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喝点酒，用点菜，小菜要吃第五
碗，青壳螺蛳味道赞……”6月23日上
午8时30分许，在湖州湖剧传习中心的
练功房里，传出一声声吴侬软语，仔细
一听，正是湖剧的经典折子戏《朝奉吃
菜》。

扮演朝奉的年轻人叫费昊天，今年
23岁，是湖剧表演人才委培班的学生，
现在是湖剧新秀之一。

2018年，我市首次开办湖剧表演
人才委培班，经过专业课初试、中考笔
试、面试3个环节，费昊天和其他14名
学员最终脱颖而出。

为什么会选择学湖剧？
费昊天笑说，那还得从 《朝奉吃

菜》说起。
小时候，他就喜欢站在舞台上的感

觉，最早学兴趣班就是跟着老师说相

声，慢慢对传统戏曲也产生了浓厚兴趣。
初一那年，老师发了一条《朝奉吃

菜》的视频给他看，当时就觉得眼前一
亮：原来湖州话唱起来这么有趣！

“初三那年看到要开湖剧班，我就
跟爸妈商量报名，没想到还真进了。”
费昊天说，喜欢是最好的老师，但学习
的过程还是很辛苦的，每天早上6时30
分就要开始练功，开嗓、形体、唱腔、
跑圆场……直到晚上 9时 30分，回到
寝室的时候，都是倒头就睡，实在是太
累了，也因此，有些同学并没有坚持到
最后。

除了练功的苦，费昊天坦言，现在
他们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让更多的年轻
人喜欢上湖剧，让自己在这条传承湖剧
的路上走得更久些。

毕竟作为浙北地区唯一具有代表性
的地方戏曲剧种，湖剧虽然有180多年
历史，但在上世纪80年代时，观众市场
一度“消亡”。

他至今记得，刚开始下乡演出时，
村里只有七八十岁的老人才知道湖剧。

他第一次演出完，一名老年观众走
过来握着他的手说，小伙子，一定要好
好唱下去啊！

为此，“守正创新”成了这些年他们
团队最紧迫的任务。

确实，随着会方言的年轻人越来越
少，“听不懂湖剧”是很多年轻人对它敬
而远之的原因。

于是，他们开始尝试跨界融合，让
年轻人多听到湖剧。

2023 年，他们与本土阿卡贝拉
GMC人声乐团合作的《馄饨赋》MV，

就是以湖剧演员为主唱，俏皮轻松的组合，
让人耳目一新，一下子爆红网络，还受邀上
了央视《一鸣惊人》的舞台，让湖剧被全国
人民看到。

既然这种融合被喜欢，他们又趁热打
铁，和GMC人声乐团合作推出了创新改编
的湖剧《新朝奉吃菜》，并在全市合唱新年
音乐会、“湖城春晓”等平台进行演出，又
收获了一批年轻观众的喜欢。

“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对湖剧进
行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下去。”湖州
湖剧传习中心负责人周波告诉记者，今年春
节期间，他们又融合湖剧的语音，第一时间
推出了湖州话版的《世界赠予我的》，借着
流量，引得不少年轻人跟风学唱。

为了从小培养年轻观众，从2023年开
始，这些湖剧演员们走进凤凰小学开课，教
孩子们唱湖剧。

“从听到唱，这种转变不会一蹴而就，
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就像是在春天播下种
子，等待秋天的收获。”周波说，湖剧传习
中心成立4年来，他们平均每年送戏下乡
100余场次，登上央视、省市级平台活动50
余场次。最近，他们正在加紧排练原创大戏
《一片叶子》，今年9月将在国家大剧院演
出，再一次用传统的湖剧唱出属于当代湖州
人的故事……

一起听“老戏新唱”
文/ 记者 张璐 本版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去北京玩想听地道京剧，到天津
去一定要听听相声……近几年，我
们身边不少年轻人的兴趣爱好正在

向传统艺术靠近。得益于国家大力
支持青年戏曲演员创新传播，传统
艺术和新青年产生了不一样的化学

反应。在湖州，也有这样一批年轻
人，看看他们是如何“老戏新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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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湖州话唱起来这么有趣

湖剧演员费昊天出演湖剧演员费昊天出演《《朝奉吃菜朝奉吃菜》。》。

“戏曲的发展，要找到与社会受众审美
的适配度，而非要求所有人接受某一类艺
术形式。”对于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湖
州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教授杨瑾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传统艺术需在历史演变中不断改
变，以适应不同时代的审美和娱乐需求。

杨瑾曾就职于安庆师范大学，参与了
全国首个地方戏曲本科专业黄梅剧艺术学
院的建设，该学院以黄梅戏为主要教学、
研究内容，注重生源发展的同时，重视学
生的未来构建，据统计，该专业多届毕业
生就业率达到100%。

她认为，这得益于整个教学团队对地
方戏曲的包容性和社会适配性的理解与实
践。

“可见传统戏曲的魅力不减，只是如何
老戏新唱，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她表
示，部分传统戏曲衰落的原因在于固步自
封，缺乏与现代社会的适配性和传播力；
老一辈和年轻一代对传统曲艺的认知差
异，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戏曲的传承路径
与发展方向。

以黄梅戏为例，它能从田野小调发展
为成熟的剧种，经历了田埂娱乐、草台班
子、城市小舞台到大舞台的演变过程，并
通过电影配乐、流行歌曲等方式融入了现
代文化。 她的整个发展过程从未与当时的

“时新文化”失之交臂。
“传承和创新的维度会有所不同，我

们可以在博物馆领略传承的魅力，去非遗
馆感受传统戏曲文化最原汁原味的保留，
比如把经典的湖剧演出通过数字化手段保
存和复原；而剧院可以与时俱进，勇于创
新，像原创的湖剧大戏《一片叶子》，在舞台上，
要让传承和创新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传统戏曲的
持续发展。”杨瑾坦言，传统戏曲能否有力地传
播，取决于其表演语言表达的方式能否让受众接
受。例如，很多地方戏曲逐渐淡出大众视野，过于
倚重方言，造成台上台下“言语不通”，如果可以
在不失其韵味的前提下，稍微运用普通话，也不失
为提升戏曲传播力的重要手段。

其次，现代年轻人接触世界的方式在改变，传
统艺术也可以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为其传播提
供新途径，以实现受众面的扩大，使传统艺术更贴
近现代受众的生活方式，增强其生命力。

“在湖州，我们正以文旅深度融合为切口，用
年轻化的语言来重构传统艺术的价值链。”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艺术与公共服务处负责人薛石川表示，
近年来，湖州也一直在探索传统曲艺与多元场景的
沉浸式融合，将传统曲艺植入文旅消费新场景，实
现“动态传承”。比如，和孚镇的元宵“踩街”活
动，以《八仙过海》《穆桂英挂帅》等经典剧目串
联桑基鱼塘生态景观，吸引近万名游客参与，形成

“曲艺+生态+民俗”的立体展演。“希望不久的将
来，当年轻演员在舞台谢幕时，台下既有白发票友
的掌声，也有青春少年的欢呼，让传统文化焕发最
动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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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青年遇上传统艺术——

“南腔北调”的双向奔赴

红星剧场里红星剧场里，，演出结束后观众与演员互动合影演出结束后观众与演员互动合影。。

湖州湖剧传习中心练功房里湖州湖剧传习中心练功房里，，演员们正在练功演员们正在练功。。

练贯口，打快板……6月24日下午
3时的红星剧场里，一群年轻人已经在
为晚上的演出做准备了。

当天他们演出的曲目是《打灯谜》
《下象棋》《网络众生相》《大魔术师》，
这4个曲目中，2个是传统相声，2个进
行了改编和创新。

今年3月，这家位于红门馆的相声
园子正式“开箱”。

从一开始的8个演员逗1名观众，
到现在平均每天上座率50%以上，这

“南腔北调”的融合逐渐展露出市场号
召力。

演出队队长是个地道的天津小伙，
叫许嘉瑞，师从天津相声演员王幸福
先生。与相声结缘，则源于他的师
爷——天津相声表演艺术家田立禾先生
的开蒙教导。

他告诉记者，现在队里除了几名老
先生，最年轻的相声演员24岁，最大的
33岁，大多来自天津、河北、大连等北
方地区。今年初，刚招到了一名本地的
年轻演员，26岁的张蕙薪。

“我原来是学表演的，也做了几年演
员，现在在园子里一边当主持，一边跟
着王幸福老师学相声段子。”张蕙薪坦
言，湖剧、京剧等传统戏曲需要练唱念
做打等扎实的基本功，相声入门相对容
易些，但真要说得好，还得多下功夫。

““相声在北方的氛围更浓相声在北方的氛围更浓，，像我们像我们
从小就很喜欢从小就很喜欢，，你去天津你去天津，，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司机
都能随口给你整上一段都能随口给你整上一段。。””许嘉瑞说许嘉瑞说，，他他
真正拜师学艺是在初中真正拜师学艺是在初中。。后来在大学读后来在大学读
了中文系了中文系，，连毕业论文也是关于相声的连毕业论文也是关于相声的
研究研究。。毕业后工作了几年毕业后工作了几年，，他发现还是他发现还是
更喜欢说相声更喜欢说相声。。

20212021年年，，他重新做了职业规划他重新做了职业规划，，正正

式开始做一名职业相声演员式开始做一名职业相声演员，，从天津到从天津到
北京北京，，辗转于各家剧场进行演出辗转于各家剧场进行演出，，在不在不
同的相声园子感受不同的相声氛围同的相声园子感受不同的相声氛围。。旅旅
游旺季的时候游旺季的时候，，一天最多要说上一天最多要说上1818场场，，
一场一场2020多分钟多分钟。。

今年初今年初，，他跟随师父他跟随师父，，来到湖州来到湖州
红星剧场红星剧场，，想开拓江浙一带的相声曲想开拓江浙一带的相声曲
艺市场艺市场。。

““其实一开始不太适应其实一开始不太适应，，很多传统相很多传统相
声的包袱在这儿声的包袱在这儿‘‘不响不响’’，，和湖剧的和湖剧的‘‘听听
不懂不懂’’还不太一样还不太一样。。””他举例说他举例说，，在在传统传统
相声相声《《礼仪漫谈礼仪漫谈》》中中，，讲述各地礼仪规讲述各地礼仪规
范范，，在天津在天津，，传统打招呼时传统打招呼时，，对方姓什对方姓什
么就称呼什么爷么就称呼什么爷，，姓张叫张爷姓张叫张爷，，姓李叫姓李叫
李爷李爷，，被叫的也得回一长串的爷被叫的也得回一长串的爷。。两个两个
人对话就是人对话就是““张爷张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爷爷！！””。。这是这是天津百姓日常天津百姓日常打招呼的方打招呼的方
式式，，作为相声里的铺垫包袱作为相声里的铺垫包袱，，通过加入通过加入

一些夸张的表一些夸张的表演，可作为一个笑点。但
在南方，没有这种民俗文化，因此就没
有笑点。

对于这种差异，剧场的合伙人忻晓
杰认为是意料之中。

“相声的很多包袱来源于生活，融
入了当代的一些时事，而南北方的文
化、生活有差异，要说出当地人更容
易接受的相声，就要做一些融合和改
变。”忻晓杰告诉记者，开园子的初衷
就是因为对相声的喜欢，所以传统不
会丢，他们会在保留经典的基础上进
行创新。

比如传统相声《写对子》中，过去
形容一个人聪明，是用“走马观碑”，现
在改成了“坐高铁观碑”：“300多迈的高
铁，从碑前一过，碑文我就能倒背如
流！”“哦，这碑文写的什么啊！”“湖州！”

今年“五一”和端午假期，红星剧
场上座率超过了80%，其中游客占了
70%；而日常的演出，本地老客人占了
30%。

“湖州作为旅游城市，南北方的游客
都多，所以我们对演出作品的要求是老
少皆宜，大家笑着听完还能有所回味。”
忻晓杰告诉记者，现在有很多观众会带孩
子来听，坚持传统相声和湖州文化的融
合，也是希望在潜移默化中让更多年轻人
了解相声，有兴趣一起来传承。

“我们不仅要让观众坐下来，自己也
要走出去。”忻晓杰说，最近他们也在跟
南浔古镇对接，预计下个月就可以安排
演出了。同时，他们还在招聘二人转、
湖剧等传统曲艺的演员，希望做更多的
融合与创新。“不管是相声还是湖剧，传
统艺术想要发展下去，没有年轻人来传
承创新不行，跨越不了地域和文化的差
异肯定也很难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