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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的青年人

坐下来和父母们进行一场有关青春的

对话，会是怎样一番情景？

父母们的青春时代，多在上世纪 80

年代。那时，人们都在追着时间跑，面对

打开的国门，面对不断涌入的新事物，还

是青年的父母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

间，像海绵汲水一样汲取知识、启思明

智。今天的青年人则身处经济全球化年

代，人们被时间追着跑。面对更加开阔

的世界，面对不断冲到眼前的新事物，正

青春的我们必须把握一切可以把握的时

机，将更多有益知识转化成过硬的本领。

所以，虽然我们的青春和父母们的

青春处于不同的时空，虽然今天的青年

人被贴上了“前卫”“另类”的标签，但总

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比如，必须昂扬的

青春和对待青春的态度。这种态度，就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

时说到的励志勤学、刻苦磨炼。

纵观当下，我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

现这个目标。但距离目标越近，对广大青

年来说，越不能懈怠、越要励志勤学。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知

识决定着眼界，广大青年只有敏于求知，

才能打破眼前的方寸之地，才有能力成为

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况且，青年人常被比

作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虽还不够烈，却

是大脑最为清醒的时刻、最善于学习的时

刻。再加上有老师的指点、同学的切磋，

更有经典书籍引路，可以心无旁骛求知问

学。此时不努力，更待何时？

为学之要，贵在勤奋有恒，最终脱颖

而出的人必定是花了大力气、下了苦功

夫的。所以，广大青年应克服浮躁之气，

静下来多读经典，既做到惜时如金、孜孜

不倦，又做到心无旁骛、静谧自怡。求学

之道，贵在德才兼备。修业先修德，“才”

只有在与“德”相匹配的情况下，才能成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的利

器。要想达到德才兼备的标准，先要找

到可供效仿的榜样，这对广大青年来说

尤为重要。所谓“凿井者，起于三寸之

坎，以就万仞之深”，青年正处在价值观

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找对了“导师”、

扣好了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接下来走的

道路才会是正确的。

当然，“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

却艰辛”。在成长成才的过程中，广大

青年会被懒惰牵绊，也会被焦虑束缚。

在追逐金钱中迷失、在现实婚姻中迷

茫、在理想信念上动摇、在人生方向上

徘徊⋯⋯这些都是切实存在的矛盾。

直面矛盾并借此刻苦磨炼自己的意志

才是昂扬的青春该有的态度。广大青

年要把碰到的各种环境都当作磨炼自

己的机遇，勇于到条件艰苦的基层、国

家建设的一线、项目攻关的前沿经受锻

炼、增长才干。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所谓磨炼，必定是成败交织的过

程，且失败的次数往往远超过成功的次

数。现实中，也不会存在有些青年人期

待的精准算计之下“不允许有一厘米差

池”的青春，那只是他们保守的思想在

作祟。因此，就更需要正确对待一时的

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

志，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的财富而不

是人生的包袱。

总之，时间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

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

成者，而是将更多机遇留给励志勤学和

刻苦磨炼的人。愿我们把握住自己的

际遇和机缘，谋划好脚下的道路。

时间将更多机遇留给

励志勤学和刻苦磨炼的人

无昂扬

不青春

□ 牛 瑾

百年越音传新韵

☞ 在多元文化杂糅共生的当下，在戏曲文化市场日益萎缩的路口，越剧在嵊州却“风景这边独好”

☞ 如何争取更多年轻的观众，对于传统戏剧来说，是一个共性的问题

4 月底的浙江省嵊州市，刚结束一轮
绵绵降雨，春意盎然。由嵊州市越剧团排
演的新编历史剧《大义夫人》正在上演，场
场爆满，令观众惊艳。作为这部大戏的主
演之一，国家一级演员裘巧芳对这样的场
面习以为常。从 15 岁开始学习越剧，如今
从艺近 30 年，回望来时路，她不禁感慨：

“越剧的黄金时代，也许重新来了。”
越音袅袅，水袖飘飘。今天，走过 111

周年的越剧，正在它的发源地焕发出新的
光彩。像《大义夫人》这样的惠民演出，在
这座不足百万人口的城市，一年要上演
230 多场，数十万戏迷津津乐道、曲不离
口。从昔日嵊州农村田头的“落地唱书”，
衍变至当今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在多元
文化杂糅共生的当下，在戏曲文化市场日
益萎缩的路口，越剧在嵊州却“风景这边独
好”，不绝传唱百余年。越剧何以可能？

戏以人传

44 岁的裘巧芳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是：“戏以人传，要创排出更多的好戏，年轻
戏剧人才的培养必须跟上。”

在嵊州市越剧团，裘巧芳是荣誉等身
的“台柱子”。繁忙的演出之外，她还担任
了嵊州市越剧学校的指导老师，每个月定
期到学校授课。在嵊州，越剧学校几乎无
人不知，不仅因为这里滋兰九畹、树蕙百
亩，居于城市最美的一隅，更因为这所拥
有 55 年办学历史的学校，先后培养出中
国戏曲最高奖“梅花奖”获得者黄美菊等
一大批名家，向全国 200 多个文艺团体输
送了 1500 多名越剧传承者，将越剧的唯
美传遍了大江南北，被誉为“越剧艺术家
的摇篮”。

如今，嵊州市越剧学校每年招生 50 人
左右，在校生 300余人，竞争十分激烈。全
国许多地方的青少年慕名来此求学，他们
中最远的来自贵州、河南。校长钱江南说，
学生们就像星星之火，即使最终没有将越
剧作为毕生事业，很多人在进入大学之后，
也依然保持着对越剧的热爱，不少学生还
成立了越剧社团，让越剧在北方一些高校
生根发芽。

年轻越剧人才的培养，为越剧的传承
创新注入了不竭活力。不仅仅是越剧专业
学校，在嵊州，越剧教育已经纳入中小学艺
术教育体系，打造了“越剧进课堂”的全国
样本。在义务教育阶段，每一名孩子都有
机会学习越剧。

当地的城南小学，从 1996 年起就将越
剧纳入校本课程，其间虽然经历6任校长更
替，但这一做法坚持了21年。今天，在城南
小学，跳越韵操、讲越剧名家故事、练经典
越剧片段已经蔚然成风。他们还推出古诗
与越剧结合，即“越韵古诗”的尝试，为古诗
配上越剧曲调进行教唱，深受孩子们的欢
迎。这些年来，这所小学一共培养了 22 位
中国少儿戏剧“小梅花”金奖获得者，堪称
戏曲教育界的奇迹。今年10岁的邢果就是
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受家庭环境的熏陶，邢
果从 6岁起学习越剧，仅用 4年时间便斩获

“小梅花”金奖。家长邢红梅说，越剧是嵊
州的标志，从孩子上幼儿园起就开始培养
她对越剧的热情，为的是孩子将来无论身
在何处，都不要忘记自己从哪里来的。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越剧，今年 3
月份，依托嵊州市越剧博物馆建设的中国
越剧戏迷网正式上线。借力“互联网+”
的全新平台，越剧爱好者们不但查询到民
间剧团的演出活动信息，也可以在“网络
课堂”中下载和学习《戏曲声腔理论》《越
剧唱腔设计》等专业的视频资料，让学习
越剧不再有空间限制。在布局线上活动
的同时，嵊州还在全国 11 个省区市建立
起“爱越小站”，东到福建，西到陕西，北到
新疆，南到深圳，通过定期组织线下的越
剧学习、交流活动，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年
轻观众和民间戏曲人才，让越剧的影响走
出浙江，走向全国。

根在民间

越剧的前身，是当时流传于嵊州农村
的“落地唱书”。1906 年 3 月，唱书艺人在
甘霖镇东王村香火堂前，用门板铺在稻桶
上搭成一个简易戏台，为村民们上演了小
戏《十件头》和大戏《双金花》，把“落地唱
书”搬上舞台。从此，这一新的戏曲起航
剡溪，沿曹娥、经钱塘、下黄浦，到了中外
文化交融的上海。而后，越剧进一步发扬
善于吸收、勤于实践的精神，历经“小歌
班”“绍兴文戏男班、女班”“女子越剧”等
时期，成为中国一大剧种，创造了戏曲史
上的一个奇迹。

今天，香火堂前的这片空地，仍然是村
民们传唱越剧的地方。只要天气条件允许，
每周五晚上，这里便人气爆棚。不仅是东王
村的村民，附近几个村的越剧爱好者也参与
进来。

当地人引以为豪的一个说法是，“嵊

州人，人人都能唱越剧；越剧团，团团都有
嵊州人”。百余年来，越剧在嵊州走过的
历程表明，戏迷就是市场，是越剧发展的
源头之水，只有植根民间，才有持续不断
的发展动力。

甘霖镇东王村现任村委会主任朱忠伟
对于这一点深有体会。他说，在东王村，老
人孩子都会唱越剧，有红白喜事也会唱越
剧。越剧已经渗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成
为不可或缺的娱乐方式。

嵊州人对越剧有多热爱，从越剧团
的数量上可见一斑。嵊州市文广新局副
局长张鹊屏介绍，全市目前共有民营剧
团 100 余个，年均演出 3 万场左右，专业
演出人员近 8000 人。在文化娱乐形式
多元、传统戏曲式微的当下，一个区区几
十万人口的县级市却有这么多越剧团，
能有市场吗？

从一个草根民间剧团身上，或许可以
找到答案。云龙越剧团的团长胡云平算了
这样一笔账：她的剧团现在有演职人员 23
名，一年要演出 550 场左右，平均一场的价
格大概在 7000 元到 8000 元，如果包场连
演 3 天是 10 万元，一年下来剧团的营业额
超过了 400万元。这些年来剧团的经营非
常稳定，发展也越来越好，慢慢地走出了浙
江，经常去周边的江苏、安徽等地演出。

多年来走南闯北演出，胡云平有一个
明显的感受，相比于城市，越剧在农村更受
欢迎，下乡演出常常是万人空巷。她坦言，
这是因为在城市，人们在娱乐方式上有更
多元的选择。不过越剧要传承，要发展，必
须争取更多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才会如
源头活水，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如何争取更多年轻的观众，对于传统
戏曲来说，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在嵊州越
剧学校教师夏曙光看来，同其他传统戏曲
相比，越剧和年轻人之间本身就有一种天
然的亲和力。比如越剧的服饰华美艳丽，
与年轻人热衷的古装剧十分接近；越剧的
历史比较短暂，时代感要更强一些，有一定
的时尚度，更能和年轻人产生共鸣。

作为总导演，今年 7 月，夏曙光计划和
他的团队创作一场“青春版”越剧晚会，在
嵊州越剧学校免费公演。从导演到演员，
全部选择“80后”“90后”年轻人，希望用区
别于传统的版本，让年轻观众感受到越剧
的魅力。夏曙光觉得，越剧不需要刻意去
迎合观众和市场，只要有更多的年轻人参
与进来，自然会给越剧带入更强的时代感，
从而让年轻化的演员和年轻化的观众形成
良性循环。

守正创新

在越剧发展的早期，角色全都由男演
员扮演。女子越剧演员第一次登上大雅之
堂，是在剡溪之畔的施家岙村。90 年前，
正是从施家岙女子科班开始，越剧迎来了
发展的里程碑。

从嵊州市区驱车 5 公里，就来到施家
岙村。这里依山傍水，村里的绳武堂古戏
台始建于清道光年间，记录着历史的斑驳
沧桑。今天，当地组建的娘家戏班，还在古
戏台上唱着别处无法听到的、用古韵记录
的越剧老腔老调。许多资深的越剧爱好者
慕名而来，边打拍子边听戏，再吟诵一下戏
台石柱上的对联，还能依稀感到当年女子
科班初创时的盛景。

今年 65 岁的老支书俞兆南，是土生土
长的施家岙人。他听父辈们口传，当初女
班刚兴起时，只能在一些不起眼的戏院剧
场里偶尔露脸。无论是戏班还是演员都很
年轻,她们较少受到传统束缚，大胆创新，
在传统越剧中加入新的元素。后来绳武堂
破例让女子登台演出后，全县各地纷纷仿
效，从此，施家岙村声名鹊起。

90 年前，女子越剧演员的雏凤清音第
一次在施家岙响起，这是越剧发展的一大创
新；90年后，创新的故事继续在这里上演。

今年 3 月，“越剧小镇”在以施家岙村
为核心的甘霖镇开工建设，明确了“越剧为
魂、农业为根、旅游为基”的定位。通过对
女子越剧发源地施家岙村的保护与开发，
带动周围 3.68 平方公里环境优美区域共
同发展。未来这里将建设水乡戏院、经典
剧场、街中戏台、大师工坊小剧场、水上实
景演出、古戏台等，形成越剧保护与传承的
文化生态系统。

与浙江各地打造的“特色小镇”不同，
越剧小镇不是着眼于经济发展、增加收入，
而是站在更高的高度，回答一个当经济发
展了、百姓富裕了之后，作为传统文化瑰宝
的越剧如何传承、发展的问题。“嵊州本地
有不少特色产业，但我们没有建设产业小
镇，而是着力打造越剧小镇，有着更为长远
的考虑。让越剧传承下去，是对历史负责，
如果政府不去做，那么越剧就有消亡的危
险。”嵊州市文联主席、越剧小镇建设副总
指挥金国勇说。

创新，并不意味着与自己的传统割
裂。今天，越剧的发展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尽管在广大农村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
力，但在城市，由于新的文化娱乐形式的冲
击，越剧和其他剧种一样，同样面临着市场
萎缩等问题。于是，一些民间剧团开始刻
意迎合市场，改变了传统上用方言演唱的
艺术形式，在演出服饰的选择上也日趋现
代。在钱江南看来，今天越剧无论如何发
展，都要走正路、坚守越剧的“魂”，要让当
代的创新成为传统的延续。如果刻意用现
代元素在传统越剧上进行嫁接，就有可能
造成断枝伤叶。“传承永远是第一位的，没
有传承就妄言创新，就是对老祖宗留下来
的东西的亵渎。”

正因为如此，无论市场环境如何变化，
几十年来，以嵊州市越剧团为代表的大小
越剧团，一直秉持“出人出戏走正路”，在为
越剧纳入新的时代元素时，不忘敬畏传统，
始终以舞台阵容整齐、角色行当齐全、唱腔
流派纷呈、韵味纯正醇厚的艺术风格和特
色，活跃在浙江乃至全国的城乡舞台上。
这种对于正道的坚守，让嵊州近年来时有
脍炙人口的越剧精品佳作出现。

《大义夫人》在嵊州市越剧院上演时，
现场的不少老年戏迷热泪盈眶，他们说，这
才是他们记忆中的越剧。如今，百年越剧
依然穿行在创新的路上，这一代越剧人正
在继承传统、敬畏传统的基础上，扛起越剧
振兴的大旗，留下属于自己的时代印记。
有这样的戏迷，有这样的市场，有这样的传
承者，裘巧芳的期待将为时不远。

□ 祝 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