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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人的生活离不开潮剧，
那些悠扬婉转的旋律早已融入
潮汕人的血脉中。当下，我们发
现，潮剧出现越来越多的年轻粉
丝，潮汕地区的文化氛围也愈发
浓厚，而这也得益于非遗项目的
传承工作的持续推进。

曾摘取中国戏剧最高奖梅
花奖的张怡凰，自 1985 年从艺
至今，不仅见证了潮剧文化几
十年的更迭发展，也与众多潮
剧表演者和传承人一样，不断
挑战自我、创新剧目，致力于潮
剧非遗文化的传播传承。

“记得1999年，我发行了第
一张潮剧个人专辑，受到票友
们的热捧，后来，在 CD 的基础
上还衍生出伴奏带，可以用于
现场伴奏，因此票友们也从听
众转变为演唱者，更加深入地
感受潮剧魅力。”张怡凰告诉记

者，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和
国际文化交流的深入，潮剧作
为潮汕非遗文化的招牌之一，
传播渠道和范围在不断拓展。

近年来，潮剧进校园、非遗
讲堂等活动在汕头如火如荼开
展，张怡凰等潮剧名家也作为
讲师走到了讲台前。面对一群
对潮剧这种传统文化很陌生的
中小学生，张怡凰有自己的妙
招：“首先，要引起学生的好奇
心，进行体验式教学，除了示范
长水袖表演等潮剧经典动作，
我还会让学生体验潮剧服装、
模仿简单表演动作，认识马鞭、
刀枪等演出道具，只有让他们
亲身感受潮剧的魅力，才能勾
起进一步学习的兴趣，为潮剧
的传承发展物色下一代。”

据悉，为了更好传承潮剧艺
术，该院选派优秀青年演员到上

海戏剧学院潮剧表演本科班进
修，形成学校与院团携手的培训
模式；同时，“潮剧进校园”活动
自 2017 年至今已举办逾 200
场，学生参与人数近7万人。

接下来，广东潮剧院更将
牵 手 名 校 为 潮 剧 引 入“ 活
水”——围绕汕头市委市政府

“八个一批”工程，广东潮剧院
正在积极推进与中国戏曲学院
开展战略合作，采取“协同合
作，协同培育”新思路，“学校+
基地”新模式，为潮剧学生提供
戏曲高等教育学习实践机会，
培育下一代传承人，大力擦亮
潮剧这块璀璨招牌。

“记得小时候，我们的音乐
课是有潮剧的，我希望接下来
潮剧进课堂能够成为一个常
态，能再次融入到中小学生的
音乐课程里，培养出下一代愿

意 继 续 坚 守、传 承 的 潮 剧 人
才。身为潮剧传承人，我也会
把所学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承下
去，并活用各种‘走出去、请进
来’的方式，全力推动潮剧非遗
文化的发展，通过潮剧这个载
体更好地传播潮汕文化。”张怡
凰感慨道。

近日，揭阳市“周末好戏出”系列文化
活动拉开序幕，该活动是精心编排的庆祝
建党100周年民间文化艺术活动，在戏曲进
景区展演及青狮表演的基础上，增加非遗
动态展示及游客体验项目，并通过直播形
式向海内外进行全方位展示。（蚁璐雅）

4 月 11 日，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文化
和旅游部主办，中国交响乐团承办的“2021
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中国交响
乐团走进广东汕头专场演出”在汕头精彩上
演，古今中外经典作品激昂交错，为现场近
500名观众带来一场极富感染力的视听盛宴。

4月 10 日，一场主题为“传统元素
与现代理念交融益彰”的文化沙龙在
潮州府学旧地文创园内的时光轴书店
举行，相关专家学者和嘉宾分别从不同
角度对百年老照片及其文化价值进行
探索。

4 月 10 日，汕尾陆丰市举办“陆海相
通，丰收心宿”2021中国·汕尾陆丰民宿招
商推介大会，现场签约投资项目 21个，总
投资额约 438.84 亿元。为大力支持民宿
产业发展，陆丰市还专门出台了《陆丰市
鼓励扶持民宿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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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剧是用潮汕方言演
唱的一个古老的传统地方
戏曲剧种，距今已有近 600
年历史，并随着潮汕人的足
迹飘洋过海，享誉海内外。

2006 年，潮剧被列入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作为国家级潮剧
代表性传承人、2020“中国
非遗年度人物”，姚璇秋是
名副其实的潮剧符号、当代
潮剧表演界的扛鼎人物，她
曾于 1957 年随团到首都北
京表演，这是潮剧在数百年
发展过程中第一次站上首
都的舞台，而姚璇秋主演的
《扫窗会》《苏六娘》《荔镜
记》《续荔镜记》《江姐》《春
草闯堂》等剧目均成为潮剧
的经典。

据悉，今年以来，广东
潮剧院重点主抓姚璇秋老
师艺术成就“六个一”项目
的推进，包括《姚璇秋传记》
《姚璇秋潮剧艺术作品》系
列音像制品、姚璇秋电视纪
录片、姚璇秋学术专家研讨
会、姚璇秋艺术成就展展
厅、姚璇秋潮剧艺术传承展
演晚会等。这是广东潮剧
院一手抓传承，一手抓人才
培养的具体体现，而潮剧非
遗项目也将在回首与展望
中逐渐焕发崭新活力。为
此，《羊城晚报·潮人文脉》
周刊日前专访了姚璇秋老
师，交流潮剧文化的传承创
新之路。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潮
剧现代戏和传统剧有什么
不同呢？

姚璇秋：文章合为时而
著，潮剧也要紧跟时代，反
映时代巨变，弘扬时代真善
美，为时代而演。潮剧现代
戏与传统戏区别在于更趋
生活化，现代戏穿的是生活
装，传统戏穿的是古装，古
装有长袖长袍遮掩，动作可
以更加写意，但是现代戏穿
的是现代日常衣服，演绎起
来应该更加写实些。如何
在写意与写实之间找到一
个平衡点，是演好现代戏的
一个关键。

羊城晚报：从一名潮剧
演员到潮剧的国家级传承
人，您在数十年的从艺生涯
中见证和感受了潮剧的传
承、创新和变化。

姚璇秋：潮剧是潮汕文
化的集中体现，是潮汕人爱
恨情仇在舞台上的艺术化
呈现。这个剧种到现在将
近六百年的历史了，底蕴很
深，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历经
大起大落，至今依然为广大
潮汕乡亲所喜爱，呈现出蓬
勃的生命力。

我从艺至今已经 71 年
了，这 71 年来见证了潮剧
的起伏。新中国成立前，潮
剧实行的是童伶制，艺人毫
无地位可言，潮剧的剧本与
演出艺术基本都掌握在戏
班班主或者教戏先生手里，
潮剧艺术难以得到传承。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童伶
制，艺人翻身做主获得自
由，潮剧艺人从原来地位卑
微的“戏子”到新社会被称
为演员甚至表演艺术家；潮
剧也进行了“改戏、改人、改
制”三改的改革，很多珍贵
的剧目被有体系地整理出
来，潮剧艺术获得空前发
展，从原来扎根基层到大江
南北交流演出，最后唱上北
京中南海，此后再到香港地
区乃至出国交流。

我从艺这 71 年来，亲

眼见证了潮剧走过的不寻
常道路，可以说，潮剧的发
展与政府的重视是息息相
关的。去年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潮汕视察并点赞了潮
剧，这极大地激发了海内外
潮人的文化自信心。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的意见》，提出到 2025
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体系要基本形成，潮剧
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
重要支脉，国家的文化发展
大背景下，在各级政府的重
视下，潮剧这个古老的剧种
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是值
得期待的。

羊城晚报：在退出舞台
之后，您又挑起了潮剧的传
承重任，并且荣获 2020“中
国非遗年度人物”称号。您
在培养下一代潮剧人才方
面有什么样的心得，对新时
代潮剧的推陈出新、传承发
展有什么建议？

姚璇秋：我是 2000 年
退出潮剧舞台的，2008 年
我被定为潮剧国家级传承
人 ，正 式 担 任 传 承 的 工
作。但是在传承人这个概
念出来之前，我已经自发
做这件事。上世纪七十年
代，潮剧人才青黄不接，我
开始重视年轻人的培养，
当时最明显的效果就是我
将自己在演的一出戏《陈
三五娘》教给了下一代，并
把演出舞台让给新人上，
这个阶段培养的是新中国
成立后的第二代黄五娘吴
玲儿。传承这项工作，我
觉得应该带着感情的，你
选择了潮剧这项事业，就
必须全身心投入，这样你
会发现潮剧的发展与你是
息息相关的，你看到潮剧
没 人 接 上 来 或 者 接 得 不
好，你会心急，你会想方设
法去培养新人。

潮剧的传承，我的理解
其实是承传，先承后传，先
承接前人优秀的经验，然后
再传给下一代。我现在就
是这样，我的艺术是我的老
师、前辈们教给我的，我现
在承接在身，要传给我的后
来者。先承后传，也说明一
个道理，先把潮剧的传统东
西承接下来，保住剧种的特
色，保住剧种的根，脱离了
剧种的根来谈创新，是伪创
新。

潮剧的推陈出新是有
必要的。潮剧从来没有保
守过，几百年来一直在创新
发展，保持着新鲜的血液。
但是潮剧的创新是必须在
保留剧种的特色基础上，将
其他剧种或者新时代的一
些东西吸纳进来，为我所
用，壮大剧种。

姚璇秋接受《羊城晚报·潮人文脉》专访——

潮剧推陈出新
仍需保住剧种的根

树立潮剧品牌 做好潮剧创新

据了解，汕头市委市政府
在今年初印发的“八个一批”工
程方案明确提出，要编排一批
戏、树立一批惠民文化品牌，努
力开创汕头市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利用新局面，加快建设立足
粤东、面向全国的区域文化高
地。

围绕“八个一批”工程方
案，广东潮剧院在继续办好“潮
剧大观园·周五有戏”“戏亭 印
象”等系列品牌活动，通过歌
曲、舞蹈、小品、潮乐演奏等多
种文艺形式，丰富市民文化生
活的同时，也正在积极推进《秘
密交通站》《绣虎》《英雄长歌》
《望海潮》等剧目的创排及演
出，积极推进优秀剧目参加全
国性展演。

据悉，“潮剧大观园·周五
有戏”从 2013 年至今已举办超
过 430 场；而“戏亭印象”之小
公园有约惠民活动自2020年 6
月启动起，至今已举办54场，每
场观众均在两万人次以上，线
上宣传单场点击率逾52万。而
今年春节前夕，“四海潮音·全
球潮剧票友汇”云演唱会上名
家票友同台演唱、视频连线，来
自澳大利亚、泰国、美国等多个
国家地区的海内外票友戏迷通
过网络感受了潮剧的魅力，其
间吸引了超 14.3 万人次点击观
看。

事实上，“八个一批”工程
方案中提出的树立潮剧品牌、
做好潮剧创新绝非一朝一夕之

事，而是汕头众多潮剧工作者
一直努力的方向。

广东潮剧院副院长张怡凰
告诉记者，广东潮剧院在潮剧
创新上的脚步从未停止，不仅
探索出一系列包括传统潮剧、
潮剧现代戏、抗疫组曲等多类
型的表演方式，同时，创作紧扣
时代主题，与多个部门合作，结
合城市创文、扫黑除恶、党史教
育等中心工作主题，以一种老
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推广宣
传。

“以获得第十四届广东省
艺术节一等奖的潮剧现代戏
《秘密交通站》为例，该剧不仅
挖掘了汕头革命史实题材、讲
述峥嵘岁月故事，还融入新科
技舞美制作，加入了 LED 屏做
滚动背景，实现场景的动态切

换，营造生动的表演情境，表演
方式上更加贴近生活化，得到
较高评价。”张怡凰介绍道。

与此同时，在《秘密交通
站》中担纲主角的张怡凰也有
一种强烈的感受，“该剧在剧本
创作和表演方式方面也保留有
戏曲的传统特点和韵味，唱腔、
音乐、表演形式是传统潮剧的
精髓和独有特色，是不能抹去
的。”张怡凰说。

其实，不单单是《秘密交通
站》，近年来的潮剧舞台精品迭
出、与时俱进，彰显出了巨大的
生命活力，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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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一种“写现代、演现
代、唱现代”的趋势。

潮剧牵手名校 传承引入“活水”

年轻粉丝越来越多，古老剧种贴上“潮”字标签，专家学者肯定点赞

潮剧现代戏频出

3月底，一部讲述“侨”故
事的大型现代潮剧《望海潮》
在汕头慧如剧场连续公演两
晚，受到了众多票友的热情
追捧。

《望海潮》是广东潮剧院按
照汕头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
历史文化保护和利用实施“八
个一批”工程方案》（以下简称
“八个一批”工程）的相关部署
要求，精心组织打造的大型潮
剧现代戏。据该剧总导演陈晓
琳介绍，《望海潮》将传统的潮
剧表演程式和现代舞台艺术相
融合，希望通过这一剧目，让
更多人了解潮剧，爱上潮剧，
助推这一古老剧种在新时代的
传承发展。

正如陈晓琳所言，有着“南
国鲜花”美誉的潮剧是一个有
着数百年历史的古老剧种，也
是联结海内外潮人的重要精神
纽带，在对外文化交流和维系
乡情梓谊中有着独特作用，如
何让潮剧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
在新时代中焕发传承绽放，成
为摆在众多潮剧工作者面前共
同的重要的时代命题。

当下，潮剧的传承和创新
工作正在全面开展，尤为值得
一提的是，广东潮剧院更将牵
手名校为潮剧引入“活水”，随
着中国戏曲学院首个全日制潮
剧本科班的开办，也将为潮剧
学生提供戏曲高等教育学习实
践机会，培育下一代传承人，
大力擦亮潮剧这块璀璨招牌。

传 绽承承 放“南国鲜花”迎来

羊城晚报记者 蚁璐雅 赵映光
通讯员 蔡闻燕 黄剑丰

姚璇秋（受访者供图）

张怡凰（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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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亭印象活动（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