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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戏院正上“新”

和“李贞将军”看湘剧、吃湘菜赏湘景，真“湘”！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冯晓雅 供图 / 受访者

“戏曲需要青年，湘剧更需要青

年。”接受采访之际，曹威治正与同

事为第二天要在坡子街湘江剧场上

演的剧目对戏。“现在，我们每周都

会在坡子街上演湘剧，人流量越多

我们越高兴。”

11 月底，在��������在����������������

览会的舞台上，湘剧、花鼓戏、祁

剧等好戏连台，众星云聚张家界，

上演了一场“戏曲文旅盛宴”，“这

次应����旅游发展大会的安

排，我和同事们在舞台上唱了一出

《�月��的��，在大�����月��的��，在大�����的��，在大����

实景演出，感觉格外不同。”曹威

治笑着说。

从艺二十余载，“创新”几乎铭

刻在曹威治心中。饰演���湘剧

院创排的经典湘剧《李贞���一���一��一

剧中的主角李贞，更是令她常演常

新。

“轰隆隆火车出北京，一飙飙到

长沙�……”一上了戏台，曹威治

仿佛换了个性子，聊天中大大咧咧

的湘妹子一转头沉稳下来，“之�，

湘剧表演艺术家�����饰演的�����饰演的

李贞将军已深入人心，我如何演出

自己的特色呢？”2021 年 4 月，《李

贞���重�大舞台，主演纷纷退

居幕后，想要借此机会让青年湘剧

演员担上大梁。

不同于传统湘剧，该剧目采用

闪�形式，曹威治须得适应穿插演

绎李贞从少女到青年的两种形态，

把握好角色从对革命的无知到对革

命�了����的心���。接到�了����的心���。接到����的心���。接到

任务的曹威治感到久违的兴奋，“心

里面燃起了对湘剧创新演绎的热

情”。。

身量高，不可能一比

一复制原版李贞�����������

化，十余年�样板式的身

法不再适应年轻人的观戏

“口味”。于是，曹威治在

著名导演张曼君的指导下

不断琢磨突破唱腔与表演，

“��候半夜来了灵感，我

索性起床，跟着音乐在家

操练起来”。此次复排《李贞����。此次复排《李贞����此次复排《李贞�����

在传承红色经典，曹威治继承����

的创作经验，得以锻炼�长，�功

地展现了新一�湘剧表演艺术继�展现了新一�湘剧表演艺术继�

开来的风采。这一年，曹威治在“百

团百角唱百年”比赛中荣获“十佳

演员”称号。

其实，早些年�湘剧�面�着年�湘剧�面�着�湘剧�面�着

传承断层的窘迫，�任长沙市湘剧

院院长、国家一级演员曹汝龙力排

众议，与��广播电视大学联手

办班，招生委培，尽力保存湘剧火

种，曹威治�一�与湘剧结缘。“最

难过的是那�候我音色不够清亮。”

梨园世家出身并不意味 着一帆风

顺，曹威治坐了好几年冷板凳，一

直只能担任 B 角。“后来我�������

辟蹊径，多次�北京等地��学�多次�北京等地��学���学�

昆曲、京剧等唱腔，找到了适合自

己的�子，�算是一种创新吧。”曹

威治高兴道。

 �光如梭，曹威治等青年湘剧

演员在��的带领下努力创新，湘

剧这一国家级�物质文化�产项目

�跟着新��不断

�化。

“这不是《广才扫松�的张广才�？居�？居居

然能在这里看到他。”

“那边正在唱《长生殿�呢���看�”���看�”��看�”

……

11 月，长沙橘子洲景区格外热闹，在

曹汝龙的邀约下，众多湘剧名角齐聚景

区，行走在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望江亭、

竹园竹林间，不�便闯入《沁园春·长沙�

《赠剑�《长生殿�等经典湘剧的世界。

“那几天我�而扮演百花公主，�而

扮演杨贵妃，都是大家耳�能详的湘剧

角色。�的小朋友走得�远了，转头又拉

着大人跑�来，要跟我们合照。”曹威治

惊喜地发现，在��的戏曲��下，游�，在��的戏曲��下，游�

们�纷纷上场，争着跟名角们交流讨教。

这次湘剧与景区的联动，让曹威治看到了

传统戏曲蓬勃的生命力。

“来��玩，看湘剧、吃湘菜、赏湘

景，这才是沉浸式旅游体验嘛�”曹威治

笑着��。����“文艺湘军”之称，��。����“文艺湘军”之称，。����“文艺湘军”之称，

作为个中翘楚，源于明�的弋�腔的湘剧，

��各大戏曲之长，讲述的大多数是�

�人的故事。湘人湘情、湘音湘韵是湘

剧深厚的底蕴。

“要了解��文化，看湘剧绝对是

不错的�择。”曹威治介绍道 ：“最经

典的�表剧目�《白兔��《琵琶��

《�月��《金印��四大�，各�特

点。”看传统剧目，扮相华丽的《百花

赠剑�，曹威治沉醉于角色百花公主的

爱恨分明�看现�剧目，《��之��《人《��之��《人《人

间知己�中坚韧无畏的革命先�杨开�，�杨开�，杨开�，

用自己悲壮热血的一生诠释了�湘精神。

“当然，实在看不懂大舞台，还可以�择

小荧幕，湘剧舞台剧拍摄的戏曲电影《李

贞���《生死牌�《园丁之歌�《山鬼�《马

陵道�等剧目，尤为经典，�是了解�湘

文化的一个极好窗口。”

“其实�地方特性的湘剧，能更好地

融入到当地的文旅��中。”《楚辞�便是

典型�表，作为新编�史剧，虽是讲述

楚怀�与屈原之间相�、相惜、相疏的故

事，但其灯光、舞美以及创新性加入具

��湘特色的“傩面”舞蹈元�，让不少

线下观众惊呼，湘剧还能这么潮�

“�岳�玩，游汨罗江、洞庭��物馆，

再看一出《楚辞�，这不比单纯的拍照打

卡更�体验感�？”曹威治笑着说。

“湘剧剧目众多，如何让湘剧更好地

与季节、��各地特色融合进行展示，

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上个月刚

跟着戏班��益�安化“送戏下�”，提

起地方戏曲班子的发展传承，曹威治颇

�感触。

“�些年我们送戏下�常�到��的�些年我们送戏下�常�到��的我们送戏下�常�到��的常�到��的�到��的

情况，年轻人不��湘剧，等我们演唱

完了之后，纷纷夸我们花鼓戏唱得好。”

曹威治苦笑道，曲高和�并不只是湘剧道，曲高和�并不只是湘剧，曲高和�并不只是湘剧只是湘剧湘剧

面�的困境，传统戏剧如何冲破�知重

�，重�大众视线，赢得年轻人的青睐

必不可缺。

“现在我们送戏下�会根据季节和当

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考虑，而�将大戏化小，而�将大戏化小，�将大戏化小，

体量小、剧情精彩的折子戏当��。”曹当��。”曹��。”曹

威治解释，根据春夏秋冬四季她们创排了

“四季情”，“春季，我们唱经典的《�月���春季，我们唱经典的《�月�����

夏季我们上演《追鱼��《百花赠剑�，这

个热情的季节适合奔放的情感戏�秋季��秋季�秋季�

是《琵琶��，苦情一点�冬季最适合《小�冬季最适合《小冬季最适合《小

将军打猎�了，故事曲折感人……”

台上光鲜亮丽，台下�上演着戏曲演

员的人间百态，�不久开通了短视频账

号的曹威治直言，传统戏曲需要“流量”，

�不应该排斥“流量”。“通过网络窗口，

让大家通过一�精彩的剧目，又或是台下

我们演员的化妆、造型、声乐��的编排

等细节了解我们，这些��看不到的��，了解我们，这些��看不到的��，，这些��看不到的��，

如今�渠道向大家展示，更加接地气，�

更能够�引到年轻人。”

“我们正在筹备组建直播宣传小组。”

曹威治笑着说。此�，《梨园周刊�连线

���湘剧院，邀�了�大�、��光等�湘剧院，邀�了�大�、��光等�、��光等��光等

知名戏曲演员，以“传帮带”在�湘剧院院

开启了线上直播，直播间滚动的弹幕留言

让曹威治欣喜不已。“�人甚至能跟着剧目

写出唱词，还�些身处外地的长沙人，说

他们看到了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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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锵锵锵……”锣鼓一声响，好戏正上场。
大雪时节，长沙市人民中路车水马龙，这条纵贯主城东西的主

干道，几乎见证了半座星城戏剧史。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湖南省湘
剧院、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沿街而立，曾为一张戏票满城空巷
的人们，也悄悄见证着属于老百姓的“曲苑杂坛”如何悄然新生。
梨园世家出身，国家二级演员，师承左大玢、刘韵英、李自然、庞
焕励等著名湘剧表演艺术家，主工青衣、闺门旦的曹威治说起话来
浑身都是戏。“我们年轻演员要做的，便是如何把传承的东西转化
为能传播的东西。”

用年轻的方式，传递古老文化

四季流转，湘剧传情

转角都是戏，所遇醉潇湘。当湖南戏曲与美城美景结合在一起时，观戏与赏景充分融合，我们发现戏曲不仅提
升了旅游的文化内涵，随着戏曲文化的影响力，各地更是唱出了一出湖南好“戏”。今日女报 / 凤网《“戏”游湖南》
专题将带大家走近湖南名角，听她们把湖南唱给您听，一起在戏曲中读懂三湘大地的气韵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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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戏
即将上场 !

华丽的舞台妆造，备受年轻人青睐。

浓郁的戏曲氛围，吸引�客驻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