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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艺术——曲艺，由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

展演变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至今活跃在中国民间的各族曲艺曲

种约有 400 个左右。生动的语言肆意铺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之

下，艺术内涵与表演者的独到感受彼此碰撞，诠释了这门从民间流传下

来的艺术的魅力。然而面对曲艺从业人员日渐稀少、受众越来越小众

化，中国传统曲艺面临着传承的危机，曲艺艺术家刘兰芳、姜昆就此提出

了一些举措与建议。

曲艺人才十分匮乏 艺术传承面临危机

姜昆认为，传统曲艺的创作表演对中国戏曲、戏剧、音乐乃至文学等

艺术门类影响深刻，其说唱元素充斥在一切表演艺术之中。目前，曲艺

的传承日渐式微，面临着高素质人才的匮乏、“艺以人传，人去艺亡”、学

术研究和理论建设滞后等诸多困境，从深层次上严重制约着曲艺艺术的

持续健康发展。

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发现，生长在民间的曲艺遇到的危机实际上

是一种民族危机，曲艺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民族艺术，其演变的过程实际

上是宫廷艺术演变成为民间艺术，都是大众娱乐的一种方式。用方言来

演绎的曲艺比较多，这使得曲艺艺术更具有地方性质特色，但是受众人

数近年来锐减。曲艺艺术要想与时俱进在世界艺术上争得一席，必须要

提高表演者的演技。就评书表演而言，听评书的人越来越少，评书除了

在广播里、电视上经常演出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场地，评书演员也越来越

不好求职，人才培养的过程更是艰难，几乎20年才能培养出一个优秀的

评书名家，评书艺术的传承日渐显露了危机。

用人才教育完善曲艺传承

近年来负责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工作经历让姜昆深刻地感受到，仅仅

依靠传统的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的传承模式，而不是搭乘高等教育的

快车，曲艺艺术就不能更好地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作为我国

文艺事业重要组成的曲艺艺术也难以真正实现大繁荣大发展，“人走艺

亡”成为艺术传承的一个障碍，这种方式已经适应不了新时代。

近几年，姜昆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很多呼吁，在2011年两会上，

姜昆曾与数十位委员呼吁政府能将曲艺纳入“五个一工程奖”。2012年

两会，姜昆建议，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应设立“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国家实验课程。今年两会，他又建

议通过建立曲艺专业学科，培养更多曲艺人才，在学校中推广民族文化传统教育。

为优秀曲艺人才提供更高的平台

面对一些高校培养出来的优秀的曲艺人才，刘兰芳认为，单纯地通过高等教育来培养人才只是曲

艺传承的第一步，优秀的曲艺人才也要借助一个平台来展现自己的才艺。这样的平台要比单纯在广

播电视上的演出更加吸引受众，首先要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

刘兰芳建议，曲艺表演可以组织说唱团，通过舞台表演来扩大曲艺艺术的影响力和受众。曲艺艺

术家在舞台上表演，观众可以坐在舞台下品茶，听书看戏品芳茗，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曲艺说

唱团除了固定在剧院表演，还要行走全国，在各个地方播撒传统文化的艺术之气，扩大院团的影响力，

收集并吸引曲艺艺术爱好者。此后，将在各种综合晚会上争取到曲艺艺术的一席之地，努力让中国优

秀的传统曲艺艺术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任晶晶 夏宁竹）

三月下旬，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苏州昆剧院的青年演员演出

了3场新学的昆曲折子戏，观众踊跃、一票难求。与平常的昆曲演出略不

相同的是，此次演出过程颇为新鲜：在台上，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的

教师主持和导读折子戏，“北京大学昆曲传承计划”的主持人白先勇介绍

演出情况及与观众交流，再进行正式演出；在台下，观众近千人，除北京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外，还有北京的曲家曲友来欣赏演出。这一情

形，在北京乃至全国都非常少见，也可说是校园昆曲中的一道奇特风景。

昆曲在校园的传承与传播，对于昆曲的发展，至为重要。近10年来，

人们观察到昆曲观众的状况大为改观，由以前的“台下的观众比台上的

演员还少”、“座中皆白发”等悲情叙述一变为如今屡现的“一票难求”、

“座中皆黑发”的“热闹”。这一观众群的变化，即是出身于校园的昆曲爱

好者群体的大量加入，并渐渐取代传统观众，成为昆曲观演与接受活动

的主体。其中，当然少不了青春版《牡丹亭》在中国大陆各高校的巡演之

功，也有“昆曲热”、“非遗热”等时代氛围的浸染，并将深刻影响到昆曲未

来的面貌。

然而，昆曲应当如何进校园呢？其实，昆曲在中国大陆尤其是京沪等

地高校的传承，由来已久。民国初年，《北京大学日刊》上就记载了北京大

学音乐研究会昆曲组的活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昆曲组可能是见诸史

料的中国大学里最早的校园昆曲社团，不仅有固定的拍曲日期，还由学

校出资聘请专门的导师，如吴梅、赵子敬等曲家，在彼时举行的游艺会上

也常有演出。更重要的是，由于北京大学师生对于昆曲的提倡，与昆弋班

进京、皮黄名伶学演昆曲合流，形成了近代以来昆曲“久衰”后的第一次

复兴。这一次昆曲复兴，不仅奠定了昆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崇高位置，

而且由其影响，昆曲虽处境艰难，但仍能得以继续存续，直至 1956年的

《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几十年间，北京、上海各高校多有校

园昆曲社团。民国曲界有“北俞南赵”之说，北京的俞平伯、上海的赵景

深，都是在大学任教、热心于昆曲传承与传播的曲家、学者。这些校园昆

曲社团，不仅传承昆曲的“清曲”传统，而且聘请昆曲艺人教授身段，支持

和参与昆曲班社的演出与活动，实是彼时昆曲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在校园里，由爱好昆曲的师生开展昆曲传习活动，是一种常见的昆

曲传承与传播模式。其优点在于传承不绝如缕，因“铁打的校园，流水的

学生”，学生一代代毕业，此后有新生继续加入，从而构成了一种滚动式

的昆曲传习模式。其缺点在于，其状态极不稳定，其发展往往受时代环境

以及昆曲社团的主事者、参与者等偶然因素的影响，而且传播范围极其

有限，往往只是小圈子内部的自娱自乐。这一模式，是近代以来的校园昆

曲传承最常规的样态。

长期以来，昆曲处在文化体制的边缘，如其他的戏曲门类一样，多为

冷门与被忽视的状态，遑论校园之昆曲。以北京大学京昆社为例，作为有

着20余年历史的校园昆曲社团，曾有网谚云：到北京，在北大京昆社学

昆曲。但京昆社的发展亦是很不稳定，影响范围多限于爱好者。与经常代

表学校演出、比赛且获奖的北京大学学生艺术团相比，所得到的支持与

资源就少之又少了。

除校园昆曲社团的传习模式外，在政府对昆曲艺术的扶持中，有一

项政策与校园昆曲相关，即教育部推行的“高雅艺术进校园”。这一政策，

在很大程度上激励和推动了昆曲院团在校园里的演出。但问题亦在于

此。目前，各种昆曲演出虽日见其繁，但在昆曲院团的考量中，校园只是

一个受欢迎的演出场所，而并不被当作一个昆曲传承与传播的重要场

所，因而少有作为，与校园的昆曲传习活动缺乏互动与交流，大多仅限于

简单的观演关系。

在此情形之下，“北京大学昆曲传承计划”则提供了另一种校园昆曲

传承与传播的模式。譬如，在北京大学开设本科生通选课《经典昆曲欣

赏》。这门号称北大“最火公选课”的昆曲课程，包括十余次昆曲名家讲

座、表演工作坊、折子戏文本细读、昆曲大师清唱会，以及三场苏州昆剧

院青年演员的折子戏示范演出。凡是选修《经典昆曲欣赏》课程的学生都

可以免费获得其中一场示范演出的门票，并可选择以写观剧随笔、戏评

等形式来当作课程作业。由著名昆曲艺术家的亲自讲解，到昆曲学者对

于昆曲历史、美学、文化与文本的介绍与解读，再到表演工作坊的体验与

学习，以及观赏青年昆曲演员的演出与交流，这一全新的课程形式，不仅

使场上与案头相结合，向学生近距离、全方位、立体化的展示“昆曲之

美”，以使学生有机会接触昆曲、感受昆曲进而爱好昆曲。而且，这一计划

与昆曲院团自身的昆曲传承计划相对接，因而构成一个规模较大的系统

的昆曲文化工程。

目前，这门课程在北京大学已连续开设6年。近年来，选课人数超过

200余人，再加上旁听者，最多时听课人数达到600余人，辐射范围由北

大至北京至全国再至海外。在“北京大学昆曲传承计划”的实践与示范

下，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也相继开设了昆曲课程，并采用这一昆曲传

承与传播模式，现在已逐渐形成一个横跨中国内地与香港、中国大陆与

台湾的校园昆曲传播网络。

“北京大学昆曲传承计划”的实践或许证明，昆曲进校园，在传统与

常规的模式之外，尚存在着很大的空间与可能。而将这两者结合，将会使

昆曲的传播效应最大化，并进而影响昆曲的未来。而这一点，一方面值得

昆曲院团重新考量其传播方案，并将校园昆曲纳入其发展远景；另一方

面，可供传统艺术进校园之借鉴。

老树著花无丑枝，雏凤清于老凤音。为传

承鼓曲而生的青春鼓曲社在中国传统节日清明

时分迎来了第6场演出。老中青三代曲艺迷在

老舍茶馆汇聚一堂，感受曲艺艺术的独特魅

力。曲艺艺术是中国说唱艺术的统称，以说为

主的曲艺艺术有相声快板评书，以唱为主的曲

艺又化分为南锣、北鼓。青春鼓曲社传承的是

北方的鼓曲这一曲艺种类。

曲艺名家刘秀梅的得意高徒宗淑玲以一曲

《花唱绕口令》 拉开了此次演出的帷幕。宗淑

玲手中的鸳鸯板是这首鼓曲的灵魂所在。两片

铁片合击发出清脆的声音，为鼓曲增添了轻快

的气氛。场下的一些年轻观众是第一次在现场

观看鼓曲的演出，他们向记者感叹，“现场感

受到的艺术氛围是从电子媒介上体会不到的，

扑面而来的浓厚京味儿让人深刻体会到了民族

艺术的独特风味，而此刻台上的演员正在为我

们的传统艺术而坚守着，他们的执著同样感染

着我们”。

《花唱绕口令》表演完，台上场面一换，大鼓

位置放上了一张桌子，桌上摆放着八角鼓，鼓

的八只角象征着清末京城的八旗子弟与曲艺的

“说学逗唱吹打弹拉”八种技法，鼓上的平安

扣代表了老百姓对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的美好

愿望。八角鼓轻快明朗的节奏正是为了单弦

《鞭打芦花》 而铺垫。这是一首叙事鼓曲，讲

述了闵子骞幼时不受继母喜爱，在其父亲责怪

继母时，却反替继母求情的故事。演员周悦演

唱得写意传神、小中见大，台下有的观众流下了

感动的泪水。

李娜表演的梅花大鼓《宝玉探晴雯》是此次

演出乐队最为丰盛的鼓曲之一，演员与乐队生

动还原了100多年前的表演场景。

艺术的背后是家乡。一曲河南坠子《黛玉

悲秋》渗透了中原地域浓厚的文化气息，这首

鼓曲用河南方言演唱，字字句句更加接地气、

贴人心。演唱该曲的陈杨原是北京服装学院模

特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她放弃了高薪而靓丽的

模特工作，而是继承了奶奶的表演艺术，执意

留在曲艺舞台之上。在陈杨旁边演奏的正是她

的父亲，父女同台也为这次演出增添了亮点。

山东琴书《反正话》令在场的观众捧腹大

笑。作为演唱者之一的姚忠贤今年已是 75 岁

高龄，然而在这个舞台上他笑得像一个年轻

人，舞台下的观众也被风趣幽默的琴书所打

动，掌声、笑声、喝彩声融合在一起，台上台

下其乐融融。

这次演出的压轴戏是青春鼓曲社的创立

人、北京歌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杨菲表演的梅

花大鼓《黛玉思亲》和含灯大鼓《昭君出塞》。《黛

玉思亲》的哀叹与愁思的婉转曲调勾起了现场

观众的伤感回忆。余音未落，杨菲拿起一根竹

签说要给大家表演一个绝活儿，即是将竹签含

在口中，并在竹签上点燃三盏蜡烛，唱曲时要口

含竹签吐字清晰，吐息不可过大以免吹灭蜡

烛。台下的观众提心吊胆，最终杨菲圆满地完

成了演出，台下掌声雷动。杨菲对大家说，不灭

的三根蜡烛象征着青春鼓曲社继续红红火火。

这个节目将演出推向了高潮，现场的观众也逐

渐跟着台上一起哼唱起来。一位老观众跟记者

说：“曲艺流传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在以前的辉

煌时期经常是台上和台下一同唱和，但现在的

很多演出已很难出现像今天的这样情形了，可

见，表演者精湛卖力的演出让新老观众都受到

了鼓曲艺术的感染”。

青春鼓曲社是一群对传统鼓曲艺术有着不

懈追求的年轻人组创的，从今年年初在老舍茶

馆的第一场演出开始，他们就在探索曲艺该如

何去传承。创立人杨菲认为，曲艺不该“人去

艺亡”，曲艺的传承理应落在年轻人的身上。

因此青春鼓曲社的的大多数表演者都是青年演

员。今后，青春鼓曲社的演出，将立足于传统

与原创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模式，让观众既能欣

赏到传统经典的独特魅力，又能感受到原创作

品的时代气息。鼓曲社也会借助原创作品基地

提供的有力条件，着重培养新一代鼓曲力量，

像刚刚毕业的天津艺术职业学院鼓曲班的李

娜、宗淑玲等都将成为鼓曲社的新主力。同

时，为了满足更多青年观众的欣赏要求，他们

还将邀请青年相声演员何云伟、王玥波、应宁等

加盟演出，相声演员唱曲艺，一定会给观众带来

别样的感受。

图为杨菲演出剧照

（高小立 夏宁竹）

梅派青衣演员丁晓君领衔战友文工团京剧

团日前在长安大戏院演出京剧《四郎探母》《玉

簪记》《谢瑶环》。此次演出主要以战友文工团青

年演员为主，特邀天津京剧院第五届CCTV青

京赛金奖获得者老生演员凌珂与第五届CCTV

青京赛金奖获得者小生演员金喜全，可谓京津

沪青年演员之间的一次合作尝试。

其中，《玉簪记》作为明代文人昆曲的高峰

之作，数百年来，被多个剧种争相排演，其中昆

曲、川剧、京剧可谓各有所长，昆曲典雅柔婉、川

剧诙谐幽默，而京剧《玉簪记》突出两位主角青

春年少的炽烈爱情，陈妙常和潘必正一见钟情

又阻碍重重，最终相爱相知，情感更鲜明，节奏

更明快，称得上是一部“青春爱情”京剧。《玉簪

记》也是当年杜近芳与叶盛兰合作演出的代表

剧目，虽然不是首创，但却是最先唱火，把此剧

推向一个高峰。此次主演该剧的丁晓君、金喜全

都扮相俊美，正值青春，对这出戏更有自己的体

会，丁晓君表示，整个现代社会在快节奏下高速

运转，但年轻人不是不渴望爱情，许多人也拒绝

“快餐爱情”，渴望浪漫唯美的真爱。京剧《玉簪

记》是我们自己本民族的浪漫爱情，走进剧场的

观众一定会沉浸在这种美好的感受中，她也希

望通过这个剧目为观众带来感动。（战 文）

青年书法家、北京大
学访问学者萧华书法展于
近日在北大图书馆举行。
这次书法展荟萃了萧华近
年精心创作的代表性作品
60 多件，大到丈二巨制，
小到蝇头小楷，涵盖了真
行草隶各种书体，其中丈
二巨制为首次亮相。此次
展览由北京大学书法研究
所主办，集中体现了该所
倡导的“守正创新”的文化
书法精神。 （任晶晶）

京剧《玉簪记》重现舞台

昆曲如何进校园
——从“北京大学昆曲传承计划”说起

□陈 均

曲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生活现代化的不断加速，一个时期以来，某些曲种后继乏人，曲

艺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保护、传承、弘扬和发展曲艺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艺术，曲艺名家

刘兰芳、姜昆道出了深深的忧虑。同时，在他们对曲艺传承发出的呼吁中，也看到了一些青年曲艺家的作为。

4月 10日，新创黄梅戏《寂寞汉卿》在北京

保利剧院的演出拉开了“安徽新创精品剧目晋

京展演”活动序幕。此次活动由中共安徽省委宣

传部主办，安徽省文化厅、安徽演艺集团承办。

展演整合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安徽省歌舞剧院、

安徽省话剧院、安徽省徽京剧院、安庆再芬黄梅

艺术剧院、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等 6 家省属

暨市直国有文艺院团资源，精心组织了黄梅戏

《小乔初嫁》、舞剧《徽班》、话剧《徽商传奇》、徽

剧《徽班进京》《惊魂记》、黄梅戏《寂寞汉卿》、黄

梅戏《半个月亮》7台新创精品剧目进行14场演

出。演出将在4月至5月集中展演一个月。

近年来，安徽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以现实题材、革命题材和重大历史题材为

重点，按照“文化演艺强”的战略部署和“动态管

理、滚动开发、递次推进、持续打造”的创作生产

要求，大力实施演艺品牌打造工程，围绕打造全

国一流文化品牌，每年确定 10 个演艺品牌项

目，精心培植、重点扶持、协力攻关，涌现出一大

批传承历史、体现时代、赋予创新、饱含优秀民

族文化基因的精品力作。部分作品荣获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奖、中国

戏剧梅花奖、中国文华奖或入围国家艺术基金

资助项目等，较好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

神文化需求。近年来青年人才培养成果的展现，

是此次展演的亮点，7 台创新精品剧目的主要

演员大多都是近年来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演员。

（晓 竹）

安徽新创精品剧目晋京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