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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戏曲戏曲 进入进入““新常态新常态””展现新前景展现新前景
□安 葵

在我们回顾2014年戏曲艺术的发展态势时，欣喜地看到，这
一年的成果是丰硕的，虽然仍然存在很多忧患，但与经济形势相
似，戏曲的发展也进入了“新常态”，并展现出新的前景。

京剧、昆曲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

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之后，京剧、
粤剧、藏剧等也先后入选这一名录；自2006年起，我国也开展了
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国家对传统戏剧，首先是对昆
曲、京剧的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强。7个昆曲院团、11个国家级京剧
重点院团以及省级的重点京剧院团都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资金
和政策的支持。通过举办京剧节、昆剧艺术节等活动，展示新的
创作成果，在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前提下，大家对
京剧、昆曲在艺术上如何健康发展也不断达到新的共识。应该
说，京剧、昆曲都已进入一个相当稳定的发展阶段。

2014 年 11 月文化部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第七届
中国京剧艺术节，演出了近30台大戏和一台折子戏，这是近年京
剧创作的一次检阅。演出剧目继续体现了整理改编传统戏、新编
历史剧和现代戏“三者并举”的方针。新编历史剧和根据传统戏
改编的古代剧都具有各自的新意与特点，同时京剧表现近代和
现代生活的努力没有停步。

创作者努力把堪称中华民族脊梁的人物——从伟大诗人屈
原到抗日英雄杨靖宇一一搬上京剧舞台，体现了民族精神和时
代精神。许多作品对历史文化进行新的反思，传递思想的正能
量。如《春秋二胥》和《金缕曲》描写了伍子胥和申包胥之间以及
顾贞观和吴兆骞之间因信念与友谊的冲突而陷于抉择的痛苦之
中。作品通过揭示人物的心灵从而引起人们新的思考，也体现了
人性的光辉和友谊的温暖。

多台剧目体现出创作者在重视剧目思想内容的同时，也重
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重视演员表演艺术和京剧特色的发挥。如
天津京剧院创作演出的《康熙大帝》，在表现康熙完成统一大业
的同时也着重揭示了他的内心情感，作品具有浓重的历史氛围，
表现了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

再如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演出的《赵佗》，把秦汉两朝雄
踞岭南而维护祖国统一的南越王赵佗的形象搬上了京剧舞台。
裴艳玲的精彩表演使这一历史人物内心的波澜展现在观众面
前，透露出一种历史的苍凉感。

思想的开掘与形式的创新经常是并行的。《金锁记》《知己》
等作品继续探索京剧新的表现形式的可能。《金缕曲》的主演之
一麒派演员陈少云认为，京剧样式可新，故事可新，表演可新，但
京剧的味道不能丢。要在新的表演创作中传递传统之美。

2014年是梅兰芳诞辰120周年，北京和各地举行了各种纪念
演出和研讨活动。京剧节上演出的《梅兰霓裳》和此前演出的《麻
姑献寿》等剧目使我们得以更全面地了解梅先生的艺术创造。

这次京剧艺术节的另一个特点是许多院团都尽量使用本团
的演员，着力于本团演员的培养和角色、行当、流派的全面发展。
而本届京剧节不评奖，加强评论，也起到了推动京剧人逐渐淡化
评奖意识而注重艺术本体的建设。

昆曲院团则在慎重选择适合的题材进行新的创作的同时重
点进行艺术的传承。2014 年 12 月，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昆曲传承
汇报演出，各昆曲院团老中青三代演员集中演出了不同版本的

《牡丹亭》。这是本年度一道亮丽的风景。
“老树着花无丑枝”，老艺术家在规范中进行创造，在精致的

表演中显示出昆曲独特的韵味。“雏凤清于老凤声”，年轻演员在
向老一辈学习的同时，体现出青年一代对传统的新的理解。值得
注意的是，在这些京剧和昆曲演出的剧场中，年轻的观众都占了

多数。这表明，优秀的传统艺术，已逐渐为青年人所热爱和追求。

地方戏的剧种特点和优势正在显现

继对京剧、昆曲的扶持政策之后，2013年下半年文化部出台
了对地方戏曲的重点扶持政策，2014年上半年在南京和北京分
南北两片举行了第四届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展演。许多省市自
治区也出台了对地方戏具体的扶持政策和措施。为庆祝新中国
成立65周年，文化部举行了优秀剧目展演，同时有数个省组织剧
团进京演出。文化部艺术司以及中国剧协与有关省市举办了中
国评剧节、中国越剧节、中国秦腔艺术节等，有的省市也举办了
艺术节和戏剧节。在这些演出活动中不仅涌现出许多优秀剧目，
而且表现出地方戏正处于较好的发展态势，剧种的特点和优势
正在逐步展现。

在各地方剧种中，河南豫剧的生存环境一直是比较好的，近
年河南省举办了戏剧名家推介工程，对多位知名表演艺术家、剧
作家、导演艺术家、作曲家等进行推介研讨，对艺术家的尊重进
一步激发了创作的积极性。除传统戏、古装戏受到观众欢迎之
外，现代戏也继续保持旺盛的创作势头。如河南省豫剧院三团演
出的《焦裕禄》，塑造了优秀共产党员干部感人的艺术形象，具有
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优美的黄梅戏曲调在安徽以及湖北等地的广阔城乡回荡，
《小乔初嫁》《徽州往事》《六尺巷》《寂寞汉卿》等剧目都使人耳目
一新。黄梅戏来自民间，这些新作品追求较高的文化品位，同时
保持了黄梅戏清新活泼的民间特色。

同样是生长于民间的越剧继续以精品赢得观众。在上海、浙
江以及南京、福建，越剧的各个艺术流派都拥有众多痴迷的观
众。福建芳华越剧团恢复演出《沙漠王子》和新创《柳永》展现尹
派艺术的魅力，上海越剧院新创的《甄嬛》和《双飞翼》汇集了中
年和青年的优秀演员，努力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而茅威涛的

《二泉映月》等作品的刻意创新则意在打破人们在艺术上的稳定
观念，引起大家对越剧发展的思考。

江苏的锡剧继《二泉映月·随心曲》之后，又创作演出了《一
盅缘》，表现出柔美抒情的江南风格。而吉剧《站醒台》、龙江戏

《鲜儿》等则具有鲜明的东北地域特色。
山东梆子多年来有些沉寂，2013年文化部与山东省联合举

办第十届中国艺术节，这成为弘扬山东地方剧种的一个契机。
2014年 11月，《古城女人》《两狼山上》《萧城太后》《圣水河的月
亮》等四台不同题材的山东梆子剧目进京演出，使人们看到这一
古老剧种在创造中传承发展的实绩。

在各地文化主管部门的努力下，其他地方许多古老剧种也
都在创造中焕发出生机。如湖北举行了“百场汉剧青春行”活
动，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编的《王昭君》，在武汉大学的演出
被当地媒体称为“最美汉剧邂逅最美大学”。四川省通过青年川
剧演员比赛，挖掘和培养优秀川剧演员，凝聚川剧表演队伍，让
古老川剧焕发青春。浙江绍兴举办绍剧新创剧目展演活动，把
目连戏进行新的编排，使它放出“人性”的光辉。湘剧《谭嗣同》
的不断加工提高、徽剧《惊魂记》的大胆探索、潮剧《小城风雷》在
广东艺术节上演出的成功，都证明这些古老剧种并没有进入博
物馆。

濒危剧种、稀有剧种的保护进一步受到重视

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传统戏剧有160多项，其中至少有三
分之一属濒危剧种。本年度各地对非遗保护的力度在加强。如浙
江省，“据相关部门调研，浙江56个传统戏剧项目中，成建制登台

表演的仅剩14个剧种，而濒危的珍稀剧种约有11个”。浙江省有
关领导表示，这些非遗项目“一个都不能少”，他们举办了“浙江
好腔调”传统戏剧系列展演，举行专场演出和研讨会，努力让这
些非遗项目“活起来，传下去”，并准备出台《浙江省传统戏剧振
兴计划》。

山东省现有 24 个戏曲剧种，其中 12 个已没有专业院团演
出，事实上处于濒危状态。针对这种状况，山东省文化厅鼓励各
地积极想办法进行抢救和保护。菏泽市对大弦子戏创造了“依团
代传”的经验。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是山东梆子、枣梆和
大弦子戏三个剧种的保护传承单位，前两个剧种有专业团，大弦
子戏没有专业团。剧院从另外两个团里选出适当的青年演员，向
大弦子戏的老艺人学习，通过恢复演出大弦子戏的传统剧目，逐
步培养演员，为成立专业大弦子戏剧团创造条件。山东省艺术研
究院参与了保护和创作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经过两
年的艰苦工作，2014年上半年他们演出了整理改编的大弦子戏
传统剧目《两架山》，剧种特点鲜明，观众反响热烈。

在各地的艺术节和戏剧展演活动中都重视小剧种的展示。
据报道，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参演的湖北地方戏曲（包
括开幕式）剧种共达20个，其中既有楚剧、汉剧、荆州花鼓、黄梅
戏等大剧种，也有襄阳花鼓戏、东路花鼓戏、南剧、文曲戏等小剧
种，还有襄阳豫剧这样从外地流传到湖北并被赋予湖北特色的
戏曲剧种，更有一度消失于大众视野的二棚子、山二黄、阳新采
茶戏、通城花鼓戏、随州花鼓戏、远安花鼓戏、提琴戏、柳子戏、湖
北越调等稀有剧种”。

再如广东陆丰正字戏也是一个濒危的古老剧种，为了做好
这一珍稀剧种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近年陆丰文化主管部门在财
力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招收两批49名学员参加专业学校的学习，
并在老演员精心培育下担纲演出了根据古老剧本整理编排的

《刘文龙》，使这一古老剧种焕发出生命力。

戏曲依然要面对前行中的生存之难

在回顾2014年戏曲艺术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
前进的道路上仍然有很多困难。前些年种种因素，包括人为的因
素，使戏曲人才的培养存在严重的断档之忧；面对“市场”的压
力，戏曲艺术何去何从，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把戏曲当成
一般的宣传品，当成急功近利的“政绩”的体现，也促使许多艺术
上平庸作品的出现。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本清源，为我们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习总
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
稳脚跟的坚实基础。这对戏曲工作者是巨大的鼓舞。戏曲人必须
按照总书记的要求，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
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积
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

戏曲创作要做到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生活内容与戏曲艺术
形式的统一，必须克服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矛盾，因此具有特别的
难度，这就要求戏曲艺术家在深入生活和学习传统两方面都下
更大的功夫。写现代戏应该像杨兰春等老一代剧作家那样扎根
生活，真正熟悉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只靠蜻蜓点水式的“采
风”是解决不了这一问题的。改编传统戏和创作历史剧也应该像
老一代剧作家陈仁鉴、顾锡东那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修养。因
此要从整体上克服平庸，攀登艺术的高峰，必须要有长远的规
划，在人才培养上下大的功夫。

前面讲到裴艳玲、王平等优秀京剧演员的出色表演，但这样
的演员现在并不多；而且即使如他们，也有观众网友调侃：赵佗击
鼓，康熙也击鼓。说明对传统技艺的开掘和使之与新的作品内容
相结合，还需要我们拓宽思路，进行更多创造。昆曲拥有丰厚的遗
产，随着老一代演员的年龄越来越大，传承的任务也十分迫切。

中国戏曲传统深厚，不同的剧种在唱腔、表演和风格上都各
有特色，这是戏曲艺术魅力之所在。但如何继承和弘扬各个剧种
的传统，做到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避免“趋同化”的倾向，也
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解决的长久的课题。县级剧团、民营剧团与
广大观众联系密切，但依然要面对生存之难。虽然难题有待破
解，但我们相信，戏曲艺术的前景一定更美好。

初识张尔宾，是他的《金陵山水名胜五十
景》，江南烟雨，满纸淋漓，这是金陵人画金陵景。
熟悉之后，方知他是苏北人，血液中依然流不尽
彭沛人的豪放与激情。北人南生，他的个性中，本
就潜藏着刚柔两面特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山水画家一直面临着传统
笔墨规范怎样进入视觉表达或现代视觉图式如
何采用传统笔墨语言的课题。如果说前者针对的
是传统画家，那么后者显然指认的是现代画家。
因为对于上世纪40年代后出生的画家而言，笔墨
始终是作为一个问题而存在的，即他们成长的年
代，所谓传统笔墨的精妙因书法功底的厚薄而大
打折扣。因此，如何在现代视觉表达中纳入传统
笔墨语汇是现代中国画家的主要课题，也是他们
成功的关键。

张尔宾的山水能够从容地从现代山水时尚
中区别开来，就在于他笔墨功底的深厚，就在于
从他的笔墨语言中可以读出历史的厚度，他不是
博采百家（实际上任何有个性的画家都难以博采
百家），而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喜好，近取黄宾虹、
傅抱石，远泽石涛、程邃。在张尔宾的书学历程
中，对他产生直接影响的先是民间书师许公泽、
李味青，而后是钱松岩、亚明、宋文治、林散之和
高二适。林、高是20世纪书法的高峰，他们的耳提
面命，使张尔宾较早地领悟中国艺术最深层面，
这对于他以书入画，增强笔墨内涵等都起到了重
要作用。而林散之又是黄宾虹的高足，通过散翁，
张尔宾直入传统堂奥。

在研习黄宾虹的过程中，他逐渐掌握了用笔
的“平、留、圆、重”和用墨的“浓、淡、泼、破、积、
焦、宿”，从而使他的笔墨开始进入传统的范式。
散翁曾在张尔宾学习黄宾虹山水作品中题跋“粗
笔细书、细笔粗书，筋骨血肉俱备，方为佳作。尔宾学画甚
勤，理法亦甚明，如循步前进，可望成就”。

所谓“粗笔细画，细笔粗画，筋骨血肉俱备”，就是指
笔（筋骨）和墨（血肉）之间的辩证关系，于是散翁又在此
作题识：“作画宜黑白分明，书法计白当黑，画亦如此，能
领悟黑白二字思过半矣，尔宾好为之。”散翁连续两次在
尔宾同一作品中题跋，实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毕竟张
尔宾研习黄宾虹山水颇传其神髓，得其浑厚华滋之韵致，
又练就了笔精墨妙的腕底之功。

从其禀性来说，他可能更偏重枯笔一路的用笔。于
是，他在石涛、程邃的作品中得到更加充分的“自我显
现”。他曾在一幅仿程邃笔意的作品中题识：“程青溪赏题
目龙半千画云：画有繁简，乃论笔墨非论境界也。北宋人
千丘万壑无一不简，元人枯枝瘦石无一笔不繁，通此解者
其半千乎。”张尔宾虽是转述，却也表明他对笔墨超越造

型、结构而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认识。实际上，他
从石涛、程邃那里得到的正是超越了造型结构的
枯淡苍老的笔墨个性，这个笔墨个性才是驾驭在
图式意境之上的最高境界。

作为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画家，张尔宾的人
生态度、价值判断都不可能恢复到文人山水画的
文化生态中，更为重要的是，他不能回避现代视觉
资源和现代审美心理的影响，现代山水画的造型、
结构和层次等视觉形式方面的发展，不可避免地
会对传统笔墨进行整合。在这方面，钱松岩给予他
的启发最大，钱的《红岩》《常熟田》都是用现代图
式整合传统笔墨的典范。因此，张尔宾的作品中，
特别是金陵名胜、鄂西纪游和风情等系列作品中，
可以看到他对地域自然时空和人文环境的关注，
看到他对感受真实性的尊重，看到他的山水在意
象化的营构中体现出的一种视觉真实。他的笔墨

语言就在和这种深刻的现实感受和真实的视觉表达反复
艰难的对应组合中凸显出来，他将石涛、程邃浑茫苍辣的
秃枯之笔糅入宾虹、松岩秀润华滋的墨韵层次，既有粗头
乱服的苍拙率真，又有华滋深厚的润泽充沛，笔墨层次显
得特别丰富沉郁。在图式上具有山水时空的写实性而非
虚拟性，强调特定视角的空间表达，以平中寓奇或雄奇磊
落的结构显现自然鲜活生动的细节，富有一种真切感人
的魅力。它的境界也从荒寒、萧散、冷寂过度到平和、充
盈、瑰丽之中，体现了切近人生的审美情怀。

当然，作为朋友，我相信他的作品会呈现出一种更大
的割据和气象，在现代图式和传统笔墨的整合中走得更
远一些。当然，毕竟任何艺术家的创作道路都是由自己的
性格和个性选择决定的。对于朴实、淡泊、沉潜的张尔宾
而言，苍辣与秀润正是他气质、禀赋、乃至人生际遇最忠
实的显现。

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全国第十一届
书法篆刻作品展日前在京启动，并向社会征
稿。据中国书协党组书记陈洪武介绍，本届
展览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努力推精
品、推人才，为广大书法家创作出更多文质兼
美的优秀作品搭建平台。自即日起，中国书
法家协会官网将发布《征稿启事》，18岁以上
的中国公民及海外华人中的书法爱好者可自
由投稿，征稿截至4月30日。

据悉，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展定于 8
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届时将展出从来
稿中评选出的入展作品约 700 件（含优秀作
品），同期将举办名家学术邀请展、国展论坛
等活动，出版《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
览作品集》。作为我国书法界最高规格的综
合性专业展览，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每４年
举办一届，至今已举办10届。

主办方表示，针对当前书法创作中存在
的普遍问题，将推出“中国书法流动大讲堂”，
组织专家到各地巡讲，倡导作者静下心来、精
益求精搞创作，树立正确的艺术观，不断提高
学养、涵养、修养。展览期间还将与相关博物
馆合作，让书家重温经典，敬畏传统；此外，还
将努力提升展览的学术性，引入学术观察和
媒体观察，举办论坛，着力探讨当代书法的创
作和发展趋势。

（李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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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红星照耀中国》作为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 2015
“战友精品剧目”演出季的剧目之一，将于1月27日亮相天桥剧场。

该剧是继话剧《士兵突击》之后，由原班人马倾力打造的又一
部舞台艺术作品。由创作了电视剧《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
等作品的知名编剧兰晓龙亲自操刀创作，汇聚彭澎、洪涛、冯国庆、
王旭峰、高志强、吴兰辉、肖剑、张再新、马帅、陈静等一批军旅实力
派戏剧工作者和表演艺术家。这部剧目曾在全军第九届文艺会演
中荣获优秀剧目奖、编剧一等奖、导演一等奖、演员一等奖等 7个
奖项。话剧《红星照耀中国》是根据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同名经
典作品与他在中国的传奇经历所创作的。整出戏通过一个西方新
闻记者的视角，有力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强大感召力，客
观地再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
业作出的艰苦卓绝奋斗。作品摒弃了以往“高大全”式的说教模式，
全剧真实而不落俗套，贴近当代人的审美取向。作品力图通过历史
与现实的思考，把当代人关注又困惑的信念问题体现出来，用艺术
作品释放真理的力量，点燃人们信仰的火焰。

（翟星月）

近日，杭州越剧院版《一缕麻》获得中国戏曲学会奖，中国戏曲学
会、杭州文广集团在杭州举办了该剧的学术研讨会。

与会专家认为，这是一部唤醒善良、雅俗共赏，沿袭了中国传统通
俗小说一脉，宣扬传统文化中好人好报、人之初性本善思想的好戏，也
是一部主题淳朴、唱腔音乐设计简洁优美的继承传统、有思想有风格的
好戏。杭州越剧院近年演出的新编越剧《一缕麻》根据包天笑的同名小
说改编，此前，梅兰芳曾演出过根据此小说改编的同名时装新戏，由齐
如山编剧。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还有同名越剧改编演出版。从梅兰芳的
时装新戏到越剧新本，这一故事题材的基本走向是悲剧性的不断消解
和转换，由时装新戏的大悲到成容本的悲剧，再到新本的喜剧，走向了
团圆之趣。从悲剧结局到喜剧收场，走过了近百年，祖辈的反抗与悲情
到了现在确实已经有些隔膜了。但万变不离其宗，中国传统的善与美
仍是表现的主题。专家认为，从文学角度看，改编突出了情节的传奇
性，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接受心理。原小说在包天笑的小说中不是主流
也不是名篇，而改编为戏曲后却成了经典，从当年梅兰芳演出的轰动到
杭州越剧院新编版的一演再演及市场收益颇丰来看，该剧早已是戏曲
经典作品，广受老百姓欢迎，这充分说明了戏曲舞台经典和文学经典流
传的规律不同，值得研究。从这部戏的改编来看，戏曲舞台剧突出了传
奇性，戏剧情节不一定要符合必然性、可然性，但一定要有“情”，所谓理
字所必无，情字所必有。这部戏告诉观众的是，不管什么时代，真善美
是我们必须珍贵和葆有的东西，该戏求真向善的主题在当下社会有特
别重要的意义，是不该丢弃的美德。 （宁 逸）

话剧《红星照耀中国》
点燃信仰的火焰

越剧《一缕麻》：

平民视角下的求真向善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