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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在新加坡的发展与演变研究

潘驰群

摘 要 ： 传 统戏 曲 走 出 国 门 、 立 足 海 外是 时代 所 需 ， ２ ０ 世 纪 以 来 ， 黄梅 戏 在新 加坡 的 发展 与 传播逐 步踏上轨道 ， 尤 其进入新

世纪 ， 在我 国 综 合 国 力 曰 益 强 大 的 背 景 下 ， 在 新加坡政府 以 及 民 间 机 构 的 大 力 推 动 、 引 导 下 ， 黄 梅戏 在 新加 坡 已 然 成 为 具

有 一 定影 响 力 的 中 国 传统 戏 曲 ， 分析 、探 索 黄梅戏 在新加 坡 的 发展 与 演 变 ， 对 于促进传 统 戏 曲 在 海 外 的 传播 大 有裨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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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２ ０ 世纪 初期 开 始 ， 得 益 于 国 内 外 人 文 、 信

息交流的快速增长 ， 中 国 戏 曲 在海外逐渐显露 ， 直

至
“

１ ９ ８ ０ 年代开始 ， 新加坡经济发展 、政治稳定 ， 社

会从政府 到 民 间 ， 都开 始关注 文化 建设
”

［
１
］ ５ ６ ４

， 在

相对稳定 的政治经济环境 下 ， 尤其是 在新加坡 当

局者和 民 间 力量 的 支持鼓励下 ， 黄梅戏在 新加坡

如获新生 。 时至今 日 ， 黄梅戏 已 成为 在新 加 坡具

有一定社会影 响 力 的 中 国 传统戏 曲 ， 其剧 目 在新

加坡艺术节上频频亮 相 。 回 顾 、 总结黄梅戏在新

加坡 的成功 发展经验 ， 对 于促 进传统 戏 曲 在海外

的传播十分必要 。

一

、各方支持 ， 稳步发展

戏 曲在新加坡的发展得益 于其 民 间 与政府共

同支持的生存方式 。 在新加坡 ， 有影 响力 的 戏 曲

教育 、 演 出 机 构 在 政 府 的 支 持下 纷 纷 成 立 ， 如
“

１ ９ ９ ５ 年 ，新加坡戏 曲学院是在新加坡 国 家艺术理

事会的支持下成立 的 ， 是新加 坡首个正式从事培

训 、研究戏 曲 的教育与学术机构 ， 主 旨在普及和提

高戏 曲艺术 。

”
［ １ ］

５ ７ １

戏 曲学 院成立之初就依 照学 院

的各项事务 ，将董事局成员按照筹款 、 财务 、学术 、

艺术顾 问分为 四个小组 ， 时任 董事 局 成员 的 有新

加坡总 乡 会 的秘书长蔡锦 淞 、 中 国河北梆子 艺术

家裴艳玲 、敦煌剧坊艺 术 总监 胡桂馨等 ；
２ ０ １ ２ 年 ，

新加坡传统艺 术 中 心创 办设立 ， 中 心 的创立者恰

是
“

新加坡戏 曲 学院
”

专业戏 曲 教师 、 新加坡青年

文化奖得主蔡碧霞女士 ， 中 心 在新加 坡 国 家 艺术

理事会 的支持下 ， 为戏 曲 培训 、研究及演 出 的 开展

发挥 了 重要 的作用 ， 众多商家及 捐 助人 的 热情赞

助也为 中心 的发展提供 了 物质保障 。

专业机构 的成立犹如搭建 了 戏 曲 在新加 坡 的

发展平 台 ，

一方 面 可 以 推 动 当地 民众从参 与 观看

演 出 转而 向
“

研究 、传承 、 推广
”

戏 曲 艺术 的 多元互

动发展 ； 另 一方 面 ， 也 为 培 育 拓 展 戏 曲 艺 术 的 专

业 、业余人 才提供 了 土壤 。 在这些专业机构 的牵

头下 ，新加 坡境外 的优 秀 戏 曲 艺 术人才被邀请至

境 内传道 、 授业 。 以黄梅戏为例 ， 安徽黄梅戏艺术

职业学 院 的 陈 中 元老 师早在 ２ ０ ０ ５ 年就 曾 受邀前

往新加坡戏 曲学 院进行为期二十 多天 的教学交流

活动 ，他 曾 表达 ：

“

在这二十多天里 ， 我有机会较全

面地 了解到 新加坡 的社会艺 术活 动概貌 ， 而且更

切身体会 了 戏 曲学 院 的工作实践 。

”
［ ２ ］

国家一级导

演李云老师也 曾受邀在新加坡专 门讲授黄梅戏表

演 ；

“

在新加坡黄梅戏 的 教学方法 ， 不 能像 中 国 的

艺校那样教学生 ， 因 为 中 、小学 的 学生每星期 只有

二至三小时来学戏 曲 。 戏 曲 活动是正课后 的一项

课外活动 。

”
［ ３ ］ 基于这个实 际 ， 她 因地制 宜采用

“

循

序渐进 、 以 戏带功
”

的 教学模式 ， 以 黄梅戏优美 的

唱腔 、身段教学人手 ， 从而激发初 习 者 兴趣 ， 逐步

培养提高学生 的戏 曲 表演 和鉴赏水平 ， 取得 了 良

好的教学效果 。 除 了 这些短期 的专项 培训 以 外 ，

国 内 的黄梅戏演艺人员 还被邀请至新加坡开展长

期讲学活动 ， 如 安 庆籍黄梅戏教 师汪 慧 和关 阳 被

新加坡戏 曲学院和新加坡传统艺术 中 心聘为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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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长期驻守新加坡教授黄梅戏 ， 各方力 量 的 支

持对多角 度提升黄梅戏在新加坡 的影 响力 无疑是

大有裨益 的 。

与此 同 时 ， 中 国专业戏 曲 教研机构也 为新 加

坡籍的从教人士开设专 门 的 短期培训 ，

“

近年来新

加坡戏 曲界的一些演职人员 积极地到 中 国戏 曲 学

院 、 中 央戏剧学院 以及一些 院 团 进修 ， 有 的 还获得

了 艺术学 的硕士文凭 。

”
［ ４

］新加坡传统艺术 中 心 艺

术总监蔡碧霞老师更是 于 ２ ０ １ ７ 年亲 自 率领 多 名

艺术 中 心 的演职人员 赴 中 国 戏 曲学 院学 习 包括黄

梅戏在 内 的 中 国 传统戏 曲表演 ， 此后 更是 多 次受

邀赴北京 、上海等地参加戏 曲 学术研讨 ， 中 新戏 曲

的频繁互动对促进包括黄梅戏在 内 的 中 国 传统戏

曲 在新加坡的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

二 、 多 元教育
， 稳促传播

虽然新加坡 的官方语言是英语 ， 但 由 于新 加

坡 国 民 的主体是华人及其后 代 ， 华语在新 加坡是

和英语一样 的通 用语言 。

“

黄梅戏 的语言接 近 普

通话 ， 尤其是邵 氏公司 通过 电影通俗化 的演绎 ， 唱

腔更为通俗 ， 易 演 ， 易 唱 ， 因 此在港 台 地 区 和新加

坡大获成功 。 黄 梅戏 在新加 坡红火 了 之后 ， 就有

很多人学 唱 ， 不过 主要都是 自 学 。

”
［ ５

］ 有 了 这 些 民

间基础 ， 外加政府力量 以 及专业戏 曲机构 的推动 ，

黄梅戏逐渐走进校 园 ， 黄梅戏初级训 练班 、 黄梅戏

唱念课 、 黄梅戏身段课 、 黄梅戏排练课等多 种形式

的黄梅戏培训 活动在专业戏 曲 机构 的 推动下得 以

在校 园 内广泛开展 。

（
一

） 周 期 性黄梅戏课程

课堂教学是教育教 学 中 的 普遍手段 ， 在戏 曲

传播过程 中 ， 课堂教学是重要途径 。 周 期 性 的 黄

梅戏课程主要有两种形式 ：

一是在专 门 机构授课 。

如新加坡戏 曲学院 曾分别开设 了 黄梅戏初级训 练

班 、黄梅戏唱念课 、 黄 梅戏身 段课 、 黄梅戏排练课

等 ； 新加坡传统艺术 中 心 ２ ０ １ ５ 年开办黄梅戏 唱 腔

和身段课程 ， 主要教授黄梅戏经典传统 唱段 、各类

身段组合等 。 以 ２ ０ １ ７ 年教学安排为例 ， 每逢周 日

下午 ４ 时至 ５ 时 ３ ０ 分 中 心开办少儿黄梅戏 曲班 ，

由 关 阳 老师 负 责培训 ， 学 员 共 １ ３ 位 ；
二是 由 专 门

机构选派教师到教育部 主流学校上课 。 据不完全

统计 ， 曾 在 新 加 坡 戏 曲 学 院 执 教 的 汪 慧 老 师 于

２ ０ １ ２ 

—

２ ０ １ ４ 年间 分别前往 １ ７ 所学校开设黄梅戏

课堂 ２ ０ 余场 ； 新加坡传统艺 术 中 心 ２ ０ １ ７ 年 在新

加坡女子小学 、 培青小学 、新 民 中 学开 班授课 ， 并

在 ２ ０ 所学校组织 了３ ３ 场演 出 与工作坊 ， 面 向 的

校 园观众高 达 ９ １ ８ ７ 人 。 周 期性 的 黄梅戏课程 教

学推进了 黄梅戏教 育 的 常态化 ， 是 系 统 推进艺 术

教育 的重要途径 ， 更为 戏 曲 汇演 和 国 际交流演 出

打下坚实基础 。

（
二

） 不 定期黄梅戏讲座

不定期 讲 座 的 举 办 往 往 结 合 实 际 条 件 ， 如

２ ０ １ ８ 年 ７ 月 １ 日 ， 醉花林俱乐部举办名 家讲座 ， 主

讲者来 自 各个剧种 的 中 国 梅花奖 得 主 、 剧种 传承

人及 台北表演艺术家 ， 其 中 就包括 国家一级演员 、

黄梅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辉 ； 新加坡华族

戏 曲博物馆 曾 主办戏 曲 讲座
“

黄 梅情缘会知 音
”

，

邀请时任新加坡戏 曲学 院讲师汪 慧主讲黄梅戏 的

历史等 。 讲座 的举办一方面扩大 了黄梅戏在新加

坡 的认知人群范 围 ， 使戏 曲 艺术 的触点更加 亲 民 ；

另 一方面 以讲座 的 形式传播戏 曲 艺术 ， 更是对 中

国 文化的一种艺术性解读 。 不定期讲座虽不设置

固定 的地 点 、 周 期 性 时 间 、 主讲人 以 及 受众 人 员

等 ， 但最大限度 的面 向 广 大 民 众 ， 这推动 了黄梅戏

在新交流 的广泛性 。

（ 三 ） 年度戏 曲 汇 演

不同 演 出 单位 在规定 时 间 、 规定地 点 演 出 各

自 不 同 的剧 目 ， 既是对本年度戏 曲 学 习 的展示 与

汇报 ，也是各单位之 间 的 交流 与 互动 。 专 门 戏 曲

机构积极组织戏 曲 汇演 ， １ ９ ９ ９ 年 ， 新加坡戏 曲 学脘

在
“

梅开狮城
”

活动上 以 专场形式呈现黄梅戏传统

经典剧 目 《女驸马 》
；
２ ０ １ ３ 年 ９ 月 ７ 日 ， 由

“

新加坡

传统艺术 中心
”

发起主办
“

首届 狮城青少年戏 曲 汇

演
”

在新加坡牛车水人 民 剧 场顺利举行 ， 汇演 中 呈

现 的五个 节 目 均为 黄梅戏剧 目 片 段 。 除此之外 ，

新加坡戏 曲 汇演黄梅戏频频登场 ， 如 ２ ０ １ ３ 年 ８ 月

黄梅戏 《花木 兰 》亮 相 国 家文 物局 主办 的
“

仲 夏夜

艺术节
”

；
２ ０ １ ４ 年 ２ 月 黄梅戏 《 年 的故事 》参加 马林

百列集选 区新春 团拜
“

骏马欢乐 庆新春
”

；
２ ０ １ ６ 年

黄梅戏 《 别洞 观景 》惊艳
“

Ｔｈ ｅＦｕ ｔ ｕ ｒ ｅｆｏ ｒｕ ｓ
”

展览

会等 ； 与此 同 时 ， 在对外交流演 出 中也选送黄梅戏

剧 目 ， 如 ２ ０ １ ３ 年 ７ 月 新加坡传统艺术 中 心选送黄

梅戏 《血手印 》参加法 国
“

第 １ ４ 届 莎士 比亚 国 际艺

术节
”

；

２ ０ １ ４ 年 ９ 月 蔡碧霞女士携导演作 品黄梅戏

《老 鼠嫁女 》参加第 ２ ２ 届 国 际 印 度艺术节 ； 黄梅戏

参与各类艺术汇 演 ， 加 深其在新加坡乃 至 国 际 的

交流 。

随着 中 国 地方戏 曲 在新加坡传播 的 深入 ， 戏

曲观众发生 了 两个方面 的 变化 ，

一是欣赏 品 味 的

提高 ， 从大众娱乐 向 文化艺术 的欣赏转变 ；
二 是 随

着常规学校 和社会上艺术学校戏 曲课程 的 开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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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 曲教育 日 趋平 民 化 和普及 化 ， 使得 学生 和社会

人士能够较为便捷 的 获取学 习 资源 ， 有助 于 民众

掌握这 门艺术 的鉴 赏 和表演 能 力 ，

一部分 戏 曲 观

众逐渐发展 为 戏 曲 票 友 ， 促进 了 戏 曲 民 间 团体 的

发展 。

三 、在地演变 ， 稳健探索

中 国人 民 大学 国 剧研究 中 心执行 主任 、 北 京

外 国语大学艺术研究 院 院长孙萍教授在接 受 中 国

艺术报 的采访 中 说 ：

“

艺 术是一个 国 家 、 民 族文化

的最生动形象 的载体 。 让对方接触 到 并且懂得欣

赏你的艺术 ， 才能喜爱你 的文化 ， 才能真正 主动地

学 习你 的 语 言 。

”Ｍ “

新加坡 艺术之 家 的吴 书 玉 也

提倡创新 的新华剧 。 所谓新华剧乃 是用 白 话文写

成 、用华语演 出 的戏 曲 ， 希望可 引 起新一代新加坡

人对戏 曲 的喜爱 。

”
［ １ ］

５ ７ １

黄梅戏在新华剧 的 浪潮 中

逐渐进行 了 在地 化 的 演 变 ， 形成 了 具有新 加坡特

色和东南亚特点 的新加坡黄梅戏 。

（

一

） 语 言

“

新加坡早 期 华人是来 自 中 国 南方不 同 省 市

乡 镇的移 民 … … 新 加 坡华人要 发展 ， 必须 选 择一

种有价值 、高素质 的语言 ， 这个语言 当 然是 华语而

不是方 言 ， 华 语 是 唯 一 能 团 结 新 加 坡华 族 的 语

言 。

”
［
７ ］ １ １ ６ ａ ２ ２ “

唱念做打
”

是戏 曲 表演 的 艺 术手段 ，

其 中唱念是基 于地方性 的 语言表达 ， 黄梅 戏形 成

于安徽安庆一带 ， 其
“

大 白
” “

小 白
”

分别 为 安 庆官

话和安庆土话 。 新加坡来 自 安徽安庆一带 的华人

远不及福建籍 、广东籍 的 数量 ， 加之李光耀先生强

调华语 的普及 而非方 言 ， 新 加坡教育 中也 要求需

要 同时具有英语和华语 的能 力 ， 在这样 的环境 中 ，

华人能够掌握好两 门 语 言 已 实 属 不 易 ， 更 难顾及

他地方言 ， 由 此可见 ， 富有地方语言特色的 地方戏

曲产生 了在地化的演变也属 必然 。

黄梅戏在这样 的演变 中形成 了冠 以 普通话 、

闽南腔 的 唱腔 、念 白 。

“

由 于新加坡华人的 普通话

带有明 显 的 中 国 南方特别 是 闽 南 的 口 音 ， 所 以 新

加坡黄梅戏的表演在念 白 方面就表现十足 的 闽南

腔 。

”
［ ８ ］

２ ２ ５

与传统黄梅戏相 比 ， 具有 闽 南腔 的 华语

唱念虽少 了些许传统 黄梅戏 的 韵 味 ， 但在 地化 的

融合为黄梅戏打开 了一 扇 走 向世界 的 大 门 。 朗 朗

上 口 的 唱腔旋律 、具有兼容性 的剧种特点 ， 使得黄

梅戏迅速传播 开来 。 走进 当 地 中 小学 ， 进行黄梅

戏教学 、 汇演 ， 为 戏 曲 艺 术 的传播 与 传承 搭 建平

台 。 ２ ０ １ ３ 年 ９ 月 ７ 日 ， 在新加坡牛 车水人 民 剧 场

顺利举行 的
“

首届 狮城青少年戏 曲 汇 演
”

， 汇演 的

所有剧 目 均 为黄梅戏 ， 往后 数 届 黄梅戏 剧 目 都是

戏 曲 汇演 的重头戏 。

（
二

）剧 目

黄梅戏在新加 坡在 地化演变 的过程 中 ， 最为

突 出 的属 于剧 目 创新 ， 剧 目 呈现 了题材 、 内 容等在

地化 的审美取 向 ， 在跨文化传播 的进程 中 ， 逐渐 出

现 了一系列具有 东 南亚 色彩 、 南洋本土 气 息 的 剧

作 ， 这类剧作大体有两种类型 ：

一 是 改 编 经 典 名 著 、 剧 目 。 中外经典名 著 ， 剧

目 家喻户 晓 ， 观众对其有着 天 然 的 亲切感 ， 经典名

著 的改编最大限度 还原 了 原著 内 容 ， 选 取 的 故事

片段也是经过时 间 打磨人们喜 闻 乐 见 的 。 以 首届

狮城青少年戏 曲 汇 演 中 的 五部黄梅戏 剧 目 为例 ，

有 四部剧 目 是改编 自 经典 ， 其 中 改编 自 经典名 著

的 《 哪吒 出 世 》 《 孙 悟空 三打 白 骨精 》分别 取 材 于

《封神榜 》 《 西游记 》 ， 名 著 中众所周 知 的 典 型人 物

哪吒 、孙悟空等是青少年喜爱 的形象 ， 角 色所表现

的不畏 困难 、 勇 于挑 战 自 我 的 精神更具有 积极 的

价值导 向 。 另 外两部改编作 品 分别是 《 花木 兰 》和

《 麦克 白 》 ， 两部作 品 曾 被不 同 剧种搬演 ， 保 留 了 叙

事为 主的 表现形 式 ， 呈 现 了 花 木 兰 的飒 爽英 姿 和

麦克 白对 自 己 的利欲熏 心后悔不及 。 经典剧 目 改

编在遵照原剧表现形式 的基础上 ， 对原剧 中 唱功 、

做功 、打功等进行 了艺 术性 的 调整 ， 使之既不影 响

对原剧 的理解又使得演 员 能够最大 限度 地 驾 驭 和

表现角 色 。

二 是 创 编 以 历 史 题 材 、 童 话 或 神 话 故 事 、 现 代

题 材 等具 有 东 南 亚 文 化 内 容 的 黄 梅 戏 剧 目 。

“

在

新加坡戏 曲 学 院 的 创作 剧 目 中 ， 我 们 特别 强 调 为

演员 提供最大的创作空 间 。 戏 曲 艺术有 明 确 的美

学思想 ， 程式体系化 ，并且鼓励表演者在严格 的规

范 中 寻求美的再创造 。

”
［ ９

］

在历史题材创编上黄梅戏本身 的艺 术特色不

仅能够承载小家碧玉 的 抒情 ， 也能够进行宏 大 的

历史叙事 。 具有代表性 的是新加坡戏 曲 学 院创演

的黄梅戏 《郑和 》 ， 在异 国他 乡 ， 黄梅戏 《郑和 》再现

了这位 民族英雄 的伟绩 ， 亲善种族 、 呼唤世界和平

是每个时代 的旋律 ， 创 编具有 时代性 的 历史题材

更富有 了 一定 的 启 示意 义 。 在童话或神话故事创

编上 ， 取材于童话或神 话故事 素材 的剧 目 虽情节

内容相对简单但不 乏一 定 的 教育 意 义 ， 还 充分体

现 了 黄梅戏 的 亲 和 力 ， 尤其拉 近 了 青少 年 观众 与

戏 曲 的距离 ， 这类作 品 不仅受 到新加坡 当地小 观

众 的喜爱还受 到 国 际小 朋 友 的关注 ， 如取材于 印

度史诗 《 罗摩衍那 》的黄梅戏 《 放 山 劫 》 曾 受 印度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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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进行城市巡演 ， 黄梅戏 《 老 鼠嫁女 》赴 印 度参加

第 ２ ２ 届 国 际印度艺术节 ， 黄梅戏 《夜莺 的故事 》赴

丹麦参加安徒生诞生 ２ ０ ０ 周 年艺 术节 。 现代题材

的创编剧 目 观照 了 新加 坡现代生 活 ， 作 品 反 映 了

新加坡的 民 风 民 情 ， 这类题材 的 剧 目 与 当 下生 活

接轨 ， 吸引 了一批年轻观众 ， 代表性 的编剧作 品 是

黄梅戏 《新 民 的 故事 》 ， 剧 目 以 新加坡新 民 中 学 的

发展历史为题材 ， 将这所 民办华校 的建校历程通

过戏 曲 的 手法表现 出 来 。

“
一

出 戏浓缩 了 新加坡

华校 的峥嵘 岁 月 ， 新加 坡 的社会结 构 和 华族移 民

的历史也再次展现在新加坡观众的 面前 。

”
［ ８ ］

２ ２ ２

（ 三 ）表演

“

戏 曲有两个鲜 明 的特点 ：

一是演 出 样式 的 多

样性 ， 即 既有 唱 功戏 ， 又 有 做工戏 ， 还有 以 武 打 为

主或文武带打的戏 ；
二是表演程式 的 多层次性 ， 在

表演程式 中 ， 既有接近生 活 的 ， 也有纯技术 的 ， 还

有 中 间层次 的 。 样式 的 丰 富 和程式 的 多样 ， 带来

了舞台 的体验和 多元性 ， 不 只 有体验 的 、表现 的 ，

而且还包括纯技 术性表 演 。

”

黄梅 戏是 独 具

风格 的地方剧种 ， 在黄梅戏表 演 程式 中 既有 蕴涵

戏曲 表演体 系 的 基本规律 ， 又 有 富 有生 活气息 的

一招一式 ， 基于这一特性 ， 新加坡黄梅戏舞 台人物

塑造将具有 生活化 的行动 融入其 中 ， 创 作 了 一 部

部兼具生活气息 的黄梅戏作 品 。

新加坡社会是 由 多元种族构成 的 ， 种族之 间

的和谐共处关系 到社会 的 发展 与稳定 ， 无论是 生

活还是艺术 ，各种族常常 是 同一 时 间 、 同 一空 间 的

亮相 。

“

２ ０ ０ ３ 年新加坡举办第 四届
‘

青年剧展
’

， 新

加坡戏曲 学 院演 出 的 黄梅戏 《 放 山 劫 》 ， 就汇聚 了

华族 、 马来族 、 印 族 的学生演 员 ， 他们之 间 默契 的

配合 ， 保证了 演 出 的顺 利 进行 … … 该剧 男 女 主 角

分别 以华族学生 张宇豪 和 马来族学生 Ｆａ ｉ ｚａｈＢ ｔ ｅ

Ｓａ ｌ ａｎ 分饰 。 这在本地还 是第一 次 。

，＿
２ ０ １ ９ 年

第七届狮城青少年戏 曲 展 演 的舞 台 上 ， 新加坡伊

顿 中华幼儿园和新加坡传统艺术 中 心 的 小演员 表

演 的戏 曲联 唱 《 狮城小戏娃 》获得 了 广泛 的关注 ，

这些小演员 平均年龄 ４ 岁 左右 ， 来 自 包括欧洲 、 东

南亚等不 同地域 。

新加坡创编 的剧 目 中诸多 角 色是传统戏 曲 中

不为多见 的 ， 如果严格 以 行 当 划分 ， 那么 新创 的 人

物角 色难 以 进行 比较严谨 的 划 分 ， 但这 并不影 响

戏 曲 表演 的特性在人物 塑 造 上 的 反 应 。

“

行 当 是

在歌舞表演性格化的过程 中逐步形成和 丰富起来

的 ， 它从性 格化表演 开 始 ， 又 以 性格 化 表演 为 依

归 ， 是一个从形象创造到行 当汇集 、 又从行 当 到形

象再创造 的不断积累 、不断发展 的过程 ； 任何行 当

的表演艺术都不能代替角 色 的个性 。

”
［ １ ° ］ ９ ９

以 黄梅

戏 《 老 鼠嫁女 》为 例 ， 台 上猫 、 鼠 、 围 墙等形象是新

加坡黄梅戏 的 独特刻 画 ， 演 出 的 样式和 风格 服务

于 内容 的需要 ， 将卡通 色 彩 的人物 角 色 以 童真 的

造型艺术形象呈 现在舞 台 上 ， 童话题材 的 戏 曲 如

卡通片一般 ，赢得 了青少年 的喜爱 ， 更为戏 曲 的传

播与传承收获 了 年轻一代 的芳心 。

四 、结 语

新加坡是一个多 元文 化融合 的 国 家 ， 新加 坡

民众从小就受到各族文化 的 冲击 。 兼容并蓄 的 审

美取 向 使得新加坡 的 舞 台 更具有 开拓性 ， 诗歌 朗

诵 、 交响乐 、 多 民 族舞蹈 、 影像放 映 等艺 术 融合在

戏 曲舞台上 ，甚有英语版 的 黄梅戏剧 目 亮相 ， 虽是

一份探索 ，但也呈现 出 创 编 者 和 观众对这 门 艺术

的
一份关注 。 可见 ， 在 国 际舞台 上 ， 地方戏 曲 的发

展开始趋 向 多元 的 态 势 。 当前 ， 新加坡众多 的 华

语戏 曲 中 ， 黄梅戏 的发展 和在地化演变相对活跃 ，

这其 中 与各方力 量 的 推进 、 多元 教育形式 的实践

以及专业人士对黄梅戏在地化演变 的有力 探索密

切相关 ，其经验或许 能够 给其他剧 种 的传播与 发

展提供启示与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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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 语

在 资讯爆 炸 的信息 时代 ， 人们接受 资讯 的方

式 已经从被动转变 为 主动 ， 如何选择在适合 的媒

介上 ，运用恰当 的媒体语言和技法 ， 塑造 出 独特的

体验效果 ， 成为插 画设计 的 重要课题 。 动态插 画

不仅增强互动体验 ， 更表现 出 令人惊艳 的视觉观

赏体验 ， 它紧扣主题传递深刻 内 涵 ， 满足 消费者 的

审美追求 ， 在信息爆 炸 的 时代 已 然成为一种热 门

传播载体 。 当 下 ， 国 内外对动态插 画 的研究和开

发还有不少发展空 间 。 相信未来动态插画会越来

越被消 费者接受 ， 它潜在 的商业 和艺术价值会被

发展到新的高度 。 希翼未来 的插画设计师充分发

挥动态插画 的表现精神 与 内 涵 ， 同 时搭配不 同 技

法与载体 ， 突破消费者既定观念 ， 打造 出 新颖 的视

觉盛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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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ｈ ｅｅ ｒａｏ ｆｓ ｃ ｒ ｅ ｅｎｒｅａｄ ｉｎｇｗ

ｉ ｔｈｔｈｅｒａｐ ｉ ｄｄ ｅ 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 ｔｏ ｆ ｉｎｆｏ ｒｍ ａ ｔ ｉｏｎｔ ｅ ｃｈｎｏ ｌ ｏｇｙ ？ｄｙｎａｍ ｉ ｃ

ｉ ｌ ｌ ｕ ｓ ｔ ｒａ ｔ ｉｏｎ
ｇｒｏｗ ｓｒａ ｐ

ｉ ｄ ｌｙｗ ｉ ｔｈ ｉ ｔ ｓｈ ｕｇｅｖ ｉ ｓ ｕａ ｌａｄｖ ａｎ ｔ ａｇ ｅ ．Ｄｙｎａｍ ｉ ｃ ｉ ｌ ｌ ｕ ｓ ｔ ｒ ａ ｔ ｉ ｏｎｃａｎａ ｃｃ ｕ ｒ ａ ｔ ｅ ｌｙ ？ｃ ｌ ｅ ａ ｒ ｌ ｙ

ａｎｄｑ ｕ ｉ ｃｋ ｌｙ
ｃｏｎｖｅｙｔｈ ｅ ｉｎ ｆｏ ｒｍ ａ ｔ ｉ ｏｎｔｏｃｏｎｓ ｕｍ ｅ ｒ ｓ ，ｅｎ ｒ ｉ ｃｈｔｈ ｅ ｉｎ ｔ ｅ ｒａｃ ｔ ｉ ｖ ｅｅｘｐ ｅ ｒ ｉ ｅｎ ｃｅ ，ｍ ｏ ｒ ｅｅａ ｓ ｉ ｌ

ｙｃ ａｕ ｓ ｅ

ｅｍｏ ｔ ｉｏ ｎａ ｌｒｅ ｓｏ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ｍ ａｘ ｉｍ ｉ ｚｅｔｈ ｅｃｏｍｍ ｅ ｒｃ ｉ ａ ｌｖａ ｌ ｕ ｅ ．Ｔ ｈ ｉ ｓ
ｐ ａｐｅ ｒｅｘｐ ｌｏ ｒ ｅ ｓｔｈｅｃｈａ ｒａｃ ｔ ｅｒ ｉ ｓ ｔ ｉ ｃ ｓｏ ｆｄｙ

？

ｎａｍ ｉ ｃ ｉ ｌ ｌ ｕ ｓ ｔ ｒａ 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ｓｕｍｍ ａ ｒ ｉ ｚ ｅ ｓｔ ｈ ｅｄ ｅ ｓ ｉｇｎ ｉｎｇｐ ｒ ｉｎｃ ｉ ｐ ｌ ｅ ｓｏ ｆｄｙｎａｍ ｉ ｃ ｉ ｌ ｌ ｕ ｓ ｔ ｒａ ｔ ｉｏｎ ，ｗｈ ｉ ｃｈｐ ｒｏｖ ｉｄ ｅ ｓｔｈ ｅ

ｔ ｈ ｅｏ ｒ ｅ ｔ ｉ ｃ ａ ｌｓ ｕｐ ｐｏ ｒ ｔｆｏ ｒｔｈ ｅｄ ｅｖｅ ｌ ｏｐｍ ｅｎ ｔｏ ｆ ｉ ｌ ｌ ｕ ｓ ｔ ｒａ ｔ ｉｏｎｄ ｅ ｓ ｉｇｎ ｉ ｎｆｕ ｔｕ ｒ ｅ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ｄｙｎ ａｍ ｉ ｃ ｉ ｌ ｌ ｕ ｓ ｔ ｒ ａ ｔ ｉ ｏｎ

；ｓ ｃ ｒ ｅｅｎｒ ｅａｄ ｉｎｇｅ ｒａ ；ｅ ｎ ｔ ｅ ｒ ｔ ａ ｉｎｍ ｅｎ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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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 ｔ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 ｉｏｎｏｆＨｕａｎｇｍｅｉＯｐ ｅｒａｉｎＳ 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ａｎＣｈ ｉ ｑ ｕ 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 ｔ ：Ｔ ｒａｄ ｉ ｔ ｉｏｎａ ｌＣｈ ｉ ｎ ｅ ｓ ｅｏ ｐ ｅ ｒａｗ ｅｎ ｔａｂ ｒｏ ａｄ ，ｗｈ ｉ ｃｈ ｉ ｓｒ ｅｑｕ
ｉ ｒｅｄｂ ｙｔ ｉｍ ｅ ｓｂａ ｓｅｄｏｎｏ ｖ ｅ ｒｓ ｅａ ｓ ．Ｔｈ ｅ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 ｔａｎｄｄ ｉ ｓ ｓ ｅｍ ｉｎａ ｔ ｉｏｎｏ ｆＨ ｕａｎｇｍ ｅ ｉＯ ｐ ｅ ｒａｂ ｅｇａｎｔｏ
ｇｏｏｎｔｈｅｒ ｉｇｈ ｔｔｒａｃｋａ ｆ ｔ ｅ ｒｔｈ ｅｆｏｕｎｄ ｉｎｇ

ｏ ｆ

Ｓ ｉｎｇａｐ ｏ ｒ ｅ ．Ｅ ｓｐ ｅ ｃ ｉａ ｌ ｌ ｙｓ ｉｎ ｃ ｅｔｈ ｅｎ ｅｗｃｅｎｔ ｕｒｙ ，ｕｎｄ ｅ ｒｔｈｅｂ ａ ｃｋｇｒｏ ｕｎｄｏ ｆＣｈ ｉ ｎａ
＾

ｓｒａｐ ｉ ｄｄ ｅ ｖｅ ｌｏ
ｐ
ｍ ｅｎｔａｎｄ

ｔ ｈ ｅｖ ｉ ｇｏ ｒｏｕ ｓ
ｐｒｏｍ ｏ ｔ ｉｏｎａｎｄｇｕ ｉ ｄａｎ ｃ ｅｆｒｏｍＳ ｉｎｇａｐｏ ｒｅ

ｇｏｖｅ ｒｎｍ ｅｎ ｔａｎｄｐ ｒ ｉｖａ ｔ ｅｓ ｅ ｃ ｔｏ ｒ ，Ｈ ｕａｎｇｍ ｅ ｉＯｐ ｅ ｒａ

ｈａｓｂ ｅｃｏｍ ｅａｎ ｉｎｆ ｌｕｅｎｔ ｉａ ｌｔ ｒ ａｄ ｉ ｔ ｉｏｎａ ｌ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ｏｐｅ ｒａ ｉｎＳ ｉｎ
ｇ ａｐｏｒｅａｆ ｔｅｒｍｏ ｒｅｔｈａｎｔｅｎ

ｙｅ ａ ｒ ｓｏｆｄｅｖｅ ｌｏｐ
？

ｍ ｅｎ ｔ ．Ｔｏａｎａ ｌ ｙ
ｚｅａｎｄｅｘｐ ｌ ｏ ｒ ｅｔｈ ｅｄ ｅｖｅ ｌ ｏｐｍ ｅｎ ｔａ ｎｄｅｖｏ ｌ ｕ ｔ ｉｏｎｏ ｆＨｕａｎｇｍ ｅ ｉＯ ｐ ｅ ｒａ ｉ ｎＳ ｉ ｎｇａｐｏ

ｒｅ ｉ ｓｏ ｆ

ｇ ｒ ｅａ ｔ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ａｎ ｃ ｅｔｏｐ ｒ ｏｍｏ ｔ ｅｔ ｈ ｅｓ ｐ ｒ ｅａｄｏ ｆｔ ｒａｄ ｉ ｔ ｉ ｏｎａ ｌＣｈ ｉ ｎｅ ｓ ｅｏｐ ｅ ｒａａ ｂ ｒｏａｄ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Ｈｕａｎｇｍ ｅ ｉＯｐ ｅ ｒａ

；Ｓ 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ｄ 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 ｔ
；ｅｖｏ ｌ ｕ ｔ ｉｏ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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