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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州，闽剧的演出舞台并不局限
于城市剧场、民间戏台，在城市的街头巷
尾、公园广场，市民都有机会近距离欣赏
一场场“快闪式”闽剧演出，聆听优美婉
转的闽剧唱腔，在与闽剧艺术的不期而
遇中，领略非遗戏种的经典魅力。

9月 8日晚，在三坊七巷南后街，市
民游客围成一圈，欣赏“福州节拍”街角
音乐会。“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福州知名闽剧演员林颖来到现场，为大
家带来一段经典闽剧唱段。从江苏来榕
旅游的张先生说：“演出时间虽然不长，
但能在城市街头欣赏到闽剧唱腔，这种
体验让我感觉很新鲜、很难忘。”

三坊七巷里的闽剧表演也让外籍游
人啧啧称赞。今年 6 月，2024 年“鼓岭
缘”中美青年交流周期间，来自美国塔科
马、檀香山的友人在南后街欣赏了经典
闽剧《荔枝换绛桃》选段，在衣锦坊水榭
戏台聆听了闽剧小调《牡丹亭》。闽剧展
现的中华文化古典韵味，让外籍友人为
之倾倒，流连忘返。

不仅仅是三坊七巷，在烟台山历史
文化街区、上下杭非遗一条街、西湖公园
湖面舞台、闽江之心群艺舞台等地，一出
出闽剧经典折子戏走出剧场，走进市井
民间，在更接地气的广阔舞台上展现更
蓬勃的生命力。

“在新时代，闽剧也要迎合年轻观
众，创新表演形式，开展闽剧‘快闪’，街
头巷尾小而精的沉浸式闽剧表演，能够
扩大闽剧在年轻群体乃至外地游客中的
影响力。”市文旅局艺术处处长朱珊玉
说。

闽剧还走进校园，让学校成为小朋
友认识、了解非遗闽剧的“启蒙课堂”。
台江“老三保”一带是福州“虾油味”最浓
的古老街区之一，这里的街坊邻里还保
留着用福州话打招呼的习惯。位于此地
的福州市台江实验小学，将闽剧列入校
本课程，编写校本教材《闽韵悠悠》，通过
课堂主渠道进行教学。台江实验小学负
责人说：“目前全校学生都了解评话、闽
剧、伬艺这三种非遗的艺术特色，并做到

人人开口唱，参与面达 100%。”该校少儿
闽剧班师生创排的《春草闯堂》，获得福
州市首届中小学生戏曲比赛一等奖。

作为著名侨乡，福州在海外有众多
乡亲，闽剧古韵也流播海外，让海外乡亲
在听戏之时一解乡愁。“去年，我们组织
闽剧赴马来西亚诗巫市参加婆罗洲文化
节，一展闽剧风采，深受当地侨民欢迎。”
市文旅局副局长朱寿良表示，近年来，闽
剧团组织闽剧演员赴北京、上海、杭州、
吉林延边、新疆昌吉、长沙、银川、太原、
昆明、南宁等国内多地参与文旅交流活
动，展现闽剧风采，此外还广泛参与新春
文化旅游月、海丝国际旅游节、“鼓岭缘”
中美青年交流周等交流活动。

“多种形式开展的闽剧展示展演，在
新时代焕发出绚丽光彩，为诠释传统戏
曲艺术之美，彰显闽都古韵和国际城市
魅力，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文化赋能作
用。”市文旅局局长陈昱表示，“接下来我
们将拍摄制作闽剧宣传片，推出闽剧创
意短视频，持续扩大闽剧影响力。”

闽剧，这一走过400多年岁月的非遗戏种，深
深扎根于闽都土壤之中，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
与文化，更寄托着无数闽人的乡愁与记忆。

20世纪 80年代，闽剧一度陷入发展低谷，缺
人、缺钱、缺优秀剧本。到了20世纪90年代，习近平
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高度重视地方文化的保
护传承，积极推进“振兴闽剧”工作，指示“要重视
当地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尤其是闽剧，千万不能在
我们手上断了”。此后，福州市加大闽剧传承保护
力度，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闽剧的发展迎来
新的春天。

对传统的坚守，对故土的热爱，对美好的向
往，让闽剧穿越岁月长河，在新时代依然焕发夺目
光彩。近期，绽放芳华的闽剧成为媒体关注的焦
点，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联播》、中新社等
重点央媒纷纷报道。闽剧歌盛世，古韵传新声，闽
剧风采通过央视镜头传遍大江南北。

古韵何以有新声，这背后有怎样的传承与创
新？近日，记者多方走访，探寻闽剧的“长红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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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凤清于老凤声。每一个戏种的发展，每一
个剧团的壮大，都离不开戏曲人才的代代传承，闽
剧也是如此。前有老一辈闽剧人的坚守，后有青
年才俊的加入，他们传承发扬闽剧的时代新韵。
2021 年以来，福州市闽剧演员获个人奖项近 40
项，最近一个奖项来自今年 4月——闽剧新星杨
帅荣膺第 32届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新人主角
奖，并名列榜首。

杨帅在《过崖记》中饰演主角杜元平。“《过崖
记》在上海、杭州、北京等地巡演后，杨帅收获一大
批戏迷。”福州闽剧院院长、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
展中心主任杨东说，“杨帅是年轻演员中的佼佼
者。我们常说，戏曲是角儿的舞台，杨帅正在成长
为一个挑大梁的角儿。”

随着《过崖记》的走红，杨帅回到福州演出，许
多戏迷都会闻讯来看戏，有些宁德、福安的戏迷甚
至集体包车来看杨帅的戏。除了杨帅，福州闽剧
院其他年轻演员也逐渐名声在外，比如《过崖记》
中的男二号余根舒、主演《孟丽君》的谢婉萍、主演
《一文钱》的干晓滢等，都拥有各自的戏迷。

“闽剧的发展，需要更多像杨帅这样的年轻人
才涌现出来。”杨东介绍，2019年起，福州市改革了
艺术人才招聘方式，从统一的编制考试改成以专
业面试为主的自主公开招聘，效果非常显著。5年
来，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向社会招录了 24
名专业人才，以“90后”为主，年龄最小的是生于
2004年的青衣肖雪灵。

福州闽剧院还与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合作
开创表演艺术“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与中国戏
曲学院合作开办本科函授班，通过“演学结合”，提
升演职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艺术学院副院长、福
州市艺术学校副校长林理杰说：“与国戏这样的高
等院校合作，我们的演员既能完成本科学位深造，
又能提升文化修养，对他们表演艺术的成熟很有
帮助。”

闽剧新芽的茁壮成长，预示着闽剧发展的春
天。这是福州长期以来关心扶持闽剧事业、重视
培养闽剧人才、完善培育机制的显著成果。

1991年，福州市拨款 100万元解决闽剧班的
困难，为闽剧班建设新教学楼。1993年，闽剧班恢
复招生。2004年，闽剧班更名为福州市艺术学校，
2016年划归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如今，该校
每年招收近百名学生学习闽剧，持续输送闽剧人
才。2021年至 2023年，福州市累计下达各类资金
近 6000万元，支持闽剧剧目创排、人才培养、场馆
设施建设等。其中，毗邻五一广场的福州闽剧院
新剧场于去年2月投入使用，持续开展闽剧展演、
传习等活动，为闽剧的传承发展搭建了新平台，也
成为我市文化新地标。

“除了资金保障，我市还通过立法，为闽剧的
发展保护提供法治保障。”福州市文旅局副局长朱
寿良告诉记者，2021年制定出台的《福州市闽剧保
护规定》是福建省第一部戏曲保护地方立法，填补
了我省戏曲保护地方立法的空白。此外，福州还
建立了闽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出台《福州市
优秀文艺作品扶持和奖励办法》《关于保护、扶持
福州地方戏曲曲艺的实施意见》等，在制度层面为
闽剧保驾护航。

闽剧《过崖记》在福州再次掀起小高潮。9
月 14日，市纪委监委组织纪检监察干部集体观
看《过崖记》，“反腐倡廉”观念由本土戏剧的传
播而深入人心。

自去年入选中国戏剧节并获评优秀剧目
后，《过崖记》长演不衰，好评如潮。杨东说：“去
年评选时，一位评委就曾表示，《过崖记》堪称当
代新编历史剧标杆之作，希望这台剧目能够在
全国各地多展示、多演出，也让其他剧种人员多
沟通、多交流。”

《过崖记》成为受到大众和业内认可的戏曲
精品，并非偶然。近年来，福州闽剧创作既紧跟
时代旋律，选取代表性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进
行创作，又兼顾挖掘本土特色，坚持传统戏、新
编历史剧、现代戏的“三并举”原则，持续开展传
统经典剧目复排、新编剧目创排。

一出新戏，从编剧、创排到正式演出，往往要

经历几年时间，其间的艰辛非外人所能知晓。福
州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负责人周兰说，为了实现
原创一批、储备一批剧本的目标，他们通过组织
采风、艺创中心编写、戏剧剧本征文、向知名编剧
约稿等方式，邀请有影响力的业内专家开展创作
讲座、剧本及大纲改稿等，孵化精品剧本。

9日中午，在福州闽剧院二楼练功房里，导
演徐春兰全神贯注地指导杨帅走戏。《过崖记》
取得成功后，他们紧接着创排新剧。

新剧《幻戏图》的剧本来之不易。良马须善
驭，有了好剧本、好演员，还需一位好导演。《幻
戏图》和《过崖记》一样，都力邀国家一级导演、
北京京剧院资深导演徐春兰执导。

“杨东院长好不容易请到了著名编剧罗周，
她从南宋李嵩的《骷髅幻戏图》中获得灵感，延
伸出一段故事，当时我一听故事大纲，就感动得
落泪了。”徐春兰说，“这部剧预计在今年11月省

艺术节期间上演，我和杨院长说，上演的时候要
给观众发纸巾，因为剧情太感人了。现在还不
能剧透，我希望大家届时都能去看。”

“《过崖记》反映的是善与恶、光明与黑暗，
《幻戏图》关注的是人性的温暖与爱。”在剧中再
次担纲主角的杨帅，也让广大戏迷对这部新戏
充满期待。

在每年新创一部戏的同时，恢复创排一部
老戏是闽剧的传统，比如《御碑亭》《一文钱》《碧
玉簪》《银筝断》等，都是老戏重新创排。重新创
排，是为了让剧情更加适应当下的时代观念、审
美情趣。杨东举例说：“《一文钱》是老戏迷非常
喜爱的剧目，但是其中‘嫌贫爱富’的观念已经
不合时宜，所以我们在重新创排时，就把它作为
一个反面教材，通过一文钱展现对家庭的爱，看
过老戏的戏迷仍然很喜欢，觉得改编思路非常
好。”

闽剧新星挑起大梁闽剧新星挑起大梁

代代传承

精品力作接连不断精品力作接连不断推陈出新

民间剧团演出火爆民间剧团演出火爆扎根沃土

非遗传承谱写新篇非遗传承谱写新篇创新展演

2024年“鼓岭缘”中美
青年交流周期间，美国塔
科马友人在三坊七巷观
看闽剧小调《牡丹亭》。

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台江实验小学少儿闽
剧班表演闽剧《春满人间》。

本报记者 叶诚摄

第三届福建省民营剧团优秀剧目（折子
戏）展演现场，马尾海峡闽剧团的《龙台驸马·
返乡》率先亮相。 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杨帅（中）在《过崖记》中饰演主角杜元平。
（市文旅局供图）

◀◀去年春节期间去年春节期间，，三坊三坊
七巷闽剧七巷闽剧““快闪快闪””表演吸引许表演吸引许
多观众驻足观看多观众驻足观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池远摄池远摄

▼福州闽剧院演员到福
清城头星桥村表演《杨门女
将》。 本报记者 张旭阳摄

马江之畔，罗星塔边，闽剧唱腔悠扬。9月8
日晚，第三届福建省民营剧团优秀剧目（折子
戏）展演在马江剧院开幕，马尾海峡闽剧团的
《龙台驸马·返乡》成为开场大戏。长乐大众闽
剧团、福清侨乡闽剧团、连江艺昌闽剧团等，作
为我市民间剧团的优秀代表，参加了此次展演。

当晚，马江剧院座无虚席，坐满了近 900名
观众。70岁林阿姨是海峡闽剧团的老戏迷，“我
是从闽侯尚干坐车过来的，我很爱听海峡闽剧
团的戏，几乎每场演出都没落下。有时他们去
外地演出，我和我们村爱看戏的一班人都会包
车去看。”

《龙台驸马·返乡》是马尾海峡闽剧团久唱
不衰的经典折子戏。去年1月，这出折子戏还登
上央视舞台，在央视戏曲频道《一鸣惊人》栏目
播出，让全国戏迷都领略到了闽剧的风采。

虽已登上无数舞台，剧中两位主演依然认
真对待每场演出。饰演驸马的游斌、饰演公主
的宋俐俐，为了 8日晚的演出，当天中午 1点多
就来到演出现场，对于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唱
段，一遍遍走台彩排、打磨细节。

“我们的演员一直很敬业。彩排到最后，游
斌的嗓子有点哑了，我就让他赶紧休息，多喝温
水润润嗓子。”马尾海峡闽剧团团长杨碧霞说。

杨碧霞带领的马尾海峡闽剧团，自2014年5
月成立以来，拿了大大小小不少荣誉，成了福建
民间闽剧团的佼佼者。海峡闽剧团创下“两个
唯一”：2018年12月，凭借经典原创剧目《龙台驸
马》，作为福建省唯一民间职业剧团，参加民间
剧团晋京展演活动；2019年，参加第十六届中国
戏剧节，这是福建省民营剧团第一次参加中国
戏剧节。

杨碧霞介绍，戏曲精品是一个剧团的立身
之本，《龙台驸马》《马江魂》以及正在创排的《柳
七娘》是海峡闽剧团精心打造的“马尾原创闽剧
三部曲”，这些剧目取材于当地民间故事，深受
戏迷欢迎，成为海峡闽剧团的“流量密码”。

艺术之花的绽放，离不开深厚的民间土壤。

在福州，乡里乡亲爱听戏的传统保存至今。每逢
寿诞嫁娶等喜事，请剧团来乡里搭台唱戏是经久
不变的乡村民俗。在乡间，活跃的民间剧团、不
间断的演出印证着闽剧生生不息的活力。

11日晚，长乐区鹤上镇桃坑村能容纳500名
观众的小礼堂里坐满了戏迷，上演的闽剧是《征东
薛仁贵》。接受村民邀请，来到这里演出的是成立
于1956年的老牌民间剧团——长乐大众闽剧团，
2015年曾获“国家优秀基层戏剧院团”称号。

“我们这几天的演出档期都排满了，在长乐
鹤上演完后，13日去琅岐，14日去福清，都是到
当地乡村演出。”大众闽剧团团长陈贤民说，剧
团演出足迹遍及福州十邑，这些地方的乡亲，每
逢大小喜事都喜欢请戏团来村里唱戏，“唱戏那
天很热闹，几乎全村人聚在一起，大家都喜欢这
种节日般的氛围。”

海峡闽剧团、大众闽剧团是福州民营剧团
充满生机活力的缩影。目前，福州共有民营闽
剧院团68家，从业者3000余人，演出市场繁荣向
好，马尾海峡闽剧团年均演出超 400场，全年演
出收入达600万元，长乐大众闽剧团年均演出约
250场，全年演出收入达 500万元。此外，各县
（市）区通过“政府买戏、百姓看戏”的方式，组织
国有及民营院团开展闽剧惠民演出，每年演出
闽剧逾万场，为丰富乡村文化生活起到不可替
代的作用。

“我们十分支持民间闽剧团的发展，疫情期
间开展了全市民营戏曲院团剧目创作扶持，下达
资金 150 万元，共扶持 10 家民营院团、10 部剧
目。”朱寿良介绍，“今年5月，我们组织举办了第
26届戏剧会演，为民间剧团提供了展示舞台，并
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对闽剧院团予以扶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