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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颖琦

越剧《新龙门客栈》一票难求、舞台
剧《红楼梦》全国巡演、舞台剧《只此青
绿》被搬上了大银幕、大学生仿妆传统戏
曲人物在社交平台上“圈粉”……传统戏
剧在新媒体的助推下，成为很多年轻人的

“心头好”，大家纷纷开始抢票，甚至因为
一部剧奔赴一座城。

“清早起来菱花镜子照，梳一个油头
桂花香；脸上擦的桃花粉，口点的胭脂杏
花红。”当记忆里抑扬顿挫的唱腔配上鲜
活的视频画面，京剧《卖水》的视频片段
在短视频平台上收获了大量点赞和转发。
在“传统戏曲”相关话题下，由网友自发
剪辑上传的京剧、越剧、昆曲、豫剧等传
统戏剧选段应有尽有，戏剧仿妆视频、融
合戏腔的国风歌曲演唱视频也层出不穷。

“听说中国人到了年龄就会自动解锁
听戏功能，我信了”“以前质疑奶奶，后
来理解奶奶，现在成为奶奶”……在那些
视频的评论区里，“90 后”“00 后”纷纷
评论、抢沙发，用幽默诙谐的语言表达着
自己对传统戏剧的喜爱。其中，越剧《新
龙门客栈》《陈三两》等选段最受年轻观
众的追捧，相关“二创”层出不穷，越来
越多的年轻观众正成为传统戏剧的新戏
迷。

年轻人对戏剧的喜爱并非只局限在网
络之中，走进剧场，在现场感受传统戏剧
的魅力也是不少人的选择。从互联网到小
剧场，年轻人们追“剧”忙。

“以前害怕自己看不懂戏，但是真的
走进剧场看过一次之后，才发觉能不能看
懂不重要，重要的是沉浸在剧情中，跟着
剧情走就可以了。”上学的时候，学校免
费赠了一张京剧《锁麟囊》的演出票，坐
在人声鼎沸的剧场二楼，网友“橙子”第
一次正儿八经地看了一场戏，从此便成为
铁杆“票友”，跟着剧团到处看戏。

檀板笙歌，绕梁不绝，衣袂翩跹，戏
韵悠长。舞台上，精美的服饰、绝佳的身
段、飘逸的水袖，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戏
曲基本功，都吸引着想要欣赏美的观众。
去年，新国风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
爆红，演出超过160场，短视频平台上的
视频播放量也超过 18 亿次，主演陈丽
君、李霄也成为众多戏迷眼中的“明
星”，备受喜爱和推崇。俊俏的小生、青
春的花旦，甜美的嗓音、优雅的唱腔，越
剧自身的艺术风格契合着年轻人的审美取
向，让更多年轻人走进剧场，一睹为快。

年轻人不仅爱上了传统戏曲，还通过
网络、社交媒体分享、交流，将传统戏曲
带入更多年轻人的视野。仿妆视频、体验
课分享、学习唱念做打……他们将传统戏
曲元素与现代艺术形式相结合，创作出富
有创意和时代感的作品。

从互联网到小剧场：

年轻人追“剧”忙

“因为喜欢，再苦也不怕”

“挥偃月扫群雄气贯霄汉，卧蚕眉
丹凤眼忠义齐天……”9月26日，在第
三届蒲剧艺术周的闭幕演出《关公与貂
蝉》中，当赵振饰演的关公唱着慷慨激
昂的唱词、手持着青龙偃月刀走出场
时，台下响起阵阵掌声。

化妆、穿戏服、练习台步，演员们在
为当天的演出忙碌着，热闹的后台里，
赵振在一隅坐着，安静地为自己画着关
公的“红脸”。

对于蒲剧，赵振似乎有一些天赋。
他的妈妈是个大戏迷，而且还是个唱
功不错的忠实“票友”，经常带着赵振
到处听戏。耳濡目染之下，他也渐渐喜
欢上了那个舞台和舞台上的一切。每
当看到舞台上那些威风凛凛的将帅、
翻滚腾挪的士兵、精致漂亮的刀剑，他
都会心生羡慕，向往着有一天，自己也
能穿上好看的戏服、拿着威武的兵器，
在舞台上叱咤风云。这样纯粹的热爱，
指引着赵振一点点接近他心目中的舞
台。

2004年，刚刚读完初一的赵振，听
到运城市艺校面向社会招生时，毫不
犹豫就报了名，并且软磨硬泡地说服
了家里人。在大部分人眼中，学戏、演
戏是一个苦差事，一般家长都不愿意
让自己的孩子去受这份苦，而且赵振
的爸妈更担心他坚持不下去。为此，他
向妈妈保证：“因为喜欢，所以再苦也
不怕。”就这样，13 岁的他把自己的人
生与蒲剧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同年7月，赵振提前进入了艺校预
科班。学戏的人大多都是童子功，当时
已经13岁的他并不被大家看好，个子

偏高、年龄偏大更成为他的短板。但赵
振并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只埋头苦练。
经过两个月的刻苦训练，他的基本功
突飞猛进，汇报演出时，这个不被看好
的高个子动作灵活、基本功扎实，让老
师刮目相看。于是，他被留了下来。

艺校毕业后，赵振又考入当时的山
西省戏剧职业技术学院京剧班，在那里
完成了两年的学习。其间，他在原市蒲
剧青年实验演出团实习，以武功见长的
他，常常演一些武打配角，由此开始了
宝贵的蒲剧演出实践。2009年，从京剧
班毕业的赵振正式进入青年团（现山西
省蒲剧艺术院演出二团）工作。

拿大顶、压腿、下腰、走台步，还有
蒲剧种种程式，唱念做打，就这样练了
一年又一年。“辛苦是戏剧演员的必经
之路，唱戏没有捷径，只有苦练。没有付
出百倍千倍的汗水和努力，都不敢随便
上舞台。”赵振说，“你一天不练，上台就
觉得笨。”20年来，每次在练功房练功的
时候都是他最释放自我的时候，汗流浃
背、腾挪闪躲、跳跃滚爬，他练得刻苦，
练得投入，也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

“因为年轻，更需传统文化滋养”

运城是关公故里，以“忠义”为核
心的关公精神早已融入了运城人的生
活中。自 2012 年赵振版关公亮相以
来，获得了观众的很多好评和关注，戏
迷们一听声音，便知道是他演的关公。
赵振饰演的关公眉目俊秀、挺拔魁梧，
一出场便是一股大将之风。

“作为地地道道的运城人，我从小
就听着关公故事、看着关公戏长大。关
公的‘忠义仁勇’早已刻进了我的骨子
里。”10多年来，如何生动、立体地把关

公形象诠释出来，如何把关公的精气
神表演出来，一直是赵振思考的重点。
为了演好关公，他除了要熟悉关公的
生平、揣摩关公的心理，还要以密集的
练功来支撑关公的威武形象。在外演
出时，只要遇到关帝庙，他必要进去
参观，仔细观察庙中塑像的形象和姿
态。关公的戏服和大刀都挺沉的，为了
轻松驾驭，每回演出前，他都会通过各
种方式调整自己的状态，力争让每一
出戏精彩。

赵振在唱戏演戏的同时，还竭尽
所能，积极推广蒲剧。无论是繁华的都
市，还是偏僻的乡村；无论是人山人海
的比赛现场，还是人烟稀少的下乡演
出，都有他演唱的身影。“经常有人问
我，蒲剧还有人看吗？我的回答是肯定
的，不仅舞台上有很多青年演员，每次
演出也能看到很多年轻戏迷。其实我
们年轻人更需要传统文化的滋养。”

蒲剧进校园，又是另一番场景。蒲
剧要发展、要传承，必须要拓展新的欣
赏群体，通过“破圈”吸引更多年轻人。
除了在舞台上的表演，赵振也参与到
了蒲剧进校园的活动，将蒲剧带进大
学校园，让更多年轻人沉浸式感受蒲
剧的魅力。“在大学演出时，学生们好
奇心强，对于蒲剧里的方言俚语都很
感兴趣，有的学生还会主动来后台‘追
星’，这些都让我受到激励、感到振奋，
也促使我去思索，如何主动拓展受众
群体。”赵振说。

“我喜欢舞台，舞台之外没有别的
爱好了。”少年成名、硕果累累的他现
在仍坚持简单地生活，不是在演出的
路上，就是在练功的路上。“我希望能
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人认识蒲剧、
了解蒲剧，尤其是年轻观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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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颖琦 文图

在解州关帝祖庙前的戏台上唱一曲《忠义千
秋》，在蒲景苑演一出《关公与貂蝉》……作为运城
蒲剧青年演员的代表之一，“90后”蒲剧演员赵振凭
借一腔热忱，在蒲剧舞台上已耕耘了20年。从一
名青涩学员成长为一名能够独挑大梁的蒲剧演员，
他致力于为每一个观众送上精彩的蒲剧表演。业
余时间，他还通过新媒体，在家乡传播蒲剧文化，让
古老的蒲剧与更多年轻的心灵擦出火花。

▲越剧《新龙门客栈》剧照 （资料图）

《《关公出征关公出征》》剧照剧照 记者记者 茹雅茹雅 摄摄

▲后台化妆
▶《关公与貂蝉》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