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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 《牡丹亭》，满城汤公情”。4 月 13 日，第九届浙江遂昌汤显

祖文化节在浙江遂昌开幕。谷好好带着上海昆剧团新排的全本 55 出昆剧

《牡丹亭》 在开幕式上演出，再一次引发了昆曲不减的热度。近年来，

谷好好作为上海昆剧团团长、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上海市戏剧家协

会主席，不但肩负着昆曲传承与创新的重担，还需将视野延伸至整个戏

曲事业的繁荣发展。本刊就此采访谷好好委员，请她讲述自己的昆曲

梦，戏曲情，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她如何带领戏曲院团，为戏曲事

业注入时代内涵，与时代同步伐。

唐蕃古道的绝响
徐 剑

马吉明《源远流长》
杨建平

文学艺术的美育魅力
苏禾日

为戏曲注入时代内涵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昆剧团团长、上海戏剧家协会主席谷好好访谈

口述/全国政协委员 谷好好 整理/杨雪

■记者手记：

掌声响起，人民是真正
的主角

王 勇

怀念厉以宁先生
郁钧剑

为他人作嫁衣的人们
陈漱渝

时间证明人生
赵大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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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好好的微信名字叫做“好女
子”。“好女子”是拆字法。这样一个
看起来普通的名字，却暗合了谷好好
的个性、人生经历与责任担当。

13岁入戏曲行，学习6年闺门旦
转行刀马旦，获得“百变刀马”的美
誉；在戏曲的低谷时期，默默坚守，
顶住生存危机；进入新世纪，在“昆
三班”的青年艺术家中首夺“梅花
奖”，又在演员最好的年华放弃了舞
台，成为上海7个戏曲院团的掌门人
……在这位“好女子”的人生当中，
能够想象，她所遇到的一次又一次的
蜕变与升华，是艰难的。艰难之中，
也 伴 随 着 她 对 戏 曲 事 业 的 一 次 次
推进。

37 年的坚守，谷好好的名字就
像 一 个 美 好 的 寓 意 ， 这 位 “ 好 女
子”，相信自己会与中国戏曲事业一
起迎来更好的明天！

谷好好，
“好女子”

本报记者 杨雪

水墨游观
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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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37年，从闺门旦到刀马旦

1986年，13岁的谷好好由京昆大师俞振
飞先生招生入学，这批学生在业界被称为“昆
三班”。年幼的谷好好当时或懵懂不曾想过，
这一入行就此改变了自己人生。当年，郑传
鉴、王传蕖等“传”字辈老师和曾由俞振飞、
言慧珠等名家亲授的国宝级艺术家们——“昆
大班”都来给“昆三班”拍曲授课。老师们对
艺术的执着、奉献以及言传身教让谷好好终身
受益。热爱昆曲、痴爱舞台、守住昆曲艺术，
也成为她毕生的追求。

谷好好学了 6 年闺门旦，后来改行刀马
旦。她笑称，自己从杜丽娘变成了扈三娘。在
戏曲界，改行当是个大事儿。8年学戏，第6
年改行，很少有人去冒这个险，还要顶着“背
叛师门”的帽子。谷好好没有理会，直接向

“武旦皇后”王芝泉老师毛遂自荐。“那时候王
老师有5个学生，都很优秀，但没有一个学生
可以继承她脚掏翎子的绝活，当时的我左右腿
都能掏翎子。”谷好好说。于是她就跑去练功
房等王芝泉老师，一见到王老师就拦住她自报
家门：“王老师，我叫谷好好，是唱闺门旦
的，我听说您想找个能脚掏翎子的学生，我
会。”这样成了王芝泉的学生。同时，谷好好
广泛地参学旦行的多元行当，甚至学习借鉴武
生、娃娃生、雉尾生的剧目艺术，以不断丰富
自己的艺术。也正是这个转变，让谷好好日后
获得了“百变刀马”的美誉。

“百变”一词很形象地概括出了谷好好在
昆曲武旦艺术基础上，求新求变的特点。谷
好好看似“跨界”的综合吸收，其实暗合着
中国戏曲发展创造的普遍原则，中国戏曲在
创造人物形象时的核心规律：舞台创作中的

“以一应百”。
20世纪80年代，谷好好进入戏校，冬练

三九夏练三伏，90年代，正是昆曲以及中国
戏曲发展的谷底，谷好好说，她见证过台上演
员比台下观众还多的场面。这十多年，她的同
行们因各种原因陆续离开了昆曲行当，但谷好
好始终寂寞地坚守。2001年 5月20日，谷好
好成为“昆三班”第一位举办个人专场演出的
青年演员。巧合的是，专场演出的前两天，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昆曲入选人类口头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个消息在上海的正
式公布，就在谷好好的个人专场演出上。谷好
好说，自己为戏曲事业坚守一生，似乎是一种
冥冥之中的注定。

不到40岁时，谷好好获得了戏曲领域最
高荣誉奖项“梅花奖”，也成为“昆三班”青
年演员中最早获得这一奖项的演员。

新的十年，昆曲的新生

2013年，40岁的谷好好正处在最好的舞
台 年 华 ， 但 是 她 将 面 临 一 个 更 大 的 “ 舞
台”——上海昆剧团。谷好好接过了上海昆剧
团团长的重担，对舞台的钟爱和不舍，很快就
被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冲淡，她所面对
的，不再是个人的艺术追求，而是院团未来的
发展和规划。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对

戏曲扶持政策相继出台，这让昆曲这门古老的
艺术焕发了青春！这10年，也正是谷好好在
戏曲管理岗位上的10年。谷好好整理了10多
年来上海昆剧团的演出数据变化，过去，上海
昆剧团全年演出也就五六十场，收入只有30
万元左右，现在全年的演出数量已经达到了
300场左右，演出收入突破 1000多万元。仅
2013年至2019年间，上海昆剧团演出场次就
提升了236%，演出收入提升了600%。即便是
在疫情影响下的2021年，观众人数也持续稳
定增长。

这得益于数十年整个昆曲团体的推广。
1998年，上海昆剧团就率先在同济大学推出

“昆剧走向青年”项目，深耕校园，播撒传统
文化的种子。与此同时，上昆“兰韵雅集”会
员俱乐部、“Follow me昆曲跟我学”“大雅元
音播寰宇”等一系列公益品牌项目，让更多人
领略了传统艺术之美，提升了对昆曲艺术的鉴
赏力，培养了大量的昆曲爱好者。今天，人们
欣喜地看到，昆曲演出市场的生态结构悄然发
生着令人振奋的变化。

《牡丹亭》，自剧本诞生400多年来，一度
成为昆剧名作的代言，以其浪漫主义的表现方
法和曲折离奇的戏剧情节，表现出的高度的思
想性和艺术性，成为中国戏剧文学发展史上一

个重要的里程碑。上海昆剧团建团40多年以
来，对昆剧《牡丹亭》的修改提高与演绎曾有
10余次之多。在此期间，凭借不同演员各具
特色的多版本艺术呈现，在国内外戏剧舞台上
享有盛誉。

2022年，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讲话精神，谷好好带领
上海昆剧团从研究原点出发，探本溯源，创排
全本55出昆剧《牡丹亭》，通过上、中、下连
续三台大戏的体量，深入挖掘经典作品中蕴含
的人文价值和艺术价值，以今人视角，讲古典
精粹，力求打造出一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的昆曲艺术佳作。

上海昆剧团以“五班三代”强大演出阵
容为骨干力量共同参与了55出“全本”的创
演。谷好好说，此次全本《牡丹亭》的创排
吸纳当代艺术元素，以全新视野对传统经典
进行重新思考、重新创作，实现对传统经典
的继承与创新。作为新时代的昆曲人，谷好
好说，不仅要传承好前辈艺术家们的表演技
艺和经验体会，更要通过对传统经典的代代
相传，延续艺术家们毕生不畏艰难、艺无止
境的从业精神，永葆赤诚之心，坚定文化自
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
展作出贡献。

古韵新唱，促进“戏曲+”融合发展

2016年，谷好好被组织任命成为上海国
有戏曲院团的掌门人。作为上海戏曲艺术中心
副总裁，她同时要带动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所属
的上海京剧院、上海昆剧团、上海沪剧院、上
海越剧院、上海淮剧团、上海评弹团六家戏曲
院团的院团长们凝心聚力共商议，用精品力作
来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多样化追
求，并积极探索了文旅融合、数字化发展路
径，努力为上海戏曲事业的发展开辟新的
天地。

文化渗入生活，才能真正成为经济社会
的润滑剂。近年来，谷好好带领上海昆剧团
为加快培育文旅消费新模式，在以商圈、创
意园区、旅游景点等场所拓展而成演艺新空
间，实现戏曲常态化演出，开展数字藏品、
线下戏曲快闪、美育赏析、志愿服务、文创
展示等多个板块活动，风雅赏曲的意境，向
市民游客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助力
上海文化消费市场的繁荣。疫情防控期间，
中心所属院团积极发挥所能，联合多家媒体
平台积极开展“艺起前行”线上系列活动约
328档，播放量近960万次，累计服务时间超
68000小时，有效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戏
曲人以真情实感唱响抗疫情怀，展现了社会
责任与自觉担当。

电影、游戏也成为戏曲传承传播新模式的
积极探索。从2015年起，上海各戏曲院团把经
典剧目逐一拍摄成了戏曲电影。3D京剧电影
《曹操与杨修》、3D昆剧电影《景阳钟》、3D越
剧电影 《西厢记》、沪剧实景电影 《敦煌女
儿》分别获得国内外知名电影节的重要大奖，
在戏曲电影的探索方面走在前列。尝试通过电
影、游戏与戏曲的多元结合，去建立起戏曲与
年轻人之间的桥梁，在梨园雅韵中共振同鸣。

六百年故宫博物院与六百年昆曲都是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首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世界文化遗产。经过4年的数次深度互访，
上海昆剧团又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共同研讨两
大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活化与利用、重塑与创
新。在今年3月13日，谷好好带领上海昆剧
团和故宫启动一场对话合作，让文物“活起
来”，力图在新时代打造出既有历史底蕴，又
具时代风貌的新局面，新成果。

“行云回雪，几度沧桑歌未歇。大好河
山，碧管红牙海宇宽。盛时新响，应喜后来居
我上。老健还加，愿作春泥更护花。”谷好好
的恩师俞振飞先生曾为上海昆剧团题词《减字
木兰花》，这是俞振飞对于昆曲艺术的美好祝
愿。谷好好说，昆曲艺术当如词中所祝，姹紫
嫣红，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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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年年，，谷好好为来上海昆剧团访问的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谷好好为来上海昆剧团访问的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
讲解昆曲讲解昆曲。。 谷好好为宝山实验学校的学生普及昆曲谷好好为宝山实验学校的学生普及昆曲

88KK昆剧实景电影昆剧实景电影《《邯郸记邯郸记》》上海昆剧团全本上海昆剧团全本5555出昆剧出昆剧《《牡丹亭牡丹亭》》剧照剧照

谷好好在昆剧《昭君出塞》饰演王昭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