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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保护与传承

的见证下，举办了隆重的“名家收徒”

仪式，为古老昆剧艺术的生生不息，

代代相传，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与担

当。

从青年演员到表演艺术家，从坚

持梦想的戏曲人到令人自豪的国家级

非遗传承人，上海昆剧团五班三代戏

曲人，走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化自信之

路。特别是这些年来，昆剧得到了全

世界的关注与认可。昆剧人的脸上有

了光彩，更添了自信。随着社会影响

力的不断提高，昆剧越来越“红火”，

年轻观众满怀好奇地走进了剧场，不

少人从此沉下心来迷上了这门艺术；

更有白先勇、余秋雨等诸多文化大家

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普及，扩大

了昆剧的传播力度；当然，最重要的

还是昆剧人本身的不懈努力，才能使

得昆剧成为当今上海戏曲界年轻观众

最多的剧种，这在当初恐怕是谁都想

象不到的。昆剧不再是“养在深闺人

未识”的小众艺术，更绝非走向衰亡

的“夕阳艺术”，它大胆地走向了市

场，走进青年，特别是在高校中迅速

得到普及与认可，顺利地找到了自己

的定位，因而其生存状态便有了明显

的改善与提高。这一切，都离不开上

海昆剧团几代艺术家的共同努力，更

是时代发展、社会进步所赋予的绝佳

机遇。无论是从艺 70 年的国宝级艺

术家，还是当今昆坛承上启下的一群

顶梁柱，昆剧艺术的传承，生生不息，

绵绵不绝。一生求索，皆因十分执着，

百般呵护，换来万里兰馨。

戏以人传

在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戏曲、

曲艺艺术无疑是沪剧与滑稽戏，作

为“上海的声音”，近百年来，一

代代滑稽戏艺术家与城市发展，时

代变迁同呼吸，共命运，创作出了

一大批反映上海城市生活，百姓生

活百态，具有市井烟火气与都市生

活气息的艺术作品，成为城市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独具魅力的代表之一。

说起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滑稽戏和独脚戏艺术，自然不

能不提当今的领军人物王汝刚。作

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从事滑稽艺

术整整 45 年的王汝刚，经历过滑稽

艺术“满城争看”的热闹与辉煌，

也遇到过一度在电视荧幕上的“表

面繁荣”，在一度剧场演出萎缩、

观众流失的困境中，逐渐又向今天

的传承、融合、创新之路上奋勇前进，

守正求新。“从事喜剧艺术，奉行

严肃人生”的王汝刚说，现在最紧

要的事情是培养青年演员，正所谓

“戏以人传”，有一代代的传承人，

才会有一代代的观众，才会给非物

质文化遗产以活态传承的形式，绵

延不绝。因此，培养人才是刻不容

缓的，在这方面的突破口就是恢复

和推广滑稽戏和独脚戏赖以生存的

沪语方言，为滑稽戏提供展示的平

台与空间。

在王汝刚看来，方言是一座城

市的灵魂和血液，有了方言，城市

才灵动起来。现在滑稽戏面临的问

题就是语言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必

须尽快修复。也只有把方言的语言

环境修复了，青少年都说沪语了，

他们才可能热爱滑稽戏，才可能从

他们当中挑出未来滑稽戏的接班人。

为此，王汝刚这些年一直在做努力。

从 1997 年担任人民滑稽剧团

副团长，到 2000 年担任团长，再到

2022 年正式退休，王汝刚在剧团领

导的位置上整整坐了 25 年。经历过

滑稽艺术鼎盛时代的他，也看到滑

稽戏一度的衰落。如今，身为“滑

稽戏”“独脚戏”两项国家级非遗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他对于海派滑

稽艺术的未来总结为六个字：传承、

创新、融合。具体来说就是上海滑

稽在传承和创新之余，需要与时代、

与观众、与现实生活的融合。“我

深深体会到，滑稽演员需要不断学

习，多多读书和深入生活必不可少。

接触了滑稽艺术以后就知道，滑稽

艺术并不像外面一般观众所了解的，

很圆滑、世俗，没有文化底蕴，并

不是这样。我和前辈老艺术家交往

过程中，总是深深感受到每个老师身

上都有一种非常好的艺术力量，感染

人，打动人，因此一定要多向传统、

上图：王汝刚继成为

独脚戏国家级传承人

后，又入选滑稽戏国

家级传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