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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戏曲舞台艺术沙
龙”展演剧目在逸夫剧院陆续亮
相，荟萃了姚、沪、瓯、婺、宁
海平调、新昌调腔六个剧种经典
剧目以及众多优秀演员——其中
有数名梅花奖得主。门票走的也
是低价路线，最低每场仅 10
元。这种“组合”应该
能确保更多的观众前来
观看，但据笔者保守目
测，许多场次上座率在
五成左右。自然，我们
可以找到一个颇有说服
力的原因——外地剧种
嘛 。 但 另 一 个 方 面 ，
姚、沪剧的语言和腔种
与甬剧相当接近，瓯、
婺剧的近普通话演唱、
道白和演员精彩表演，
实际上现场观众的反响
相当热烈，有些场次观
众掌声不断。这种上座
率与现场体验的强烈反
差因为本次集中展演而
愈发突显，本文的长标
题正是我们思考的焦点
——如何吸引更多的观
众进入剧场，毕竟，观
众是戏曲传承成功的最
终保证。

现在戏曲的主要观
众是老、中年人，他们
的作息规律一般是早睡
早起。本次展演剧目的
开演时间都是晚上7时
半。一场戏曲的演出时
长一般在 2 个半小时，
10 时左右演出结束，
还需半个小时或更长时
间才能到家，11 点左
右才能入睡，这个时间
对不少老年人来说明显
偏晚了 （在看戏过程
中，时有老年人瞌睡的
现象）。有的老年人考
虑作息，就会放弃看
戏。7时半开演是历史
形成的时间点，自有它
的道理。但笔者认为不
妨尝试改变，将开演时
间 提 前 到 6 时 半 到 7
时，甚至可尝试下午
场。从理论上说，这一
调整是顺应宁波总体人
口结构已经进入老年社
会的现状的，我们大胆
推测这一调整会促使更
多的老年观众前来剧场
看戏。

扩大戏曲观众基本
盘的另一个直接有效途
径是运用磁场效应的理
念，创造条件吸引附近
农村、城郊的忠实戏
迷。就拿逸夫剧院来
说，现在它有一个非常
有利的区位优势——附
近有城隍庙地铁站。开演时间点
的变化，还方便地铁沿线的镇
海、北仑、海曙石碶等地的戏迷
来剧场看戏（我在现场就听到或
遇 到 数 位 来 自 上 述 三 地 的 观
众）。由于目前地铁的运行时间
与现行开演时段有冲突，每场演
出一结束或临近结束，就有部分
观众心急火燎地站起来去赶地

铁，不得不与精彩的结局、演员
谢幕这一互动的体验失之交臂。
讨论地铁与戏曲上座率看起来是
针对逸夫剧院，但笔者认为社会
系统组成的重要构件的迭加，一
不小心就会影响戏曲的上座率。
戏曲产业特性要求操盘者及时评
估重要构件的迭代，调整戏曲的
营销和演出。因此，笔者观点中
突出地铁元素是因为更切合宁波
新近变化的实际，若有其他重要
构件变动，上述理由是一样成立
的。

在观剧期间，笔者还有意识
地观察了相关的节目宣传、营

销，但无论是海报设计
还是相关微信推送的内
容基本还是属于简单告
知型宣传、营销。比如
海报的内容主要组成是
剧目内容、主演剧照、
演出单位和时间地点
等。我们认为且不说动
用其他别出心裁的宣
传、营销，仅就海报而
言，在这个争夺眼球经
济的时代，海报的整体
设计必须是突出每个剧
目的亮点。比如《高机
与吴三春》应该告知观
众的主要亮点有三个：
一是主演系梅花奖得
主；二是外请了部分主
创人员，尤其是导演为
杨小青（笔者从剧场滚
动字幕里才看到这一信
息）。尽管浙越的风格
引入瓯剧是有争议的，
但是，杨导的唯美、诗
化风格肯定会让观众有
新颖的审美享受；三是
近普通话的演唱与道
白，虽然这一点依然有
争议，但对异地观众来
说，恰恰有利于入戏。
因为我们宁波人对温州
话的印象是外语的定
位，这可能会阻止不少
宁波观众前来观剧。当
时笔者就因为担心听不
懂，劝退了家中的老人
前去剧院观看。

更新戏曲的营销推
广模式，还可以借鉴其
他艺术门类，比如电影
界眼下风行的招数——
开发粉丝经济，有意识
地制造粉丝关心的各种
话题，饱和、立体地推
送明星的生活。例如婺
剧 《白蛇传》，两主演
台上是冤家，台下是一
对。这类信息是粉丝热
衷的，会吸附不少观众
去剧场一探究竟。

同时，操盘者还可
将宣传营销从静态转向
动态，剧目预告做成类
似电影的预告片，比如
可将婺剧文戏武做的精
彩片断辑成更具冲击力
的短视频播放。在相关
微信公众号中新昌调腔
《闹九江》 配有 4 分多
时长的视频，然而视频

制作的理念和方法仍然是传统
的，视频内容不是精彩片断的集
纳，而是剧种、演员和剧组的老
套介绍，看完视频后很难让人产
生购票去剧场的冲动。

与时俱进，不仅仅是戏曲内
容、演出形式的创新，戏曲的营
销推广和市场化运作的努力同样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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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是 甬 剧 《 典 妻 》 中 的
“夫”，《风雨祠堂》 中的“程家
传”，《雷雨》 中的周朴园……从
艺 40多年，他演了 60余部戏，演
得了英俊小生，也演得了沧桑须
生，能演英雄人物、正人君子，
也能驾驭卑微甚至猥琐的小人物。

步入中年，他迎来了艺术人
生的鼎盛时期。浙江省第 11 届戏
剧节表演大奖、第 21 届上海白玉
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第 12 届中国
戏剧节优秀表演奖、宁波市“六
个一批”人才……鲜花和荣誉接
踵而至。

2012 年，因为工作调动，他
从演员一线转入研究“幕后”。从
此 ， 他 致 力 于 甬 剧 的 研 究 、 传
播。他出版了首张甬剧男演员的
经 典 唱 段 专 辑 。 在 宁 波 电 视 台

《讲大道》 栏目中，他以甬剧形式
演 唱 宁 波 的 人 文 掌 故 、 自 然 风
光，反响热烈。他又是宁波市文
化艺术研究院“老艺人抢救性保
护工程”的领头人。历时三年，
他所带领的工作小组采访四代甬
剧人 60 多位，整理出版 《甬剧老
艺人口述史》。

如今，退休了的他被市演艺
集团聘为甬剧团的艺术总监，依
然发挥着余热。“一辈子从事甬
剧，我所有的荣誉都是甬剧带给
我的。只要有利于甬剧传承的事
我都会去做。”他说。

他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甬
剧表演艺术家沃幸康。

迎来艺术人生的鼎盛
时期

2015 年，宁波市甬剧团重排
《雷雨》。有记者采访后在微信中
写下：“沃幸康扮演周朴园，迎面
走过来的时候，我被他帅得吸了
一口气。”时隔37年，当年演周冲
的沃幸康演周朴园了，居然还那
么帅。当然，更“帅”的是他在
剧中的表现。刚出场那几句，就
唱得回肠荡气，震慑全场。在剧
中，他不怒而威，演出了周朴园
的阴鸷和霸气，也演出了这个虚
伪、道貌岸然的人内心深处那丝
未泯的人性。

如果说，《啼笑因缘》 中的樊
家树、《爱情十字架》 中的谷春
霖、《风雨一家人》 中的方玉诚跟
他的本色相近，那么，《典妻》 中
的“夫”、《风雨祠堂》 中的“程
家传”反差就大了。这两个，都
是旧时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用
沃幸康自己的话说，他们游离于
传统的道德评判之外，不能以简
单的“好”和“坏”来定论。所
以，不能符号化、标签化。去演
时，演员内心要有一种悲悯。沃
幸康演绎的“夫”，或醉步踉跄，
或以手遮面、羞惭满怀，或抱头
蜷缩着蹲在角落里，让人感到可
怜、可恨、可悲。而“程家传”
呢？他懦弱，无担当，但又不是
奸恶之徒，从富家子弟沦落为一
个小店主，生活的磨难使他垂头
拓翼。对曾经的情人，如今前来
复仇的贵妇人他恐惧大于内疚。
在“夫人”的步步紧逼之下，苟
且求生不能，终于醒悟、反抗。
最终看破世态后，他又呈现出宽
容、豁达的一面。对于死亡的恐
惧，被“重叙旧情”的假象迷惑
时 流 露 的 憨 态 ， 众 叛 亲 离 时 的
无 助 ， 欲 哭 无 泪 、 百 感 交 集 时
挤 出 的 那 个 苦 笑 ， 醒 悟 后 的 愤
然 一 击 ， 彻 底 放 下 后 的 释 然
…… 形 神 兼 备 的 细 腻 表 演 ， 让
观 众 看 到 了 人 物 一 路 变 化 的 丰
富的内心世界。“张弛有度，分
寸拿捏得极好”，上海戏剧学院的
刘明厚教授专门撰文评论沃幸康
的表演。

不辞艰辛抢救甬剧遗产

2012 年，沃幸康调到宁波市
文 化 艺 术 研 究 院 。 他 的 主 要 工
作，转为对甬剧遗产的整理、研
究、保护、传播。当年4月，研究
院和宁波电视台“讲大道”栏目
合作。沃幸康在栏目中用甬剧形

式演唱宁波的风土人情、城市故
事。后来，他邀请专业、业余演
员演唱甬剧经典剧目中的传统唱
段。老艺人、名家、新生代演员
轮 番 出 场 ， 观 众 的 热 情 持 续 不
减 。 边 议 边 唱 的 形 式 ， 生 动 活
泼，令人耳目一新，很好地普及
了甬剧知识。栏目收视率很高，
观众好评如潮。以此为平台，后
来还举行了甬剧大奖赛，非常红
火。

同年6月，宁波市文化艺术研
究院在市文广新闻出版局的支持
下，启动了“甬剧老艺人抢救性
保护工程”。为此，沃幸康专程赴
上海与当年堇风甬剧团的老艺人
柳中心老师和作家史鹤幸对接，

将上海老一辈的甬剧艺人排了个
遍。他们根据老艺人的年龄和身
体状况进行了采访安排。接着，
他和高校教师庄丹华、青年学者
友 燕 玲 ， 往 返 于 沪 、 杭 、 甬 三
地，联袂采访四代甬剧人 60 多
位。酷暑，街上热浪滚滚，他们
到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静安区档
案馆、宁波市档案馆等查找甬剧
资料。他们挨个拜访老艺人或已
故老艺人的亲属，听他们追溯、
回忆，谈甬剧的观感和经验，归
纳 成 文 字 ， 制 成 音 像 材 料 。 有
时，采访长达6小时。一次，他们
去上海安达敏敬老院采访老艺人
杨云棠。老先生已 80 多岁，对自
己的生平经历早已模糊，但是，
却 张 口 唱 出 了 滩 簧 小 戏 《游 码
头》。100 多句，一气呵成，那可
是他当年初涉上海滩时的“打炮
戏”。甬剧知名艺人张秀英已经离
世，她的女儿将母亲生前留下的
所有关于甬剧的资料拿了出来，
捐赠给工作组。她说：“如果你们
不来，我打算把这些资料在母亲
墓前烧掉，以告慰母亲。现在好
了，这些资料回到故乡，也是对
母亲一个最好的交代。”这些资料
中不仅有张秀英的剧照、手记，
还有一本保存完好的 《传统剧目
汇编》，收录了 14 部甬剧的剧本，
其中竟有 《百草山》《车木人》 等
失传已久的剧目。这让沃幸康欣
喜若狂。这些资料，他，一个从
艺 40 多年的人，也从未见过。三
年的奔波跋涉，他们不仅收集了
大量唱片、剧本、剧照等实物资
料，而且编撰成 《甬剧老艺人口
述史》一书，付梓出版。

昔日采访过的老艺人，有5人
已经相继去世。他们的艺术经验
和毕生心血，凝聚在这份沉甸甸
的成果之中。

在采访中，沃幸康和同事们
整理出 72 个滩簧小戏的剧目和一
些老剧本。“宁波滩簧”是甬剧发
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它有承前启
后的作用，甬剧也就是在那时形
成 “ 半 现 实 半 程 式 ” 的 表 演 风
格 ， 戏 曲 综 合 艺 术 渐 趋 完 善 。
2013 年，时任宁波市文化艺术研
究院院长的郭国强，决定整合全
院力量，辅导业余演员来复排失
传已久的滩簧小戏，对甬剧遗产
进行活态保护。四出小戏，分别
是 《双投河》《扒垃圾》《拔兰

花》《康王庙》。复排由沃幸康全
面负责，王乃兴担任总导演。半
年中磕磕碰碰，困难不少。比如

《双投河》，剧本中其实只有“单
投河”的情节。于是，沃幸康和
老艺人金小玉、全碧水等根据人
物线索自己来补全。剧本中有不
少糟粕，有些唱词比较低俗、下
流，必须删改。更难的是唱腔要
保证原汁原味。于是，沃幸康请
老艺人金小玉唱，录音机录下后
他跟着录音机学，学会后再由负
责唱腔的董阳焕记谱，去教业余
演员……其间的艰辛难以言表。

2013年 10月 15日，一台“阿
拉非遗展”在逸夫剧院上演。整
个剧院座无虚席。4个小戏，高潮
迭 起 ， 观 众 笑 声 不 断 ， 掌 声 不
断。“在当代戏剧热衷于创新，热
衷 于 抓 新 剧 目 、 大 剧 目 的 情 况
下，他们辅导业余演员来复排失
传已久的小戏，目的是通过追忆
让我们看到甬剧当年的模样，从
而反思今天的甬剧在发展中流失
了什么。这一切，需要足够的付
出，而这种付出，谁都无法预测
会收到一种怎样的效果。”有一位
观众评论道。

传、帮、带，为了甬剧未来

虽说工作变动，沃幸康始终
没有离开过舞台。甬剧团有困难
了，一个电话打给他，他就去救
场。一次，他和夫人长假去外面
游玩，已经到了台州。这时，演
艺集团打来电话，原来甬剧团一
位演员临时有事，演不了戏了。

沃 幸 康 二 话 不 说 ， 掉 头 就 往 回
赶。青年演员向他求教，他来者
不拒。2013 年夏天，演员贺磊找
他，团里要进行业务考核，他想
排 《宁 波 大 哥》 中 的 “ 荒 原 祭
兄”。当时，沃幸康刚随宁波文化
促进会赴泰国演出回来，不顾劳
累 ， 一 口 答 应 。 不 仅 手 把 手 地
教，还为他制作考试的音乐带。
贺磊在当年的业务考核中取得好
成绩，在次年的宁波市第三届青
年演员大赛 （戏曲组） 中获得一
等奖。2016 年，甬剧 《筑梦》 备
战浙江省第十三届戏剧节。贺磊
扮演剧中沈三江的对手林昀杰，
刚开始怎么也找不准感觉。“因为
家庭出身和留洋背景，林出场时

必定是风流倜傥、志得意满。这
时，你越潇洒，就越出彩。到了
第三场，林昀杰情场失意，商场
得意。这时，就得把人物内心矛
盾变化和起伏表现出来。”沃幸康
不 仅 给 他 说 戏 ， 还 一 字 一 句 地
带。贺磊的表演渐渐老到起来，
最后，得到专家的肯定。

甬剧 《守财奴》 的主演严耀
忠 因 为 身 体 原 因 ， 暂 时 不 能 上
台。团里决定让青年演员杨勤儿
顶上。二十多天里，沃幸康倾囊
相授，杨勤儿也非常用心，演出
后 得 到 观 众 的 认 可 和 喜 欢 。 此
外，他对青年演员和业余演员，
都有不同程度的辅导。“甬剧团新
生 代 的 演 员 ， 郑 健 、 孙 丹 、 苏
醒、贺磊等都不错。他们是甬剧
的希望。”沃幸康说。

此外，一切与甬剧相关的事
情他都乐意去做。市图书馆、海
曙区图书馆、985茶房请他去做讲
座，无论场地大小、受众多少，
他都激情四溢，声情并茂，边讲
边演，让听众享受甬剧的声色之
宴。去年，宁波广播电视大学新
闻采编与制作专业的学生要拍一
部甬剧的专题片，数次采访他。
即使是在学生作品中出镜，他都
认真准备，一丝不苟。“沃老师是
名家，但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后
来他还参加我们的毕业作品颁奖
典礼哩。”学生说。

因为退休后有了更多可以自
己支配的时间，2017 年，他将全
面铺开甬剧的教学。“无论是专业
的、业余的，只要肯学，我都愿
意指导。我要回报和感恩甬剧，
甬剧是我一生的追求”。

一曲乡音 一生守望
——记甬剧名家沃幸康

赵淑萍

任山崴 绘

◀沃幸康在《风雨祠堂》中饰演程家传。
▼甬剧传统滩簧戏剧本和非遗小戏展演录像资料带。

沃幸康和庄丹华为了做甬剧老艺人口述史沃幸康和庄丹华为了做甬剧老艺人口述史，，赴上海采访上海甬剧老艺人赴上海采访上海甬剧老艺人。。 （（赵淑萍赵淑萍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