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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剧逐步式微原因甚多，段婷婷说，庐剧缺了很多块

面，这些年他们一直在打补丁，基本上是从头开始。

庐剧院自四牌楼阵地丢失以后，一直没有演出、排练

和基训基地，缺少基本的基础设施。所以她希望通过呼

吁能恢复“安徽省庐剧院”的招牌，给庐剧院一个“家”。

庐剧曾经拥有众多全省顶级戏剧方面人才，庐剧老一代

艺术家大多健在，搞好对他们的研究，不仅对剧种至关重

要，也丰富了合肥市的艺术内涵。

为了庐剧传承发展的长远考虑，应该学习徽剧的经

验，成立“合肥庐剧研究院”。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能让庐剧在原地再走几十

年。除了走进高雅的剧场，段婷婷还有一个心愿——拍

摄一部庐剧电影，把传统的东西搬到银幕上，“还在磨合，

肯定是古装戏，但无论怎么做都不能改变戏曲的初衷。”

说起对未来庐剧发展的工作规划，段婷婷滔滔不

绝。“庐剧保护与传承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的方面较

多。常言道‘一口饭难以吃成胖子’。我们无法满足所有

需求，能够分项目逐步规划和实施，就是庐剧的福音。”

“小倒戏”不再土掉渣
下周，合肥看庐剧版“家庭伦理剧”《孔雀东南飞》

自去年3月底首演获得好评
后，又不断打磨的新古典庐剧
《孔雀东南飞之焦仲卿妻》将于
15、16日在安徽大剧院连演两
场。作为该剧的女主角，合肥市
庐剧院院长段婷婷日前在接受
市场星报记者专访时则表示，希
望借着清幽雅致的《孔雀东南
飞》的华丽转身，将传统与时尚
有机融合，告诉人们“小倒戏”不
再是土掉渣的代名词，也让更多
的戏迷们品味到庐声新韵绽放
出的异彩。

记者 吴笑文 记者：听说此次的编剧导演都是名师？

段婷婷：对，分量足够重量级。黄新德，

这个名字是安徽戏剧的一个符号，担任了我

们的艺术指导，身为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他

对庐剧，感情很深。本来，他很想演“焦仲

卿”，却感叹时光易逝，年华不再；此次合肥

公演，黄老师饰演“兰芝兄”，浑身是戏。另

外还有国内戏曲界知名编剧余青峰执笔，黄

梅戏音乐名家徐志远作曲，实力派导演韩剑

英执导。

记者：那舞美化妆设计呢？

段婷婷：从舞美灯光到服装化妆，都是各

个行业顶尖的设计师，举个例子。我们的化

妆设计师董燕，炙手可热，每个剧种都在抢

她。年轻、聪颖，还有些倔强。艺术家如果不

倔强，谈何个性？黄新德老师曾问董燕，你能

不能把我弄成二十出头的焦仲卿，董燕想都

不想就回答，能。

记者：庐剧在世俗视野里，早已戴上了

“土”的帽子。这一次的《孔雀东南飞之焦仲

卿妻》，还戴着这顶帽子吗？

段婷婷：这个戏其实是一个现代戏，借古

人的壳，来叙述现代的故事。戏中一定不会

是普通话或者特别土的合肥话，而是能够帮

助接纳更多新观众的合肥官话。做这台戏，

不是背叛庐剧，更不是来拯救庐剧的，而是提

取庐剧固有的东西，注入一些时代的元素和

时尚的气息。其实，古典就是一种时尚，时尚

是改良后的古典。

记者：为什么选择《孔雀东南飞》？

段婷婷：这是安徽本土题材，在前期采风

时了解到传说故事发生地在庐江，庐江，庐

剧，不是天作之合吗？合肥庐剧院演绎一个

发生在庐江的爱情故事，当仁不让。这台戏，

三年前开始策划，两年前开始剧本创作，去年

开始排练，现在即将亮相。在传承历史，改革

与创新这一综合性课题上，交出的这一份新

答卷有待省城观众的品评。

老腔新唱 古老传说出新味道

小剧种大手笔 名家联袂献艺

记者：新古典庐剧的“新”字怎么理解？

段婷婷：除了加入“没文化真可怕”这样

的新语言，还有表演形式的创新，唱腔设计和

音乐，融入了很多古典的音乐，应该说是往前

跨了一步，原始唱腔提炼出来的精髓，融入了

新的元素和配器。咋听似是而非，既有庐剧

传统唱腔的旋律，又有黄梅戏、京剧甚至歌剧

的新感觉，让原有的庐剧音乐得以进一步的

拓展与丰富。我相信所有人都不会排斥美的

事物，会对庐剧有新的认识。

记者：你演绎的是一个怎样的刘兰芝？

段婷婷：此次《孔雀东南飞之焦仲卿妻》

讲述的是一个富家女嫁入寒门后自请归去

的故事。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部家庭伦

理剧。

借古人的壳 述庐剧版家庭伦理剧

作为最年轻的院长，走马上任四年来，对于庐剧这门

艺术传承与发展的思考、担忧，让段婷婷感受到双肩上沉

甸甸的压力，这种压力变得极为真实而急迫。在段婷婷看

来，庐剧的濒危状况依然十分严重。“庐剧的专业演出队伍

已经很小，不要说鼎盛时期的30多个剧团，新世纪之初也

还有13个剧团，而目前能保持常年演出的只有不足5个，

有大型剧目创作和演出能力的就剩下合肥和六安两家。

目前庐剧院只有50多人，演员行当不全，乐队、舞美专业

配置不全，编剧、导演、作曲、舞美设计更是空白，没有人

才，传承和发展都无从谈起。剧院目前的年轻人很快到结

婚生子的时段，如果2015年夏季再错过招生机会，要不了

多长时间就难以为继了。”

所以2015年，在她的工作计划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招

生，培养新人。段婷婷表示，“一个成熟的戏曲演员必须要

有舞台、生活的历练，不可能一招来就能用，跑龙套也需要

时间，三四年才能出来一两个演员，要未雨绸缪啊。”

“新古典庐剧《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妻》也存在一定的缺憾，作为一个市级的戏曲院团在改制为演艺公司后，随
着一批老演员的退休，所暴露出的传承、艺术水准参差不齐等问题，已然体现在这出新戏上。”身为合肥演艺公司副总
经理和合肥庐剧院院长的段婷婷直言庐剧的现状令人堪忧。如何带领庐剧突出重围，仅靠一部戏便能打翻身仗，诚
然是不现实、不切实际的，“但是这些年我们还是有收获的，只要脚踏实地的努力，就一定会有发展。”

记者 吴笑文

段婷婷：脚踏实地 带领庐剧求突围

未雨绸缪 培养新人迫在眉睫

“庐剧不像京剧，是享誉世界的国粹，甚至没能像

黄梅戏那般成为安徽曲艺文化的代表，虽然庐剧的历

史要比黄梅戏更加久远。”段婷婷说，“目前庐剧的影

响力尚未超出安徽省，观众也大多是四五十岁以上的

群体。庐剧在不少人印象中土得掉渣，常常给人以悲

悲戚戚的感觉，很多人都认为庐剧只能在田间地头表

演，难登大雅之堂。”让庐剧这一古老剧种焕发出新的

生机与活力，正是段婷婷和她的团队近年来一直为之不懈

探索与奋斗的目标。

合肥市庐剧院目前常年奔波于社区和基层演出。这

种演出虽然十分必要，但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主要是演

出质量和人员的职业素养越来越低。所以，庐剧需要城

市剧场和境外演出的正规剧场大型演出作为引领。

上个月合肥市庐剧院带着两台看家大戏——十年前

的《李清照》和去年三月份刚到舞台上的《孔雀东南飞之

焦仲卿妻》第一次在浙江演出，反响不错。这次试水，段

婷婷说，让她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庐剧要两条腿走路，

一条腿走到乡间地头，另一条腿，要大胆地走出去。”

开拓市场 大胆出去走更远

打补丁逐步完善 就是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