响）……20 年来，新编新

创的好戏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

以王晓平为首的“浙婺”领导班子目光长远，早在 10 多年前

就制定并推出了一系列人才招揽培育措施。旨在提高团队文

化素养，打造高端艺术人才，以实现更高的战略目标。

创作人才方面，注重引进全国各地的艺术人才资源，为

“我”所用。如著名编剧姜朝皋，为婺剧团奉献了一系列佳作，

被金华市政府正式授予“金华荣誉市民”称号。又如贾璐，在与

浙婺合作了《宫锦袍》之后，被“院团从领导到普通员工所体现

的工作氛围和敬业态度”所折服，他说：“全国这么多剧团合作

下来，从来没有见过像浙婺这么好的团风。”他提出每年都和浙

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合作，为剧团创作更多的优秀剧目。

表演人才培养方面，院里狠抓了以下措施：一是师徒传承，

培育新人。近年来，在陈美兰、朱元昊等著名婺剧艺术表演艺术

家的悉心指导下，浙婺培养了浙江省“新松计划”戏曲青年演员大

赛冠军、第 2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杨霞云，第 23届上海白玉

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新人配角奖得主巫文玲，第24届上海白玉兰戏

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得主楼胜，第26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

奖新人主角奖得主李烜宇等一大批优秀婺剧青年人才。

二是与艺校联合招生，保证后继有人。浙婺与金华艺术学

校、兰香艺校等艺术学校签订了校团合作协议。通过联合招

生、艺校培养模式，双方共同确定婺剧人才培养大纲，共同推进

师资队伍建设，共同推动实训基地建设，切实保证教学高水平、

高标准、严要求、出人才。在其他剧团招生都招不满的情况下，

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招生报名踊跃、人满为患，2015 年完成招

生 35人，2016年完成招生 50人。

他们还十分重视培育新观众、接班人，婺剧进校园就是实

行多年的得力措施。从 2008 年起，浙婺就联合教育部门在全市

开展了以“欣赏经典、陶冶情操、提高素养”为主题的婺剧进校

园活动。为此，制定了《金华市婺剧进校园活动方案》，编写了

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婺剧知识读本》，为学校专门制作了婺剧

课间音乐，对全市 300 余名中小学音乐教师进行了婺剧知识培

训，并以讲座和现场表演等方式在市直 70所中小学校进行了试

点。同时，在全市 25 所学校开展了“婺剧特色学校”的试点工

作，制定了评比标准和细则。通过演出婺剧精彩剧目和宣讲婺

剧基本知识等形式，宣传和弘扬优秀的地方剧种，在未成年人

和广大青年学生中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增强婺剧的吸引力

和感召力，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也提升大中小学德育教育和

艺术教育水平。目前全市有“婺剧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100 多

所，形成了浓郁的校园婺剧氛围。

管理好剧团，严格的制度必不可少，但王晓平认为

人性的关怀也同样重要。于是，他在政策允许范围内，

根据剧团工作性质，想方设法关心爱护演职员：如对于

丈夫在偏远地区服役的女演职员，尽量延长她们每次

的探亲假；职工子女、双方父母生病派员前去看望；职

工子女转学、入学，也努力联系协调；职工子女待业，则

努力推荐专业对口工作；对老同志更是关心呵护有加，

在经济略有好转的情况下，首先考虑的是解决离退休

同志的货币分房问题；每逢节假日派班子成员前往慰

问；老同志生病团里派班子成员、工会干部前去看望，

安排车子接送、挂号、住院等，并请名医诊治……细致

入微的关怀，真心实意地为演职员排忧解难，使他们没

有后顾之忧地投入到工作中。

考虑到剧院工作忙，没有双休日，演员没有足够时

间陪伴家人，每次浙婺出省演出，都提倡职工家属自费

随行，一方面趁着演出带家属出去增长见识，让他们了

解剧团的工作情况，一方面也为家属之间搭建平台联

络感情，共同谋划婺剧的发展。家属们则一起帮忙拆

装台、装卸道具布景。

2013 年 9 月，浙江金华市委、市政府将占地 65 亩、

投资 3.3亿元的中国婺剧院交给浙婺管理使用。王晓平

立下军令状：一定管好，绝不辜负领导的信任！

第一年，短短 4 个月的试运行时间，中国婺剧院用

了不足其他大剧院 1/3 的管理成本，完成了各门类演出

100 余场。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底，俄罗斯克里姆林宫

芭蕾舞团、美国杨百翰大学合唱团、法国女子爱乐乐

团、台湾纸风车剧团、国家京剧院、杨丽萍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上海昆剧团等近百个国内外演出团体，加上浙

婺自己的演出，中国婺剧院大剧场共完成演出 323 场，

小剧场演出 231 场，上演剧目包括俄罗斯芭团的《天鹅

湖》等艺术质量上乘的芭蕾舞剧，以及戏曲、话剧、音乐

剧、杂技舞台艺术作品。低票价的演出，让金华观众得

到艺术熏陶和美的享受，充分发挥了为民、惠民、乐民

的功效。

近年来，浙婺不断丰收：2011 年被评为全国文明单

位，2013 年被文化部评 为 全 国 地 方 戏 创 作 演 出 重 点

院 团 之 一 ，婺 剧《断 桥》登 上 2016 年 央 视 新 年 戏 曲

晚 会 ，婺 剧《姐 妹 易 嫁》选 段 亮 相 猴 年 央 视 春 晚 ，中

国 婺 剧 院 入 选 2015 中 国 传 统 戏 曲演出场馆活力排

行榜第 7 名……

浙婺围绕“农村、学校、社区、城市、境外”五个市

场 ，每 年 演 出 600 多 场 。 先 后 应 邀 赴 北 京 、天 津 、上

海、新疆、内蒙古、湖北、陕西、山西、广东、广西、安

徽 、江 苏 、宁 夏 等 近 20 个 省（区 市）文 化 交 流 演 出 。

2009 年至今，每年受文化部和浙江省政府委派赴海

外执行“欢乐春节”演出任务，如 2016 年春节到哥斯

达黎加、秘鲁演出，2017 年春节还要到葡萄牙、希腊

演出。迄今为止，浙婺的足迹已遍布亚洲、欧洲、非

洲 、美 洲 的 3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 每 到 一 个 点 ，王 晓

平就要在争取扩大婺剧影响力的同时，努力促成下一

次的演出合作。

中国婺剧院小剧场与旅游对接，每周末为来自全

国各地的游客演出婺剧经典折子戏，通过演出宣传金

华文化，推广地方戏曲，同时培养了一批青年演职员，

获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王晓平还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综合发展规划，即要

把 900 平方米的中国婺剧博物馆（郭汉城题名）、浙婺艺

术馆（星云大师题名），建成全国最好的戏剧博物馆之

一；在婺剧院周边再造一个婺剧文化公园，让戏迷、各

业余戏剧团体，以及剧团退居二线的演职员发挥才

能，让剧院内的专业演出与剧院外的业余表演竞相呼

应，争取周周、月月有演出；并充分利用锡雕、麦秆扇、

婺州窑、剪纸等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一步发

展相关文创产业，尤其是研发婺剧艺术系列衍生品；

在中国婺剧院的门厅开发有地域特色、有文化氛围的

婺剧咖啡吧；与职业技术学校烹饪专业合作，开发与

婺剧有关的菜系和食谱，如将婺剧脸谱与菜品造型相

结合，用婺剧戏名命名菜品等；将婺剧与饮食文化、旅

游文化、娱乐文化、文创产业相结合，全面推动婺剧多

元化发展。

临危受命：抓改革

兴团之本：抓剧目

着眼长远：抓人才

胸怀大局：抓发展

与时俱进：抓市场

安内为先：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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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菊
香

摄

《断桥》剧照 陈 晓 摄

青
春
版
《
穆
桂
英
》
剧
照

陈

晓

摄

《郑义门》剧照 张 辉 摄

《血路芳华》剧照 张 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