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抱团取暖到共商发展大计

上海剧协理事、白玉兰评委端木复是滩簧研讨会的召集者和创
始人之一，他说，2013年，第一届滩簧剧种研讨会在江苏常州举行，
到现在已经举办了七届。起初，研讨会的主题是抱团取暖，当时大家
对前途感到迷茫，而现在大家都是信心满满，因为滩簧迎来了发展的
新时代和新春天。端木复表示，在高兴之余，大家也要看到，滩簧剧
种作为一个“弱势群体”，虽然进入了非遗，但是没有京剧、昆曲那般
悠久的历史和积淀，滩簧剧种如果不是有各地方言的区分，基本上分
不出是甬剧还是锡剧。当然，这样也有好处，就是滩簧剧种的包袱
少，可以学习的东西多，创新发展的空间更大。

上海戏剧杂志社原主编张文军在研讨会上也表示，当初创办研
讨活动是为了抱团取暖，现在大家都感觉到戏曲进入了一个黄金期，
但是大家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黄金期是怎么来的，戏曲黄金期按道
理说应该是观众给的，在市场上形成了一个黄金期，但今天黄金期不
是通过市场形成的，这个黄金期要打引号，真正的黄金期应该是在剧
团、剧目、观众之间形成良好互动关系，才能真正形成戏剧的黄金
期。“今天，滩簧要发展，一定要完成一个呼应，滩簧审美的更新要和
观众审美需求一致。从观众和剧种的关系再出发，剧种的发展和创
新是才能适应观众的审美发展。”张文军说。

滩簧剧种要吸收其他艺术营养

上海戏剧学院原副院长郭宇说，从戏剧的发展历史来看，它是一
个不断发展和融合的过程，在今天，要让滩簧剧种的发展具有都市化
的气息。 戏剧一定是活在当代的都市化或者是民间化的活态的艺
术。如何让戏剧活在当下？戏剧一定是给今天的观众看的，它应该
是当下观众喜闻乐见的东西。

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恒夫是研究滩簧剧种的权威，他和
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陆军都谈到了滩簧剧种要赢
得市场和观众，就一定要有精品力作。朱恒夫教授认为，滩簧剧种要
解决三个关系的问题：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地方与全国的关系和专业与
综合的关系。没有传统就断了民族之根，没有现代就会停留在过去，失
去了生活在今天的观众。戏剧就是用戏剧语言表述中国故事，一个剧
本好不好实际上就是故事好不好，故事不好就没了基础，好故事能够传
达出现代精神；如果滩簧剧种仅仅局限于一隅，就做不大走不远。滩簧
剧种要处理好地方性与全国性的关系，必须吸收其他剧种的艺术营养；
而没有艺术的专业性就没有戏剧，没有艺术的综合性更没有戏剧。戏
剧的综合性体现在开放性上，应该把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融入到
戏剧中来，各种艺术形式在戏剧中应该是水乳交融的关系。

朱恒夫教授还建议，经常举办滩簧剧本创作研讨会与声腔音乐
做腔研讨会，形成滩簧剧种的交流演出制度。

2017年江浙沪滩簧研讨会
昨在甬举行,有专家建议:

甬剧可考虑
从说唱突破到歌唱

上世纪50年代，沪剧、锡剧、甬剧、姚剧等滩簧剧种在江
浙沪的城乡风靡一时。在文化多样化的今天，这些接地气的
滩簧剧种仍有着特定的观众群和市场。近几年来，我国已经
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滩簧剧种也迎来
了新的发展时代。

面对现代人多元化的精神需求，滩簧剧种该如何在传统
和现代之间找到平衡点，如何用个性化的语言讲好中国故
事？在前晚观看了甬剧《甬港往事》后，20多位江南滩簧剧种
领军人物和戏剧专家昨天聚集在宁波富邦大酒店，共同探讨
滩簧剧种的发展与创新。

对甬剧发展提出了具体建议

专家们还针对甬剧的发展提了具体建议。戏剧评论家、一级编剧
顾天高说，“现在很多剧种只有‘天下第一团’（即一个剧种只有一个剧
团），甬剧曾经也是如此，后来有了王锦文的甬剧研究传习中心，研究
传习中心既做研究也培育人才。王锦文把她的专业艺术和业余剧团
结合起来，提高了民众的艺术表演水平。事实上，业余剧团的阵地非
常大，浙江省的业余剧团比国营剧团多很多倍，如果这个阵地能带动
起来，用业余和专业两条腿走路，对艺术本身、对剧种本身都是一条很
好的路。希望宁波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两条腿能结合得更好。”

浙江省文化研究院戏剧研究所所长朱为总表示，甬剧的发展要解
决三个问题：首先，要让生活语言变成艺术语言。现在听甬剧，舞台语
言比较生活化，这固然能贴近观众，但逐渐要让它变成艺术，比如说演
员的语速非常快，外地观众是听不懂的。其次，积累甬剧表演的肢体
语汇。甬剧要有发展，要有新的创作，就需要在新的实践中进行新的
艺术积累。再次，要完成和探索唱腔的创新和突破。甬剧唱腔是起平
落的结构，叙述性比较强，带有说唱性，那么，接下来的重点是如何将
其转换为歌唱性、歌咏性，这种提升是剧种进行突破的重大瓶颈。朱
为总认为，21世纪中国戏曲将呈两极走向，传统剧种回归传统，年轻
的剧种随着时代不断创新发展。 记者 陈爱红 通讯员 陈也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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