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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JIANG EVENING NEWS 7萧山生活

“梨园奋进新时代，古典小戏尽登台。声腔时调承文脉，

薪火相传向未来！”以前发展艰难的稀有小剧种，在十九大的

春风中，迎来了新时代。

2016年12月，浙江省政府公布了《第五批浙江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萧山非遗大家庭中的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绍剧，升级为省级非遗。去年 10 月，萧山区人

民政府又被命名为浙江省传统戏剧之乡。

让更多孩子成为“小戏骨”
王晨晨王晨晨

“梨园新花”
初绽放

近日，在萧山剧院，“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14 绍剧班”的“小戏骨”们带来的绍剧表演着

实吸引眼球，市民争相观看。这里有华章溢

彩，这里有戏韵流觞，这里有丝竹萦耳，这里

有戏曲人生，滇痴贪念，喜乐悲愁，遥举樽酒，

饮尽百态。

在折子戏《夜奔》中，表演者应洲洋将满

怀愤懑与惊恐逃奔梁山的心路历程进行了完

美的诠释。由祝晨杰、洪冉等演艺的《于谦·
破指血书》充分表演出了主人公于谦救国抗

敌，冒死苦谏的精神。这些梨园新花的精彩

演出，一次次把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今年13岁的李岳成，遗传了父亲的好基

因，天生有一副好嗓子。李岳成的父亲是唱

婺剧的，小时候村里演戏，他就在台下跟着父

亲和。从小耳濡目染，使得李岳成也极具文

艺细胞，时不时哼上几句，那有板有眼的唱

腔，常惹得旁观者阵阵喝彩。因为喜爱唱戏，

三年前，李岳成只身一人离开家乡建德，来到

了萧山的绍剧班。为了更好地诠释角色，李

岳成还把一头乌黑的头发给剃了。年龄虽

小，唱起戏来却十分“老道”。萧山绍剧艺术

中心主任应国文打趣道：“以前是父亲教他，

现在回家要他教父亲了。”

绍剧的唱腔高亢宏亮，表演豪放洒脱，文

武兼备，而15岁的楼叶君外表给人的感觉更

像是唱越剧的，温婉细腻。当你看到楼叶君

在舞台上的爆发力时，不得不承认，这是块唱

绍剧的好苗子。楼叶君曾就读于萧山楼塔镇

岩山中心小学，学习成绩优异，所以当年她决

定加入学校的绍剧传承班时，遭到母亲的强

烈反对。但是楼叶君对唱戏就是有一股执

拗，“我享受穿着戏服站在舞台上的时刻”。

为了练功，楼叶君多次受伤，但她从未想过放

弃。“我会一直坚持唱戏，当然也不会在学业

上有所松懈，不能辜负妈妈的期望。”小姑娘

的眼睛里流露出一股坚定。

楼塔岩山小学
是我区一个绍剧传承班

绍剧是起源并流行于萧绍平原的著名地

方戏剧，旧称“绍兴乱弹”，或“绍兴大班”，有

近300年历史。绍剧曾遭摧残，几度兴衰。

目前，全国仅有浙江绍剧艺术研究院和萧

山绍剧艺术中心这两家绍剧专业传承、研究和

演出机构。萧山绍剧艺术中心以演出《孙悟空

三打白骨精》《狸猫换太子》《龙虎斗》《济公新

传》等经典剧目，获得了不少奖项。

青年演员匮乏、观众结构老龄化、绍剧缺

乏传承人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萧山绍

剧的发展。为突破这些瓶颈，2012 年，萧山

绍剧艺术中心与楼塔镇岩山中心小学签订传

承协议，成立国内一个绍剧传承班。中心每

周都定期派出优秀的专业骨干走进校园，向

“童子军”们免费传授唱腔、曲调、武功、剧目、

角色等绍剧“真谛”。据悉，该校有三位学生

进入萧山绍剧艺术中心 14 绍剧班学习。在

“2016年少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岩山中心

小学绍剧传承班的孩子们用一曲《挂画》，淋

漓尽致地诠释了绍剧的“四功”——唱、念、

做、打，以及“五法”——手、眼、身、法、步。据

了解，岩山小学选送的《哪吒闹海》将参加

2018萧山少儿春晚演出。

楼塔被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山乡

文化底蕴深厚，当地人素来就有唱戏“做戏文”

的传统，而发端于萧绍地区的绍剧是楼塔人的

“最爱”。在楼塔岩山中心小学，许多孩子耳濡

目染，受家长和当地民俗文化的熏陶，特别喜

欢绍剧。为弘扬优秀民间文化、提高学生综合

素质，探索了这条适合当地实情的素质教育新

模式。经过几年的发展，小小“绍剧童子军”不

仅在全省打出了名气，又进京“献艺”，使得这项

古老的艺术在山乡楼塔更加熠熠生辉。

“我们每年都会进学校表演绍剧，涵盖了

幼儿园、小学、初中，也是想从小培养孩子们

对于绍剧的热爱，对于地方文化的尊重。希

望以后在萧山有更多像岩山中心小学这样的

的绍剧传承班。”应国文说。目前，萧山金山

小学和金山初中也成立了绍剧艺术传承班。

“绍剧订单班”
实现课堂与舞台的无缝对接

为振兴绍剧事业、共同培养优秀绍剧表演

人才，经浙江省文化厅同意，一个由萧山绍剧

艺术中心与浙江艺术职业学院联合举办、六年

制的“浙江艺术职业学院14绍剧班”专业订单

班，全班共28人，都是来自萧绍地区的小学五

六年级学生，其中戏曲表演24人，音乐表演4

人，于2014年9月10日正式开学。

据悉，“订单班”的孩子们能享受到的最

大实惠是“学费全免”，学费由政府埋单，每年

大约划拨 100 万元专项资金，帮助孩子们更

好地学绍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区对

“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视程度。这次汇报演出

是学员们三年学艺的阶段性学习成果展示，

也是他们第一次全面而正式的对外公演。

全体刻苦努力，是“绍剧班”学员得以共

同进步的内因。小小年纪、程度不一，但他们

既要面对语文、数学、英语、社会（历史）和思

品等文化课的学习，更要面对腿功、毯功、身

段、把子、剧目、唱腔、声乐和乐理等专业课的

训练，压力可见一斑，但学员们都坚持下来

了。近两年来，他们已多次参加“中心”的重

大演出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去年 7 月

15 日他们以绍剧《女吊》、折子戏《芦花荡》，

参加了“联合国代表团 2017 萧山行”的非遗

剧目展演而受到好评；去年 11 月 18 日，在

“首届‘萧山人’大会‘记得住乡愁’大型文艺

晚会”上，他们又参加了“中心”所承担的绍剧

表演《欢迎回家》演出，再次得到好评。

此次萧山绍剧艺术中心 14 绍剧班三年

教学成果展示暨迎新汇报演出是对三年多

来绍剧小班教学质量的系统检验，我们共

同期待他们在舞台上完美呈现，同时我们

也有理由相信，两年多后的今天，他们将在

舞台上大展身手，为振兴绍剧艺术作出他

们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