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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乡情，“大鼓状元”成了网红主播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北大鼓演员牛崇
光，提前通知，本周三晚上7：30准时直播，欢
迎大家光临！”短视频平台上，牛崇祥（艺名牛
崇光）热情地向大家打招呼，59岁的他满面红
光，精气神十足。上千条点赞很快袭来，网友
也热情地与他互动留言：“牛师傅，几十年前
你在陆集唱大鼓我就听过，好听！”

苏北大鼓，是一种流行于宿迁、广泛影响
苏鲁豫皖地带的传统曲艺形式。一般是一人
表演，左手击打一对月牙板，右手击鼓，有说有
唱，并带有手、眼、身、步的表演。因为接地气、
带着浓浓的乡音乡情，很受地方观众的欢迎。

牛崇祥是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苏北大鼓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宿迁市曲艺家协会名誉主
席，被观众誉为“大鼓状元”。他从2017年开
始搞直播，至今已有5个年头，光是在抖音上
就有5万多粉丝，点赞量近十万。从“大鼓状
元”变身“网红主播”，牛崇祥成为苏北大鼓在
网络上的积极推广者。

直播间拼的是真功夫。一人、一鼓、一对
板，要怎样才能留住网友？牛崇祥说，“首先得
靠肚子里有货！”《走马春秋》《无艳春秋》《凌霄
汉》《战君山》……这些都是牛崇祥的拿手书
目。传统曲艺一度遇到时代发展的困境，牛崇
祥也犯愁，“满肚子都是书，就愁唱不了”。现
在，在网上搞直播说书，不能天天都说一模一
样的段子。他的满肚子存货有了充分的用武
之地。“像这些长篇书目，每天说三个小时，连
续不断，说完一部最起码也要三五个月。”

谁说听大鼓的都是老年人？牛崇祥发现，
自己的直播间里，六成以上都是40岁以下的
年轻人。“也有很多上了年纪的观众，哪天我不
直播，他们会念叨着来问。”尤其让他感动的
是，有些痴迷大鼓的老年人，平时自己不太会
玩手机，就让家里孩子把手机设置好，一到点
就打开手机守着他的直播。

刷短视频的不少青年人，刷到了苏北大
鼓，也会津津有味地追下去。这也让牛崇祥想
到了自己的童年，当年的他，只要有艺人到村
里来表演，总是早早地到现场等待，一场也不
落。现在，苏北大鼓以另一种方式“回归”到年
轻人生活之中，也让他看到了传统戏曲传承下
去的无限可能。

以前的观众在乡间大集上，现在的观众在
直播间里，但是留住他们的道理是一样的。“摆
地摊时，你不能撂个三场五场才出来唱，这样
观众就不来了。直播也是这样，天天播，人气
才能涨得快。”牛崇祥说。

如今，牛崇祥每场直播都有稳定收益，但
是他坚持“不带货”。“观众是来听书的，你咋还
卖起货来了呢？一来二去书迷们就不来了。”
他说。为了让直播更加生动，他还会策划不同
曲种在直播间“飙唱”。

从18岁拜师学艺到现在，牛崇祥已经从
艺40余年，而苏北大鼓也早已成为他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去年，牛崇祥带领学员们
在各个社区平台上演出了100多场，今年他的
目标是200场。他说，“网络直播，同样也是一
个大舞台。作为苏北大鼓省级传承人，目前我
的任务和心愿就是把它传承发扬好。”

线上线下，苏州评弹唱响“声声潮”

不久前的中秋节，苏州平江路上的琵琶语
评弹艺术馆迎来了观众热潮。每天十余场的
演出门票基本当天售罄。古老的苏州评弹近
年来越来越“潮”，该馆的评弹演员吴亮莹就是
其中的代表。

“我有一段情呀，唱给诸公听……”吴亮莹

本是苏州的专业评弹院团演员，2011年她因
在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中配唱了一段
《秦淮景》，被更多人熟知。几年前，吴亮莹和
伙伴们一起创业，在平江路上开了这家评弹茶
馆。“我从小就生长在平江路附近，对这里充满
感情，对苏州评弹也有种情结，希望通过自己
的展现让更多人了解苏州文化。”

评弹茶馆楼上楼下能同时容纳100多个
座位，一直人气不俗。几年来不断有粉丝慕名
而来，点名要听《秦淮景》。如今的吴亮莹，又
在网络上有了新的代表作。

“青砖伴瓦漆，白马踏新泥，山花蕉叶暮色
丛染红巾……”短短几句，就美到让人耳朵上
了瘾。《声声慢》是国内男歌手崔开潮演唱的一
首歌曲，近年来不断以各种形式被翻唱，吴亮
莹的吴语版《声声慢》成为其中一道亮眼风
景。除了将流行文化与吴侬软语结合重新演
绎的《声声慢》，在抖音、小红书、B站等平台收
获了百万点击量外，吴亮莹在网络上还演唱过
《天涯歌女》《花好月圆》等吴语歌曲。在网上
的这些短视频中，她身着典雅旗袍，伴随着弦
索叮咚，吴侬软语中流淌着江南水乡的款款温
柔，让人过耳难忘。随着网络知名度的不断提
高，琵琶语评弹艺术馆更成为平江路上的一处
热门“打卡地”，越来越多网友渴望来现场亲耳
聆听苏州评弹这个“最美声音”。

馆里也有十几人的演出团队，但很多观众
还是冲着吴亮莹而来。为此，吴亮莹坚持每天
演出。前段时间正值暑假旺季，一天16场、每
场一个小时的演出，吴亮莹每场都演，一场要
唱上近20分钟，每天到家都是深夜11点多。
身边的人都说她简直是“用生命在唱”，劝她别
太拼。吴亮莹却说，现在来馆里听评弹的好多
都是全国各地来的，“大家都那么热情，你不唱
行吗？”

2018年，歌手蔡琴偶然来到馆里听评弹，
连连称赞她的演唱，“高的高，软的软，苏州话
表达出来的味道，值得你花一点时间听一听，
你会爱上它。”

“评弹艺术不能成为博物馆里的陈列品。”
这是吴亮莹的观点。她说，苏州评弹发展到现
在，可以多尝试与流行音乐等其他音乐形式相

结合，进行新表达。“比如我自己，喜欢听郭兰
英、李谷一、邓丽君甚至是青年歌手周深的演
唱，他们的唱法、气息和咬字，都可以为我们的
评弹提供借鉴。只要能找到适合吴语唱的歌
曲，我都可以试着来唱一下。”吴亮莹说。

如今，这间评弹茶馆在抖音上也有了十几
万粉丝，许多观众拍摄的吴亮莹演出的短视
频，常常成为网络爆款。吴亮莹认为，“网上引
流，线下演出”的模式，能让更多观众走进茶
馆。“只要可以助力评弹艺术的当代传播，我会
继续坚持下去，多出大家喜爱的原创作品。”

祖孙三代，曹家班唢呐半年增粉丝72万

“要不我们也试试直播？”疫情期间演出暂
停，对于以唢呐演出为主业的曹家班来说，也
就意味着没有了收入。眼看着家里的亲戚和
自己的兄弟们陆续改行，今年2月底，1986年
出生的“第五代传人”曹嘎终于发出了这样的
提议。

花了半个月时间准备，3月18日，“沛县曹
家班唢呐”抖音直播间上线。“原以为能有十几、
二十个人来看看就不错了，结果第一天陆陆续
续进来了几百人。”让曹嘎惊喜的是，很多人刷
同城看到他们在直播，就特意进来打招呼，“曹
师傅好久不见了！”还有的直接在公屏上写：我
儿子当年结婚的时候，就是你们给“吹”的……

徐州沛县素有“唢呐之乡”称号，成立于上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民间乐团“曹家班”就是其
中的佼佼者。他们世代以唢呐为生，几十年来
穿梭于各类乡土间婚丧嫁娶演出中，这些群众
成为他们直播间的第一波粉丝。

你听过唢呐版的《本草纲目》吗？唢呐模
仿萨克斯吹《回家》，是什么味儿？曹嘎发现，
他们直播四五天后，粉丝数已然过万；3月底，
粉丝破10万；4月初，曹嘎82岁的爷爷曹威
邦也来到了直播间，演奏了两场咔戏《打金
枝》和《七品芝麻官》，曹嘎的爸爸、省级非遗
传承人曹河南打鼓敲锣，曹嘎演奏电子琴，曹
嘎的弟弟曹干负责打击器，三代人的首次同
台当天赢得了超过200万的观众点赞数；截
至 9月 20 日，他们直播间粉丝数已经高达
72.2万。

“很多人给我们留言，说没想到咱们中国
的民乐器这么好听！还有人问有没有培训班，
想让孩子来学！”网友的喜爱也即时转换为“直
播打赏”，成为新的演出门票。“现在，我们直播
打赏的收入已超过了过去的线下演出收入。”
曹嘎说。

半年的直播生涯，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曹
嘎说：一路披荆斩棘！

一是演出场地的变化。一开始，曹嘎在自
己家里搞直播，结束后邻居上来敲门，“一两天
没问题，天天这么搞吃不消！”他们赶紧在空旷
的地方租了个院子，还怕声音传出去，又把窗
户缝封死了。一台挂壁式空调不够，后来又加
了一台柜机，“别人进来都喊冷，我们还热得要
命。没办法，吹唢呐是个力气活，十几分钟下
来，每个人都大汗淋漓。”

二是演出时间的拉长。过去婚丧嫁娶一
天吹几首曲子，上台演出也就十几分钟，而到
了直播间，一演奏就是三小时起。“我们每天晚
上8点半开始直播，原定播三小时，但常常到
了晚上11点，人还很多，根本没法下播，最长
一次延时到了凌晨3点。”曹嘎打趣道，目前直
播间里的固定成员差不多都在30岁左右，是

“最有劲的一代人”，“说实话这个演出强度，比
过去大太多了，每天直播完，大家都坐在那不
想动，太累了！”

三是观演关系的变化。过去唢呐的观众
群体以中老年人为主，如今直播间里19—30
岁的年轻人占了很大比例，如何吸引年轻人？
曹嘎在曲目创新上下功夫，除了《百鸟朝凤》这
样的唢呐经典曲目，他还把《喜洋洋》《本草纲
目》等流行曲目，《大秧歌》《茉莉花》等全国各
地的民歌，甚至世界名曲《喀秋莎》等改编成唢
呐版，赢得不同年龄层粉丝共鸣。曹嘎还在直
播间招募了数位20多岁的二胡、笛子、古筝等
演奏员现场伴奏，一起参与直播。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里，抖音民乐直播观
看人次已超过61亿。在曹嘎看来，直播就像
做菜，虽然他们半年来不断为观众制作创新的

“配菜”，但传统的唢呐曲目依然是直播间的
“主菜”，“曹家班会一直坚持做下去，将唢呐一
代代传承下去！”

苏北大鼓 评弹茶馆 曹家班唢呐

在云端，江苏“最炫民族风”火了

2022江苏中秋戏曲晚会又一次火了。一
个重要原因，在于晚会用心用情地致力于传统
戏曲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它根植于文
化大省深厚绵长的戏曲土壤，仰仗于主管部门
精准有力的多方扶持，得益于主流媒体久久为
功的传播加持。

“中秋+戏曲”：以最民族的方式被看见。
据不完全统计，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央视以
及河南、湖南等省级卫视累计推出十多台中秋
主题晚会。同一主题，多元表达，各美其美，这
充分说明了传统节日是视听节目创意创新的
富矿。其中，江苏卫视继续选择“中秋+戏曲”
的配方，别出心裁，别具一格，走出了一条展示
中国气派、富有江苏特色的差异化道路。

从大小屏传播效果来看，2022江苏中秋戏
曲晚会大屏收视率破1，小屏互动破1亿，口碑

发酵，好评如潮，小众节目实现了大众传播。
这也启迪我们，讲好江苏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必须深植江苏、深植中国。

“传承+创新”：以最传统的形式为时代抒
怀。2022江苏中秋戏曲晚会在节目策划与创
意上，把传承与创新、“守规矩”与“开生面”进
行了有机融合，不少节目让人眼前一亮。

晚会邀请了京剧表演艺术家于魁智和李
胜素，于魁智带来了京剧《大登殿》选段，李胜
素带来了京剧《霸王别姬》选段，二人还合作了

《武家坡》选段。名家名作加上原汁原味的传
统唱段，可以说是整台晚会“守规矩”的代表，
这无疑能让许多注重传承的戏迷朋友的需求
得到极大满足。说到创新，相信所有看过晚会
的人都会对创意武戏《叱咤星河》有着深刻的
印象。节目将历史与当下、魔幻与现实、文物
与昆曲有机贯通，熔于一炉，令人惊艳。据介
绍，这一节目的灵感来源于三星堆4号祭祀坑
出土的3件青铜扭头跪坐人像，头扭向右侧，双
手合十，一股头发从左后肩冲天而上，节目主

创主演柯军觉得，这“感觉有点像我们戏曲里
的甩头发”。从文物到人物，既要像，又不能全
像，创作上如何处理？柯军认为，“这需要倾注
我们的艺术创作与表演程式”，通过主创团队
的巧妙编排，“这些文物就活起来了”，“既有虚
又有实，同时也有昆曲的唱段、武打的场面、惊
险的技巧，很有看点”。有看点和“开生面”的，
除了《叱咤星河》等历史题材创作，更有现实题
材创作，如锡剧《装台》和苏剧《绣娘》，就是致
敬新时代奋斗者的创新之作、匠心之作。

“舞台+平台”：以最头部的范式助江苏出
彩。海门山歌、通剧、丹剧、丁丁腔等稀有剧种
的传承者与从业者，大概无论如何也不会想
到，有一天它们可以与锡剧、扬剧、淮剧等地方
戏联袂，可以与国粹京剧、“百戏之师”昆曲同
台，登上江苏中秋戏曲晚会这个舞台。在江
苏，不仅京剧、昆曲这样的“大牌”有出彩的机
会，锡剧、扬剧、淮剧这些“实力派”同样有出挑
的机会，连海门山歌等“小个子”也能有出头的
机会，这种机会从哪里来？来自于江苏各级主

管部门的大力扶持，给各级文艺院团、各个剧
种提供了生存、发展和展示的舞台。

除了内容创新创优，在视觉呈现上，晚会
运用多种创新摄影手段、新兴特效技术，并融
入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手法，让整场晚会突破
了传统戏曲舞台的表现方式，具有了现代的审
美意趣。今年中秋节，恰逢教师节，晚会专门
策划了系列师徒同台环节，邀请了京、昆、锡、
扬、淮五个剧种的名家李奕洁等，携高徒依次
登场，以师生同台的方式，致敬所有老师，巧妙
地展示了江苏戏曲艺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
动人景象，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江苏文艺“名
师带徒”计划取得的丰硕成果。这是更高的舞
台，也是更高的平台，是江苏戏曲高处再攀高
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经过 16 年的持续发展与版本升级，江苏
中秋戏曲晚会已经成长为有效链接和聚合政
府、院团、剧种、媒体、曲艺工作者等丰富资源
的价值平台，成为展示江苏文化大省建设的
重要名片。

江苏中秋戏曲晚会：守规矩，开生面
□ 王海波

□ 本报记者 冯圆芳

从灵山胜境、拈花湾小镇到尼山圣境、兴汉胜
境、金陵小城，“灵山模式”屡创精品的密钥在哪儿？

近日，无锡灵山文旅集团名誉董事长、无锡拈
花湾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国平亮相
2022新时代江苏旅游发展论坛，和与会嘉宾们共同
探讨乡村旅游和文化的融合发展路径。

吴国平的主旨演讲围绕两个维度展开：文旅如
何造一方美景、富一方百姓。说起“造景”，吴国平
自豪不已：“28年来，灵山走了一条前无古人之路，
做大题材、大文化、大项目，把文化切切实实转化成
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美场景。”

大美场景如何炼成？首先，号准一个“脉”。灵
山胜境与佛教文化，拈花湾与禅意文化，尼山圣境
与儒文化，兴汉胜境与汉文化……灵山文旅的诸多
作品中，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文旅融合路径得到
了精彩成功的践行。漫步拈花湾，古意盎然的建筑
风格，以“五瓣佛莲”为原型的总平面设计，竹篱笆、
青苔、毛竹与砖石的巧妙搭配，和悠游其间品茗、行
走、抄经、打坐的休闲方式，无不让“我自拈花笑，清
风徐徐来”的禅意在现实中漫溢开来。

“在浩如烟海的五千年文明中，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进行挖掘和阐发，精准提炼文旅项目的文化
原动力，是‘造一方美景’的第一步。”吴国平说。

接着，转换一种“场”。“场”即场景情境意境，是
文化的物质载体，这需要在精心抓取传统文化之脉
上，深入分析、分层剥离和萃取整合，甚至是策划再
造，梳理出有价值的旅游文化要素，重点突出唯我
独有的排他性、世界性和标杆性。对时下受捧的沉
浸式文旅来说,一个“场”，往往就是一个有饱满故
事内容、足以令游客深度沉浸的异时空。

“未来，灵山文旅打造的‘场’将是一个个充分
搭载数字技术、充满奇幻想象力的体验空间。”吴国
平神秘地说。如今在金陵小城，一座“海国传奇”室
内游艺馆吸引游人如织，人们以不同身份角色跟随
郑和下西洋、“饱览”海上风景。落户宜兴的大拈花
湾项目则正在打造360度全景“芥子”，芥子虽小，可
纳须弥，吴国平描绘，有朝一日游客走进“芥子”时
将如同置身壮阔山河，心胸为之一宽！

有了“场”，还须把好一个“调”。“调”即调性，是
审美的重要维度，体现在规划肌理、建筑风貌、美学
色调、故事线、情绪线、游览线等方方面面。调性之
于拈花湾是唐风宋韵，之于金陵小城是调试了上百
次的“金陵蓝”，之于齐风胜境是奇幻静谧的“齐紫
妖娆”，之于鸿山奇境是冷峻刚硬的侠义之气……

“文化为美铸韵，美又为文化添色，我们想要打
造的是有充分美感，又符合当代人审美情趣的作
品。”谈及审美调性时，吴国平格外强调“当代”。爱
美之心人皆有之，但“美”并非一成不变。在今天，
能够动人、特别是打动Z世代的美必然是复杂多元
而现代的，是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建筑之美、科技
之美的美美与共，将带给人们更高阶、更沉浸、更新
奇丰厚的体验。

吴国平谈文旅模式：

“大美场景”
是如何炼成的

本报讯（记者 高利平）9月19日，江苏省昆
剧院新创剧目昆剧《蝴蝶梦》正式建组。主创团队表
示，要将《蝴蝶梦》打造为一部既能展现时代精神，又
能保持戏曲艺术古典美学品质的优秀作品。

《蝴蝶梦》为明朝谢国（弘仪）所作昆曲传统剧
目。讲述的是庄周试探他的妻子是否对他忠诚的故
事，共四十四出。其中《说亲》《回话》两折在昆剧舞
台流传至今，成为常演的经典折子戏。

省昆此次创排新编昆剧《蝴蝶梦》，将《说亲》《回
话》两折传统剧目为核心进行扩充，成为一台完整大
戏，删除传统舞台上庄周点化、田氏成仙等情节，将
矛盾聚焦到情感与信任冲突的角度，对“庄周试妻，
劈棺惊梦”的传统故事进行了现代诠释。

新编昆剧《蝴蝶梦》特邀罗周编剧，徐春兰执导，
胡锦芳担任艺术指导。省昆第四代优秀青年演员徐
思佳、周鑫分别饰演田氏与庄周，施夏明饰演庄周化
身的楚王孙。目前剧目已进入舞台创作阶段，预计
将于11月中旬上演。

建组会上，编剧罗周阐述了改编思路。情节架
构上以生活小事入戏，在爱情小情趣中展现人生大
哲理，将使本剧跳脱出常规男欢女爱的窠臼，也摆脱
了传统剧目中受时代影响而产生的认知局限性。

导演徐春兰笑称自己来给省昆排戏有种粉丝追
星的感觉。徐导说，她看过许多版本的《蝴蝶梦》，罗
周这个昆剧剧本是一个巨大的反转。剧目完全摒弃
旧故事中的“贞洁”主题，以时代眼光重新解读庄周
同妻子田氏之间的爱情及其家庭伦理故事，最终将
支点落在“互信、互爱、互相尊重”的现代文明的价值
观上，使传统叙事贴近时代审美，显得更加生动有
趣、可亲可爱。

作为主演之一，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施夏明表示，
在创排过程中，省昆依然会秉持南昆古朴典雅、清新
细腻的审美风格，将这出全新编排、雅俗共赏的轻喜
剧呈现给观众。

江苏省演艺集团总经理柯军表示，新编昆剧《蝴
蝶梦》的创排，不仅是对传统剧目的现代性阐述，更
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更好地展
现时代主旋律与人文精神。

回归传统，
省昆创排《蝴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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