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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字 戏 又 称 正
音 戏 ，约 有 2600 个
传统剧目，大多是宋
元南戏名剧，于 2006
年 入 选 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黄壮营是陆丰市
正字戏传承保护中心
负责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正字
戏代表性传承人。

净 行 展 演 有 两
场经典正字戏表演
—— 庄 良 炉 领 衔 的

《张飞归家》，陈伟文
领 衔 的《 闻 仲 归
天》。黄壮营说：“我
们一直坚持以传统
剧目表演为主，之后
再开拓创新，希望正
字戏这个古老剧种
能有新气象。”谈及
传承，黄壮营透露，
保护中心近年一直
在做正字戏保护工
作 ，“ 搜 集 老 本 、资
料 ，录 制 影 像 ，写
书”。另一位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正字戏代表性传承人
彭美英编著的《正字
戏》《南戏遗响——正
字戏》《正字戏脸谱》
等，都是正字戏研究
的代表著作。

如 何 创 新 ？ 黄
壮营透露：“中心最
近几年开拓了红色、
生 活 题 材 正 字 戏 。
献礼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的《黄厝
寮》是原创红色正字
戏代表。”《黄厝寮》
于 2020 年 9 月首演，
讲述陆丰人民克服
艰 险 ，突 破 敌 人 封
锁，保护南昌起义中
共前委周恩来同志
转移至黄厝寮养病
并胜利渡海的感人
故事，诠释鱼水情深
的党群关系，弘扬陆
丰革命精神。黄壮
营说：“演员穿着年
代戏戏服唱戏曲，台
词文白夹杂偏生活
化，回避了话剧感，
新型正字戏让观众
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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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汉 剧 原
称“外江戏”，清代
乾 隆 年 间 进 入 粤
东，流行于客家人
聚 居 的 梅 州 等
地 。 广 东 汉 剧 有
近 300 年历史，以

“西皮”“二簧”唱
腔为主，舞台语言
沿用“中州韵”、普
通话。

对 于 广 东 汉
剧的传承与创新，
广 东 汉 剧 传 承 研
究 院 党 委 书 记 、
院 长 张 广 武 说 ：

“ 传 承 与 创 新 实
际 上 是‘ 两 条 腿
走路’，二者不能
割 裂 。 近 年 来 ，
广 东 汉 剧 传 承 研
究院将《闹严府》

《花灯案》等经典
剧 目 排 回 来 ，并
结 合 时 代 文 化 、
客 家 文 化 创 排

《黄 遵 宪》《李 坚
真》等 现 代 戏 。”
2016 年 ，广 东 汉
剧 传 承 研 究 院 首
次 以 汉 调 音 乐 剧
的 形 成 推 出《梦
@ 时 代》，表 达 几
代 戏 曲 人 在 追 梦
过 程 中 面 临 的 曲
折和迷茫……

“ 以 戏 出 人 ”
是 广 东 汉 剧 传 承
研 究 院 培 养 广 东
汉剧演员的利器，
通过“周五有戏”

“周六艺苑”舞台，
以及进校园、进社
区 、进园区 、进军
营、进农村“五进”
方 式 让 演 员 得 到
锻炼机会，戏迷也
有 看 戏 的 好 去
处 。 张 广 武 说 ：

“ 目 前 ，以 老 艺
人‘ 传 、帮 、带 ’
培 养 年 轻 演 员 的
方 式 逐 渐 奏 效 ，
广 东 汉 剧 传 承 研
究 院 已 经 形 成 50
岁 为 主 的‘ 老 三
代 ’演 员 和 30 岁
为 主的‘新三代’
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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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剧 是 以 潮 汕 方 言
演唱的一种古老的传统
地方戏曲剧种，优美动听
的唱腔和独特的表演形
式展现出潮汕地区独特
的文化底蕴，是潮汕文化
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一 场 潮 剧 表 演 融 合
了潮汕音乐、潮汕方言、
潮汕刺绣等文化元素，一
级演员、汕头市潮剧传承
人、汕头市潮剧团团长谢
继顺介绍，部分潮剧角色
的化妆技巧与其他剧种
存在一定差异，“粤剧的
武旦一般用大红色画眼
影，而潮剧武旦角色是用
朱红色。”

近年来，潮剧人紧贴
时代需求，创编了一系列
优 秀 现 代 潮 剧 。 今 年 9
月 ，潮 剧《绣 虎》荣 获 第
35 届全国田汉戏剧奖剧
目奖。而新编的潮剧现
代 戏《红 军 阿 姆》《百 姓
之 子》《望 海 潮》《许 包
野》等 多 部 剧 目 更 是 频
频获得国家级和省级奖
项 ，潮 剧 逐 渐 呈 现 出 一
种“ 写 现 代 、演 现 代 、唱
现代”的新趋势。

潮 剧 演 员 张 往 田 是
潮剧花脸行当传承人之
一。今年 45 岁的张往田
从小练体操，中学时期开
始学潮剧，18 岁开始专攻
花脸。每逢上舞台前，张
往田都坚持亲自操刀妆
容，“不同曲目的人物角
色要有自己的理解，对于
自己塑造的角色要自己
画才能呈现人物特征。”

中 青 年 演 员 扛 起 传
承潮剧的大旗，而潮剧新
生 代 则 得 到 培 养 新 机
遇。今年 4 月，中国戏曲
学院与汕头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以“学校+基地”
新模式合办中国戏曲学
院首个全日制潮剧本科
班，在广东潮剧院、汕头
文化艺术学校设立中国
戏曲学院汕头教学 实 践
基地。今年 9 月，28 名潮
剧学子通过努力备考，被
中国戏曲学院全日制潮
剧 本 科 班 录 取 ，28 份 录
取通知书为潮剧的专业
化发展增加了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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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南国红豆”之称的粤
剧，以粤方言演唱，曲目演奏吸
收了珠江三角洲的民间音乐，是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霸王别姬》《关公月下释貂
蝉》《打焦赞》等经典粤剧曲目在
广 东 戏 曲 行 当 展 演 中 轮 番 上
演。在二级演员、广州粤剧院红
豆粤剧团副团长陈振江看来，这
次参赛对剧团而言也是一次历
练。18 岁的唐文轩是红豆粤剧
团此次参赛演员中最年轻的一
位。他说：“能够和众多前辈同
台展演是一次宝贵的机会，最重
要的是通过比赛能促进自己学
习和改进，学做戏其实就是学做
人，往往要经历先苦后甜。”

近年来，广州粤剧院推出了
不少紧贴时代的剧目，红豆粤剧
团副团长李嘉宜介绍：“2018 年，
广州粤剧院曾与红线女艺术中
心合作排演小剧场《武松》，从传
统经典名著中抽取观众熟悉的
人物，结合流行文化反映当下社
会年轻人的心态，让年轻观众在
看戏的同时也有思考的空间。”
欧阳山先生笔下的经典小说《三
家巷》也被广州粤剧院搬上舞
台，主演之一李嘉宜表示，将小
说改编为粤剧现代戏难度不小，

“编剧需要读出欧阳山先生在作
品中所表达的思想，舞美、灯光、
服饰 、妆容与传统粤剧也有区
别，人物角色则赋予演员更大的
表演空间，对演员的表演要求也
更高。”

佛山粤剧文化气息浓厚，每
逢周日，佛山祖庙的万福台有大
戏上演。佛山粤剧院演员队队
长梁妙彤说：“可能部分观众会
认为粤剧起源于广州，粤剧实际
上发源于佛山，广州是发祥地。”
佛山粤剧院近几年来不断推进
粤剧与佛山本土文化的融合，形
成佛山粤剧的特色，比如创编

《将军令》，将佛山本地英雄吴勤
的事迹以及蔡李佛拳功夫融合
到粤剧进行展演。除此之外，让
粤剧走近少儿，也是佛山粤剧院
一直致力推广的工作。梁妙彤
介绍：“去年，佛山粤剧院创编的
少儿粤剧《大话哪吒》深受小朋
友们欢迎。疫情期间，佛山粤剧
院推出线上‘少儿粤剧培训营’，
以免费的网络教学讲解视频让
儿童了解和学习粤剧。线下则
开展粤剧进校园活动以及举办

‘佛山少儿粤剧艺术节’，希望做
到粤剧从娃娃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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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行当展演吸引了
不少年轻演员领衔主演、
搭戏。方展荣对年轻戏曲
演员发展提出建议：“第一
是传承，主动学习前辈经
验；第二是读书，增加理解
角色的能力；第三是吸收
同一角色影视剧演员的表
演方式；第四是观察生活；
第五是热爱。”倪惠英提出
了“守正创新”理论寄语年
轻人：“先守正，再创新，
如果不学习传统技巧、不
刻苦练功就说创新，会变
成无根之木。”曾小敏认为
此次行当展演能让不少年
轻演员有清晰的目标：“自
己定位了哪个行当，就从
哪个行当入手，打好基础
去死磕，每个行当都能出
彩。”

为了让戏曲拥抱年
轻观众，中国戏曲界作出
了很多努力。广东戏曲

近年也有不少动作：排现
代题材新戏、名家与流行
歌手跨界合作、制作戏曲
周 边 产 品 …… 丁 凡 说 ：

“现在年轻人的审美眼光
不同了，所以，传统戏曲
必须有创新发展。但这
种发展要有概念规划，例
如，广东粤剧院取材自网
游的新编粤剧《决战天策
府》就 非 常 适 合 年 轻 人
看。”曾小敏主演的首部
4K 粤 剧 电 影《白 蛇 传·
情》颇受年轻观众欢迎，
她说：“广东戏曲一定要
转 变 观 念 ，以 开 放 姿 态
走 向 市 场 ，在 保 持 传 统
戏曲艺术审美的基础上
去跨界、融合。”方展荣
则认为：“广东戏曲的创
新 固 然 重 要 ，但 也 要 保
留 传 统 剧 目 的 原 汁 原
味 ，演 员 打 好 基 础 才 能
做到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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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广 东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主办，广东省艺
术 研 究 所 策 划
承办的“2021
粤戏越精彩·
广东戏曲行
当展演”于 11
月 17 日 、18 日
成 功 举 办 。 继
2019 年 首 届 行
当展演聚焦“青
衣 ”和“ 丑 行 ”
之后，本届展演
聚焦“净行 ”和

“武旦 ”。演罢
40 个 行 当 折 子
戏，两大行当各
有 10 名演员脱
颖 而 出 ，获 得
“十佳武旦”
“十佳净行”
殊 荣 。 展 演 盛
况空前，粤剧艺
术 博 物 馆 小 剧
场座无虚席，线
上 关 注 度 同 样
不 俗 。 据 不 完
全统计，实时在
星海直播、新华
网 上 观 看 线 上
直 播 总 人 次 达
到96万。

羊 城 晚 报
独 家 报 道 了 本
届 广 东 戏 曲 行
当展演活动，记
者 采 访 了 多 位
广 东 资 深 戏 曲
从业者，他们揭
开 了 舞 台 背 后
的真实一角，同
时 为 广 东 戏 曲
的 传 承 与 发 展
之路集思广益。

粤
戏

“2021 粤戏越精彩·广东戏曲行当展演”好戏连台

此次展演活动的
最 大 亮 点 是 聚 焦 行
当。方展荣认为“行
当”观念至关重要，广
东戏曲行当展演抓点
准确：“戏曲演员就是
靠行当来演戏的，有
行当的戏曲才有生命
力。生、旦、净、末、丑
样样都有，才能让戏
精彩。”倪惠英解释，
每个行当都有特定的
规范，“这次展演对行
当发展有重要的推动
作用，让传统戏曲基
础更扎实，剧种发展
更均衡”。吕维平举
例认为行当内的“比
试”增加了戏曲技艺
的丰富性：“行内有句
话叫‘千生万旦，一净
难寻’，净行演员要嗓
门大、功夫好、会勾脸
…… 而 且 ，为 了 这 次

展演，很多演员重拾
了荒废已久的绝技。
某种程度上，行当展
演填补了广东戏曲赛
事的一处空白。”

虽然每场展演都
聚焦同一行当，但剧种
不同，评委如何评判演
员高下？丁凡表示：

“虽然每个剧种都有各
自特点，但同一行当的
表演形式不会差太多，
对于基本功的评判标
准是统一的。”曾小敏
进一步解释道：“演员
的身段、气质、做工、
唱腔、念白等，都有规
律 可 循 ，而 且 有 标
准。”方展荣认为：“不
管是哪个剧种，演员
一 出 台 ，起 码 唱 、演
要 立 得 住 脚 。 演 员
要 会塑造角色，让观
众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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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粤戏越精彩·广东
戏曲行当展演”涵盖粤剧、潮
剧、广东汉剧、正字戏、西秦
戏、白字戏、雷剧等七个剧
种。来自全省15个专业院团
的40名演员在连续两天的四
场演出中，为观众带来包括
粤剧《钟馗嫁妹》《霸王别姬》
《白蛇传》《探谷》，潮剧《马武
捶金砖》《李逵下山》，广东汉
剧《火判》《改容战父》，正字
戏《闻仲归天》，西秦戏《秦香
莲》，雷剧《闯寺·拷蛤》等经
典剧目在内的40个折子戏。
不少剧目唱做技巧繁难独特，
考验演员的看家功夫和综合素
质，有些剧目甚至在当今舞台
上难得一见，展示了演员高超
精妙的表演技艺，也凸显了各
剧种行当艺术的精华和魅力。

此次活动邀请了八位省
内著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及
专家担任评委，包括中国戏剧
表演艺术最高奖“梅花奖”获

得者丁凡、倪惠英、李仙花、曾
小敏，广州粤剧院院长余勇，潮
剧表演艺术家方展荣，广东汉
剧传承研究院院长张广武，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西秦戏代表性传承人吕维平。

最终，李伟聪、吴泽东、
叶林、陈文斐、李霆辉、蔡金
敏、毕海荣、余锦程、许子佳、
麦少聪获得“十佳净行”荣誉
称号；莫伟英、卢月玲、吴非
凡、严金凤、余碧玲、黄文意、
文慧、曾洁乐、莫燕云、钟慧
获得“十佳武旦”荣誉称号。

据了解，在广东省文化
和旅游厅的关心支持下，广
东省艺术研究所将以本次活
动的成功举办为契机，继续
同全省戏曲工作者一起，在保
护传承广东戏曲艺术、促进地
方戏曲剧种良性发展方面发
挥更多作用，擦亮“粤戏越精
彩”品牌，为广东省戏曲艺术
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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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秦戏又称乱
弹戏。明代，西北
地区的西秦腔流入
海陆丰（今汕尾），
与地方民间艺术结
合，至清初形成西
秦戏。吕维平是海
丰县西秦戏艺术传
承中心一级演员、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西秦戏代表
性传承人。

吕 维 平 表 示 ：
“我们延续几百年
来的戏剧生态，带
着经典剧目下乡演
出，服务民间庆典
活动。”戏团保留了

“点戏”传统：“我们
每年至少会准备 50
台戏，而且每年都
会翻新戏目。通常
有人需要西秦戏演
出，会临时请戏，有
时还是吃饭时间，
我们就得马上带队
去演。”吕维平也透
露 了 一 种 特 殊 情
况：“有时，西秦戏
迷会点到戏单里没
有的老传统戏，有
些是老艺人走了，
失传了；有些是没
失传，但好多年没
演过了。我们不敢
随便演，不能糊弄
观众。”

在 汕 尾 市 ，西
秦戏、正字戏、白字
戏都是广东四个稀
有剧种之一，西秦
戏尤其困难。吕维
平说：“西秦戏以前
还有两三个民营戏
团，后来老一辈演
不动了、人才转行，
团队解散，现在海
丰县西秦戏艺术传
承中心成了全国唯
一 一 个 西 秦 戏 团
队 。”从 艺 40 年 的
吕维平将传承西秦
戏 视 为 人 生 的 修
行：“我们到 50 多岁
就要转型，尽量推
年轻人上台演出，
把师父教给我们的
东西 教 给 他 们 ，让
他们少走弯路。”

雷
剧
：
线
下
演
出
红
火

雷 剧 起 源 于
雷 州 半 岛 ，以 雷
州 方 言 歌 唱 ，至
今 已 有 300 多 年
历 史 。 旧 时 ，雷
州 歌 是 本 地 劳 动
人 民 以 雷 州 话 自
我 歌 唱 、自 我 抒
情 、互 相 唱 和 、逗
趣 答 辩 的 民 间 歌
谣 ，而 互 动 对 答
是 雷 剧 展 演 的 特
色之一。

雷 剧 的 妆 发
和 服 饰 吸 取 粤 剧
而改制，雷州音乐
成 为 雷 剧 音 乐 的
特色，而锣鼓则吸
取了京剧和粤剧，
湛 江 市 实 验 雷 剧
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湛江市实验
雷 剧 团 ”）总 经 理
林 奋 认 为 ，“ 可 以
用‘ 包 容 ’一 词 来
形容雷剧。”

在湛江地区，
有 100 多个民营剧
团 活 跃 ，每 年 有
250-300 场次的雷
剧 表 演 为 观 众 奉
上 ，其 中 ，湛 江 市
实 验 雷 剧 团 的 表
演 场 次 每 年 多 达
100 多场。“雷剧在
雷 州 半 岛 地 区 十
分红火，受欢迎程
度 高 。”林 奋 对 记
者 说 ，“ 每 年 剧 团
有 10 至 20 余场进
校园活动，除了向
学生们展演雷剧，
还 会 讲 解 雷 剧 相
关 知 识 ，指 导 表
演。”

在 参 加 此 次
展演前，雷剧演员
精心编排剧目，林
奋 介 绍 ：“ 为 传 承
老 一 辈 的 技 艺 ，
创 编 了 徐 娇 艳
主 演 的《 闯 寺·
拷 蛤 》，剧 团 有
意 将 老 前 辈 们 失
传 的 发 声 技 巧 纳
入 到 表 演 中 ，而
群 体 技 巧 表 演
也 是 该 剧 的亮点
之一。”

白
字
戏
：
抢
救
失
传
剧
本

白字戏是用广东海
丰 、陆 丰 方 言 演 唱 的
地 方 剧 种 ，元 末 明 初
从闽南流入汕尾等粤
东 地 区 ，后 来 吸 纳 竹
马、钱鼓、渔歌和潮剧
音 乐 等 民 间 艺 术 ，改
用当地方言演唱。余
锦程是海丰县白字戏
艺 术 传 承 中 心 负 责
人 、省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产项目白字戏代表
性传承人。

此次展演，余锦程
选 择 亲 自 登 台 表 演 ，
带来白字戏《铡美案·
理直气壮为百姓》，饰
演包拯。上世纪 90 年
代，他就开始演包拯，
一晃演了 30 年。余锦
程说：“我对包公情有
独 钟 ，小 时 候 特 别 喜
欢 看 包 公 戏 、包 公
剧 ，我 喜 欢 他 为 民 除
害 、为 国 为 家 、两 袖
清 风 的 品 质 ，这 些永
不过时。”

余锦程透露，稀有
剧种中，白字戏戏团数
量不算少，“现在有 100
家 左 右 ，最 鼎 盛 时 有
130 多家”。疫情前，海
丰县白字戏艺术传承
中心的戏团，每年会到
当地村子演220场左右
的传统戏，每场戏有 5
小时左右。中心也在
打造精品，“2014 年，白
字戏《龙宫奇缘》在广
州的蓓蕾剧院上演，反
响不错。每年艺术节，
我们也会排新戏。”

对于白字戏的传
承，余锦程透露，现在
剧目失传现象比较严
重：“应该有 200 台 可
以 演 出 的 本 子 ，但 纯
粹 的 白 字 戏 剧 本 只
有 100 多 本 。 甚 至 有
些 戏 ，我 们 听 过 名
字 ，但 从 没 看 过 剧
本 。”目前，通过民间
搜 集 ，专 家 重 新 编 写
抢 救 的 白 字 戏 剧 本
有 10 台 左 右 ，“ 我 们
也 会 询 问 老 艺 人 如
何 去 演 ，尽 量 保 留 诠
释 故 事 的 原 味 。”余
锦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