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Culture & sports

本版编辑 /王剑虹
视觉设计 /竹建英

2021 年 5月 19日 /星期三

13

百年追梦
100年前的 1921年，距离上海不远的

苏州，有一群人同一个理想走到了一起，

他们是为古老的昆曲留一点薪火。这一年
8月，昆剧传习所正式成立，一段绵延百年

的传说由此开始。
如果问对昆剧最初的记忆是什么，张

洵澎回想起来，应该是一颗益民太妃糖的

甜味。1954年，13?的她进入上海戏曲学
校昆剧班，幸运地得到了传字辈老师的真

传。老师们不仅在艺术上倾囊相授，在生
活上也对他们同样百般呵护。有时候，女

孩子撒娇，不肯好好练功，要老师买糖吃，
朱传茗就真的冒着大雨，从南京路上买来

太妃糖偷偷带到教室。
“也许有人觉得老师太娇惯我们了，

可我懂得，朱老师为什么如此溺爱我们。
老师们总是说，自己蹉跎了太多?月，昆

曲经历了太多苦难。他们一定要把最好

最美的昆曲都传给我们。”直到今

天，每次张洵澎唱起昆曲，心中就会
泛起那颗太妃糖带来的甜味，耳边回

响起老师的谆谆教导———要把美好的

昆曲，一代代传下去。

耄耋圆梦
昆曲是古老的，因为它有 600多年的

历史，昆曲也是年轻的，因为它从未停下

与时代同行的脚步。这不仅体现在一部
部看家戏先后被搬上了大银幕，还体现

在昆曲人永远年轻的心态。当年的“昆大
班”，如今的“大熊猫”，虽然都已年近耄

耋，但只要笛声响起，每一位都瞬间回到

双十年华。
一段《西厢记·佳期》里的“十二红”，

由梁谷音和小外孙女一同表演。说起这
“十二红”，梁谷音从少女时代就开始学

唱，如今，她的外孙女也渐渐长大，看着她
唱起“十二红”的样子，梁谷音仿佛回到了

很多年前，“这段永远也唱不厌、唱不够的
旋律啊，就好像一个少女时代的梦。”

上周，昆曲电影《邯郸记》杀青了。今
年 79?的计镇华想不到这个年纪自己还

有机会在银幕上担任主角，“那一刻我的
感觉如同剧中的卢生一样，好像在做梦。

但是，卢生的梦，是一个虚幻的梦，而我，
却是实实在在的梦想成真。”

青春有梦
晚会上，“Follow Me 昆曲跟我学”的

学员章迪思说起了自己与昆曲的相遇。

2015年初秋的一天，她走进绍兴路 9号的

小院，开始了与昆曲的“亲密接触”，“从

《牡丹亭》到《长生殿》，六年来，我越来越
懂得昆曲的美，也欣喜地看到我们的队伍

越来越壮大。”
“昆虫”的队伍中，有都市白领、有高

校学生；有耄耋老人，也有牙牙学语的孩
童，还有对于中国文化充满好奇的外国友

人。就在 15日晚，全国首部学生版《长生

殿》经历了海选后近一年的打造，在同济
大学正式首演。来自海内外 13所高校的

28位学生第一次挑战这部经典昆曲大戏。
连蔡正仁也没想到，当代大学生有这么好

的演出水平。
昨晚，学生版《长生殿》中“定情”一折

再度亮相。一次次地学习、一场场地排练，
同学们深深感受到昆曲演员的不易，一招

一式都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学苦练铸就
的。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一个剧种唱出

一片新天地，广大昆曲爱好者一同将这
600年文脉，谱写成辉煌的传奇篇章。

本报记者 赵玥

昨晚，昆曲人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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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裳舞动天上人间，古老昆
曲满庭芬芳。在传字辈老艺术家
的唱片声中，上海昆剧团昨晚以
一台名家名角主题晚会为“霓裳
雅韵·兰庭芳菲”系列庆贺活动
收官。今年恰逢昆剧传习所成立
一百周年，5 月 18 日又是昆曲
成功“申遗”20 周年的纪念日，
站在百年的路口，一代代昆曲人
回望起梦开始的地方……

手记记 者

百年看她满庭芬芳

■ 昆二班的张静娴和昆三班的吴双

■ 昆大班的张铭荣
和昆四班的谭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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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

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昨晚，美
琪大戏院在一双双挥舞的手和红黄紫各色

荧光棒中沸腾，“笛声何处”昆曲非遗 20周
年演唱会最后全场的大合唱，令张军激动得

热泪盈眶，“在昆曲演唱会上实现大合唱，是
我多年的心愿，今天终于实现了！”

今年，张军为他的“水磨新调”起了一个

新名字———“笛声何处”。“笛子是昆曲音乐
的灵魂，我们在笛声中追寻我们究竟来自何

处？我们的梦想因何而起……”新昆曲音乐

品牌“水磨新调”从录音棚到校园、从万人演
唱会到回归大剧院，到今年已整整 10年，自它

诞生始，它就像一颗蒲公英一样乘着不同的季

候风，把昆曲的种子播撒到更远阔的地方。
浦东民办惠立学校“学生戏曲艺术团”

的登台引得台下掌声一片。张军在几个月前

的分享会中与孩子们结缘，昨晚他们走上舞
台演绎昆曲开蒙曲《长刀大弓》。孩子是希

望、是未来，看着一张张稚嫩却认真的面庞，

这不正是我们的来处吗？

就在百年“传”奇系列演出前两个月，张
军回到母校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担

任校长，白天在学校打卡下班后马上又全身
心投入到系列演出的创意和制作中，每天只

能休息四五个小时，但张军却说：“我反倒觉
得自己最近状态特别好，因为我知道自己正

在为昆曲做着更多的事情，过去的努力、当

下的坚持，不都是希望昆曲有一个更好的未

来吗？” 本报记者 朱渊

循着“笛声何处”回到来处

昆曲演唱会 全场大合唱

活起来传统文化让

    昨夜，掌声和

叫好声一次次把
剧场的屋顶 “掀

翻”。 每一位老艺
术家都化身讲述

者，说起传字辈老
师对自己的恩情，

也带着徒子徒孙

在台上一同亮相。

舞台最上方，

一个大大的“传”字，不

仅是纪念传字辈，也是
在勉励后来人，昆曲，就在这一

方舞台愈发枝繁叶茂。

20年前的 5月 18日， 还是

青年演员的谷好好恰好在天蟾
逸夫舞台举办个人专场。 开场

前，主持人兴奋地宣布：中国昆
曲入选首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颁发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了！

在此后的 20年间， 昆曲经
历了不寻常的岁月，新一代演员成长了，观众

渐渐回归了， 喜爱昆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古老的昆曲在世界各地都有了知音。 时至今

日，大家回想起那场演出，仍然心潮澎湃。舞台
上，北京、江苏、浙江、湖南……全国八大昆曲

院团都相聚在上海，共同唱出昆曲人的心声。

京剧名角史依弘也赶来祝贺， 当初就读

于戏校京昆班的她，没有少受昆曲的熏陶，昆

曲艺术家的教导亦对她来说是难以忘怀的记
忆。 百年沧桑，焕新佳日，各昆团都在这个 5

月排出最强阵容，演出好戏。这场名家名角主
题晚会，更是将美妙热烈的气氛推向高潮。

回想百年前， 姑苏城北桃花坞简陋的学
堂，一群孩童唱起了绵延数百年的旋律，描摹

出生旦净丑百般模样。他们的名字中，有对昆
曲最美的寄望，一笔一划，写下一个“传”字，

这个字也成了贯穿演出始终的主题。

昨夜，一位又一位老艺术家报出年龄，我
今年 81岁了、 我今年 82岁了……著名演员

梁波罗、濮存昕也来到现场，他们都与昆曲有
不解之缘。台上台下，更可以见到从孩童到青

壮年的面孔，他们并非专业演员，从各行各业
而来，共襄盛举。

当下有上昆引以为傲的五班三代， 未来

会有更多的昆六班、昆七班，共同扛起传承大
旗。昆曲，自有后来人；弘扬、传播中华传统文

化，自有后来人。 赵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