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xinminweekly.com.cn78

苦练才有进步，守正才能创新，艺术道路永无止境，唯有一颗丹心向越剧，终会迎来一个个收获满满的明天。

我工越剧花旦。我认为，这个“工”不仅

仅有“专门从事”之意，更有“专攻”“精通”

之要求。

今年，我的最新越剧专辑《丹·心曲》

CD、黑胶唱片正式出版发行。正像热爱我的观

众与粉丝们说的那样，这张专辑是我在越剧艺

术守正创新道路上的努力与探索的成果。

专辑的第一支曲子，我选择了 8 岁时就聆

听过的《黛玉葬花》。从2009年演出《红楼梦》

至今，这个剧目陪伴我成长。10 多年主打表演

一个曲目、一个角色，让我曾感受到事业瓶颈

期和对剧目丧失新鲜感的焦虑。对此，王文娟

宗师启发我：“要多去阅读一些关于林黛玉的

分析文章，再多看小说，要把人物的思想一层

层剖析，深层挖掘，才能不演疲掉。”之后我

努力打破惯性表演，每次演出完，会看一些观

众拍的视频，从视频里找出自己在唱念做表上

的缺点和不足，听取老师、同事、观众的意见

修改提高。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红楼梦》是

文学巨著，是中国人的骄傲，值得一辈子去解

读内涵、展现人物形象。每次排练我都要反复

研读原著，常读常新，不同时期不同年龄阅读

的收获是不一样的。平时排练注重和搭档多研

究、磨合、讨论人物的细节处理。宗师常说：“假

戏要真做，真听、真看、真感受。用真心融入角色，

才能将人物演活。”我在传统戏的演绎上深深

感受到这一点的不容易。学无止境、艺海无涯。

我一直走在修炼内涵、传承创新的路上。

这几年，我传承演出了《皇帝与村姑》《春

香传》《西园记》等经典剧目。在传统剧目基

础上修改创新的则有《红楼·音越剧场》、小

剧场版《梁山伯与祝英台》。除此之外，我还

曾移植学习京剧《天女散花·云路》等，这些

剧目的经典唱段我都收录在了专辑之中。

2013 年，我和同事们接到一个重要任务，

创演越剧《甄嬛》。通过精心排练，《甄嬛》

表演团队集体亮相，我当年 24 岁，演员平均年

龄不超过30岁。演出非常成功，创造了“秒空”

的售票纪录，后连续 20 天演出 20 场，让越剧

舞台重新回归“驻场演出”时代。

《甄嬛》的成功让我看到，越剧的粉丝未

必只能定位在老年人，更要努力吸引青年群体。

于是，在 2018 年，我大胆地决定举办越剧个人

专场《闺·Show》。这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

探索；我是演员，也是策划。为了迎合青年喜

欢短平快的特点，改变一个多小时“独唱”的

单调乏味，在宗师建议下，我尝试“台上变装”，

让化妆从幕后走上台前，以“闺秀”场景串联

节目。同时配以舞台动作，“秒变”人物形象：

一转身，穿上披风就成甄嬛；一转身，插个簪

子就是林黛玉。个人专场虽然内容变化快、角

色跨度大，由于我们对表演形式作了新的尝试，

很受年轻人欢迎。

与时俱进是创新的努力方向。在红色经典

剧目演出上，我曾与南京越剧团有过合作，创

排了现代越剧《丁香》。2021 年，我又参加了

越剧微电影《新生》拍摄，在片中饰演陈玉莹。

该片以陈玉莹从安徽老家来到上海龙华找寻哥

哥陈延年、弟弟陈乔年的历史瞬间展开一场时

空对话……这些新编戏与现代戏作品中的好唱

段，我也有意收录于专辑之中，以此展现一个

青年越剧人在守正之余的求索与创新。

苦练才有进步，守正才能创新，艺术道路

永无止境，唯有一颗丹心向越剧，终会迎来一

个个收获满满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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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创新让越剧焕发新机

　　近日，“海上双璧——吴昌硕、

王一亭书画艺术展”在上海海派艺术

馆举办。其中“缶翁的世界”纪念吴

昌硕先生诞辰 180周年书画作品展，

共展出吴昌硕先生及其师友、部分弟

子的63幅精品力作，呈现了吴昌硕艺

术世界的精彩与多元；而“海上奇人”

王一亭艺术展汇集了王一亭先生书画

佳作 108幅，涉及人物、花鸟、佛像

和书法等多种形式，充分展现了他在

不同艺术领域的卓越成就。

信息

海上双璧——
吴昌硕、王一亭书画艺术展

李旭丹演出《黛玉葬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