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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戏曲何以圈粉新戏迷
——“浙江小百花”现象透视

○新华社记者 邬焕庆 商意盈 冯 源

当杏花烟雨江南的婉约，融入铁马西风大漠的苍
凉，新编越剧《新龙门客栈》自去年3月首演以来，迅
速赢得了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追捧。它的主
要演员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在40年前，“小百花”初创之时，就曾以青春气息
和创新气质风靡一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传统戏曲如何作答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的时代命题，“浙江小百花”现象可知新，亦可温
故。

杭州市区曙光路，坐南朝北的杭
州蝴蝶剧场，与西湖只隔一道青山。
美轮美奂的剧场里，随着悠扬的唱腔
响起，《新龙门客栈》火热开演。

声音穿过历史的长廊，回到 40
年前，这里也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
诞生地，彼时却只有低矮破旧的建筑
和周边大片的农田。

越剧发源于浙江嵊州，以“全女
班”演出而闻名，展现柔美、淡雅、委
婉、细腻的艺术风格。上世纪 80 年
代初，浙江越剧发展却遇到了后继无
人之困，面临着“四个花旦两百岁，三
个老生两颗牙”的人才窘境。

为此，浙江省文化部门决定在全
省青年演员中进行“海选”，通过文艺

会演的形式选拔出 28 位佼佼者，同
时集结舞台创作等方面的人才，集中
培训。

1983 年 11 月，由这些青年新秀
组成的“浙江越剧小百花赴港演出
团”，在港14天连演15场，醇厚的唱
腔、扎实的功底征服了香港观众，“浙
江小百花”一时享誉香江。

次年5月，在众多文艺界人士的
呼吁下，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浙
江小百花越剧团。而演出团中的28
位“小百花”，绝大部分留杭入团。

老演员赵小珍便是其中的一
位。回忆起40多年的从艺路，她笑
着说：“‘小百花’不仅改变了我们
的命运，也改变了浙江越剧的发展
方向。”

纪录片《百年越剧》总导演钟冶
平认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成立，
是浙江文艺院团一次标志性的改革
事件，为中国越剧乃至中国戏剧提供
了不拘一格、奖掖新人的人才培养方
式。

随后，这群平均年龄只有 18 岁
的“小百花”们，秉承着“敬业、奉献、
合作”的工作精神和“求精、求新、求
美”的创作意识，迅速在梨园界脱颖
而出：

《五女拜寿》《陆游与唐琬》《西厢
记》和新版《梁祝》等佳作频出，打动
人心，引发共鸣；茅威涛、董柯娣、陈
辉玲、蔡浙飞、章益清等越剧名角深
耕艺术，相继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
茅威涛还是“三度梅”获得者，成为越
剧舞台上的一位领军人物；她们首创

“诗化越剧”的艺术风格，将“写意”戏
剧观贯穿从布景到表演的每一个舞
台元素，丰富了越剧乃至中国戏剧的
艺术表现。

浙江音乐学院戏剧学研究所特
聘研究员蒋中崎持续 30 多年关注

“小百花现象”。他表示，40年来，“浙
江小百花”以鲜明突出的江南文化特
质、注重时代的审美需求和优化舞台
的艺术资源不断探索创新，为中国越
剧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众里寻她：好一束美丽的“小百花”

去年 8 月，一段“贾廷抱着金镶玉
转圈圈”的短视频，让越剧《新龙门客
栈》在网上火了，主演陈丽君和李云霄
的人气也随之大涨。

“看这部戏，可不能光看‘转圈
圈’，我们要看演员的唱念做打，也要
看剧情中的侠义精神，还要看里面的
艺术创新。”该剧出品人、浙江小百花
越剧院名誉院长兼艺术总监茅威涛说。

2023年3月28日，根据经典武侠
电影《新龙门客栈》改编的同名越剧
成功登台，在服装、化妆、道具上体
现出更具时尚的“新国风”特色，而
在舞台设计上，则采用了“环境式戏
剧”样式，使观众席和舞台处于同一
间“客栈”里，让观众与演员近在咫
尺。

“她们的一招一式、表情神态，经
得起观众细细端详，感觉越剧真是又
美又‘飒’！”观众周女士说，此前她对

越剧知之甚少，这次和好友一起观看
《新龙门客栈》，一下子就着了迷。

小百花越剧何以令观众流连忘返？
“持续的创新，让青春靓丽的生命

美与雅致婉柔的艺术美不断碰撞，激
发出新的生命力。”浙江小百花越剧院
副院长、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蔡浙
飞说。

40年艺术追求一以贯之，让越剧
舞台留下许多至今难忘的精彩瞬间：

作为越剧创新的“先锋派”，茅威
涛会踢起戏服的下摆，用学自川剧的

“褶子功”让观众看到张生收获爱情后
的狂喜；又会削发、歪脖、缩颈来颠
覆自己潇洒小生的原有形象，演活了
孔乙己的迂腐落魄；还会披头散发，
戴上墨镜，白眼向天，手持二胡演绎
阿炳，引得观众狂喜鼓掌…

作为越剧创新的代表性剧团，“浙
江小百花”在《西厢记》里，首次用

上了旋转舞台，让男女主角同台而不
相见，各怀愁绪；在新版 《梁祝》
中，男女主角手中的扇子有如彩蝶翻
飞，传递出你侬我侬的情意；为演

《春香传》，她们专门学习长鼓舞，让
观众都猜测“小百花”是不是请来了
朝鲜族演员……

从鲁迅小说到布莱希特戏剧，从古
希腊神话到朝鲜故事，不少文学作品都
成为浙江越剧的改编题材。

一个个精彩的瞬间，是从未止步的
创新理念，更是几代越剧工作者的艺术
追求。

年逾八旬的戏曲导演杨小青是
“诗化越剧”的重要创始人，也是三
代“小百花”们口中的“杨妈妈”。
至今仍在导演一线的她发出感慨：正
是因为从未懈怠过对美和艺术的追
求，“小百花”才能久盛不衰。

从未懈怠：“小百花”跃“新龙门”

今年，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成立40周年。
新春伊始，剧团开启了新一轮全国巡演，15个城

市、30多场演出，众多经典剧目连番上场，所到之处引
发观众热潮。有的观众在扬州看罢意犹未尽，又追随
到南京……一位大学生观后说：“‘小百花’的戏有一
种磁场，牢牢地牵住了观众的心。”

一排排的荧光棒、粉丝们的呼喊……回想起来，
让戏曲演员们大受鼓舞：传统越剧在革新中发展，才
能不断增强自身的吸引力。

一部作品吸引的是“短期流量”，“浙江小百花”追
求的是一个剧团、一个剧种甚至传统戏曲的“持续增
量”。守正创新之路上，“小百花”们探索不息：

剧目创新。“小百花”一直注重作品创新，以量身
定制的作品培养演员，以守正创新的作品吸引观众。
蔡浙飞说，剧团的每一次“超越”，都是以观众的文化
需求为风向标，在了解市场、了解观众的基础上，找准
剧种艺术风格与时代的对接点、与观众的共鸣点。

传播出新。近年来，“小百花”越剧除了传统的
宣发渠道外，还借助微博、抖音、B站等互联网平

台，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持续探索符合时代发展，
契合当代青年观众的表达方式，进一步拓宽受众范
围，为越剧带来新的发展机会。”浙江小百花越剧院
院长王滨梅说。

人才育新。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还加强与浙江艺
术职业学院的校团合作，于2008年和2019年开设两
期戏曲表演专业“小百花班”，通过课堂教学舞台化、
艺术实践系统化、流派师承定制化培养越剧人才。

交流谱新。茅威涛一直在思考中国戏曲的现代
性和世界性问题。10多年来，她多次率团参加国际知
名艺术节，扩大中国戏曲在海外的影响力。2016年，
一部由她领衔主演的穿越题材新剧《寇流兰与杜丽
娘》在英国伦敦首演，该剧将汤显祖的《牡丹亭》与莎
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斯》融合改编，开启一场跨时空
的对话，在此后的欧洲巡演中反响热烈。

“当越剧走到最高端的国际舞台，当国外剧团纷
纷来引进和改编越剧，就是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
外传播和增强文化自信的最好体现。”茅威涛说。

（新华社杭州5月16日电）

持续创新：春色满园径向前

2024 年 5 月 1 日，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演员在
杭州蝴蝶剧场演出新编现代戏《钱塘里》。

（新华社发）
越剧演员陈丽君（左）和李云霄在杭州蝴蝶剧场演出新编越

剧《新龙门客栈》。 （新华社发）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蔡浙飞在越剧《苏秦》里
饰演苏秦。 （新华社发）

在杭州蝴蝶剧场，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演员在新版《梁祝》（青春版）演出后和观
众互动。 （新华社发）

2024年5月1日，参演新编现代戏《钱塘里》的演员在杭州蝴蝶剧场的化妆间上妆。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