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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在台湾落地生根已有50多
年，从昔日慰藉乡愁的小众艺术，变成
拥有广泛观众基础的艺术门类。台湾
豫剧是如何吸引和培养年轻观众的？
又是如何靠卖票存活至今的？王海玲
很乐于与大陆同行分享经验。

王海玲说，台湾的年轻观众喜欢
流行艺术和西方的舞台剧、歌剧等。
为了争得一席之地，台湾豫剧团一方
面努力提高技艺，每年要排 3个新

戏，另一方面发力“笼络”年轻观众。
“我们把豫剧讲座搬进校园，用幻

灯向大中小学生们普及豫剧知识、展
示唱念做打的真功夫，培养其兴趣；经
常排一些适合年轻人口味的、跨不同
文化背景的豫剧，只要是年轻人喜欢
的，我们就会尝试。”王海玲说，在台湾，
连《樱桃小丸子》《威尼斯商人》也被排
成了豫剧，通过营销，目前剧场内年轻
观众的比例保持在60%到70%。

“台湾豫剧皇后”来洛 临场加戏获满堂彩
在《秦少游与苏小妹》演出中，饰演秦少游的王海玲用地道河南腔加了一句“我已约定
几位好友，同赴洛阳赏花”，赢得现场观众热情的掌声

□记者 王妍/文 杜武/图

12日、13日，由台湾豫剧团表演、
“台湾豫剧皇后”王海玲主演的新编豫
剧《刘姥姥》《秦少游与苏小妹》在市工

人俱乐部上演。
在演出中，62岁的王海玲不仅以

精湛的表演征服了观众，而且为洛阳
临场加戏，让扬州才子秦少游到汴京
赶考前，不忘到洛阳赏花……

她8岁登台表演豫剧，被称作“八
龄神童”；从艺50余年主演过150出
剧目，演遍生、旦、净、丑等各个行当；
获台湾最高文艺奖章，迄今保持着该
奖项最年轻获奖者的纪录……

12 日、13 日，有“台湾豫剧皇
后”之称的王海玲与台湾豫剧团一
道来洛演出，在市工人俱乐部上演
了《刘姥姥》《秦少游与苏小妹》两出
新编豫剧。

新编豫剧《刘姥姥》改编自河北评

剧《刘姥姥》，《秦少游与苏小妹》则取
材于宋代文豪苏东坡之妹苏小妹与扬
州才子秦少游的爱情佳话。精彩的情
节，精湛的表演，使演出场场爆满，观
众叫好连连。

此次已不是王海玲首次来洛，
2001年4月，她就曾在洛阳演出过《中
国公主杜兰朵》与《大脚皇后》。她说：

“河南是豫剧的‘原乡’，有我们取之不
尽的营养。我们愿意经常回来表演、交
流、取经，让豫剧在台湾更好地发展。”

在《秦少游与苏小妹》的演出中，
饰演秦少游的王海玲与苏东坡作别
时，用地道的河南腔来了句：“我已约
定几位好友，同赴洛阳赏花。”此语一
出，观众十分买账，顿时掌声四起。

演出结束后，我们得知戏文中原本
没有这句话，是王海玲临场为洛阳加的
戏。这种临场加戏的表演，是台湾豫剧
与河南豫剧的一个显著不同点。

王海玲说，台湾豫剧整体上保留
了河南豫剧的风格与特点，但受不同
市场、文化氛围影响，台湾豫剧“变
通”的地方比较多。比如，其唱腔与
河南本土豫剧相比更显温婉抒情，个

别难理解的河南话词语也不再出现。
虽然“入乡随俗”，但为了保留豫

剧的原汁原味，他们常与河南的豫剧
艺术家们合作，比如现在的音乐就是
邀请河南的豫剧艺术家创作的。

台湾豫剧团的演员都是土生土长
的台湾人，如何学习河南话？王海玲
说，自己自幼入团，师傅们要求严格，
连日常说话也不能说普通话，得说河
南话，否则便要受罚。也正因此，她才
练成了地道的河南腔。现在的年轻演
员，除了通过视频、录音学习河南话，
每年还要到河南交流演出，借机向河
南本土豫剧演员学习。

开拓市场、争取年轻观众，乐与大陆同行分享经验

地道河南腔打动观众，临场加戏获满堂彩

“台湾豫剧皇后”回“原乡”表演取经

□记者 赵硕 特约记者 王高潮

本报讯 昨日，中国洛阳·2014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名优产品博览会（下
称农博会）进入最后一个展日。截至昨
日10时，共有15万人次的游客、市民、
客商等走进本届农博会现场。5天内，
农博会成果喜人，零售额达420万元，
签约额达61.9亿元。

10日上午，在中国洛阳·2014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投资合作项目签约仪
式上，我市收获25个农业招商引资项
目，总投资达57.7亿元；在11日上午的
农超对接活动中，36家采购商或生产商

成功“联姻”，签约额达4.2亿元。
另外，本届农博会还设了一系列

展销奖，由现场市民、游客、客商等参
与投票。最终，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的远洋渔业系列产品、北京农
发福地实业有限公司的农发福地牌鲜
米、洛阳伊众清真食品有限公司的伊
众牌自助调理牛排和洛阳正大食品集
团的正大安心肉等15家企业的产品被
评为最受消费者欢迎产品，另有15家
企业的产品获得产品包装创意奖，15
家企业获得现场营销创意奖，中国农
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许昌市农业局
等18家单位获得最佳组织奖。

持续5天的农博会闭幕

零售额420万元，签约额61.9亿元

● 连日来，我市部分二级医院的
首批36名医生已奔赴各县（市）的乡镇
卫生院，开展对口帮扶工作。市卫生部
门开展的为期3年的对口支援工作正
式启动，今后，将有更多城里的医生分

批下乡“服役”。（李砺瑾 郑君薇）
● 在日前落幕的第三届中国豫剧

节上，我市豫剧团体喜获殊荣。由洛阳
豫剧院演艺有限公司同河南省豫剧院青
年团共同创作排演的新版豫剧《穆桂英
挂帅》获优秀剧目奖，洛阳豫剧院演艺有
限公司演员关美利及张松晓、李向锋共
同获得优秀表演奖。（潘立阁 王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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