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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传播琼剧走红

“掌上”看戏也过瘾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离你最近的琼剧，是在家乡的戏
台上，还是在古朴的茶馆里？其实都
不是，它就在手机里。

打开社交平台看琼剧，这是现在琼
剧戏迷随时随地一解“戏瘾”的新方式。

定安县琼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演
员吴英山喜欢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琼剧
精选片段。“最开始是因为喜欢这份工
作，想记录工作的点滴或一些重要时
刻。”吴英山说，没想到的是，越来越多
的网友给他发布的短视频留言点赞，

“甚至还有很多 IP 在国外的朋友，也
表达了对琼剧的喜爱。”

这些现象，给了吴英山传播琼剧
更多的底气和信心：“看到网友这么喜
欢，后来我开始有意识地发布一些选
段，让大家可以更便捷地过把戏瘾。”

海南日报记者在手机上任意一个
社交平台搜索“琼剧”，都能看到许多
琼剧选段，甚至还有“解密”演员在幕
后化妆准备的视频。评论区里，网友
的点赞回复也很积极热烈，有人认为

“线上看戏也很过瘾”。
实际上，亲临现场与拿起手机看

琼剧，在体验感上确实存在比较大的
差异。戏迷蔡海贵认为，现场看融入
感更强，故事完整度高，也能近距离感
受舞美带来的视觉盛宴。而手机端看
琼剧更方便，可以收藏视频反复观看，
镜头离人物距离近，也更能看清楚演
员的表情。

吴英山则认为，两种方式不分孰优
孰劣，都是戏迷们喜欢的方式。“传播方
式灵活了，满足大家需求的产品越来越
多，只要能传播琼剧，无论哪种方式都
可行。这也需要我们琼剧演员在工作
之余，利用好社交平台做更多的事。”

“手机端对促进琼剧的传播会越
来越重要。”海南省琼剧院创作研究室
原主任潘心团说，在社交平台丰富、传
播渠道较为发达的今天，琼剧与手机
端“情投意合”，有更多关于琼剧的资
讯都在快速传播。琼剧“上网”之后，
让更多人认识与喜爱琼剧，这本身就
是移动端的优势。利用好这一优势，
传播琼剧及相关文化知识，是一种高
效且重要的宣传方式。

说起这两年我省爆火的复排琼
剧，《红叶题诗》可算得上其中之一。
2021年12月，该剧在省琼剧院上演
时，四面八方赶来的戏迷将剧院门口
堵得水泄不通。甚至有老戏迷为观
看此剧，约了一帮老伙伴包车专程赶
来海口看戏。

琼剧《红叶题诗》在海南有上百
年的发展史。早在清末民初，著名琼
剧艺人陈成桂就将历史上“红叶题
诗”的故事用琼剧予以呈现。1960
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红叶题
诗》获得进京演出的机会，从而使得琼
剧获得广泛赞誉。1962年，在著名剧
作家田汉等人的帮助修改下，《红叶题
诗》质量有了更大提高，并在不久之后
被拍摄成电影，这也是第一部被搬上
银幕的琼剧作品，意义非同凡响。

60多年后，由第七届海南省戏剧
家协会顾问黄良冬整理剧本、导演，
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符
传杰和林川媚领衔主演的经典琼剧
《红叶题诗》重回舞台。

“重门深锁幕帘垂，画堂春晓燕
双飞……”幕帘启，舞台上的女声轻
轻缓缓吟唱，只见一个大家闺秀倚窗
静思，将一份欲说还休的少女心事娓
娓道来，人物唱腔甜润明亮、身段轻
盈回转，婉转悠扬的音乐为演唱增
色，华丽的舞美为表演点睛，曲词典
雅而不失整饬谨严，整个舞台弥漫着
优雅平缓、温文尔雅的气息。

为再造经典剧目，重现经典艺
术，省琼剧院保持原本的唱腔不变，

“一个音符未改”地还原传统琼剧魅
力，原汁原味飨戏迷。

省琼剧院院长杨济铭认为，经典作
品的当代呈现，同样是创作的应有之
义，通过经典复排，不仅守住琼剧精华，
弦歌不辍，更以创新的观念、现代的审
美激活经典琼剧在新时代的生命力。

复排的琼剧带着全新面貌而来，
在基层剧团也颇受欢迎。定安县琼
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复排的《张文
秀》已成为该公司的爆款。公司二级
编剧、演员徐姝璟等人创作的琼剧
《定安娘》《父爱如山》等，也经历过多
次复排，由不同演员演绎出不同风
采，甚至还进京表演。

随着琼剧复排剧目越来越多，也
出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剧目。但总
的来说，琼剧复排利于琼剧传播，更
利于琼剧人才培养。

“复排经典琼剧是培养锻炼新人
行之有效的途径，大胆起用琼剧新人
到复排剧目中演主角，让新人感到有
压力的同时，也更有责任感与荣誉
感。”潘心团说，琼剧青年演员首先要
从传统学起，只有学懂了这个剧种的
本来面目，知道它的根与魂在哪里，
才能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主动挖掘、演绎老戏，在给年轻

演员增长本事的同时带来更多表现
机会，对于演员的成长是不可或缺
的。”徐姝璟说。

无论是老戏复排，还是创作新
戏，都离不开创作团队的建设和琼剧
人才的培养。令潘心团担忧的是，目
前琼剧人才队伍中青年演员不少，但
真正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演员不多，
除生、旦外，净、末、丑行当也面临人
才断层。编剧、导演、作曲、舞美等主
创人才更是稀缺。

对此，徐姝璟也颇为赞同，“一部
琼剧对编剧、导演、作曲、舞美等主创
人才的要求是，要具有更全面的琼剧
知识，也要有较强的文化功底。但即
便如此，写琼剧也与写小说不一样，
需要对琼剧有热爱、有感悟。”

她认为，让一批富有舞台经验又
有文化积淀的琼剧名家“传帮带”培
养青年琼剧人才，更有利于琼剧的良
性发展。

经典复排更具时代特色

传承创新需“传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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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新加坡传统艺术中心主
办，海南省琼剧院、新加坡琼剧团、华
戏荟联合排演的大型神话琼剧《白蛇
传》在新加坡国家艺术中心精彩上演，
惊艳亮相第八届狮城戏曲荟萃演出活
动，6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现场气氛
热烈，高潮迭起，受到了狮城观众的高
度评价与赞扬。

据介绍，《白蛇传》是中国古代四
大民间传说之一，其故事唯美感人，
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广泛的
群众基础，被各个剧种争相演绎，各
种版本也各有千秋。琼剧版本擅长
叙事，以唱功见长，通过精彩的表演
将剧本的情感和故事力量传达给观
众。这种表演风格亲民且富有生活
气息，既有一定的程式却又不拘泥于
程式，板式丰富，唱词易懂，情感表达
明白如诉。

此次省琼剧院登台表演的“盗仙
草”和“水漫金山”选段是该剧中的两
个重要场景，承载着剧情的发展和高
潮部分，情节紧凑、技巧突出，注重情
感和内心世界的描绘，能够较好展现
出琼剧的独特魅力与精髓，极具感染
力与震撼力。 （蔡辑）

神话琼剧
《白蛇传》亮相狮城

清末民初著名学者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
里说过：“戏曲者，谓以
歌舞演故事也”。

翻开历史的书页，
琼剧已有 400 多年历
史。400多年来，无数戏
曲者，前赴后继以歌舞
演故事，塑造了一个个
经典琼剧角色，成就了
一部部精彩戏剧。

400多年来，琼剧流
传下来传统剧目 2000
余部。一些不合时宜的
剧目逐渐湮没在历史的
尘埃里，而那些经得起时
间考验的好剧目则代代
相传，不断被搬上舞台。

所谓经典永流传，
琼剧发展至今，既有大
量新编剧目的诞生，亦
有多部老剧新编复排而
出的曲目。

近年来，我省以创
新为抓手推动琼剧艺术
传承发展，在“老戏新演”
上持续发力。《苏东坡在
海南》《红叶题诗》《青梅
记》等传统剧目重登舞
台，让戏迷们重新看到老
剧焕发的新魅力。

打开琼剧传承新维度

琼剧出海

今年2月，复排《苏东坡在海南》
上演，不仅在省内掀起了一股东坡文
化热潮，还带来了琼剧表演新风。这
部追求琼剧歌舞化、歌舞琼剧化的作
品，融入了许多舞蹈元素，如斗笠舞、
闹春斗牛舞等。在戏中，舞蹈成为塑
造人物、展现民族风情、推进情节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琼剧复排也并非一出品就
能被所有的观众喜欢。海南省琼剧
院创作研究室原主任潘心团说，复排
琼剧《苏东坡在海南》推出后，曾经引
发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该剧反传
统，缺失琼剧传统的规范与韵味，将
一批歌舞植入剧情之中，成了歌舞
琼剧。

“我对持此观点者表示理解。琼
剧数百年发展过来，一直都规规矩
矩，其表演模式在老百姓心中已经根
深蒂固，突然间跳出一部反传统的创
新之作，很多人不适应在所难免。”作
为《苏东坡在海南》前后两版演出的
见证人之一，潘心团说，琼剧要跟随
时代发展下去，总要有一些新样式的
改造与转型的过程，只要不改变海南

方言的唱白，保持琼剧唱腔音乐的韵
味特色，其他艺术样式的变化都是正
常且很有必要的。

他认为，复排经典是很好的传
承，但传承并不是像文本复印那样，
原封不动地将老版复制重演。而是
要在剧本、音乐、舞美、表演调度等方
面，根据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进行必
要的修改与完善，最主要的是由青年
演员重新主演，有其独特的唱演特
色，和旧版相比是两个同剧情却不同
呈现的作品，寸有所长尺有所短，老
版与新版剧目是不可比的。

而往更深层次思考，琼剧复排展
现出的“新貌”更具有时代特点。“舞
台作品的功能就是为时代人民大众
所唱演。”潘心团说，时代发展到今
天，重新打量这个作品，肯定在欣赏
习惯及审美需求上有了新的变化，所
以要在保持本色不变的基础上进行
新的呈现，才会给观众更多的期待与
惊喜，“老版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流
传下来，自有它传下来的特色与精
彩，要重新搬上舞台，就要在保持特
色与精彩的前提下有新的创造。”

文戏
以唱功为主

剧目有
《白兔记》
《槐荫记》
《琵琶记》
《浣纱记》
《彩楼记》
《搜书院》
《红叶题诗》
《狗衔金钗》

等 1000多出

琼剧的传统剧目

分 部分

武戏
以做功、武打为主

剧目有
《蟠桃会》
《六国封相》
《古城会》
《方世玉打擂》
《秋香过岭》
《摩天岭》

等400多出

文明戏
又称时装旗袍戏

剧目有
《林格兰就义》
《新旧婚姻》
《社会第一钟声》
《爱国运动》
《清冰爱情妻》
《糟糠之妻》
《爱河潮》

等 130多出

《苏东坡在海南》剧照。

琼剧造型。

演员在进行基本功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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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经典剧目当代呈现，老戏新演创新传承

琼剧复排 弦歌不辍乡音海南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坚定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十
分重要的命题。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海南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拥有璀璨的海洋文化、热带文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华侨文化等，是一座丰富的文化宝库。为更好地
挖掘和展示海南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读者提供更多样化的文化内容，即日起，海南日报文化周刊在整合原有文史荟、椰风、文旅三块
文化类版面的基础上，增设“观澜”“深蓝”“读城”“看海南”等特色文化版块。

“观澜”关注海南各类文化现象、解读文化热点；“深蓝”着重挖掘海南海洋文化内涵，弘扬中华海洋文化；“读城”探寻海南城市
肌理、溯源历史文脉；“看海南”展示海南风貌风俗、风情和风味。敬请关注！ 琼剧青春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