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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杂论

用好用好品牌价值品牌价值 传承传承越剧经典越剧经典
谢丽君

2022年10月30日，《中国好声音》“越剧特

别季”在浙江卫视播出，引发了广泛关注。“越

剧好声音”播出以来，好评如潮，节目首播收视

率破 2，之后节目的收视率始终保持在一个点

以上。

“越剧好声音”利用《中国好声音》的品牌

价值，启用《中国好声音》的舞美道具和赛制规

则推进节目。从节目中不难看出：这个旨在推广

越剧文化的综艺戏曲节目试图以当代视角发掘传

统戏曲的艺术魅力。在节目中，创作者用潮流元

素弘扬传统文化的方式方法，无疑是一种有价值

的创新和尝试。从播出效果来看，节目很好地展

现了新一代“越剧人”的艺术风采，凸显了他们

勇于追梦的精神面貌。

纵观本季《中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节

目，以下3点值得肯定。

一、百年越剧 传承经典

“越剧好声音”以“寻找越剧新生力量，传

承中国戏曲文化”为主旨，试图将 《中国好声

音》观众群导入新的审美领域。因而，“越剧好

声音”采用了《中国好声音》的“盲选”赛制，

以唱腔和唱功为基础选择优秀的越剧选手。此次

《中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汇聚了顶级越剧大师

茅威涛、方亚芬、陶慧敏、郑云龙等“大咖”，

他们坐镇舞台，寻找新生力量，期待传承经典。

在节目中，当赵烨唱完《桃花扇》选段后，

茅威涛马上示范了“香君”二字不同的发音方

式，指出其情感表达的不充分，让学员受益匪

浅。卢笑恬演唱完《西厢记》中的袁派经典唱段

后，方亚芬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她过于夸大了袁雪

芬老师后期作品的特点，反而让表演有了“出

戏”的缺陷。总之，针对每一位上台表演选手的

表现，导师们无论转身或不转身，都从专业表演

的角度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导师们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不但给了选手们

很好的指导，也为越剧的传承起到了良好的示范

效应。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戏剧戏曲学教研

室主任张一帆说的那样，“古典的越剧艺术在现

代舞台上绽放华彩，传递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

精深与传统戏曲的无限魅力”。上海文联副主席、

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奚美娟则评

价“越剧好声音”：“改革开放中成长成熟起来的

中青年越剧艺术家们承上启下担任导师，挖掘来

自全国各地专业及非专业的学员选手，带着各自

的流派，融会贯通于越剧的大根基上，唱响中国

好声音，圈粉无数！”

二、传承中求创新 传统秒变时尚

越剧发源于浙江嵊州，距今已有百年历史。

它以人物扮相优美，唱腔柔婉，曲调抒情，表演

真切而闻名于世。毋庸置疑，越剧作为中国第二

大剧种，一直有着不少的粉丝群体。但随着时代

的发展，越剧也因为传播形式的古旧和年轻人欣

赏口味的变化而变得逐渐“凋敝”。光明网发文

称：“面对戏曲当代化这个议题，年轻一代传承

不易，更难的则是突破表演惯性，重新丈量传统

和时代之间的距离。”此次“越剧好声音”将百

年越剧装进《中国好声音》这个具有十年品牌价

值的综艺模式里，给越剧这个古老的艺术赋予了

全新的元素，让越剧“老树开新花”，重新焕发

了青春。

在《中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的舞台上，除了

各种唱腔流派轮番登场、各类行当角色各领风骚之

外，年轻的“越剧人”还在尝试打开“新玩法”。

在第1期节目中，袁派花旦赵心瑜以吉他混

搭越剧，形式新颖。第3期节目中，张派老生张

艾嘉携手嘉善本土独立音乐创作人泗洲男人，带

来一首结合了流行歌曲与越歌唱法的 《江南江

南》，别具一格。选手们这种别出心裁的“玩法”

打破了大众对于传统戏曲的刻板印象，更有网友

惊呼“越剧变得年轻了”。正是在这种力求创新

的追求下，“越剧好声音”以独特的风格吸引了

不少的年轻观众。可以说，越剧演员们通过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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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 15 日，《十年·逐梦向未来》

主题文艺晚会在浙江卫视播出。晚会在国家广电

总局宣传司的统筹指导下，浙江卫视联合9省市

及港澳地区卫视共同创制，以“中国梦奋斗情”

为主题，以“时代列车”为形象载体，将新发展

理念融入其中，将青年奋斗者故事搬上舞台，展

现宏伟时代蓝图。

一、回顾十年成就，唱响时代精神

十年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各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发挥创新

要素集聚优势，加快在创新引领上实现突破，推

动东部地区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十年的发展

历程中，涌现出一个又一个“用奋斗创造美好生

活”的新时代故事。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

际，《十年·逐梦向未来》主题文艺晚会紧扣时

代脉搏，积极回应国人文化和情感诉求，将十年

逐梦的精神力量厚植其中，以文艺形式向党和人

民汇报这十年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地

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成就，展现10省

市的发展故事，在不同奋斗者的讲述中见证宏伟

的时代蓝图，这既是一次对过往成就的回顾，也

是一次对未来蓝图的展望。

观众跟随着晚会乘坐“时代列车”，由北向

南，见证十年之变迁、华夏之新颜。这趟“高

铁”，首先来到了北京，邀请观众一起见证北京

这十年的变化和发展。从展现北京发展变化的短

片中，观众真切体会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十

年，北京明确城市战略定位、重塑发展格局，奋

力书写建设首都的时代答卷；见证了今天的北京

站在了新的起点，意气风发，奔向更美好的未

来。同时，晚会在呈现北京的发展变化时，不仅

有宏观层面的大气磅礴，也有微观层面的深入挖

创新创新节目形式节目形式 丰富丰富歌舞表达歌舞表达
——《十年·逐梦向未来》主题文艺晚会的全新探索

施 羽

的方式把艺术之美和时尚之美紧密结合起来，让

传统戏曲变得时尚起来。

三、传播新时代正能量，感人肺腑

在《中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首播舞台上，

当来自浙江舟山的陈艳萍站上舞台，这位“用脚

去丈量舞台”的盲人越剧选手讲述自己与越剧的

不解之缘时，观众被深深感动了。有观众在浙江

卫视直播平台上留言：“盲人越剧演员陈艳萍用

自己对越剧艺术的热情和坚持，成就了不平凡的

越剧人生，令人动容。”

在第二轮比赛环节中，扮演陆游的陈艳萍因

为视力原因，表演过程中撞在了道具栏杆上时，

她没有停止演出，而是调整姿势忍痛继续表演。

心中有光的人带给别人的总是美好和光明，陈艳

萍用自己的行为感动了在场所有人。徐派小生潘

婉婉是一名警属，她与负责反诈工作的丈夫合

作，创作了以反诈骗主题为内容的越剧作品。这

些作品传唱后，对反诈骗取得了较好的传播

效果。

正是因为这样一群坚持越剧梦想，追求美好

生活的“越剧人”的存在，让越剧在历久弥新中

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浙江卫视“越剧好声音”通

过“发声”展示了当代越剧演员的精神追求，向

社会传播着新时代正能量，感人至深。

在第2期播出的节目里，最先登场的是一群

来自浙江嵊州东王村的村民们，这群老老少少的

“素人”合唱了越剧老调“点红调”。越剧究竟还

能“活”多久？也许这群来自越剧发祥地的人已

经告诉了我们答案。但如果越剧想要活得更光鲜

亮丽，那么它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好传承和创新、

传统和时尚这两个问题。只有把这两个问题解决

好了，吸引到更多的年轻观众来关注它，喜爱

它，越剧之花才能越开越旺。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