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越剧心连心串词(大全10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
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越剧心连心串词篇一

越剧是中国优秀的剧种之一，它不仅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进
行了深度传承，也融合了很多现代的元素，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观众。在观赏越剧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它独特的
魅力，并从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段：迷人的唱腔

越剧的唱腔是其最为魅力的部分之一。它将中国南方的民歌
和北方的曲艺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在场地、木
鱼、板凳和换嗓等元素的辅助下，唱腔变幻多样，节奏明快，
让观众不禁跟随节拍打起节来。当越剧女子高亢的嗓音响起
时，我常常会不自觉地陶醉其中，深深地感受到了华夏民族
文化的异彩纷呈。看到越剧演员们用婉转动听的声音演绎人
物的内心感受和命运历程，我不仅感受到了唱腔的美，还从
中领悟到了对人生坎坷、苦难和坚强打拼的认识。

第二段：凝练的表演

越剧表演的特色之一是大量运用身段和面部表情来表达情感。
演员在舞台上流畅的身段转换，以及刻意加强的面部表情，
在表演中将内心情感细腻地展现出来，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越剧表演从细节入手，注重刻画不同人物性格的细微差别和
社会语境的特殊因素。在越剧中，观众可以看到生动鲜活的
人物形象，也可以从中感受到人类情感的阴暗面和无奈面。



在观赏越剧的过程中，我从中发现，即使是在艰难的几个字
对话中，越剧演员也能通过情绪的表现和音调的变化，展现
出人物背后的复杂关系和对未来的种种希望和恐惧。

第三段：精彩的配乐

越剧配乐环节同样精彩。越剧传统管弦结合了清朝音乐和南
音乐风格，营造了一种独特的音乐气氛。随着故事情节的发
展，配乐的变化也随之而来，使情节发展得更加丰满、刺激
和紧凑。配乐中的交响乐和人声合唱也随着剧情起起落落，
细腻而饱满。越剧的配乐不同于现代流行音乐，更具有历史
感和人文气息，它很好地提醒我们，音乐是一个文化民族的
载体，人们常常可以从音乐中找到历史的足迹和文化的印迹。
观赏越剧的过程中，感受到音乐和人文的结合，让我不禁在
深刻反思中领悟到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深度和博大。

第四段：多重的故事意义

越剧的未来乘着昨日的翅膀。越剧不仅传承了掌中珠和昆曲
的优秀传统，而且在现代化之路上也在不断摸索。越剧中的
故事，往往会以历史故事、现实情境、家庭恩怨等情节为主
题，通过人物角色的性格特点向观众传达很多深刻的教诲和
寓意。在越剧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崇尚正义、嫉恶
如仇和爱国爱民的令人钦佩的品德。看越剧、听唱腔、读剧
本，真正助推传统文化走出去。

第五段：结语

观赏越剧是我一直以来喜欢做的一件事。每次看到那些苦难
的主人公，我总是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心理感应和共鸣，因为
他们真实了人生。越剧中展现的“平淡”、“奋斗”、“坚
韧”一些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内心深处。
因山而立，因水而行，越剧正如山水一样，具有中国文化的
深度底蕴和美丽姿态。纵观这篇文章，我发现越剧不仅是传



统艺术的代表，也是人类文化的尤物。每一次观赏越剧，都
让我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启发和帮助。我希望有朝一日，西方
友人能够从越剧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美和博大。

越剧心连心串词篇二

越剧作为中国传统文艺的代表之一，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
艺术魅力。作为一个从小生长在城市的孩子，我一直对越剧
抱有好奇心。最近，我有幸观赏了一场越剧演出，深深地被
其美妙的表现形式和情感内涵所折服。在这篇文章中，我想
分享一下在观赏越剧中的一些体会和感受。

第二段：越剧的历史和特点

越剧起源于中国浙江地区，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和演变。它
独特的音乐和唱腔、优美的舞蹈、传统的剧本和华丽的服装，
以及演员们精湛的表演艺术，使得越剧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之
一并享誉海内外。越剧的艺术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精致的化装和华丽的服饰、音乐表演和唱腔、舞蹈形式和表
演艺术以及传统文化内涵。

第三段：越剧对观众的吸引力

在我看来，越剧有很多吸引力的地方。首先是它华丽绝伦的
舞台效果，演员们精心打扮的容颜和艳丽的服装给人留下深
刻的印象。其次是越剧音乐和唱腔的独特韵味，这些音乐和
唱腔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让人产生一种深深的文化
认同感和情感共鸣。最后是越剧所展现的传统人文精神和道
德观念，这些道德观念和人文精神不仅对于中国观众有价值，
也能够让外国观众产生共鸣和理解。

第四段：越剧剧情和表演艺术

越剧的剧情多以传统的故事情节为蓝本，演员们通过细致的



表演和逼真的情感演绎，将观众带入到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中。
演员的表演艺术非常精湛，通过化妆、动作和表情等多种手
段，将人物形象刻画得生动鲜明。同时，在越剧的表演艺术
中，舞台布景和灯光效果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舞台灯
光变幻和布景的变化都能够有效地增强剧情的气氛效果。

第五段：总结

在观赏越剧演出之后，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同时也认识到了越剧的历史和艺术特点。越剧通过
其华丽绝伦的表演艺术和独特的舞台效果，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观众。通过观众的参与和支持，越剧得以在中国土地上不
断繁荣发展，深化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展现着传统文化
的历史价值。

越剧心连心串词篇三

（预备音乐：古筝曲《高山流水》）

画外音：泱泱华夏，山高水长，黑龙江边，有一少年学子，
意气风发、怀揣理想，跨越时代风尘，穿过时空隧道，直奔
曲阜杏坛。（音乐停）

学生：对！没错，这是孔子传经讲道的地方，我历尽千辛万
苦，终于找到了。

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学生：夫子先生，晚辈有礼了。

孔子：你是何人？来自何方？

学生：晚辈来自连云港市东海县和平路小学，是一名学生，
特来向夫子请教。（鞠躬）



孔子：免礼免礼，小朋友请坐。

学生：谢夫子。

学生：夫子，您被誉为先师，后人奉您为万世师表，晚辈今
日想向您求教——求学之道。

孔子：求学之道，先明何求。学知识与学做人，你认为该先
学什么？

学生：这个……这个……晚辈聆听夫子教诲。

孔子：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
有余力，则以学文。

学生：（摇头）恕晚辈才疏学浅，不能理解。

孔子：小朋友，在家要孝敬父母，出门要尊重师长，为人要
谦虚谨慎、讲究诚信，胸怀要有博爱之心，对仁者特别亲近。
这些事情做好了，如果还有剩余的时间和精力的话，再来学
习知识。

孔子：孺子可教也！

学生：那敢问夫子，我该如何去学习做人呢？

孔子：小朋友，你可以去从《弟子规》开始学习做人。

学生：《弟子规》？夫子先生，晚辈在东海县和平路小学，
早已能背诵《弟子规》了。你看，我这里还带有一套我们班
上学习弟子规的一个视频，晚辈放给您看，请夫子多多指点。

孔子：有请。

学生：（放光盘。镜头注视到舞台另一角落，学生排好队伍



准备朗诵。）

部分学生：学生背诵（以唱、说、表演为主）人数未定。

（穿古典服装，每人拿折扇，分句做动作表演诵读）

（领）入则孝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静听，父母
责，须顺承。冬则温，夏则凊。晨则醒，昏则定。出必告，
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

（领）出则悌

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何生。言语
忍，忿自抿。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呼人，
即代叫，人不在，己即到。

（领）谨而信

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话说多，不如少。惟其
是，勿侫巧。奸巧语，秽污词，市井气，切戒之。见未真，
勿轻言。知未地，勿轻传。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
错。

（领）泛爱众

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行高者，名自高。人所
重，非貌高。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己有能，
勿自私，人所能，勿轻訾。勿谄富，勿骄贫。勿厌故，勿喜
新。

学生：夫子先生，您看我们已经会背《弟子规》了，那是不
是我就已经学会做人了呢？



孔子：东海县和平路小学不愧为出名的.校外教育基地，自小
学阶段就重视道德之教育，力推《弟子规》，实是莘莘学子
之福气。但弟子规仅仅会背，还离做人却是相隔甚远。

学生：那？……那还要怎样呢？

孔子：《弟子规》重在践行。小朋友，以《弟子规》中的规
范条例去做事做人，长久坚持方能渐入佳境。望你借贵校之
优良环境，聆听老师之教诲，学好做人，学好知识，早日成
为德才兼备的一代英才。

学生：夫子教诲，晚辈铭记。

越剧心连心串词篇四

老家是嵊州，盛产越剧

我们没有带来任何一句台词

这里的嗓音都土生土长

那个假扮祝英台的女子

一甩水袖，就让我的心里

乱敲鼓板，梦里也在化蝶

村边那个没有名字的公园

一到夜晚，浮雕和树

会用夜幕或者月光罩起来

趁着鸟和花准备睡觉



牛鬼蛇神纷纷出笼

皇上开始微服私访

我的娘子就告别新婚的娘子

赴京赶考

有时候她叫李秀英

但送凤冠霞帔的不是我

我在大理石上，保卫龙袍和百裥裙

那些已老或未老的老旦们

脱掉工作服，用胭脂抹平年轮

摇身一变。我没有看清楚

娘子是什么时候变为丫鬟的

还会长胡子，比高跟鞋还高的

朝靴，让她好多次扭伤脚脖子

她们就这样搭台子，拆台子

总得把小姐和相公唱团圆了

才肯把早晨还给太极拳

把黄昏还给街舞和情侣

把阳光还给风景，然后



把公园的名字留给自己

越剧心连心串词篇五

越剧，又称“越调”，源自浙江绍兴，是中国戏曲中的一种
剧种。近年来，越剧已经走出了东南沿海地区，日益受到国
内外观众的关注和喜爱。本人最近有幸观赏了一场越剧，深
感其音乐表演、唱腔婉转动人、角色形象生动，不仅提高了
自己的艺术修养，也让我对这一文化产生了更深刻的认识。

第二段：音乐表演的独特魅力

越剧的音乐表演神韵恍惚，给人一种恣意飘逸的古朴之美。
剧中用的音乐器乐形式有铜管乐、弦乐、民族打击乐等，音
色各异互相呼应。演唱形式以背景音乐为辅，节奏曲调宛若
自然，悠扬动听，颇有一种“桃源歌谣”的意味。比如，紫
钗记中的杜鹃啼血、荣华富贵，咏春巷中的小曲念月，京剧
《牡丹亭》改编的《越剧版牡丹亭》中的“拜堂”，这些唱
段的人物造型强烈、音乐穿插相得益彰，加深了情节的层次
感，深入人心。

第三段：唱腔的婉转动人

越剧的唱腔相较于其他剧种，一般都是由女性演唱的，其音
调轻盈婉转，悠扬优美，具有极高的艺术观赏性。越剧唱腔
的音乐特点是“甜中带苦”，旋律优美悠扬，但语言却往往
表现出悲情、痛苦等真实的人性。如《越剧牡丹亭》中
的“拜堂”唱腔，以其优美的抑扬顿挫，婉转动情地表达出
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营造出具有强烈感染力的艺术氛围。

第四段：角色形象的生动塑造

越剧在角色形象塑造上往往也有其独特的表演方式。女性演



员们的嗓音婉转柔美，能非常好地再现角色的感情，并将角
色的形象表现得十分生动。在《越剧牡丹亭》中，李瓶儿仿
佛一个暮然婆娑的寡妇，风情万种，徐令宾则是一个心思婆
娑、怜惜儒雅的书生，他们似乎如同雕塑般站在舞台上，形
象十分立体，让观众沉浸在戏中。

第五段：结尾

总之，越剧凝聚了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多种艺术形
式融合在一起，呈现出婉转的音乐、动人的唱腔和生动的角
色形象。无论是从艺术的角度还是人文的角度出发，越剧都
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文化内涵。越剧继承了优秀的传统文
化，也在不断创新，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让世界了解和喜
爱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贡献了重要的力
量。

越剧心连心串词篇六

越剧是江南地区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戏曲，它深受中国
南方人民的喜爱。作为一个南方人，我对越剧情有独钟。近
日，我有幸观看了一场精彩的越剧演出，通过观看这场演出，
我对越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从中获得了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越剧的表演方式非常独特。越剧以其细腻的表演、婉
转的唱腔以及精美的戏服而著称。在演出中，演员们以精湛
的唱功和演技，将戏曲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众
面前。他们那婉转动听的嗓音如同天籁之音，使人陶醉其中。
而且，越剧的表演注重细节的刻画，演员们在演出过程中将
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进行了精心设计，给人一种与众
不同的艺术享受。

其次，越剧对于扮演人物的演员要求极高。在越剧中，演员
们不仅需要具备天赋的歌唱和表演才华，还需要具备对于戏
曲的深入了解和熟练的技巧。演员们必须通过学习角色的背



景故事和心理活动，深入理解并诠释角色的情感和思想。只
有通过对角色的深入揣摩，演员们才能将角色的性格特点演
绎得淋漓尽致。

再次，越剧作品的剧情也是吸引人的。越剧的剧情大多源自
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如《红楼梦》、《西游记》等，这些故
事情节扣人心弦，富有哲理。通过越剧的演绎，观众们能够
进一步理解这些经典作品，并从中领悟到生活中的道理与智
慧。越剧剧情中高潮迭起，令人陶醉其中，观众们往往在观
看演出过程中会被深深地吸引住，完全沉浸其中。

最后，越剧的演出对于艺术传承和教育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越剧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了
南方人民的深厚情感和生活理念。通过观看越剧演出，我不
仅仅是欣赏了一场精彩的表演，还深深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
魅力。越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艺术的
传承对于我国的文化自信和身份认同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
也拥有教育的意义。

总之，观看越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感受。越剧的独特
表演方式、演员的精湛演技、剧情的感人至深以及对于传统
文化的推动作用，这些都让我对越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向
往。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去欣赏和学习越剧，深入了解其
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通过观看越剧，我不仅仅是在
欣赏表演艺术，更是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越剧心连心串词篇七

理想，人生所向往和追求成功过程中，就是磨练人的意志，
酸甜苦辣。

我小时候经常有着不可思议的幻想。看见茶楼的姐姐又写单、
又端菜的，变相成为一名服务员为大众服务，同时，也是为
了满足自己寻求新鲜感的欲望。以后的每一天，我都尝试学



着服务员的样子，为爸妈“点”菜，为爷爷奶奶端菜，逐渐
下去，家人都夸我懂事啦，心里喜滋滋的。

上小学啦，看见教师在黑板上写字画画的自己又羡慕起来啦，
便想成为一名教师，为学生们服务，同时，更是为了满足自
己贪玩的欲望，爸爸给我买了一块小黑板，我在家里经常学
着教师的样子，在小黑板上又写又画的，把教师教给我的东
西再重新整理，写在黑板上，逐渐下去，我的成绩有啦明显
的提高，家人打心眼里高兴。

可是，这些所谓的理想，在我升上五年级之前已经忘的一干
二净啦。其实，理想只不过是你进步的一个警惕而已，它让
你向往，让你上进，让你不顾一切的去努力，努力做到最好。
可以说，理想是你踏上成功之路的导师，它会帮助你战胜一
切的困难险阻让你变得勇敢。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应该努力去奋斗，而且，理想不
应该只去想，你应该去做，如果只有盲目的想象，而没有实
际的行动，那么，你所谓的理想只是瞬间的幻想而已。

越剧心连心串词篇八

越剧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它以婉约、缠绵、细腻的唱
腔和舞台表演取胜，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近日，我有幸
观看了一场精彩的越剧演出，深受感动和启发。通过这次观
剧，我对越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在与观众的互动中，
我逐渐明白了越剧的魅力所在，也感受到了它对于观众的深
刻影响。

首先，越剧的唱腔独具特色，给人以美妙的享受。越剧采用
的是“腔腔唱”，音乐贯穿整个剧情，通过不同的音调和唱
腔来表达角色的情感和心理变化。越剧声腔婉转，音调高亢，
尤其是女演员的高亢婉转的嗓音更是增添了一丝别样的妩媚。
当越剧演员唱起来的时候，观众能够完全沉浸在音乐的世界



中，感受到戏曲的独特魅力。

其次，越剧的表演艺术形式丰富多样，舞台上的每一个细节
都能体现出艺术家的精心设计。越剧的舞美造型独特，色彩
鲜艳，服饰华丽，道具精良；另外，越剧中的表演方式也非
常丰富多样，包括唱、念、做诗、打舞、打格子和武打等多
种形式，将观众带入了一个个别样的戏曲世界，让观众欣赏
到了不同的艺术美感。

第三，越剧以其独特的故事情节和优美的艺术效果，让观众
产生了情感共鸣。我在观剧的过程中，目睹了一个个感人的
故事，被主人公们的才情、勇敢和善良所打动，甚至泪水止
不住地湿润了双眼。越剧中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不仅展现
了人性的美好，更是通过演员的精彩表演给观众带来了思考
和启发。

第四，越剧与观众的互动是观剧过程中的一大亮点。观众在
一定程度上参与到剧情中，与演员们进行情感交流。越剧演
出中，演员们常常与现场观众互动，唱、念、做诗、打舞等
互动环节更是让观众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这种互动不仅增
强了观众的参与感，也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和感受到剧情的发
展。

最后，越剧通过传承和创新，得以不断发展壮大。越剧作为
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近年来在传承和创新上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越剧团不断尝试新的艺术形式和表达方
式，通过现代技术手段来推动戏曲的发展，吸引了更多的年
轻观众。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在越剧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也表达了戏曲艺术的生命力和活力。

总之，越剧以其独特的唱腔和舞台表演艺术，吸引了广大观
众的关注和喜爱。通过观赏越剧演出，我不仅体验到了戏曲
艺术的魅力，也被其所传达的情感和思想所触动。同时，越
剧以其与观众的互动和不断创新的态度，展现了它作为中国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生命力。我相信，越剧必将在未来的
发展中继续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越剧心连心串词篇九

越剧流派 包括剧目、唱、念、做等各种艺术因素，集中体现
在所塑造的典型艺术形象中，其中，唱腔所具有的独创性最
强，特点最突出，影响也最大，因此人们称之为流派唱腔。
越剧的流派唱腔由曲调和唱法两大部分组成，在曲调的组织
上，各派通过旋律、节奏以及板眼的变化形成各自的基本风
格，在演唱方法上则通过发声、音色以及润腔装饰的变化形
成不同的韵味美。

王派——是王文娟创立的越剧旦角流派。王派唱腔很注重音
调节奏与语势感情的结合。王文娟的唱腔平易朴实，自然流
畅，韵味浓郁。在表演上，王文娟素有“性格演员”之称，
其唱腔也情真意切，运腔平缓委婉而且深藏着一种内在的力
量。王文娟的中低音区音色浑厚柔美，在唱段的重点唱句中，
则运用高音以突出唱段的高潮，从而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
王文娟的甩腔极具特色，句幅较长，委婉曲折，情深意长。
《孟丽君·游上林》是著名的王派唱段，风流皇帝察觉出孟
丽君可能是女性，借邀她同游上林步步进逼。女扮男装的孟
丽君则处处留神巧与周旋。王派优秀传人有孟莉英、钱爱玉、
周云娟、舒锦霞、单仰萍、洪瑛、李敏等。

袁派——是袁雪芬创立的越剧旦角流派。袁派唱腔的特点是
质朴平易，委婉细腻，深沉含蓄，韵味醇厚。袁派十分讲究
重点唱句的演唱，擅用喷口、气口、加虚词以及强音、顿音
等技巧进行特殊处理，造成演唱上的高潮。袁派的甩腔也常
通过句幅的扩充、节奏的顿挫、调式的交替、结构的变化，
使旋律迂回曲折，回味无穷。如《白蛇传·断桥》中的"到如
今，凤泊鸾飘两地怨"的甩腔，通过句头、句幅的乐汇扩充，
显得柔婉悠长。袁派优秀传人有戚雅仙、张云霞、李沛婕、



陈慧迪、徐琼、徐晓飞等。

范派——是范瑞娟创立的越剧小生流派。范派唱腔音域宽，
旋律起伏大，长句多，擅长运用抒情性较强的[慢板]揭示各
种人物的情感，曲调显得华彩而有气派；起腔小腔和甩腔更
具特色，往往通过对唱句尾音的装饰加花，或把伴奏的过门
作为唱腔延伸的手法，使唱腔更深情缠绵。在唱腔中不通过
过门，直接转调的特殊艺术手法，是范派的又一特色。范
派[弦下调]旋律性强，曲调抒情悠长，作为[弦下腔]的首创
者，范瑞娟不断创新，拓展这一曲调功能。如《宝莲灯·对
月思家》这段[弦下腔]，则吸收了[四工腔]明朗流畅的因素
使其显得明快而欢畅，且富有喜剧色彩，加上唱词是长短句
格式，在节奏上又作了多种变化，音乐节奏显得更加活跃。
范派优秀传人有丁赛君、陈琦、史济华、邵文娟、史济华等。

尹派——是尹桂芳创立的越剧小生流派。尹派的特点是委婉
缠绵，洒脱深沉，纯朴隽永，清新舒展，是一种典型的以柔
为主、柔中寓刚的风格。尹派的慢板优美舒展，尤其擅用大
段叙述性“清板”细致刻划人物感情；创腔时调动多种艺术
手段，如起腔的安排、插句的运用、板式的转换、甩腔的变
化等等，使整段唱层次分明。尹派的起腔有鲜明特色。它起
音较低，音调亲切自然，在不同剧目中根据不同人物的具体
感情，变化多端。如《山河恋·送信》中的“妹妹啊”，音
调亲切婉转，充满深情柔意，真切表达了对心上人的爱慕之
情。尹桂芳在塑造不同人物的音乐形象时，广泛吸收兄弟剧
种的营养，丰富自己。在《何文秀》的“哭牌算命”一场中，
唱腔以[四工腔]为基础，吸收借鉴了杭剧[武林调]和苏州弹
词的因素，创造了新颖的[算命调]。这种曲调说唱结合，节
奏灵活，幽默诙谐，声声入耳。 尹派优秀传人有：筱桂芳、
尹瑞芳、邢桂芬、尹小芳、陈书君等。

傅派——是傅全香创立的越剧旦角流派。傅派的唱腔极具特
色，尤其是她的甩腔，吸收了京剧长拖腔的特点，迂回曲折，
为突出总结性唱段和渲染人物情感，常用句幅扩展、节奏顿



挫、调式交替等手段，形成句幅特别长，又变化多的甩腔。。
《梁祝·楼台会》中，“记得草桥两结拜”这一段唱的甩
腔“马家势大亲难退”“势”字以重音演唱，又运用六度下
滑音的运气，唱完“大”字，戛然停顿，“亲难退”三个字
上加花扩展，在“亲、难”上用两个短促的小气口，抑扬顿
挫，表现了英台难以言状的悲痛和愤恨，这都是傅派典型的
甩腔。傅全香嗓音条件好，音域宽，音色甜亮，素有“金嗓
子”之称。她演唱的时候真假声结合，强调声音的位置和共
鸣，中低音委婉柔美，高音区峭拔明亮，高低音衔接很自然，
这样就形成傅派唱腔与众不同的特点。傅派优秀传人有：薛
莺、张金月、洪芬飞等。

徐派——是徐玉兰创立的越剧小生流派。徐玉兰唱腔的特点
是高亢激昂，热情奔放，刚柔并蓄，华彩跌宕。徐玉兰的常
用乐汇丰富，并始终以各种形态反复贯串于唱腔中，因此特
征音调鲜明。特别是起腔、甩腔旋律华彩，节奏多变，如
《红楼梦·金玉良缘》的起腔“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
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音调自低到高，层层上扬，
在“事”字上跳至最高音，然后快速下行，整句唱音域宽
至13度，淋漓尽致地宣泄了人物当时的感情。徐派优秀传人
有：金美芳、刘丽华、汤丽芳、刘觉、汪秀月等。

戚派——是戚雅仙创立的越剧旦角流派。戚雅仙的唱腔朴实
流畅，深沉含蓄。她的音域并不宽，但根据自己音色醇厚的
特长，充分发挥中低音区的唱腔旋律，呈现出独特的风格。
戚雅仙的唱腔不仅擅长表现悲剧情绪，也能创造出欢快、明
朗的唱腔。戚派唱腔的另一特点，是在平稳的旋律中常出现
下行小六度的跳进音调，或六度下滑音润腔，以加强语调，
渲染悲愤、哀怨、激动的情绪。尤其是[清板]起落分明，善
于根据唱词语调和人物感情在唱腔音调、节奏处理、润腔唱
法上巧妙进行多种细微变化，寓华彩于朴素，藏变化于平淡。
戚派唱腔善于通过特征音调的变化发展，赋予传统老戏特殊
的色彩，比如《梁祝》和《白蛇传》是越剧的骨子老戏，大
部分越剧演员都会唱，但戚派唱这两出戏由于特征音调贯穿



其中既充分抒发了人物的感情，有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个性
色彩。戚派优秀传人有：周雅琴、朱祝芬、王杭娟、邹红等。

陆派——是陆锦花创立的越剧小生流派。陆锦花最擅演穷生
戏，演“鞋皮生”和“破巾生”堪称一绝。她表演潇洒儒雅，
含蓄大方，动作简练传神；她的嗓音清亮，音质纯净，音调
朴实流畅，行腔松弛舒展，尤其讲究吐字清爽，声声送听，
听她的唱犹如一股清泉潺潺流入人的心田，清新柔美，耐人
寻味。陆锦花的唱腔由于是在马樟花唱腔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她演唱[尺调腔]时仍保留着不少[四工腔]的因素，因此听起
来别有风味。陆锦花的唱腔有鲜明特色，但她不是仅仅从形
式、技巧上着眼，而是始终把塑造人物放在中心位置。行腔、
润腔都是为了深刻揭示人物内心世界。陆派优秀传人有曹银
锑、陈文治、夏赛丽、黄慧、廖琪瑛、许杰、裘巧芳、张宇
峰、徐标新等。

毕派——是毕春芳创立的越剧小生流派。毕春芳唱腔明朗豪
放，流畅自如，具有粗犷的男性特点。她的嗓音脆亮，音域
较宽，底气充足，唱腔中常出现一种切分符点音型，因此行
腔棱角分明，音调富有弹性。她咬字有力，字音清晰，并强
调重音处理。毕春芳在创腔时，根据塑造人物需要常吸收越
剧其他流派、行当和兄弟剧种的音调融化在自己的唱腔中，
使唱腔生动活泼，富有新意。如《三笑·点秋香》中的起
腔“秋香姐姐呀”，吸收的是传统名剧《盘夫》中旦角严兰
贞的起腔“官人啊”的音调略加变化，使唐伯虎潇洒飘逸的
形象更为鲜明。毕派优秀传人有：杨文蔚、丁莲芳、董蓓芬、
丁莲芳、毕继芳、徐宁生、杨童华、张镇英等。

张派——是张云霞创立的越剧旦角流派。张云霞在表演和唱
腔中非常注重刻划人物不同的个性，比如在《游龙飞凤》她
一人饰演两个角色，她们是面貌相像而性格迥异的年轻女性，
一个是官宦小姐范楚楚，爱慕虚荣，李代桃僵。一个是农村
少女刘菁菁，不贪图荣华富贵，不畏惧权势；区别非常鲜明。
张云霞的唱腔中行腔变化丰富，真假音结合运用自如，吐字



清晰，在《李翠英告状》中诉状一段唱，她根据人物感情的
发展，用[尺调腔·慢清板]、[慢中板]、[中板]、[急快板]
等不同速度的板式，生动细致地表达了人物感情的层次。张
云霞擅演花旦，也擅演青衣、刀马旦、闺门旦，对同一行当
的不同人物，她根据各自的性格赋予不同的音乐形象。张派
优秀传人有：薛桂珍、袁小云、何赛飞等。

吕派——是吕瑞英创立的越剧旦角流派。吕派唱腔在继承袁
派委婉典雅、细腻隽永的风格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活泼娇美、
昂扬明亮的旋律色彩。吕派唱腔曲调活跃多变，擅长在中高
音区运用俏丽的小腔，较多采用大幅度的音程跳动使唱腔旋
律华彩，富有活力。在吕派唱腔的音调中常出现4音和7音两
个偏音，由此又促使了唱腔中频繁的宫徵调式转换；板式运
用也灵活多变，根据人物情绪变化，通过速度快慢、节奏松
紧，使旋律色彩丰富，对比鲜明，富于层次，具有新鲜感。
在润腔方法上，常用各种装饰音和切分音型细致传达人物内
心活动。吕瑞英创腔时，根据内容需要，善于向兄弟剧种横
向借鉴，丰富自己的音乐语汇。吕派优秀传人有：吴素英、
孙智君、赵海英等。

金派——是金采风创立的越剧旦角流派。金采风的唱腔婉转
秀丽，刚柔相济。她的嗓音明亮，行腔自然流畅，质朴中展
风采，秀婉中显棱角，柔中寓刚，端庄大方；咬字清楚，特
别讲究念白的抑扬顿挫，具有音乐性。金采风在继承传统的
基础上，按照自己对角色的体验和理解，不断对唱腔进行新
的探索和创造，尤其是对传统的[四工腔]，在音调板式、润
腔处理等方面加以丰富发展，使其焕发出新的光彩。金采风
的唱腔结构严谨，善于用不同板式和节奏、音调润腔的处理，
细致揭示人物感情深处的波澜，表演动作和唱腔音乐紧紧相
扣。金派优秀传人有：谢群英、黄美菊、裘锦媛、樊婷婷、
樊建萍、张杭英、陈莉萍、史燕彬等。

张派——由张桂凤创立。张桂凤组织唱腔的能力很强，能根
据人物感情变化灵活运用各种曲调、板式，使唱腔富有新意。



如《凄凉辽宫月》第六场中道宗猜疑皇后时唱的“一石投水
激波涛”这段[弦下腔]，以尺调式、正调式、北调式、自由
式的[弦下腔]混合组成，旋律丰富，节奏多变，唱腔深沉、
粗犷，符合人物的身份、性格，运腔又十分细腻。《李娃传》
中的“训子”吸收了绍剧的音调，充分表现出人物激愤的情
绪。张桂凤创腔时善于根据塑造不同行当、不同个性的人物
的需要，采取不拘一格、移花接木的方法选择和运用不同的
音乐素材。；《祥林嫂》中卫癞子的“东南西北全走遍”这
段唱，根据人物不务正业、四处游晃的特点，继承运用了越
剧早期的[平板]唱腔。这样做既突出了人物的个性，又使唱
腔富有地方色彩。张派优秀传人有：王金萍、张国华、孙伟
娟、吴群、蔡燕等。

越剧心连心串词篇十

因为《宫》和《步步惊心》的热播，让我突然又对穿越小说
有了兴趣，于是先后看了《梦回大清》和《不负如来不负卿》
这两本赫赫有名的穿越大作，穿越剧观后感2。我想大概有人
想我又out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才刚刚看这个……必须说，
我是比较out的，我想如果不是前面那两部的热播，说不定到
现在我也不去看着两本小说，主要是没有兴致去看，因为电
视剧就把我的念头调了起来了。

看《梦回大清》的时候，还没有想过要写这篇文章，只是觉
得小薇的个性比马尔泰若曦好很多了，认定了十三就一直走
下去了，即使心在痛，也对十三不离不弃。看的时候就觉得
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十三再怎么爱一个女人，在那个
时代是不肯能自始自终都只有小薇一个女人，不过小说嘛，
看看就好了，何必当真，但是当我看到结局时，心中说不出
的郁闷，这个到底算什么，小薇是穿越回来了，还是她真的
只是做了个穿越的梦？如果是穿越的梦的话，就感觉自己被
骗了，就像看恐怖片看到最后发现居然是一群精神病人的yy，
顿时觉得感情都浪费了。如果不是梦，那么在精神上那么依



赖小薇的十三后来怎么样了？（虽然我也知道，历史上十三
为雍正劳心劳力最后很早就死了，貌似只有三十几岁吧）于
是看的我就像有根骨头卡在了喉咙，吐又吐不出，咽又咽不
下，心中怎么一个郁闷了得。（看完《梦回大清》后觉得十
四是个可怜的孩子，《宫》中老八得到了女主，《步步惊心》
中老四最后得到了女主的心，《梦回大清》中十三得到了女
主……只有十四就是个喜欢女主却只能默默付出的孩子。也
许有写十四的书，但是我读的比较少所以没有看到？）

看完了《梦回大清》后，接着就看了《不负如来不负卿》，
会看这本书还是因为六世**仓央嘉措的“世间安得双全法，
不负如来不负卿。”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是源于电影
《情颠大圣》最后片尾出现的一句词，虽然电影不怎么的，
但是就是最后觉得这句词提升了整部电影给我的感觉，于是
我就想看看作者是怎么把一个在历史上比较有争议的名僧写
的让大家念念不忘的。

我还记得在这本书看到四分之一的时候，我当时真的这本书
整个一个小清新，没有虐心虐肺的剧情，没有男女主角的疑
心猜忌，没有有意或者无意的伤害。虽然身体精神受到了打
击，虽然生活出现过困苦，但是他们始终一路走来，相互扶
持，即使期间有十年、十年又十六年的孤单一人，但是对方
从来没有离开过心中。

很佩服作者，作者有很深的佛学功底，在写这本书之前，也
查看了很多相关资料，作者还原了一个历史上有争议的鸠摩
罗什，仿佛作者笔下了那个鸠摩罗什就是历史中的鸠摩罗什。
历史上除了对他的佛学贡献和简单的一些生平外，最多也就
是他破戒娶妻，晚年又有妻妾这类的事情吧。（想想写历史
的人也挺八卦）也许就是留下的史实不多，而且年代久远，
史料是真是假，或是真有几分假又有几分谁都说不清，于是
给了作者发挥的空间，于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这本《不
负如来不负卿》真是写的让我拍案叫好呀。



另外要说作者的巧妙就在于，当女主穿越过去后，她就成了
历史的一部分，即使她知道事情的结局，无论她如何努力，
历史还是朝着他既定的方向发展。说道这里，又想到了前段
时间看的日剧《仁医》（不好意思，比较会联想。这是日本
拍的一部穿越剧，是说当代的医生穿越到江户时代的故事，
虽然当中觉得男主的个性有些婆婆妈妈，但是不得不说还是
很有深度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里出现多一个词“历史的
修正力”——即，历史会按照他既定的轨道发展，当你妄图
改变什么的话，历史的修正力就会将你的努力化为零。于是
艾晴的出现就成了历史既定的轨迹，因为艾晴，罗什才舍小
乘学大乘，因为艾晴，罗什破戒、娶妻，（当然这里面也有
那种乱世下被迫的成分，但是就是因为那个让罗什破戒的人
是艾晴，所以罗什无悔，也因为这样他才在后世引起那么多
争议吧）因为艾晴，罗什到中原弘扬佛法，因为艾晴，罗什
才决定翻译佛经……所有的事情都沿着那史料上记载发生着。

个人觉得这是本很值得看一看的书，（当然这本书有点像一
本佛学“扫盲本”，作者用很多笔墨解释书中出现的经文，
佛法以及史实，只要能理解看的时候pass这一部分也是可以
的啦，我是感觉自己完全中了鸠摩罗什的毒了，呵呵）写这
篇文章就是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出了，写的比较凌乱，大
家就凑合看吧，还有些体会没有写出来，怕写出来就更凌乱
了，就先写到这里吧，下次写那么长的观后感就不知道是什
么时候了，请大家慢慢等，不过不要有期待，因为我也不知
道会不会还有一本书或者一部电视剧之类的让我有那么多感
触了。那就先这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