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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千年昆曲遇见青春力量，当盛世

传奇邂逅时代表达，一场关于传统戏曲

守正创新的探索即将在舞台上绽放。

5 月 17-18 日，由浙江京昆艺术中

心、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北京大学文化

产业研究院联合出品的昆剧《盛世红

妆》，将在杭州蝴蝶剧场揭开神秘面纱。

这部以“青春戏曲”为核心理念的匠

心之作，不仅承载着浙江省对传统戏曲

创新发展的战略探索，更展现出浙昆第

六代传承人以年轻视角对话历史、激活

经典的蓬勃生命力。

作为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提出

探索“青春戏曲”创新方向背景下的重磅

之作，该剧以守正创新”为内核，紧扣“青

春戏曲”创作理念，启用浙江京昆艺术中

心（昆剧团）（简称“浙昆”）第六代传承人

“代字辈”青年演员，通过艺术形式创新

与青年力量注入，为非遗昆曲注入时代

活力，致力打造新时代戏曲传承的“浙江

新样本”。

昆剧《盛世红妆》特邀著名昆剧表演

艺术家汪世瑜担任艺术总监，北京京剧

院一级导演李卓群担任编剧、导演，青年

编剧孙钰熙担任联合编剧。该剧现已入

选2024年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

目，并纳入“无域·北大中华文脉传承计

划”。

▲“青春戏曲”破题：传统昆曲
的焕新蝶变

今年2月，在浙江省艺术创作工作会

议上，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党组书

记、厅长陈广胜首次提出探索“青春戏

曲”。他指出，探索“青春戏曲”是推动传

统戏曲守正创新的重要方向，这不是简

单地向年轻人靠拢，而是要找到守正创

新的平衡点，找到‘青春戏曲’的调性，让

戏曲既葆有‘老底子’的筋骨，又焕发‘新

腔调’的生机。勇敢迈出创新的第一步，

可以从舞台形式、妆容、配乐、节奏等方

面找到传统戏曲守正创新的平衡点。昆

剧《盛世红妆》的创排是对这一理念的生

动实践。

昆剧《盛世红妆》以 2013 年出土的

太平公主为上官婉儿镌刻的墓志铭“千

年万岁，椒花颂声”作引，通过双女主视

角重构大唐女性史诗。剧情将围绕“镇

国公主”太平与“巾帼宰相”婉儿展开，讲

述她们自少女时相识后相互扶持、共同

成长、彼此成就的故事，展现出人与人之

间纯粹情谊的珍贵。全剧横跨三朝三十

五年，囊括上官婉儿、太平公主、武则天、

韦后、安乐公主、李贤、薛绍、李显、李隆

基等众多唐朝风云人物，通过朝堂故事

突出皇宫内外的政治矛盾和人物间复杂

的情感关系，探讨了权力、亲情、友情在

历史洪流中的脆弱与坚韧。同时融入了

对女性命运与自主意识的思考，通过宫

廷权谋与女性情谊的交织，展现历史洪

流中女性智慧与力量的独特光芒，兼具

历史厚重感与现实启示意义。联合编剧

孙钰熙表示：“正是历史的厚重、背景的

复杂，才更加深了‘婉平’这份难能可贵

的感情的光亮。正是这份跨越历史的光

亮让我们看到一种人性的希望。我们始

终要相信‘光’。”这种“古典题材、现代表

达”的创作思路，正是“青春戏曲”倡导的

“传统 IP年轻化”路径。

▲节奏焕新：程式与轻快并
存，唐风古韵的青春表达

在整体呈现上，导演李卓群大胆调

整传统昆曲的叙事节奏，在保留程式化

表演的同时，删减冗长铺垫，强化戏剧冲

突的紧凑性。比如，在排演一场打马球

的戏时，她并没有直接沿用传统戏曲里

的“二龙出水”或是“趟马”表演形式，而

是深入挖掘历史资料，巧妙融入现代艺

术元素，在现有程式上进行合理的创

新。“我们搜集了大量壁画中关于唐朝马

球、踢球、骑马等造型形态的资料，也看

了很多奥运会或者皇室的现代马术训

练。在这场戏里，你会看到以传统戏曲

表演程式为基础，综合各种艺术元素的

独特的马球表演，这些都是在充分钻研

基础上尝试的创新。”此外，为了让演员

呈现出角色的多样与立体性，导演要求

每个演员都能成为“六边形战士”：不仅

要精通戏曲之内的表演程式，能够借鉴

其他行当的表演技巧，还要跳出戏曲框

架，参考影视剧和话剧中更加生活化的

表演方式。例如，饰演上官婉儿的方莛

玉就需要借鉴官生的表演，饰演武则天

的钱华仪要融入老生和老旦的步伐表

情。在保留戏曲程式的同时，希望能够

用今天观众更容易接受的角度去诠释这

些人物。

在视觉上，昆剧《盛世红妆》的服装

造型设计以敦煌壁画与唐代宫廷绘画为

灵感蓝本，提炼出“唯美、秀美、精美”三

重设计哲学，重现了唐代的美学特征，更

是在现代昆剧的舞台上，以一种创新的

方式，将古代的精致与现代的审美完美

融合，力求在唐代美学与昆曲文化中，找

寻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平衡。妆面的每

一细节，都与《盛世红妆》中所描绘的唐

代宫廷生活相呼应，展现了一种跨越时

空的美学对话。这种设计不仅让观众们

感受到唐代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也为

昆剧这一传统艺术形式注入了新的活力

与魅力。设计师蓝玲表示：“《盛世红妆》

的造型，是对唐代美学的一种现代诠释，

是对传统与现代交融之美的一次大胆探

索，它让历史与现实在舞台上交织，为观

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情感的盛宴。我们

追求的不是复刻，而是让唐代美学‘活’

在当代舞台上——既要有历史的筋骨，

也要有青春的呼吸。”

▲以现代端口接通历史脉络，
打造戏曲青春生态圈

昆剧《盛世红妆》是浙江京昆艺术中

心（昆剧团）为第六代传承人“代”字辈青

年演员精心打造的新编大戏。浙昆“代”

字辈青年演员集体亮相，“万”字辈中坚

力量为其保驾护航，剧团前后辈演员“传

帮带”的托举与成就，成为《盛世红妆》践

行“青春戏曲”的另一亮点。这批00后的

“代”字辈传承人青春靓丽，经过剧团多

年用心培养、前辈的五四引领与舞台经

验的历练打磨，以青春气息和专业功底

为剧目注入了鲜活生命力。青年演员是

传统戏曲焕新的核心动能。剧中“双女

主”从少女天真到权谋沉浮的成长线，恰

与青年一代追求自我价值、突破命运桎

梏的精神共鸣，实现了“戏曲青春”所倡

导的“供给侧时尚化”与“需求侧青众化”

的双向奔赴。

但是，《盛世红妆》的定位不是成为

“经典”，而是成为“端口”。浙江京昆艺

术中心（昆剧团）对于参与新编大戏的青

年演员也提出更高的要求，每人每年都

必须学习至少一折昆剧经典传统戏。

对于《盛世红妆》剧组来说，青年主

创和运营的任务是努力把青年演员推向

市场、推向当下，被更多观众看见。而青

年演员则要通过大戏舞台，让更多观众

透过他们发现传统昆剧的魅力，也让人

们看到剧团老艺术家的传承付出，了解

昆曲剧种的发展历史，感受文化与艺术

真正的价值。

今年年初，浙江京昆艺术中心与北

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北京大学文化产业

研究院正式达成合作，北京大学党委宣

传部、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将作为

昆剧《盛世红妆》的联合出品方，共同推

动昆曲文化在大学校园和青年群体中

的传播和影响，昆剧《盛世红妆》也已正

式 纳 入“ 无 域·北 大 中 华 文 脉 传 承 计

划”。此次与北京大学合作，将聚焦昆

曲艺术的深度挖掘与当代传承，通过创

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这门古老

艺术焕发新生，使兰韵幽香穿越时空飘

向更远方。

作为“无域·北大中华文脉传承计

划”重点项目，昆剧《盛世红妆》在杭州完

成首演后将于今年6月走进北京大学，开

展演出、学术研讨、青年工作坊等一系列

活动。浙江京昆艺术中心与北京大学的

深度合作，旨在构建“创作—演出—传播

—教育”一体化生态，培育年轻观众与从

业者的双重土壤。

新时代需要新的文化力量。从《十

五贯》“救活一个剧种”的传奇，到《盛世

红妆》“激活一代观众”的探索，浙江京昆

艺术中心（昆剧团）始终立于传承昆曲经

典与焕活昆曲新生的潮头。2025 年，浙

江以“青春戏曲”为号角，推动传统剧种

的焕新蝶变。如今，浙昆 00 后的“代字

辈”传承人青春正好，他们将在《盛世红

妆》中展现昆曲艺术的魅力。期待《盛世

红妆》的诞生，能够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年

观众感受到昆曲文化的魅力，成为一次

传统艺术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的宣言

——戏曲的青春，正在盛世中华绽放。

昆剧《盛世红妆》首演在即

浙昆以青年之姿接力曲艺传承发展
◎ 记者 刘青 通讯员 李雯 供图 浙江京昆艺术中心（昆剧团）

▲第三场《击鞠》

▲第四场《上元》 左起席秉琪饰薛绍，倪
润志饰太平公主，钱华仪饰武则天，方莛
玉饰上官婉儿

▲第四场《上元》 左起席秉琪饰薛绍，倪
润志饰太平公主，钱华仪饰武则天，方莛
玉饰上官婉儿

▲第九场《夜会》方莛玉饰上官婉儿，王
文惠饰韦香儿，倪润志饰太平公主

▲谢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