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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莆仙戏 《踏伞行》 在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上荣获文华大

奖。党的二十大代表、莆田市政协委员、福建省莆仙戏剧院副院长黄

艳艳正是这部戏的女主角。莆仙戏有千年历史，被誉为“宋元南戏的

活化石”。从艺 20 多年，黄艳艳在艺术上一直精益求精，凭借 《踏伞

行》 中王慧兰一角，她还摘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参加党的二十大，

从乡村小戏台走进人民大会堂，她对文艺的使命和信心更加坚定，对

创作的目标和方向更加明确。人民政协报记者专访黄艳艳，讲述她的

艺术感悟以及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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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伞而行 守正出新
黄艳艳 口述 本报记者 谢颖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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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文化自信
勇担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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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拜尔·米吉提

难忘的五十七号寝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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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时代努力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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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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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党的二十大激动人心的参
会历程，黄艳艳回到莆田，立刻开始
了马不停蹄地宣讲，她迫不及待地想
与大家分享对于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感
悟。同时，她心里还在“谋划”着
——用莆仙戏这个当地喜闻乐见的方
式向老百姓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在
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中丰富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

对于莆田人来说，莆仙戏就是乡
音，蕴含着最深切的乡情。黄艳艳走
上艺术道路，就源自小时候在村里的
戏台边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看莆仙戏。
在她心里，送戏下乡，为老百姓演
出，是最重要的。每年，她都坚持基
层演出 300 多场，因为“莆仙戏的根
在民间”。

在 乡 村 的 小 戏 台 演 出 ， 黄 艳 艳
经常收获温暖的体验。比如她常演
的 剧 目 《状 元 与 乞 丐》， 其 中 有 一
场戏演得是孩子心里 很 委 屈 ， 母 亲
细 心 地 开 导 他 ， 激 励 他 认 真 学
习 ， 具 有 很 强 的 教 育 意 义 。 有 很
多 作 为 母 亲 的 村 民 看 完 之 后 泪 流

满 面 ， 觉 得演到了她们的心坎里，感
受到母爱情感的共鸣。而像“你们演
得太好了，我一遍又一遍看不够”这
样的赞赏，总是让她的脸上绽放发自内
心的笑容。

完成文华奖参评演出回莆田的第二
天，黄艳艳又下乡演出了，还连演了很
多天。以至于得知获得文华大奖的喜讯
时，正是当晚演出开始的前几分钟。虽
然作为主演一场大戏消耗会很大，但她
一点也不觉得辛苦，特意增加了一场折
子戏奉献给村里的老百姓，和他们分享
喜悦之情。

“在我 23 年的舞台艺术生涯中，我
深切地感受到，没有人民，艺术就失去
了根，艺术的土壤要靠人民来滋养，人
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这
是黄艳艳的心里话。现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乡村振兴的美丽图卷正徐徐展
开，更激励着她深入一线，扎根基层，
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丰富的文化需要，不断增强他们的幸
福感、获得感，为乡村振兴描绘绚丽的
色彩。

乡音传乡情
本报记者 谢颖

一

今年9月，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以下简
称十三艺节）在京津冀三地隆重举行，我所参
演的莆仙戏《踏伞行》参加了文化大奖的角
逐。9月30日晚上，在天津滨湖剧院，《踏伞
行》亮相十三艺节舞台，我们全情投入，完成
了这次文华奖参评演出，赢得评委们的鼓掌喝
彩。得知获得文华大奖的喜讯后，所有人都十
分激动，也十分感慨——四年来，围绕着这部
戏，我们十余次打磨提升，始终秉持着一个信
念——精益求精。每一次磨合，都有新的收
获，塑造人物的情感体验不断走向更深的层
次，整部戏也不断提升。

2018 年，福建省莆仙戏剧院重点剧目
《踏伞行》开始创排，由国家一级编剧周长赋
执笔，一级导演徐春兰执导。这部戏讲述了
陈时中与王慧兰这两名早已定亲却从未谋面
的青年男女，在战乱中偶遇之后发生的一系
列故事。剧目情节新颖，结构紧凑巧妙，其
独特的时代意义和思想内涵，赢得了很多文
艺评论家的肯定，表示《踏伞行》是“戏曲
守正创新的典范，体现了民族美学与时代精
神的高度契合……”

《踏伞行》 融入了 《蒋世隆》 和 《双珠
记》 等莆仙戏传统经典，在此基础上进行
了改编和创新。最初接触到这部戏时，我
的感觉是既熟悉，又陌生，很期待。从莆
仙戏的传统来看，剧目多是人物丰富、情
节 曲 折 、 矛 盾 冲 突 也 比 较 明 显 ， 鲜 有 像
《踏伞行》 这样以表现生旦情感为主线的
戏。《踏伞行》 里没有很严重的矛盾冲突，
人物内心的情感起伏波动极为细腻，这是
对传统的突破和创新。相应地也对演员的
表演提出新要求，要从内而外挖掘人物情
感，这让我充满了期待。

在 《踏伞行》 中，有一个非常重要、可
谓转折性的情节：男女主角逃难路上互相心
生好感，寄住旅店后，彼此通问名姓，慧兰
惊喜地发现对方竟是“定亲而未谋面”的夫
婿，内心充满喜悦，但又有一丝担忧，于是
故意隐瞒自己姓名，问对方是否定亲，以此
来试探对方的心。在得到“没有”的答案
后，慧兰犹如当头一棒。这种惊喜与失措掺
杂在一起的复杂情绪如何表达？之后再次转
折，如何去原谅和理解对方也是一个很难的
点。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剖析人物内心，让
她生动起来，千万不能“跑偏”到某一种情
绪里去。

排练时，作为演员，情感投入并不会一
步到位，有时会出现情绪达不到的状况，导
演总是陪在我们身边，不厌其烦地说戏，我
被她的精神所折服。我们一遍一遍演，千磨
万砺，就是为了让情感的表达能够自如地

“流淌”出来，让观众真切感受到，这个人物
出来了。有时演着演着我不禁感到，人生就
像一场戏，是那么回味无穷。

既传统又现代是 《踏伞行》 的鲜明特
色。扎实的剧本、演员的生动演绎，再加
上蹀步、姜芽手等莆仙戏传统艺术特色、
曲调渲染等多种形式天衣无缝的配合，整
个舞台给观众以极致的观赏体验。让我特
别高兴的是，这部戏得到不少年轻观众的
喜 爱 ， 这 也 说 明 经 过 创 新 演 绎 的 古 代 故
事，能与现代人的情感产生共鸣。传统戏
曲守正创新的关键便在于此，要与时代同
行，用具有时代气息的创作满足现代观众的
审美需求。

二

老舍先生曾以“可爱莆仙戏，风流世代
传。弦歌八百曲，珠玉五千篇”盛赞莆仙
戏。莆仙戏原名兴化戏，源于唐，成于宋，
盛于明、清，其悠久的历史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莆仙戏剧目，据统计，莆仙戏现
存传统剧目5000多个，其中与宋元南戏有关
的剧目81个，其他为明、清传奇剧目。二是
莆仙戏音乐，来源于歌舞百戏、唐宋大曲、
宋代鼓子词、本地民间音乐等。唱腔为曲牌
体，有“大题三百六，小题七百二”之说。
用兴化方言演唱，形成独具一格的“兴化
腔”，迄今保留不少宋元南戏的遗响。三是莆
仙戏表演艺术，行当角色承袭宋元南戏的旧
制，称“兴化七子班”，即正生、正旦、贴
生、贴旦、靓妆、丑、末，各个行当都有一
整套表演科介，古朴优雅，被称为南戏的活
化石。

近年来，莆田市高度重视莆仙戏传承与
保护工作，先后创作了 《踏伞行》《海神妈
祖》 等一批新剧目。拿 《海神妈祖》 来说，
莆田是妈祖文化的发祥地，用莆仙戏的表演
形式来传播妈祖文化，起到了双倍的传播力
与影响力。《海神妈祖》用生动的故事演绎妈
祖感人的生平事迹，是对妈祖文化最直观的

展示。世界妈祖文化论坛在福建莆田举办期
间，这台戏进行了多次展演，受到众多台胞
的喜爱，引起了强烈共鸣，在促进海峡两岸
同胞心灵契合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戏曲的传承创新除了要不断打造精品力
作外，还要注重薪火相传、后继有人。作为
基层文化工作者和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这些
年来，我一直很注重“戏曲进校园”活动，
深入莆田市很多中小学校，给孩子们讲述莆
仙戏的历史，展示莆仙戏的艺术特色，手把
手地带领他们学习莆仙戏科介表演，培养出
不少出色的小演员。今年，在中国剧协主办
的第 26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中，
我指导的莆田市实验小学的小演员陈韶涵和
翁馨，演绎了《踏伞行》中踏伞一折，喜摘
少儿戏曲个人项目“小梅花”奖项，在全市
中小学掀起了“莆仙戏热”。我想，这就是传

承，并不是所有的孩子日后都会从事莆仙戏
创作表演，但千年戏曲的种子，已在孩子们
心中悄然播撒，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信。

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新媒体在艺术
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我们
戏曲传承者来说，需要与时俱进地传播戏曲
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莆仙戏。现
在，我也在积极利用短视频等新的传播方
式，让莆仙戏走进网络，充满活力，与年轻
人积极对话，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微薄的力量。

三

今年，我非常荣幸地成为党的二十大
代表，从乡村小戏台走进人民大会堂，我
深 感 重 任 在 肩 。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总 揽 全
局、气势恢宏，高瞻远瞩、思想深邃。报
告中关于文化工作的重要论述，是繁荣发
展新时代文化事业的行动指南，充分体现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化建
设的高度重视，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深
切期待和殷殷重托。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
新辉煌”，这让我们基层文艺工作者深感振
奋。作为党的二十大代表，我更要带头学习
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立足
莆仙戏舞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创作更多讴歌党、
讴歌祖国、讴歌人民的优秀戏曲作品，引导
广大人民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坚定文化自信，让我们的创作更加有底
气。新时代新征程给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厚的
素材，我们要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把
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奋斗敞开，向
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从时代之变、
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
材。在剧目上要探索更加多元化，不断丰富
传统戏、红色题材，以及现代戏的创作实践。

信心满怀，立足岗位，把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戏剧演出，融入精品
创作，融入人才培养——我想，这是我作为
党代表、作为政协委员履行自己职责的最好
方式。感谢时代，感恩盛世，我会再接再
厉，守正创新，让古老的传统戏曲唱响新时
代，绽放新芳华，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
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文艺工作者应
有的贡献。

▲莆仙戏《踏伞行》剧照，左一为黄艳艳饰演的女主角王慧兰。

◀黄艳艳在“戏曲进
校园”活动中带领小学生
学戏

◀黄艳艳在乡村戏台
为村民们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