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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诸葛晨晨文/摄
台州民营戏曲剧团一直是推动我市传

统戏曲发展的生力军。目前，全市已发展近
200家民营剧团。它们常年活跃在乡村文艺
舞台上，荡起了台州乃至浙江戏曲市场的一
池春水。

10月25日至29日，台州市第七届民间剧
团展演在三门大剧院精彩上演。据悉，台州市
民间剧团展演每三年一届，已经连续成功举
办了七届，是展示台州民营戏曲剧团发展成
果的优秀平台。

展演期间，记者采访了多家参演剧团的
负责人以及戏迷团体和业界专家，了解在传
统戏曲守正与创新道路上，台州民营戏曲剧
团如何贡献自己的力量。

台州戏曲文化的生力军

本届台州市民间剧团展演，共有椒江越
艺、黄岩桔乡、路桥群英、玉环小百花、仙居
红霞及三门县的永洲和小百花等十家民营
越剧团参演，接连五天，连续上演了《玉堂
春》《狸猫换太子》《五女拜寿》《梁祝》等十部
精彩大戏。

这其中不乏炙手可热的剧团，在台州市
乃至浙江省内外都唱出了名气。三门县小百
花越剧团创建于 1988年，多次参加省市县戏
剧汇演，曾获 2017年全国基层优秀院团、浙

江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折子戏精品展演金奖
等诸多荣誉；成立于 1995年的温岭市青年越
剧团，获 1999年全国第五届映山红民间戏剧
节综合演出二等奖等荣誉；由戏迷票友自发
组建的路桥群英越剧团，凭着对越剧的一腔
热情，活跃在台州各地的基层舞台上，为营造
浓厚越剧氛围添砖加瓦……

本次展演为台州民营戏曲剧团搭建了同
台比艺的平台，特邀国内戏曲届“大咖”周冠
均、陈伟龙、陈国良、陈天贶、孟科娟组成专业
评委团。各大剧团纷纷请出了自家台柱子“出
战”，荟萃了老生王维萍、小生熊莲芬、花旦颜
月仙等一众越剧明星，呈现了台州民营戏曲
剧团百花竞放的景象。

此次活动评委、国家一级导演陈伟龙肯
定了台州民营戏曲剧团推动浙江越剧市场发
展的作用：“民营剧团填补了专业剧团数量有
限、演出不足的空白，在满足农村文化生活、
传承传统戏曲文化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

浓厚的戏曲氛围

改革开放以来，台州一大批民营戏曲剧
团依靠自身努力，借助市场的力量，不断发展
壮大。

1988年，三门青年杨相如趁着改革开放
的浪潮，辞掉了文工团的“铁饭碗”，创建了三
门小百花越剧团。经营多年，由于演员素质良

好、设备先进，剧团逐渐打出名气，戏路比较
宽广，活跃于台州、温州、宁波、杭州等地。“一
直流动在台州城乡演出，忙得连轴转。行情最
好的时候，一年演出500场。”

在台州，民营戏曲剧团如何获得经久不
息的生命力？答案就是靠着本土规模庞大的
演出市场以及遍布城镇乡村的戏迷观众。

原来，每逢红白喜事的场合，台州农村都
要做戏，包括庙宇寿日戏、祠堂祭谱戏等，很多
村镇都会自发捐款或是当地企业家赞助，请

“草台戏班”助兴，热热闹闹演上好几天。而这
一现象在台州盛行了几十年，未曾衰退。

记者采访了多家民营戏曲剧团的团长，都
证实了台州戏曲市场的巨大潜力，多数剧团的
演出足迹已经辐射台州以及周边城市。“一天
连演两场戏，一年 365天，300天都在做戏。”

“热门的剧团，演出预约都能排到第二年。”黄
岩桔乡越剧团一位潘姓副团长介绍。

对于这股基层文艺生力军，台州的政府
部门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民间剧团参与到全市各地“文化惠民演出”

“送戏下乡”等由政府购买的公共文化服务项
目，将一道道文化大餐输送到城乡的角角落
落，让农村群众“足不出村”就能感受传统戏
曲的魅力。

日渐丰富的戏单

在日新月异的美好生活中，村民们的钱

袋子渐渐鼓起来了，对于精神生活也有了更
高层次的追求。

台州民营戏曲剧团从团长到演职人员，
往往都是草根出身，他们也是最了解基层观
众文化需求的群体。剧团会顺应演出市场需
求，定期更新“戏单”。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此次参加展演的剧
团，多数能够演出几十本的整本戏，包含各流
派越剧作品，演员角色行当齐全。

陈伟龙打趣道：“民间剧团排新戏，都
要找‘录老师’。”所谓的“录老师”，就是专
业戏曲剧团创排经典剧目的视频资料，民
间剧团的演员都是通过录像影片观摩学
习，再复排整本戏，面向基层演出。正是通
过身体力行，让传统戏曲发扬和传承的道
路越走越宽。

温岭市青年越剧团团长、花旦演员颜月
仙介绍，为了备战全国第五届映山红民间戏
剧节，在温岭市相关部门的支持下，该团首排
了《孟丽君》。这部剧是老戏新编的二次创作，
邀请国内知名团队操刀，最终获该届映山红
戏剧节综合演出二等奖，主演颜月仙获个人
一等奖。通过几年的推广，《孟丽君》成为该剧
团下乡演出的经典剧目。“不过，民营剧团受
人才、成本等方面制约，原创排戏的数量还是
比较少。”颜月仙说。

除了优秀的戏本，基层观众也会关注剧
团的演出阵容。

70后三门资深戏迷阿娇，早期主要关注
专业戏曲剧团的演出。她每次看演出，都是冲
着越剧名角去的。近年，她发现台州民营剧团
的新生代演员，如熊莲芬、林雪亚等，实力也
不容小觑。“这次市级展演活动集合了台州多
家优秀的民营剧团，都是台柱子出演。一次性
欣赏到多位越剧明星带来的精彩表演，久违
地过了把戏瘾。”

阿娇告诉记者，如今，越剧圈也流行“追
星”，广大戏迷票友会自发为各自欣赏的剧
团演员成立粉丝群，“台州的戏迷群体趋向
年轻化，年轻人会借助信息手段追星”。她加
了多个微信戏迷群，“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
共享戏讯，方便大家追演出，为自家的偶像
捧场”。

杨相如介绍，三门小百花越剧团曾推出
专场演出，邀请杭州黄龙越剧团、上海越剧
院等专业剧团的演员出演，“我们剧团的演
员得先具备一定实力，才能接得了戏”。该剧
团现有五位演职人员是浙江省戏剧家协会
会员，杨相如本人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浙江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台州市戏剧家协会
理事。

而为了提高演出质量，台州多家民间剧
团都会尝试引进一些优秀的演员，因此多数
民间剧团演员都处于流动的状态。“这几年，
受市场环境的影响，台州民营剧团之间的竞
争也越来越激烈。”多位剧团负责人说。

台州民营戏曲剧团的守与望·上篇

传统戏曲薪火相传，看台州太“有戏”

诸葛晨晨

本届展演期间，记者深入后台采访
时，收获了很多戏曲人追求艺术道路的励
志故事。

如三门小百花越剧团当家小生叶富
仙，13岁入团学戏，从一位龙套演员逐渐
成长为台柱子。

还有温岭市青年越剧团，复排一出大
戏需要个把月的准备时间。因为没有排练
场地，演员们晚上10点演出结束后，临时
借村子里的戏台，额外抽两个小时，跟着
视频练动作、身段、站位，后续还要跟着乐
队老师，一遍又一遍地磨唱腔。

陈伟龙感慨，椒江越艺越剧团的小生
熊莲芬是湖北人，但她唱戏的时候，咬字
吐音十分纯正，完全听不出外乡人的口
音。“不同于专业剧团的演员，民间剧团演
员靠着台下日复一日的自我磨炼和充分
的基层舞台实践，才练就扎实的功底，这
很不容易。”他说，台州民营戏曲剧团以及
从业者就是凭着一股韧劲闯出一番天地，
他们对推动浙江传统戏曲事业做出的贡
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同时，陈伟龙指出，创作力量薄弱
是制约台州民营剧团发展的瓶颈，多数
剧团目前仍以演出现成的传统戏为主。

展演期间，台州一家民营剧团的负责
人也反映了这一问题。创排一出大戏是一
门综合艺术，涉及剧本、舞美、灯光等多方
面，而剧团内许多创作表演人员都是临时
聘用的。剧团在有演出任务时，临时召集
人员，有演出时发工资，没有演出任务时
处于“解散”状态。这种模式，其实不利于
创排新作品和培养专业人才。

传统戏曲传承之路要走长远，基层演
出市场要有序发展，除了需要守正，同样
需要创新。好在，台州一些民营剧团已经
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在有关部门的重
视和引导下，一批有水平、有情怀的剧团
当家人，正在摸索尝试……

记者手记

传统戏曲寻求
“出圈”之路
迫在眉睫

本报记者诸葛晨晨/文 李昌正/摄
上月中旬，台州市文艺名家（名团）展演

活动——浙东唐诗之路天台山诗篆刻展在天
台县文化馆东岳宫开幕。

台州著名篆刻家孙新龙，现担任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理事、浙江
省书法家协会篆刻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台州
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台州书画院特邀研究
员、天台县文联副主席、天台县书法家协会主
席等。值得注意的是，孙新龙是二度入围台州
市文艺名家(名团)展演活动的名家。

孙新龙游于印艺40年，他把自己对天台
山文化的热爱全部倾注于笔端刀锋，著有《天
台山风景名胜印集》《山居洗心·孙新龙书法
篆刻作品集》《寒山诗印选》等。篆刻有着“金
石永续”的含义，这一本本印选犹如铭心之作
勾起乡愁，为传统文化升温。

深于思，精于勤

孙新龙回忆，1979年，他开始军旅生涯，

这期间自学篆刻。
作为一名汽车兵，孙新龙经常要接运输任

务。有一次出车，他无意间发现工厂的角落，堆
成小山的麻将废料充印材。爱好文艺的他突发
奇想：“这些材料能不能拿来练刻字？”

后来，每次出车到城里，他就到新华书店
买书，或者站在刻字店窗外看师傅们刻章。他
自己用钢锯锯条磨成简易的刻刀，没有师傅
教，就靠着为战友免费刻私章练习技艺。

但刻字与篆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孙新
龙一直希望向更高的境界迈进。

之后几年，他抽空去杭州，前往篆刻艺术
的殿堂西泠印社购买印选，饱览诸多流派名
家的印作。精巧的章法、精雅的线条、精工的
刀法，都让他心摹手追。

经朋友介绍，孙新龙结识了浙江金石书
法鉴定家余子安，多年保持书信往来。名家的
指点，让初学者孙新龙在篆刻章法理论和审
美趣味上受益匪浅。

艺术的长征没有捷径，只有“无他，但手
熟尔”苦行僧般的勤练。多年来，孙新龙对汉
印、唐宋官印乃至明清流派印取经多样，在技
法上从易向难，步步为营，铢积寸累。

孙新龙也深谙“印从书出”的创作观念，
着力提升自己的理论修养和书艺境界，不断
临习、读帖，摸索刀法与笔法的掌控技巧。右
手无名指磨砺而出的厚老茧，印证了他艺术
功力的沉淀和创作上的日益辉煌。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孙新龙的书法、篆刻
作品曾入展、入选全国第五届楹联书法作品展，
全国第二届隶书艺术展，全国第二、四届篆刻艺
术展，“三晋杯”全国首届公务员书法大展，西泠
印社第三、五、六、七届篆刻作品评展等。

游于印艺的40年，见证了孙新龙书画艺
术风格的转变和人生历程的演变。孙新龙将
自己的创作风格总结为“中庸”，不论是均匀
精整的“工稳篆刻”，大起大落的“写意篆刻”，
还是新晋时兴的陶瓷印，他都有所涉猎，希望
从中汲取诸多审美元素，成为自己的创作素
材。对他来说，完成一方印作，需要通过奇思
妙构在平正排叠之中变换章法，每一笔每一
画都可根据篆刻者的艺术观念而改变，呈现
出各有特色的面貌。这着实是一件值得长期
探索的事情。

诗心造印

这些年来，孙新龙始终把自己置身于文
化传播者的行列，不断探索主题创作、发扬篆
刻书法艺术。

作为土生土长的天台人，他想用印章来
表达对天台这方山水的热爱，也想用这种艺
术形式宣传天台山，并一直保持“高产”的创
作状态。

1999年，孙新龙为天台山石梁景区创作
了四米见方的“法华晨光”篆字巨印，为天台
山留下了一处独一无二的人文景观，也为石
梁景区增添了标志性的显眼之笔。

这次尝试，点燃了他心中埋藏已久的愿
望——刻制名胜古迹印谱。他搜集了天台各
地风景名胜名称，进行整理归类，于 2009年
出版了《天台山风景名胜印集》。2012年，他举
办了“山居洗心”孙新龙书法篆刻作品展。首
次入围台州市文艺名家（名团）展演工程，他
的作品主题紧密围绕天台山文化。

2015年，孙新龙又创作了一幅巨制作品，

以著名诗赋孙绰《游天台山赋》为题材，挥毫
而出一幅近 20米的篆书长卷，还盖了 100余
方刻有唐诗的印章，引起较高的社会关注度。

此后，他又为自己定下一个颇为艰巨的
目标——通过篆刻表现唐诗。“一座天台山，
半部全唐诗。”天台是浙东唐诗之路的目的地
和精华地，唐代有 300多名诗人慕名游历天
台山，留下上千首不朽诗篇。

孙新龙觉得，若是用自己的刀与笔展现出
来，对诗画文化再宣传、再弘扬有一定现实意义。

他从 2018年上半年开始筹划，先后致力
于《寒山诗印选》《浙东唐诗之路天台山诗印
选》的创作。《寒山诗印选》于2019年出版，获
台州市第十一届文化曙光奖，入选台州市文
艺精品奖励项目。

有关天台题材的唐诗体量极大，整理起
来并不轻松。孙新龙规定自己每天至少完成
创作一方印，并将作品照发至朋友圈为证。

“有压力，也就有了动力。”
为了这次浙东唐诗之路天台山诗篆刻

展，孙新龙整整筹备了三年。前两年，他积累
了250方印章。但中途搁置了一段时间，等到
重新拾起来，对已完成的印章一番审阅，他觉

得篆法、章法和刀法达不到现有的艺术水准，
决定全部磨掉重刻。

最后，孙新龙共刻了 200 余方印章，精
选了其中 100方在此次展览中亮相。每一方
印都是一首凝固的诗、精妙的画，兼得生动
的刀法雕刻神韵与豪壮飘逸的书法笔意。

“接下来，希望能到台州市区以及杭州等地
巡展，让更多人了解浙东唐诗之路，了解天
台山文化。”这次篆刻展作品将收录于《浙
东唐诗之路天台山诗印选》，预计明年元旦
结集出版。

孙新龙担任天台县书法家协会主席多
年。为了助推天台文旅事业发展，他积极组
织和参加各种宣传活动。自 2002年开始，天
台县书协常态化举办了多届书法篆刻大
展、临书展和书法小品展等，集中展示会员
风采。

同时，他从未忘记自己曾为军人的身
份，每年八一建军节，都会带着书画家到当
地驻军开展笔会慰问活动，受到军民的欢迎
和好评。

本文参考了《天台山水入印文》（何灵鸿/文）
《天台山文化的传播者》（张林忠/文）

孙新龙：笔端刀锋绘唐诗

路桥群英越剧团演绎《五女拜寿》。

市民观赏浙东唐诗之路天台山诗篆刻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