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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参与者，通过自身的努力，不仅完成了精彩的舞台表演，更会在心中多一份传承民族文化经典的“使命感”。

牡丹花开二十年，姹紫嫣红春满园。

在春和景明的江南四月天，国家艺术基

金2024年度资助项目，由东南大学主办

的“青春版昆剧《牡丹亭》青年表演人

才培训”在江苏大剧院结项汇报公演，

水袖翻飞，青春律动，满台生辉，今夕

何夕，古曲新声。

“青春版《牡丹亭》，确实年轻人

爱看。舞台、服装、人物，都非常美。”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话，

充分肯定了二十年来青春版《牡丹亭》

在守正创新，传承经典上的不懈努力与

巨大成就。二十年前，由白先勇先生牵

头，集结大陆及港澳台各路文化艺术精

英群策群力，共同打造一部全部由年轻

人担纲主演的古典爱情经典名剧，以此

完成了古老昆剧艺术在 21 世纪初从业

者与观赏者的新老交替，使昆剧的观众

与演员年龄普遍下降二十岁，这无疑是

青春版《牡丹亭》成功完成的第一文化

使命。而通过该剧在海内外盛大巡演，

特别是多次走进各大高校引起大学生追

捧，继而引领一股昆曲学习、传承、研

究热潮，则是青春版《牡丹亭》在近十

年来完成的第二阶段文化使命。

如今，总书记口中“年轻人爱看”的

青春版《牡丹亭》，已逐渐开启第三阶段

的文化使命，通过校园版的传承、演出，

使得年轻人从“爱看”到“爱演”，不仅

赓续了昆剧艺术的文脉，更为之注入了大

量新生力量，使得汤显祖“玉茗堂”前的

这株牡丹花，历经四百余年，依旧欣欣向

荣，生生不息，始终花开不败，美意延年。

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来自上海、

苏州、南京、杭州等地的青年学子为之

付出了一腔热忱与万分执着。在这群青

春靓丽的年轻人中，既有多年来喜爱昆

剧艺术的票友，也有完全零基础的“小

白”，通过严格而认真地层层筛选，他

们因青春版《牡丹亭》而聚集在一处，

宛如一团火炬，点燃了传承的薪火。而

一年多时间里，通过俞玖林、沈丰英、吕佳、

沈国芳等原班角儿口传心授的认真教学，

使得这群聪明好学且具有高学历、高素质

的年轻人身上的参与感、自豪感与自信心

越来越强，舞台呈现自然也越来越好。直

到这群可爱的年轻人最终穿上戏服，粉墨

登场的那一刻，明显可以感知他们已经从

原先的“参与感”，一下子升华为对角色，

对艺术的“代入感”，举手投足，唱念

做打，像模像样。而每一位参与者，通

过自身的努力，不仅完成了精彩的舞台

表演，更会在心中多一份传承民族文化

经典的“使命感”，宛如一颗颗生命力

强大的种子，最终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由此，青春版《牡丹亭》通过校园版的

传承，在新时代开启了全新的第三重文

化使命，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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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牡丹花开，古曲新声

　　展览全面展示沙特阿拉伯著名艺术家艾哈

迈德·马塔尔的创作历程，涵盖超过 100 件

艺术作品。他的艺术实践通过探寻集体记忆，

揭示和记录不为人知的故事，对沙特持续进行

复杂而深入的描绘与解析。他基于研究的广泛

探索，涵盖历史、地理等主题，因其观念作品

中的敏锐洞察而极具代表性。

信息

艾哈迈德·马塔尔：天线

校园版《牡丹亭》剧照，王俊茜饰杜丽娘，李
书涵饰柳梦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