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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好好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戏剧家协会主

席，上海昆剧团团长。

“眼下，我们正在筹备在 10 月 22 日梅

兰芳先生诞辰 130周年的纪念日，举办‘青

春对话 梅香永续’百名大学生及国际留

学生梅派艺术研讨及展演活动。11 月中

旬，还计划在沈阳举办‘盛京梅韵’青少

年戏剧展演活动。”近期，除教学工作外，

肖迪的日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作为京剧大师梅葆玖先生在辽宁乃至

东北地区的唯一入室弟子和梅派艺术第三

代传人，肖迪始终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以创新形式讲好中国故事作为自己义

不容辞的使命。

师徒履职共推戏曲进校园

梅葆玖先生生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校园十分关心，在连续 6届全国政协委员

的履职生涯中，他有不少提案与之相关。

肖迪告诉记者，师父的提案对她颇有启发。

传统戏曲里有很多故事都是教怎么做

人的，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梅葆

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持续推动着戏曲进校

园。他曾说过，让学生学点京剧，唱点京

剧，并不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京剧大师，而

是要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承。

“我也曾连续三年在省政协会议上提交

提案，建议京剧进校园。”肖迪在 《关于在

中小学设立京剧课程的提案》 中建议，辽

宁省相关部门可以以京剧为载体，结合本

地历史编纂辽宁省京剧教材，在试点学校

开设京剧课程。

是建言者，更是践行者。这些年来，

肖迪积极开展各种类型的戏曲进校园活

动，安排各个行当的京剧老师深入合作单

位小学，定期给孩子们上京剧专业课。她

在辽宁发起建立了国内首个梅兰芳京剧艺

术传承基地，一有机会，她就会带着基地

的小演员们参加各类演出。

肖迪还将“京剧文化”带进了幼儿园，

让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披挂上阵”，通过举办

“京剧娃娃”摄影展，共同定格国粹之美。

今年 5 月，肖迪应邀到清华大学，以

《新时代梅兰芳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为题为

大学生们作讲座。讲座后，一位土木工程

专业的大学生发出感叹：“没想到京剧还能

这么时尚、有魅力。”

用“京剧+”讲好中国故事

4月 6日，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交响

乐版的《霸王别姬》如期上演。肖迪扮演的

虞姬与“钢琴霸王”再一次以“声”相对。

用梅派的唱腔跟纯的交响乐结合，用

钢琴来化身霸王来跟虞姬在现场演对手

戏。听起来就有些不可思议。但这出创意

之作，已经在法、美、德、意、加等十多

个国家和地区成功演出了几十场。

中国的京剧与西方的交响乐有着巨大

的差异，将两种高雅的艺术形式聚合一

体，让外国观众也能够感受京剧、理解京

剧，这个创意似乎有些疯狂，之前也鲜有

尝试。

“难度肯定是巨大的，但再难也值得一

试。”肖迪回忆起 2015年开始与指挥家、作

曲家谭盾创作这个作品的艰辛历程，“最大

的难点和突破在于融合，因为戏曲艺术是

有板有眼的，这与交响乐的旋律节拍不是

一回事。我需要把交响乐融在京剧的节奏

里。试了又试、练了又练，但每次演出时

都会有需要临场发挥的地方。交响乐中没

有一个是传统京剧的伴奏，为此，我的唱

腔、身段、剑舞都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

创新无疑是梅派艺术的精神内核之

一。1915年，梅兰芳排演的第一部古装新

戏 《嫦娥奔月》 开创了京剧舞台上古典神

话歌舞剧的先河。2014年，在梅葆玖的指

导下，肖迪复排了 《嫦娥奔月》，在北京国

家大剧院精彩呈现。“伴奏、乐舞、灯光、

舞美都采用了当时最新的表现形式，甚至

首次在京剧舞台上采用了激光灯布景。”肖

迪说，“当时还是有些顾虑的，但师父鼓励

我说百年后的 《嫦娥奔月》 就应该有新的

样子，至于如何评价这出戏，要交给时

间、交给观众。”

除此之外，肖迪还尝试拍摄过京剧数

字电影，现在，她又在尝试将 AI技术应用到

京剧表演之中。她发起的“京剧+大语文”项

目，用 15 集电视专题片讲述 15 个京剧故事，

已经进入收官阶段。“‘京剧+’现代表现形

式会发生‘化学反应’，给传统艺术带来无限

可能。不管做出何种尝试，我们都是希望能

够把中国故事、把梅派艺术故事讲好，讲给

更多人听。”肖迪如是说。

为专业人才“把场”助力艺术发展

9月10日，教师节，肖迪一如既往走上沈阳

师范大学的讲台。课上，她声情并茂地演唱了一

段 《梨花颂》，这是梅葆玖的代表作 《大唐贵

妃》的主题曲。“今年是梅兰芳先生诞辰130周

年，也是我的恩师梅葆玖先生诞辰90周年，我希

望用这首梅派经典曲目表达对恩师的敬意，也祝

愿老师心中最惦念的同学们学业有成、前程似

锦。”肖迪说完，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2009年，肖迪作为省政府特邀优秀人才

从大连京剧院引进到沈阳师范大学，担任辽

宁实验京剧团团长。为了更好地在辽宁发展

和传承梅派艺术，由梅葆玖先生提议并亲自

授权，在沈阳成立了中国首个梅兰芳艺术研

究所。“研究所的职责在于传承剧目、传承梅

派精神，还要搞科研、出作品、培养专业人

才。”肖迪说，“说白了，就是要为京剧艺术

传承和发展‘把好场’。”

所谓“把场”，意指戏曲界名家前辈有意

栽培晚辈后生，在晚辈学人演出某剧目的时

候，在舞台侧幕关照提点、以确保演出顺利

成功的做法。 2009年，肖迪受邀赴北京长

安大戏院演出梅派经典剧目 《穆桂英挂帅》

大戏。“响排、彩排、演出，连续三天的排练

演出活动，师父全程指导，并在两天的演出

中亲自为我把场。”

有了这次被“把场”的体验，肖迪也更

加坚定了要为学生们“把好场”的信念，无

时无刻不在助力为京剧传承和发展创造条件。

有一次，在参加省政协文化文史委员会

调研时，肖迪在阜新市的一处调研点发现了

一个非遗小剧场，“很具有实验性，群众参与

度也很高。”肖迪很受启发，回到学校后，她

就争取学校支持，在沈阳师范大学内创建了

一个小剧场，“这个小剧场并不单纯是演出，

还有一些体验性的功能、服务社会的一些功

能，至今还发挥着作用。”

10多年来，肖迪作为辽宁省政协委员提

出了多个关于加强文化建设、推动文化艺术

教育发展的建议。与此同时，基于京剧专业

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丰富，《梅兰芳纪念集》

《梨花开时春带雨》《梅园芳华正怡人》 等一

批著作陆续出版，她培养的戏剧专业人才也

已遍地开花。

谈及未来，肖迪说：“我将时刻牢记自己

的使命和责任，在政协的广阔舞台上，充分

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

水平和综合素质，为传承和弘扬梅派艺术、

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坚

信，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

够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烂

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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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政协常委，沈阳师范大学

教授，国家一级演员，梅兰芳艺术研

究所所长、梅派艺术第三代传人、京

剧梅派艺术大师梅葆玖先生入室亲传

弟子，辽宁实验京剧团团长。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原来姹紫嫣红开

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

心乐事谁家院……”

随着一曲昆剧《牡丹亭》响起，由上海昆剧团与

上海京剧院联手打造的“京昆群英会”联合演出季，在

今年“十一”国庆假期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文化盛宴。

谷好好，正是上海昆剧团的掌门人。她说，戏

曲界历来有“京昆不分家”的传统，“京昆群英会”

联合演出季已延续多年，目的在于展示京昆艺术

风采，让观众感受京昆魅力，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得以传承和弘扬。

一说起戏曲，谷好好语速飞快、神采飞扬。细

聊起昆曲，她更是说：“昆曲是我一生挚爱的事业，

我愿意为此奋斗一生、奉献一生。”

拜师学艺，结缘一生事业

谷好好出生于浙江温州。13 岁考入上海戏

曲学校昆曲班，便与昆曲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13 岁 的 谷 好 好 聪 明 伶 俐 ，形 象 漂 亮 富 有 灵

气，被著名昆剧艺术大师俞振飞慧眼识珠看中，先

学闺门旦，后拜上海戏校昆大班著名刀马旦王芝

泉为师，转行刀马旦。

这段转行经历，让谷好好对昆曲艺术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作为戏曲演员，必须有深厚的文

化修养、高尚的人格魅力和文质兼美的作品。

于是，谷好好刻苦学习勤奋练功，学习戏曲理

论知识，兼攻其他行当，还在老一辈艺术家的浸染

和熏陶下，学习做人唱戏的道理。在舞台上，谷好

好塑造过刀马旦、武旦、老旦、花旦、闺门旦、青衣、

小生、娃娃生、雉尾生等很多几近失传的剧目中的

角色。能唱、能念、能打、能文、能武，成为了她的

风格和特色。正因如此，日后她成为了舞台上英

姿飒爽的“百变刀马旦”。

2001年 5月 20日，作为青年演员的谷好好第一

次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举办个人专场演出。一连带

来了《扈家庄》《水斗》《守门杀监》等多个拿手好戏，

“唱念做打翻”门门精通，给戏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是在这一天，中国昆曲艺术入选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第一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

录的消息传到上海。

得知消息后，谷好好感觉，这像是冥冥之中的一

种缘分，注定自己将为这份事业坚守一生，奋斗一生。

2007 年，谷好好凭借《一片桃花红》和《扈家

庄》获得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后又凭借昆剧

《五子登科——谷好好专场》获得上海白玉兰戏剧

表演艺术主角奖。

2013 年 ，谷 好 好 成 为 上 海 昆 剧 团 团 长 。 自

此，她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带领剧团走下去。“是昆

曲给予我一切，是上海昆剧团培养了我，我应该担

起责任来。”

深耕传统，创昆曲之新境

谷好好清楚地认识到，要立足剧院传统，明确

剧院定位，要出人、出戏、出效益。“作为戏曲院团，

首先要做好的就是传承，坚守 600 多年来凝聚与

延续下来的经典元素、优秀基因。同时要与时俱

进，孕育新思想、探索新技术，守正创新，丰富并拓

展戏曲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探索戏曲发展之路。”

谷好好认为，只有深耕传统，了解戏曲艺术本体，

才能不断创新。

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之后，她便带

领剧团一步一个脚印走在守正创新的道路上。

最典型的例子，是 2022 年上海昆剧团以全新

视野对传统经典进行重新思考和创作，呈现了全

国目前唯一的全本 55 出《牡丹亭》。

“巡演所到之处，一票难求，掀起热潮。还被誉

为‘守住了汤显祖原著深沉的历史品位与美学风范，

在实现经典的当代回归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上，起到了示范作用’。”谷好好难掩欣喜之情。

深耕传统，才能创昆曲之新境。昆曲之新境，离

不开观众。在谷好好的认知里，舞台艺术，只有足够多

的观众，才能真正活起来。舞台艺术的生命力就是表

演给观众欣赏，一个没有观众的剧种是没有希望的。

观众为何而来？观众如何而来？上海昆剧团

的做法，是“激活传统、致敬经典”，在传统上创新，

用经典吸引观众。

比如，全本《牡丹亭》采用了 360 度转台，最大

程度控制迁景时间，使得三个晚上呈现 55 折戏成

为可能，也兼顾了现代观众快节奏的欣赏习惯，让

观众感到惊喜。

在谷好好的眼中，培养观众就是培养市场。

上世纪 90 年代，戏曲艺术经历了门庭冷落的低

潮。在最艰难的时候，上海昆剧团启动了“戏曲进

校园”等一系列普及演出。直到今天，剧团每年演

出场次有一半以上都是在各个学校完成，从幼儿

园到大中小学，足迹踏遍上海市，也包括全国各

地，甚至到了新疆地区。

如今，看到昆曲越来越被年轻人所接受、喜欢

甚至是追捧，谷好好很是感慨，“戏曲进校园”等一

系列普及演出，在孩子们心目中撒下了传统文化

的种子；多年来，有些青少年跟着剧团一起成长，

他们的朝气更加激发了戏曲艺术的活力。

交流互鉴，让昆曲唱响世界各地

采访谷好好的时候，她正在为即将奔赴法国

献演“中法文化年”而做准备。准备的剧目，便是

《牡丹亭》。

“要让昆曲唱响世界各地”，是谷好好的愿望，

也是她近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分外骄傲‘我们是来

自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随着谷好好带领上海

昆剧团走过世界各地的舞台越来越多，她越来越

深刻感受到文化自信的迫切性。她感慨：只有昂

首挺胸，大胆展现中国文化的精髓，世界才会对中

国有更加客观地深入了解。

一 颦 一 笑 皆 是 情 ，一 顾 一 盼 皆 有 意 。 2016

年，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逝世 400 周年。这一年，

谷好好带领上海昆剧团创排汤显祖之作——四本

大戏《临川四梦》，随后开启全球巡演。

“艺术作品是最好的沟通方式。”谷好好至今

仍记得《临川四梦》首次在欧洲巡演的场景。那是

在德国柏林艺术节剧院，剧场大厅座无虚席，就连

二楼的最后一排位置也坐满了观众。演出结束，

观众久久不愿离去，争相一睹演员的风采。这个

场景，让谷好好激动不已。

“走出去”的探索与实践，也让谷好好在委员

履职中不断呼吁：坚持探索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

取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具有时代价值的元

素融入戏曲的创作及传播中，传播当代中国价值

观念，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为此，谷好好酝酿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让 600

年的“昆曲”与 600 年的“故宫”开展合作。她计划

在深耕故宫馆藏戏曲精华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

征，以时令节气为之呼应，将节日传统文化内涵和

故宫典藏老本中的故事充分融合，适时每一年按

季推出，用昆曲艺术多维度呈现文物蕴含的人文

精神、历史文化，呈现中华传统文化精粹在舞台上

的当代表达。

探索不停，践行不止。

今年 5 月 8 日，谷好好又率领上海白玉兰戏剧

表演奖获奖代表艺术团，赴奥地利维也纳联合国

总部所在地维也纳国际中心，举办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玉兰花开·魅力上海”专场演出。京、昆、越、

沪等多个剧种精华，将 2024 联合国中文日推向了

高潮。演出过后，谷好好还专门做了一场《不到园

林，怎知春色如许》的昆曲艺术讲座。

让谷好好记忆深刻的是，海外观众目不转睛、津

津有味地欣赏着中国戏曲文化，甚至按捺不住兴奋

冲上台要和她合影留念。那一刻，谷好好内心是满

满的自豪感、幸福感，荡漾在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戏曲是世界读懂中国的最好媒介。我们在全

世界努力播撒戏曲种子，不断探索交流互鉴、美美与

共的文明之路，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力和影响力。”谷好好说。

2016 年，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院访问上海昆剧

团，欣赏了《游园惊梦》，而且饶有兴趣向谷好好学习

了抖水袖的奥秘。2020 年，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中法双边活动上，上海昆剧团把法国荒诞派戏

剧大师尤内斯库的代表作《椅子》以昆曲形式呈现在

舞台上，令在场法国观众赞不绝口。

这一路走来，虽然每一步都很艰辛，但谷好好却

振奋不已：一是为她挚爱的昆曲艺术传承，二是为中

国戏曲文化走向世界。她深知，文化自信并非无根

之木，无源之水。中国戏曲，可以让每个中国人的脊

梁挺立得更加坚强。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谷好好希望，未来有

更多的戏曲艺术走向世界，推动“国粹”成为“国潮”，

推动中华文化“破圈”出海。

中国昆曲悠悠 600 年，诉不尽的沧海桑田，道不

完的人间真情，润物细无声的美学呈现，让中国的形

象更加立体丰满起来。

而对于即将开启的“中法文化年”，谷好好信心

满满，充满期待。

积极履职，彰显委员担当

2023 年，谷好好成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这是她第一次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前还担任

过中共十九大代表。她的每次履职都围绕昆曲的传

承与发展而展开。

她积极为戏曲演员特别是武戏演员发声，建议

健全武戏演员的综合保障体系，减少他们在舞台上

的后顾之忧。还呼吁，要多措并举，让青年文艺工作

者更强起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她希望加快推动“戏

曲+”融合发展，让科技为文化的繁荣助力……

当问到这一年多以来有哪些感受时，谷好好笑

了：“越来越忙了。”她顿了一下，接着说：“因为要做

的事情太多了。”

于是，这个被同行称为“拼命三娘”的上海昆剧

团掌门人，马不停蹄地奔跑在戏曲传承发展的大路

上——

积极推动全本《牡丹亭》开展全国多个省市的巡

演，传承经典，用艺术为人民服务，坚定文化自信；

推动 8K 全景声实景昆剧电影《邯郸记》上映，传

播经典，扩大中国传统戏曲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与上海市多家国有院团紧密联系，大胆“走出去”，

开展演出、交流、讲座等活动，展现上海梨园新气象；

力推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与香港西九戏曲中心续

签战略合作协议，在创作、演出、人才培养等领域展

开深入对话交流。

……

一年多以来，谷好好始终牢记自己作为政协委员

的使命担当，立足本职工作，不断推动昆曲乃至戏曲的

传承发展。再追问履职一年多的感受时，她很坚定地

说：“作为政协委员，要站在戏曲全局的视野来考虑问

题，不能只关注某一个剧种的发展，而是要发挥自己专

业优势，为戏曲的传承发展鼓与呼，凝聚更多力量，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社

会主义文化的繁荣。”

昆 曲 是 一 生 挚 爱
——记全国政协委员谷好好

本报记者 郭海瑾

Z 记者手记

这次与谷好好委员的约访，始于“十一”国

庆假期期间她发来的一个演出链接——上海昆

剧团与上海京剧院联手打造的“京昆群英会”联

合演出季，上海天蟾逸夫舞台再演《牡丹亭》，一

下子就吸引了我。

身虽未至，心向往之。

谷好好说，演出那两天，上海一直阴雨连

绵，但观众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可见《牡丹亭》的

魅力，昆曲的魅力。

2022 年，上海昆剧团倾全团之力，探本溯

源，钩沉史料，沉心细磨，创排了全本 55 出昆剧

《牡丹亭》，呈现原著精髓，复原昆曲雅韵，这在

今天依然让戏曲界人津津乐道，赞叹不已。

“我一直想说，全本《牡丹亭》是所有昆曲人

心中的一个梦。因为文化自信自强，我们才敢将

这绮丽之梦变为现实。”谷好好依然难掩激动

之情。

如今，全本《牡丹亭》已在国内外多次巡演，

受到观众的广泛赞誉和热烈追捧。“《牡丹亭》之

于上海昆剧团，不仅仅是一台戏，还是几代上昆

人数十载不懈奋斗的结晶，更是中华戏曲创新

发展的见证。”谷好好说，上海昆剧团不仅传承

了昆曲经典，更在新时代背景下赋予了它新的

生命力，让古老的戏曲艺术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谷好好希望：未来继续秉持初心，不断探索

艺术现代表达方式，努力推出更多的精品力作，

回报观众，服务人民，为中

国戏曲的繁荣发展、为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贡献智慧和力量。

昆 曲 人 心 中 的 一 个 梦
本报记者 郭海瑾 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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