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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剧要发展，有人，才有
希望。”刚给学生上完课的陈乃
春说。

10 岁学戏，18 岁登台，陈
乃春的戏龄已过半百。生于福
州梨园世家，从小看着父亲演
主角，一出好戏在舞台上连续
演几百场，台前幕后被戏迷们
围着，陈乃春对那片舞台充满
憧憬。

家中墙上挂着陈乃春的多
张经典扮相照片，其中一张是
闽剧《丹青魂》的剧照。1993
年，第三届中国戏剧节在福州
举办，陈乃春凭借对角色“吴道
子”的精湛演绎，成为福州第一
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
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也是
闽剧的高光时刻。这届戏剧
节，闽剧《拜石记》《御前侍医》
斩获多个奖项。

闽剧起源于明末，400多年
的传承发展艰难曲折又富有传
奇色彩。近代以来，闽剧涌现众
多班社及有“闽剧梅兰芳”之称
的郑奕奏、曾元藩、薛良藩、马狄
藩等“四大名旦”。20世纪80年
代中期，缺人、缺钱、缺优秀剧本
的困境，让闽剧陷入低谷。福建
省第十六届、第十七届戏剧会演
上，福州竟没有一部闽剧入选，
令福州闽剧界深感紧迫。

福州市委提出：“要振兴闽
剧。”政策重视，极大调动了闽
剧人的积极性。陈乃春书柜

里，证书和奖状塞得满满当
当。“上世纪 90年代，市里对闽
剧空前重视。闽剧每取得一点
进步，市里马上开表彰大会，颁
发证书。”陈乃春回忆。

闽剧振兴，人才是关键。
上世纪 80年代末，福州还没有
一所专门的艺术学校，省艺校
闽剧班的学生只能在歌舞剧
院、歌舞团练功。1991年，福州
市划拨 100 万元，用于解决闽
剧班的困难。1992 年 1 月，福
州又将闽剧班的校舍建设列为
当年的为民办实事项目。1993
年 5月，闽剧班综合大楼竣工，
并恢复中专招生。上学费用几
乎全免，毕业就分配工作。

首批闽剧班招生火热，初
试 500多人报名。林颖就是闽
剧班恢复招生后 40 名首批学
生之一。新教学楼、新宿舍、新
教室……前辈们对林颖说：“你
们赶上了好时代，是幸福的闽
剧演员。”

2004年，省艺校闽剧班更
名为福州市艺术学校，陈乃春
担任首任校长。作为福州重要
的闽剧人才培养机构，福州艺
术学校为各地闽剧团培养、输
送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不
完全统计，除了福建省实验闽
剧院和福州市闽剧院这两家国
办闽剧团，福建还有 80余家民
间职业闽剧团，福建当前从事
闽剧工作的多达7000余人。

前有老一辈闽剧人的坚守，后有年轻力量的注入

闽剧振兴 好戏不断

闽剧又被称为福州戏，是现存唯一用福州方
言演唱、念白的戏曲剧种。一出出剧目串下来，一
个个演员数过来，就是福州人熟悉的“地方志”。
闽剧自带一股“虾油味”。虾油，外地人未必吃得
惯，却是福州人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味道。

闽剧400多年薪火相传，前有老一辈闽剧人的
坚守，后有年轻力量的注入。在80后演员林颖看
来，闽剧历经多次起落，一直保持蓬勃生命力，离
不开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更离不开闽剧扎根的
文化土壤。

对许多海外华侨华
人而言，闽剧还是“家乡
的味道”。林颖的个人视
频账号上，粉丝数已过
10 万，一半以上是海外
华侨华人。一位阔别家
乡数十年的菲律宾老华
侨，在林颖发的闽剧片段
下留言：“家乡的味道！
听着闽剧，就像回到了妈
妈的身边。”

陈乃春难以忘记，自
己第一次到海外演出，就
是为海外华侨华人演出。
在新加坡，陈乃春和剧团
一下飞机，乡亲们早已等
候在机场，举着红旗，攥着
红布条，列队欢迎。福州

话一开口，乡亲们的眼泪
都要流下来。言谈交流之
间，尽是家乡变化。

据不完全统计，闽剧
不仅流行于福州市区和
郊县以及闽东 20多个福
州方言的县市，还流传到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不
少国家和地区，甚至成立
了自己的闽剧团。闽剧
正成为海内外华侨华人
沟通情感的文化使者。

今年 2月，福州闽剧
院搬进了位于市中心的
新家。这一新址由原福
州人民会堂改造而成，毗
邻五一广场，交通便利，
总建筑面积 7700多平方

米。剧院陆续排出《一文
钱》《兰花赋》《银筝断》等
10部大戏 20场演出回馈
观众，复排传统戏、原创
新编戏等应有尽有。剧
院内，气派的舞台，崭新
的观众席，后台有宽敞的
化妆室、换衣室，放着琳
琅满目的道具和行头。
剧场外，观众们连着几天
排起长队……

2021 年第八届福建
省艺术节上，福州闽剧院
获奖的新编剧目《过崖
记》也来自剧本征集，思
想深刻，人物塑造生动。
挑选剧本后，经过近一年
的重新加工、编排，《过崖

记》与观众见面。跌宕起
伏的反转性情节、充满闽
剧美学特质的艺术呈现，
获得广泛赞誉，《过崖记》
成了福州闽剧院的又一
出当家戏。

政策支持一如既往
有力度。《福州市闽剧保
护规定》对闽剧的保护传
承内容、保护措施、传承
传播等方面进行了具体
规范。福州市对优秀文
艺作品的奖励和扶持办
法一直在完善中，对于闽
剧也有对应的专项资
金。在政策扶持和各界
努力下，闽剧的影响力在
不断扩大。

二胡弦动，乐队奏
响。晚上 8点，福州闽剧
院的剧场内，座无虚席。
戏演到一半，林颖下台赶
装。化妆台前，放着戏迷
送来的夜宵与小点心，她
心生暖意。再上台，林颖
已由花旦转为青衣，开口
几句唱词，便将一个母亲
的沉稳与无奈表现得淋
漓尽致。

“好！好！”喝彩声连
连响起。林颖的印象里，
这样的掌声有无数次。刚
毕业那会儿，林颖就跟着
剧团下乡演出。演出6天，
就住在村里。“角儿来了！”
演出大巴一到，乡亲们放

着鞭炮，热烈欢迎。
到了演出当天，林颖

走上台，定睛一看，小小
礼堂，挤满了观众。“分不
清观众们是坐着还是站
着。”画面在林颖脑海中
回放：“一个观众动一下，
底下的人海就整排晃起
来。这就是闽剧生生不
息的力量所在啊！”一代
又一代观众对闽剧的热
爱，为闽剧注入了不竭的
生命力。因为闽剧承载
的情感与精神世界，具有
跨越时空的力量。

1993 年出生的杨帅
拜师陈乃春，攻文武小生，
如今已经是台柱子。下午

4点，他和林颖最后一遍对
完戏，紧跟着就去后台化
装。杨帅常常想起自己第
一次上台前，父亲给他打
气：“你不要管台下‘白茫
茫的一片’，只管演好戏。”
杨帅纳闷：“南方不下雪，
哪来的‘白茫茫的一片’？”
走上台，杨帅知道了：白，
指的是观众的头发。

闽剧要振兴，不仅要
有年轻演员，更要有年轻
观众。近年来，福州闽剧
院通过打造社交平台，亮
相福州主场活动，开展

“闽剧进校园”等活动，在
年轻群体中扩大影响
力。杨帅曾邀请自己的

同龄朋友来看戏，没想
到，大受欢迎。“不是年轻
人不喜欢闽剧，而是他们
不了解。只要吸引他们
走进剧场，就没谁说闽剧
不好看的。”

当晚的演出像往常
一样被搬上短视频网络
平台。几个精彩片段一
发，当即就刷了屏。年轻
演员、年轻观众、年轻的
传播方式，正全方位地注
入这一古老的地方剧种，
赋予更多可能。杨东发
现，有的公司将团队建设
放到了闽剧院内。如今，
剧场里的年轻面孔已占
到观众群体的30%左右。闽剧讲究苦练，条件好了，

该吃的苦一点儿也不能少。在
闽剧班，所有学生 5点半起床，
6点空腹上早课，8点后是两堂
专业课，翻跟斗、压腿、下腰，身
段、唱腔、把子功……

不同于舞蹈、杂技、歌唱等
演员，可能多钻研某一方面的
本领就可以，戏曲演员是“唱念
做打”样样不能落下。“闽剧特
有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使其在
唱腔、舞蹈、乐器等表现形式上
十分多样，也对演员的基本功
提出更高要求。”福州闽剧院院
长、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
心主任杨东介绍。

闽剧用福州方言演唱，大
量使用福州方言的俗语、俚语、
歇后语。在题材与表现形式
上，也十分丰富。国家一级编
剧、福州市曲艺家协会原主席

徐鹤苹认为，闽剧在目前福建
各地方戏曲剧种中，专业剧团
数量最多、观众量最大。“闽剧
现存传统剧目上千种，风格丰
富多彩，有文有武、有雅有俗、
有古有今，有喜剧、有悲剧，也
有正剧。家国情怀、是非曲直、
儿女情长……每位观众都可以
在闽剧中找到情感认同。”

这一独特性，与闽剧的发展
历程息息相关。明朝末年，昆山
腔、弋阳腔等传入福州，与福州
地区的方言小调逐渐融合，形成
丰富的唱腔、曲牌与乐器种类。
清末，闽剧吸收了儒林班、江湖
班、平讲班的音乐唱腔和表演艺
术，称为“三合响”。在不断发展
和演艺交流中，闽剧一直注意广
泛吸收来自京剧、徽戏、昆曲、弋
阳腔等多剧种的元素，唱腔、曲
牌与乐器种类不断丰富。

有了人，有了希望

有特色，又有包容

有“角儿”，更有观众

有力作，也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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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剧《双蝶扇》剧照 （福建省实验闽剧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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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在福州三坊七巷衣锦坊水榭戏台表演
闽剧《荔枝换绛桃·投荔》 （新华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