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丽京 中国评剧院国家一级演
员，评剧表演艺术家，新派第三代传承
人。代表作有《花为媒》《杨三姐告状》等。

李妮 中国评剧院国家一级演员，
评剧表演艺术家，赵丽蓉评剧表演风
格传承人，代表作有《花为媒》等。

蔡长旭 中国评剧院副院长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中国戏

曲工作者也在不断探索艺术进化之

路。王丽京直言：“戏曲不光要传承，

还要发展。传统戏的创新，一定要做

到‘旧中有新，心中有根’，这8个字也

是我们这代人的工作和使命。”以“白

派”代表作《马寡妇开店》为创作背景

的剧目《良宵》就是一个鲜活生动的

创新案例，经过剧院精编后的《良宵》

剧情主要集中在一天晚上，剧中女性

形象有主见、独立自主，让观众在传

统戏剧中感受到强有力的现实召唤。

王丽京也希望各个剧种之间加

强交流、互相促进。“过去，各个剧种

的老艺术家们是经常在一起交流的，
彼此都是很好的关系。像晓艇老师，
在我们还小的时候，经常去我们剧院
排演一些节目，我们都见过。”原来早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评剧院就
曾邀请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晓艇到
北京授课，教授川剧小生剧目、功法，
如《逼侄赴科》《酒楼晒衣》等。在3月
4日评剧《良宵》的演出现场，晓艇的
身影也出现在观众席。

中国评剧院副院长蔡长旭就是
当年跟随晓艇学习川剧小生的一
员。他回忆：“晓艇老师是小生界的
一面旗帜，他到北京授课的时候，全

北京唱小生的几乎都来了，影响非常

大，我们受益匪浅。”多年来，评剧与

川剧一直互相取长补短，川剧曾吸收

过评剧剧目《金沙江畔》的优秀构思，

评剧也在改革创新中融入了川剧小

生的表演元素，互相借鉴。

蔡长旭希望通过剧团之间的强

强联合，促进传统戏曲的普及与推

广。“评剧以后的发展其实关键在于

年轻观众的培养，我们可以有效利用
当地各种宣传工具和宣传平台进行
推广，使评剧深入都市年轻人的生
活之中，让他们在工作之余充分了
解和认识评剧艺术，大力加强评剧
艺术传播的深度与广度。”明年，他
将带着《杨三姐告状》等传统剧目再
度登陆四川，向更多观众展示评剧的
艺术魅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实习生 汪灵

评剧《良宵》演出照。

◀王丽京（右）饰
演“张五可”，李妮
（左）饰演“阮妈”。

◀评剧《花
为媒》演出照。

68年首次来川
戏迷直呼“再来一个”

评剧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一种地方

戏，1910年前后形成于河北唐山，始被

称为唐山落子；1923年发展于沈阳，又

被称为奉天落子；1935年始称评剧，深

受东北、华北人民喜爱。评剧经历了百

年发展，成就了成兆才、白玉霜、新凤霞

等一批优秀的评剧表演艺术家，《玉堂

春》《秦香莲》《花为媒》等经典唱段流传

至今。

如今，散发着独特艺术魅力的评

剧，已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但此次来成都、南充演出，却是中国评

剧院建院68年来首次走进四川。“在演

出前，我们也曾担心四川观众会不会因

为剧种不同而理解困难，结果观众的

满堂喝彩让我们的种种疑虑烟消云

散。”在剧中饰演“张五可”的王丽京，

是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的徒孙、“新

派”评剧第三代传人。《花为媒》既是

“新派”代表剧目，也是评剧经典保留剧

目，在整个评剧界乃至戏曲界都有非常

重要的影响。

此次在四川上演的《花为媒》是中

国评剧院推出的评剧精粹版，该版在原

有舞台版本的基础上，吸收了电影版的

精华，以轻松、诙谐的表演方式，讲述了

两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旋律优

美，唱词风趣，十三个人物各有千秋，每

个角色性格鲜明，精彩至极。一曲唱

罢，蓉城戏迷纷纷用“再来一个”的呼

声，表达对评剧的意犹未尽之意。

国家一级演员、赵丽蓉评剧表演风

格传承人李妮介绍，评剧的艺术特点是

以唱功见长，吐字清楚，唱词浅显易懂，

演唱明白如诉，表演生活气息浓厚，有

亲切的民间味道。“评剧绝不是高高在

上的，别的剧种道白（指戏曲中的说白）

必须打字幕，评剧之所以接地气，就是

因为它的演唱方法都是以汉语拼音的

发音为主，能听懂普通话就能听懂评

剧。每表演一个笑点，大家都能够跟台

上演员呼应。2016年，《花为媒》在全国

进行巡演，短短不到4个月时间，我们

走了5个省32个城市，演了84场，每到

一个地方，观众的反响都非常热烈。” 有着“东方芭蕾”“淮畔幽兰”美

誉的花鼓灯，是传播于淮河流域一种

以舞蹈为主要形式的综合性艺术，具有

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丰富的艺术语言。3

月10日、11日晚，在四川大剧院上演的

“荷花奖”舞剧、全国优秀舞剧邀请展演

剧目《石榴花开》，就讲述了一个关于淮

河岸边“花鼓灯”的传奇故事。

淮水、珠城、乡野，水涌岸碧，人

杰地灵……作为首部以花鼓灯文化

传承为主题的舞剧，《石榴花开》由安

徽省花鼓灯歌舞剧院创排，杨威担任

总编导，文鹰编剧，刘彤作曲，刘科栋

任舞美设计，颜涵懿、何将、黄路霏、

丁文强等主演，讲述了两代花鼓灯艺

人的艺术人生：父亲一心想把技艺传

承给儿子，儿子却渴求外面的世界。

最终，新时代农村的建设成果感召着

儿子，他选择回归继承父亲的衣钵。

该剧融合民间与现代的创作技法，紧

紧围绕花鼓灯民间艺人的情感轨迹，

来抒写花鼓灯民间艺术的传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图据安徽省花鼓灯歌舞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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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石榴花开》舞出非遗花鼓灯的精彩

分享传统评剧现代化之路
新凤霞赵丽蓉传承人首次来川

吸收川剧元素
博采众长在继承中发展

“花开四季皆应景，俱
是天生地造成。春季

里风吹万物生，花红叶绿草青
青，桃花艳、梨花浓、杏花茂盛，
扑人面的杨花飞满城……”3月7
日晚，由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王
丽京、李妮等主演的评剧《花为
媒》在南充大剧院上演，当大家
耳熟能详的经典名段《报花名》
响起，全场观众立马送上热烈的
鼓掌。

这是继 3 月 3 日、4 日《花为
媒》《良宵》在成都首演后，中国
评剧院在四川大地再次唱响评
剧经典。演出结束后，王丽京、
李妮、中国评剧院副院长蔡长旭
分别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采访，分享传统评剧艺术
的现代化之路。

��������	
���
 ���������������� ��
�������������� ������
������������� �����
��������������
���� !"#$%&'(
�)�*+,-��	���
����
�����./0��1
�23��4567859:
;< 	�	�= �> �?���@
ABC �C, �������/0��
�DEFGHIJKL�M�
�&N*O+,-�������
	��������./0��

�23P(QRST	
��
U'VW�XY)Z[N\]-

�����������������^_
`��*O+,-������


��
�
���./0��
���aPbcL�	
��
defg*+,-��������	
������ ��&N*+,-
�����������
���(Q&N
*+,-�������������� hO
ijC0��./0��
�klm< 	�	� = � > 
 ?
no��pqC.pqC,-���
�	��

��	������.rs/0

���tuvwxy�*+
, ��������
��������&N
*+,-��������
�������
�&N*+, ��������
��

����tu��*+, ������

��
���
�����
�z{�|}~������
U � � C � � ���	�����


���������U��C*�����

������
			��_`���
�������T�	
��
�����Y�. +, -
�������������./0���

������ ������������

���
���

�	
�������
������������������ !"#
��$%&'()*+,-./01�234

567��89:;<�=#�>?@AB

�������C �# �D�E# ��FG

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