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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乱弹（原名黄岩乱弹）是台州唯

一的地方剧种，起源于明末清初，抗日战

争前，有班社 28个。1953年，老艺人俞宝

玉召集流散艺人组建黄岩新芳乱弹剧团

（后该称黄岩乱弹剧团），同年被文化部列

为全国318个地方剧种之一。一个剧团代

表一个剧种，当时被称为“天下第一团”。

台州乱弹有300多个剧目，本家戏就有

“七阁八带九记十三图”。剧团排演的《拾儿

记》《空花轿》《荒魂》被专家誉为“中国剧坛

上散发着浓郁地方特色的一朵兰花”。

台州乱弹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其唱腔

十分丰富，以乱弹为主，兼唱昆曲、高腔、

徽调、词调、摊簧等，还有许多表演绝技，

如“耍牙”“一马双鞍”“钢叉穿肚”等。其

舞台语言以中原音韵结合“台州官话”，充

满民语乡韵，独具特色。

台州是南戏发祥地之

一，其戏曲始于唐代参军戏。

在南戏《张协状元》中就有不

少台州方言，并有曲牌“台州

歌”。1987年，黄岩灵石寺塔

大修时，发现五代时期戏曲

人物砖刻。这一发现，被颜

长珂先生称为“中国目前最

早的戏曲实物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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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栏目另附详细说明及样文，请向本刊编辑部索取。欢迎全

国各地高中教师长期向本刊推荐优秀学生作品或自己的创作，也可

自发组织学生参与相关栏目的写作（具体选题可来信来电咨询），或

提供主题策划性栏目的选题。为提高投稿效率，欲参与约稿类栏目

的教师请先与责任编辑交流，商定主题后再行组织写作。

投稿信箱：lucn@jxyk.com；liy@jxyk.com

编辑部电话：0571-88213126

《《作文新天地作文新天地》（》（高中高中））
栏目简介栏目简介

策 源 地 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反映高中校园动态的主题写作，如“运动的风采”“温

情的课堂”等；另一类是本刊策划的主题写作，如“师友说”“感悟冬天”“异域

见闻”等。

印象社团 各高中学校的文学社团介绍，包括文学社特色、社团成果、办社经验等，并附

2～4篇优秀社员习作。

天地方寸 高中生优秀习作。题材体裁不限，要求格调明朗，积极向上，反映年轻人的思

想与朝气。每篇字数800～2500。

阅读视界 本栏目旨在从阅读中开拓视野，训练思维的深度与广度。借鉴群文阅读的理

念，从写作的角度选择话题。话题类型有四种：写作的艺术表现手法系列；写作

的谋篇布局系列；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塑造系列；作家写作特色系列。选文要求：

符合话题的典型文本；尽量选经典的文本，最好避开教材中的或学生熟知的内

容；每个话题3～4篇；注明出处。

古趣今编 从古代笔记小说或笑话集中，直接选取优秀材料，进行改编，使学生在会心一笑的

同时，减少对文言文的违和感，拉近与文言文的距离。

课堂写作 由一线教师根据教学实际，选取课本中写作单元的题目指导学生写作，该栏

目旨在引导学生练好写作基本功，同时为其他教师提供同题作文教学思路。

课文精读 对高中语文必修篇目进行精读、深读，以及延伸阅读，深入挖掘课堂上不能一

一细讲之处，引导学生读者品味课本中经典作品的精妙所在，同时为教师读

者提供一些讲授必修课文的新思路。本栏目作者限定为高中在职教师。字

数不严格限定，一般为3000左右。

考场专递 选择各地区规模较大、较有影响力的联考，呈现真实的考场作文，

真实的得分，再加以点评、考题分析，力图为更多学生的高考

备考。

名师讲坛 约请名师撰写有关作文或阅读指导的文章。本栏目可做连载2～4

期的小专题，分几次将写作中的某个重点或难点做深入剖析，并指

导对策，每期字数4000左右。

读写杂谈 多角度探讨提升阅读品质与写作水平的种种思路和方法。相比

于“名师讲坛”栏目，更注重实用性，笔调宜轻松，避免学术性，字

数不超过4000。

师者文心 高中教师的教学随笔或各类文学创作，字数不超过3000。

英语写作 形式有二。一种是呈现英语高考试题，对写作进行指导，附以考

生优秀作文，并以点评揭示其闪光点，以作借鉴；另一种是引导学

生阅读英、美等国原汁原味的英语短文，以更好地分析英语的语

篇特征，增加对英语文化的了解，从而提高其阅读和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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