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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若星河。
五千年的璀璨文明带给中国人骄傲的同时，也留下了令世界惊奇的各色瑰宝；令人叹为观止的丰厚文
化遗产积淀润泽着后世子孙的精神家园，也让我们有足够的自信和骄傲向世界展示祖先留下的宝藏。
在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中，以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
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等非物质
形态存在，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被界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差异造就了形形色色、别致多样的文学、歌舞、美术、技艺和习俗等，它
们因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价值而被认为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
从女娲补天传说的五色神石，到端午节汨罗江畔的龙舟竞渡；从《牡丹亭》里一唱三叹的婉转昆腔，
到《高山流水》中意境悠远的古琴雅韵；从七彩瓷器釉下的瑰丽纹饰，到顾绣、竹刻巧夺天工的奇丝
妙缕；从中医针灸以外治内的灵动针法，到太极武学博大精深的一招一式，这些中华文化符号承载着
五千年的历史文明，逐渐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和气质中不可替代的文化传统，并且深深地
溶于全球华人的精神血脉之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着的特有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创造能力，以一种无形的方式承续着中华文
化之魂，被视作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身边，可以触摸、可以感知、可以注视、可以惊叹、可以赞美，但这并不意味
着它们会永远存在下去。
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它们已经斑驳和脆弱，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其生存环境正在受到威胁，
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消亡或失传的危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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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越剧在百年诞辰和进入上海九十年之际，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义化遗产名录”，
这对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戏曲艺术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尤其对越剧存新百年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越剧犹如一条溪水，从浙江嵊县的山野发源，汩汩流出，流进上海这个中外文化交汇的“海”，变
得蔚为大观。
著名的戏剧理论家郭汉城先生说：“越剧是中国近代最有代表性的剧种”。
上海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丛书《越剧》卷一书记述了上海越剧发展的轨迹、文化品性、
艺术特色、经典剧目等各方面情况，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越剧艰难曲折又曾有过辉煌的历史。
这部历史，是越剧几代人共同写下的，其中交织着多少汗水与血泪、苦恼与希望、奋斗与追求。
每个想了解上海文化特色和越剧艺术的人，看了本书都会有所收获的。
     本书突出了上海文化特色；凸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素；通俗易懂有可看性，让没接触过越剧的人
郜愿意看、被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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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前言海派文化与越剧越剧男班的兴起女子越剧的诞生立足上海海上越花博采众长出新篇留声机里
的越音越剧人的探索越剧发展的里程碑——新越剧永远的《山河恋》飘零的丹桂之花江南剧种走向全
国“玉兰”从军记现代戏的创作男女合演之路越剧经典剧目蝴蝶的传说环佩叮咚说《西厢》红楼寻梦
不一样的“祝福”异彩纷呈的优秀剧目越剧的艺术魅力越剧音乐之美流派纷呈柔情与现代朴素的真情
东方女性美翩翩女公子生旦净丑竞风流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越剧的综合艺术美越剧在新时期的发展与
困境走向世界的越剧守望舞台小众·大众回眸百年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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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电台的无线广播，不受空间限制，不收取费用，能将越剧曲调传播到每个角落。
即便是从不走进剧场看越剧的人，也通过无孔不入的广播知道了越剧的唱段和明星。
这不仅使越剧的曲调迅速普及，也提高了演员的知名度。
听众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点播某个唱段，这对一些优秀唱段的流行起到有益的作用。
广播诉诸听觉，带有较大的普及性，没有文化、不识字的人通过广播也能受到越剧的熏陶。
电台广播还为越剧的改革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平台。
越剧《恒娘》是女子改良文戏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这个戏的生产过程非常有意思。
它不是一开始就是立在舞台上的作品，而是在剧目上演之前，将编好的唱词每星期在电台唱一段，接
连地唱下去。
马樟花、袁雪芬的唱生动活泼，很受听众欢迎。
越剧随着电波送到了每一个观众的耳朵里，大街小巷到处回荡着明快流畅的越音。
那些原来没接触过越剧、不了解越剧，甚至看不起越剧的人，对越剧产生了兴趣。
成千上万的人打电话、写信到电台和剧场，询问《恒娘》什么时候上演。
应观众强烈要求，这个戏最后写成剧本，在舞台上演出。
由马樟花饰洪大业、袁雪芬饰朱雪娘、傅全香饰匣娘。
由于演出前观众对这个戏已经接受，对于演出时采用的全新舞台形式和布景制作也很欢迎，这个戏成
为越剧改革的先声。
老唱片一台手摇式老唱机（亦称留声机），颤颤悠悠地播放着一张张老唱片，乐音穿透沙沙的时空嘈
杂，丝丝缕缕送入耳鼓，一时问，让人恍如走进了20世纪初热闹的老戏院⋯⋯20世纪三四十年代，越
剧唱片成为越剧传播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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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浙江的越剧，是根基薄弱的乡土小戏，它是到了东方大都市上海的新文化环境巾才发育壮大，卓然
而立，所以上海的一切做法也就成了越剐的“正宗”包括它的原生地浙江的越剧也要仿效。
新越剧则是近代演剧风格的成功创造者。
越剧的唱腔音乐具有民间曲凋的单纯性、隽永性，而伴奏肯乐可以和西欧歌剧中的主导旋律相比喻，
甚至在某乐的有交响乐的味儿不足够现代的吗。
越剧古装人物的扮相，足富于现代感的古典美。
越剧的布景灯光是现代手段，其色彩观念和装饰趣味又古典的、民问的，越剧的文学语言，尤其足一
优秀作的唱词，兼有民歌和古典诗词的双蘑美色等等。
像这样“三性”兼备的戏曲剧种，真还不多⋯⋯　　——原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著名戏剧砰论家 龚
和德女予越剧之所以产生根本性的变化，是新的文化环境促使她力求时髦而锐意改革变獬成新，在引
进西方文明的开放大城市巾，越剧最能适应新型剧院，从内容到形式求新求变，她的发展定型，是率
先创造了中国的剧院戏曲艺术。
　　——著名剧作家 顾锡东改革后的越剧被称为“新越剧”新越剧削弱了戏曲的虚拟性和程式性，但
发展了戏曲的综合性，在唱、念、做、打、表演艺术的综合之外，建立了编、导、演、音、美综合体
制，还居然成功地引进了话剧的方法，把写意和写实结合起来，逼近真实的境界，显著改变越剧舞台
风貌。
新越剧是新戏剧观念的产物。
　　——上海戏学院教授 宋光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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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越剧》：上海大都市纷繁复杂的文化生态和多容的文化风格，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积淀深厚，形
态丰富？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上海项目，涵盖了民问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
艺、传统荚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等多个门类，是上海近现代历史、城市文化和工商业
文明的代表。
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丰厚的历史积淀，构成了上海古
今融合、东西交汇的城市文化底蕴，既是海派义化发展的故体和见证，也是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的基
础和资源。
越剧诞生于浙江，发祥于上海，是“一种温和秀雅的江南城市化世俗抒情艺术”。
越剧以女演员为演出主体，女子越剧是其最重要的特点，男女合演不断拓展。
曲诵清悠婉转，柔美抒情；视觉形象柔和、明丽。
淡化了戏曲的虚拟性和程式化，形，成了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独特艺术风格。
《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和《祥林嫂》等经典剧目被誉为剧种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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