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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戏之祖是南戏，南戏故里在温州。900

年前，在温州松台山麓，九山书会的才人们写

下了《张协状元》。那一刻，戏曲命运的齿轮

开始转动。时至今日，温州南戏这一来自宋

元时代的历史遗存依然活跃于舞台。如今的

南戏，不但保留了戏曲最本真的魅力，更随着

时代发展以“活态传承”方式焕发新生。

昨晚，“戏从温州来”南戏经典文化周系

列活动在上海宛平剧院拉开帷幕。明晚起，

改编自南戏古本的瓯剧《劝夫记》（原著《杀狗

劝夫记》）、越剧《荆钗记》和永昆《张协状元》

“三台大戏”将登陆上海戏曲舞台。这是一场

戏曲溯源之约，一次文化交流之旅。温州和

沪上戏曲名角儿同台献艺，展现南戏故里的

韵味悠长。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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酣畅手法，大大提升了南戏剧本的文学水准。《琵琶记》
也因此有了“南曲之祖”的美誉。
元代南戏著名的作品《荆钗记》《白兔记》《拜月记》

《劝夫记》被后人称为四大南戏，在明清时期传演甚广，
影响深远。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确认了温州南戏
在中国戏剧史上的首创地位。
南戏诞生后，很快向全国传播，受各地方言及民间

曲调影响，衍变为海盐、余姚、弋阳、昆山“四大声腔”，影
响至今。今天全国各地的传统戏曲中，依然或多或少能
看到南戏的影子。

活态传承
在温州，最著名的南戏作品当数永嘉昆剧团的《张

协状元》。上世纪80年代，落寞的永嘉昆剧团一度解
散，直到1999年再度重建永嘉昆剧传习所。在各种艰
难处境中，剧团挖出了南戏宝藏，重新排演古典剧目《张
协状元》，参加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大放异彩。
现已是国家级非遗昆曲代表性传承人林媚媚回忆，

当年剧团生存境况艰难，就连当年排演的钱，也是演员
们用类似众筹的方式凑出来的。然而，正是这出戏，让
400年劫后余生的永嘉昆剧重焕光彩，也让“永昆”能够
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20世纪90年代，经济发达文脉悠久的温州认识到
自身的文化传统资源，开始实施南戏新编系列工程，推
出诸多南戏新剧。温州瓯剧团（现为温州瓯剧艺术
研究院）的《劝夫记》就是南戏新编工程的剧目之

一，该剧不但摘下“文华奖”等多个中国戏
剧重磅奖项，更为温州实现大型项目国家

级艺术大奖零的突破。
自挖掘创排《张协状元》至今，20多年过去，无论是

永嘉昆剧还是南戏，都已抖落尘埃，成为温州最重要的
文化名片。温州松台山下的九山书会也被重新复原，
打造成一个占地7000平方米的温州南戏文化园，而
曾深藏于典籍中的文化地标，也已是专供温州南
戏剧目演出的主舞台。
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首次

走出演播室，选择在九山书会录制。晚会以数字空
间艺术融合戏曲舞台格局，打造出360?全景沉浸
式实景山水舞台，赋予戏曲表演强烈的青春气
息。五一假期，九山书会举办了全国首个戏曲主

题生活市集“九山书会·大宋戏仓”，以“戏曲+”形式跨
界融合电竞游戏、咖啡和露营等多元化、年轻化元素。
7月初，九山书会的舞台上演王者荣耀现场PK。900
岁的南戏与王者荣耀游戏，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因

为南戏故里探索的“戏曲+”跨界融合，让Z世代得
以追根溯源。

双向奔赴
戏从温州来，唱响上海滩，亦是一次双

向奔赴。在南戏经典文化周上海首站发布
会上，林媚媚动容道：“我们永嘉昆剧团一

路走来，离不开上海昆曲同仁的帮扶。”
永嘉昆剧团初创时，上海昆剧团“昆大班”的艺术

家就曾多次赴温，蔡正仁更是出了大力帮着排戏、把
关。如今已是瓯剧艺术研究院当家人的蔡晓秋，是张洵
澎的学生。浙江永嘉昆剧团的黄苗苗、杜晓伟、胡曼曼、
刘小朝等新生代都分别跟随岳美缇、梁谷音、张静娴、谷
好好、沈昳丽等上昆两代演员学习。
作为“东道主”之一的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党委书记、

总裁，温州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谷好好直言：“南戏经典
文化周的举行，不仅仅是一场戏曲盛宴，更是一次追根
溯源的文化之旅。它让我们看到历史悠久的南戏传奇，
更寻到我们的来处。作为当代戏曲接班人，我们要创
新，更要守正。守住本体、继承传统、出人出戏。用戏曲
的交流和交融架起桥梁，延续上海和温州的情谊绵长。”
今年下半年，上海白玉兰奖艺术团、上海昆剧团也

将携全本《牡丹亭》奔赴温州。谷好好说：“我们要把最
出众的艺术家、最精彩的戏曲演出送到九山书会、塘河
边，在戏曲故里探本溯源，与家乡人民一同感悟中华文
脉，让鲜活起来的中华历史文化温润心灵、惠泽当代。”
为感谢上海市民的支持，此次主办方通过新民晚报

平台，送出50份“南戏大礼包”，除演出门票，还包括温
州雁荡山、江心屿、乌岩岭、云岚牧场等景区门票，以及
温州品牌民宿住宿券等，邀请上海市民吃吃嬉嬉眙眙
戏（温州话：吃吃玩玩看看戏），期盼四海宾朋来温州做
客领略宋韵瓯风、雁山瓯水，感受千年商港、温润之州。

声动沪上
昨晚，“戏从温州来”专场演出率先亮相，《序·一梦

千年》《南戏故里》《四时花开》《塘河戏韵》《时代之声》
《尾声》六个篇章，汇集瓯剧、越剧、永昆、温州鼓词、民
歌、木偶剧、少儿京剧多种艺术表演形式。舞美风格复
刻温州九山书会的古朴优雅，意蕴深邃。
热闹的气氛随着序篇《一梦千年》铺展开。《南戏故

里》篇章呈现四大南戏《荆钗记》《白兔记》《拜月记》《劝
夫记》精彩选段。越剧《琵琶记》、瓯剧《张协状元》将南
戏的源起和发展娓娓道来。新编越剧《洗马桥》、
瓯剧《高机与吴三春》选段，聚焦温州塘河地区
的非遗文化。包含现代越剧《风乍起》、瓯剧《兰
小草》等在内的《时代之声》篇章，则展现了党的二十
大以后戏曲文化工作的新作为新气象新高度。
“戏从温州来”南戏经典文化周（上海站）活

动，将“最温州”的戏曲种类和剧目带入申城
戏迷视野。“三台大戏”均为温州南戏新编
系列工程的优秀成果，充分展示温州作为
“戏曲故里”的特色。

温州是一座重要的经济城市，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
文化名城。上海是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温州人创业生活
的“宝地”、走向世界的“平台”。据上海温州商会不完全
统计，如今在上海创业生活的温州人有60多万，创办企
业4.5万多家。两座城市渊源深厚，不仅在经济贸易上
多有合作，在文化发展上也是携手并进。如今，温州以
“南戏故里”的姿态，携手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旗下各
大院团共赴一场溯源之约、文化之旅。
之所以将南戏经典文化周活动的首站选在上

海，温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施艾珠表示，不仅仅
因为上海与温州人文相亲，更因上海作为国际化大
都市，是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乘着上
海这扇世界之窗的东风，能为南戏的破圈出海提供
更广阔的国际舞台。其间，“宋韵瓯风 南戏薪传”南
戏经典文化周（上海站）专家研讨会也将在沪举行。

百戏之祖
被誉为百戏之祖的南戏始于何时？学界流传着不

同的版本，但人们普遍认为它产生于北宋末年南宋初
年。当时的温州，经济文化已相当发达，呈现出“一片繁
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的景象。市肆中商
贾买卖、百工技艺、娱乐表演
十分繁华，南戏由宋杂剧
和南方民间小戏的表
演、音乐、叙事相融合
并发展而成，后逐渐
鼎盛，成为时人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
“南戏并不是一个剧种，它是戏剧的形态，是中国历

史上第一种以歌舞演绎故事的表现形式。这种形态规
定了很多戏曲艺术规律。”故宫博物院博士后、国家京剧
院一级编剧池浚说。
作为我国迄今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戏曲剧

本，《张协状元》被后世史学界誉为“中国第一戏”和“戏
曲活化石”。元末瑞安人高则诚所作《琵琶记》，则标志
着南戏在剧本创作上的成熟与完善，全剧共42出，结构
完整巧妙，语言典雅生动，显示了文人的细腻目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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