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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文/图

本报讯 6月10日，首届“蔓草”国际文化雅集
在义乌植物园友谊园举行。

一场活力十足的舞狮表演，一曲悠悠道来的
古筝琴韵……广大游客市民沉浸其中，在园区看
表演、赶大集，体验文化雅集的乐趣。沿途摊位，既
有传统手工艺品，也有现代设计元素，引得人们纷
纷驻足、购买。

作为我市首个户外国际友人交流空间——
义乌植物园友谊园承载着美好希冀，彰显着义
乌开放、包容的城市品格，更彰显团结协作的生
命力量。现场的非遗手作区域开设体验项目，在
不同非遗技艺传承人的带领下，大家身临其境，
领略中华传统民俗的魅力。活动现场设置了具
有各国文化特色的“打卡墙”，吸引了众多外籍
友人，用镜头记录美好瞬间，传到网络平台上，
与更多人分享这段精彩的体验。

首届“蔓草”
国际文化雅集举行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本报讯 近日，后宅街道戏曲联合会走进怡乐
新村养老服务中心，开展“文艺赋美”文化惠民公
益演出活动。

活动在优美动听的戏曲声中拉开序幕。韵
味十足的唱腔，娴熟的演奏，扎实的功底，赢得
了在场老人的热烈掌声。“我最喜欢听戏了，今
天表演得真精彩，希望以后能多一点这样的活
动。”台上表演精彩纷呈，台下戏迷如痴如醉。一
些老戏迷还小声跟唱，整个活动充满了温馨与
欢乐。

“为了确保节目能够高质量地呈现，前几天
大家主动放弃休息时间，全身心地投入排练，力
争把每个动作做到位。”后宅街道戏曲联合会会
长介绍。

后宅街道戏曲联合会
送戏敬老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本报讯 6 月 8 日，义乌市古今文学研究院
组织了一场文学采风活动，十多名文学工作者
走进佛堂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开启以“致敬英
雄，书写荣耀”为主题的文学荣耀之旅。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文学的形式，展现退
役军人无私奉献、忠诚担当的精神风貌，进一
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义乌市古今文学研
究院院长的带领下，众人与退役军人服务站工
作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听取了退役军人们的
英勇事迹和感人故事，用笔和纸记录一个个动
人瞬间。

文学工作者
走进退役军人服务站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6月10日，我市第三十二届青年歌手
大赛启动报名。

据悉，本次大赛由市文旅局主办，市文化馆承
办，市音乐家协会协办。参赛声乐作品内容要求弘
扬主旋律，具有新时代正能量，展现积极向上的学
习、生活态度。大赛分两个组别进行比赛：青年组
（18—39周岁，分美声、民族、流行三种唱法）；中
老年组（40—60 周岁，不分唱法）。报名截止时间
为7月5日。

本次比赛不收取任何费用，初赛海选时间为
7 月 12 日（暂定），决赛时间为 7 月 18 日。将按照
比赛成绩设青年组一等奖3名（美声、民族、流行
各 1 名）、二等奖 6 名、三等奖 9 名、优秀奖若干
名；中老年组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
名、优秀奖若干名。

我市青年歌手大赛
启动报名

婺剧，俗
称“金华戏”，
浙江省地方戏
曲 剧 种 之 一 。

“希望你们传承
好、发扬好地方剧

种特点，把婺剧的特
点、独有的唱腔、形态

找回来，将老祖宗留下的
东西发扬光大。”裴艳玲寄

语婺剧演员，传统的东西要当
宝贝一样爱惜，只有尊重传统、热

爱传统、吃透传统，才能守正创新。
裴艳玲分享了自己小时候的练功经

历，从小在剧场后台长大，与戏有着不解之
缘，戏曲也成为她一生所要追随的事业。年幼
时，裴艳玲坚持练好基本功，时常打完麦子就
开始练功、翻跟头。她曾说过：“练功那罪不是
一般人能够受的。怎么能不苦？怎么会不累？

有时候累惨了，真想上吊！心想上吊死了，也
许能休息一会儿。”

“艺术源于精湛的技艺。只要你肯下功
夫，准能行。”裴艳玲表示，大角都是经过精雕
细刻，精髓在于细功夫。值得一提的是，同样
是女武生的季灵萃在《钟馗嫁妹·行路》编排
中，加入喷火星等自己的想法，得到了裴艳玲
的赞许。“时代在发展，有新想法是好事。但要
记住，无论怎么变，唱念表演、身段、表情这些

‘灵魂’不能丢。”裴艳玲表示，从市婺剧保护
传承中心的团队可以充分感受到，义乌市从
政策支持、基础建设、品牌宣传等方面支持婺
剧发展的“软实力”。

“我一直坚持先打内行，再打外行，这就
要求自身基本功一定要扎实、干净。”对于彩
排中发现的“瑕疵”，她一针见血地指出。“演
员们有体力、有功力，但艺术家与一般演员的
根本差别，除了基本功之外，最关键的在于有
没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敏慧的表演悟性。”她

语重心长地说。
“戏是我的天，戏是我的魂，戏是我的

命，戏是我的根，日出月落唱不尽，笑瞰世间
风云……”这既是《响九霄》的主题歌唱词，
亦是裴艳玲的内心独白。

 延伸阅读
裴艳玲，1947 年生，原名裴信，河北省

肃宁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河北梆子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
中国戏剧奖·三度梅（梅花大奖）得主，著名
戏曲表演艺术家。

主演电影：《人·鬼·情》《钟馗》《宝莲灯》
《响九霄》《哪吒》。

代表剧目：《夜奔》《武松》《钟馗》《哪吒》
《八大锤》《翠屏山》《南北合》《闹天宫》《火烧
连营》《响九霄》《赵佗》《宝莲灯》等。

撰稿：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摄影：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周长存周长存

“把地方剧种发扬光大”

游客体验宋韵点茶。

如琢如磨，让非遗“破圈”焕新生
——访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裴艳玲

端午节前夕，市婺剧保护传
承中心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
物”：国家级非遗项目河北梆子
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
“三度梅”得主裴艳玲专程来到
义乌，指导我市婺剧演员排练剧
目《钟馗嫁妹·行路》。

利落的短寸，宽松的中式衣
裳，面对众人，裴艳玲总是嘴角
上扬、顾盼神飞，整个人透着股
孩童般的生机。她在义乌排戏的
8天，无论是在练功房排练的短
视频，还是到义乌剧院彩排，都
受到了各方戏迷的关注。大家通
过不同途径，进一步了解这位戏
曲表演艺术家。

“这是我第二次来义乌，因
为排练的关系，还是没能好好逛
一逛。”6月7日下午，在义乌剧
院，《钟馗嫁妹·行路》彩排结束
后，一个清亮的声音响起，面对
演员和戏迷们，裴艳玲打趣道。
彩排现场，当她拿起话筒为戏
“打分”，全场人员凝神聆听。在
戏曲界，裴艳玲被誉为全能艺人
“裴神仙”。自5岁登台至今，从
艺七十余载，她在京剧、昆曲、河
北梆子三个剧种间闪展腾挪，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

裴艳玲嗓音高亢嘹亮，行腔似云流水，武
功出众，表演出神，戏路宽广，文武皆备著

称，其“唱、做、念、打”俱佳。由于她在
生、旦、净、丑不同行当间灵活转

身，总能把每个艺术形象都塑
造得光彩照人，极具个性魅

力，加之不断演出新剧
目、创造新角色，被誉

为“活钟馗”“活林
冲”“活武松”。

在 裴 艳 玲
之前，中国戏
曲舞台有两
类 角 色 几
无女演员
出 演
—— 关
公和判
官。“我

父亲知道我要排钟馗的戏，尽管那时候我已经
40多岁了，他还是冲我发了一顿脾气，激动地
拿着拐杖敲着地，不同意我演这个角色。”提
及此次排练的主角“钟馗”，裴艳玲回忆道。父
亲裴聚亭是武戏演员，面对自己要演“钟馗”，
连父亲都不同意，这该怎么办？“当时，我也害
怕父亲，但怕着怕着，我就不怕了。”裴艳玲
说，自己在家开始“开脸”，拍下照片让父亲
看，没想到他竟然认不出，最后竟也默许女儿
演“钟馗”。

河北梆子《钟馗》中，那个原本狰狞、魁梧
的鬼神角色，由女子来扮演。这样的安排使得钟
馗对奸臣混世嫉恶如仇、对亲友情深义重的形
象更生动，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记忆。同时，裴
艳玲的艺术表演风格独特，善于运用声腔、身段
和面部表情等元素，将角色的情感状态传达给
观众，尤其将钟馗鬼神外貌下的那份柔情传递
得十分细腻真切。其中，钟馗现场书写《梅花诗》、
下高接劈叉、单腿朝天蹬、三起三落拾扇等场景

以及《来到家门前》的唱段，令观众如痴如醉。
在“生、旦、净、末、丑”几个戏曲行当里

面，男扮女角、女扮男角成名的大有人在。但
能扮好“女武生”，50 岁以上还能“一赶四”

“一赶五”演男角的，几乎只有裴艳玲一个。行
内人常把她和当年的梅兰芳相提并论：如果
梅兰芳是把女人演透了的男人，那裴艳玲就
是把男人演透了的女人。

昆曲界素有“男怕《夜奔》，女怕《思凡》”
之说，而裴艳玲以女儿身出演“男怕”之戏。

《夜奔》是仅有40分钟的昆曲折子戏，描绘刺
配沧州的林冲夜晚赶路时的愤怒、悲壮、苍
凉、无奈，武功繁难，歌舞并重。全剧演员只一
人，从头演到尾。然而，裴艳玲一招一式潇洒
干净利落的台风、悲凉高亢的唱腔令人记忆
深刻，也让后辈们深刻体会，演好《夜奔》这出
戏，首先要有扎实的唱功才能打动台下的观
众。在裴艳玲看来，戏曲虽不“时髦”，但它的

“好”，我们一辈子都琢磨不完。

一辈子琢磨戏曲的“好”

“这次来义乌，也是为了还季灵萃的‘人
情’。”裴艳玲说。原来，以往每次在杭州演出，
市婺剧保护传承中心的婺剧演员季灵萃总会
赶到现场。“我在社交平台上经常看到她练
功、练枪的短视频，想着一个女孩子这么能吃
苦，确实不容易。”她笑言。

尽管与这群婺剧演员相处时间不长，他
们却给裴艳玲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说，自己非
常喜欢这群孩子，通过他们的眼神就能感受
到从事戏曲行业的酸甜苦辣。彩排中，演员们
的表现很棒，乐队也非常优秀。在同婺剧演
员、戏迷面对面交流中，裴艳玲形象地比喻演
员没有唱念“功夫”，等于“瘸腿”。她认为，所谓
艺无止境，人物的塑造，只有更美，没有完美。

2008 年 5 月 23 日这天，裴艳玲的新戏
《响九霄》在石家庄人民会堂首演。京剧《响九
霄》是描写一代名伶田纪云（其艺名叫响九
霄）的事迹。在《响九霄》的第一场中，一向演

武生的裴艳玲以旦角造型惊艳全场。主人公
响九霄的唱腔由裴艳玲设计，整场戏仅一个
唱段，高低抑扬，缓急顿挫，煞是感人。《响九
霄》以“戏中戏”的方式呈现给观众，裴艳玲在
三个不同的人物中流畅切换，毫无违和感。上
演后，《响九霄》获得多项国家级大奖。

学戏最难的并不在于怎么去表现人物，
而在于明白为什么要如此去表现。这是裴艳
玲和徒儿们分享的感悟。每次讲课，小到表演
时的举手投足、眼神口型、唱腔吐字，大到人
物的时代背景、身世经历、情感脉络，裴艳玲
都会条分缕析、倾囊相授。不久前，在市婺剧
保护传承中心的练功房，92秒的短视频受到
戏迷们的频频点赞。“38 年前在杭州看过裴
老师演的《钟馗》，唱念做打，记忆犹新！”“甩
扇子、捡扇子都是戏，年轻演员要好好学
啊！”……无论是业界，还是戏迷圈，人们对裴
艳玲及其艺术予以高度评价，绝非偶然。

从教戏理到教做人

《《钟馗嫁妹钟馗嫁妹··行路行路》》彩排剧照彩排剧照

彩排结束后彩排结束后，，
裴艳玲与演员裴艳玲与演员、、观众观众
交流交流

练功房内练功房内，，
裴艳玲指导婺剧裴艳玲指导婺剧
演员排戏演员排戏

裴艳玲在河北梆子裴艳玲在河北梆子
《《钟馗钟馗》》中饰演钟馗中饰演钟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