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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戏曲传承发展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戏曲

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刚一公布，我便收到

了戏曲界众多好友激动的反馈。其实，自去年

10月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

座谈会以来，我们已经强烈地感受到党和各

级政府在传统文化的政策导向、战略部署和

具体措施上所做的许多实实在在的推进工

作。中宣部和文化部又专门召开戏曲工作座

谈会，作为一名从事戏曲工作近70年的老演

员，在激动和振奋之余，我更有许多感慨和思

考要与大家交流。

我出生在梨园世家，从小耳濡目染的是

传统戏曲。记得1949年北平刚解放那会儿，

我在西单长安剧院看了秦腔《血泪仇》和《穷

人恨》，感受到从未有过的震撼。年少的我，头

一回接触来自解放区的文艺，留下了挥之不

去的印象。这种印象逐渐成为一种烙印，深深

地影响了我，让我懂得戏曲是要反映人民心

声的。在此后的演艺生活中，年轻的我与那

个时代的戏曲工作者一样，经历了以“改

人、改戏、改制”为主要内容的“戏改”活

动。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指引

下，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戏曲艺术发展的第一

个高潮。我个人也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学

习传统艺术，感受时代气息，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文艺为人民

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代召唤下，我们

戏曲工作者积极解放思想，尽情地释放艺术

生产力和创造力，融入时代大潮，以饱满的创

作热情和艺术才华，创作出一大批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并且经得起时间考

验的优秀作品，创造了戏曲发展的第二个高潮。

常言道，温故而知新。回首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党的文艺政策对于民族

戏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但是，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

戏曲工作确实是遇到了不少困难，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比如，

对戏曲文化生态和环境保护不够，观众日益流失；受利益诱惑，戏曲人才

纷纷改行或是把戏曲剧场改造成娱乐场所；对戏曲的生存发展失去信心，

片面地因循守旧，陷入僵化；病急乱投医，质疑甚至责难新中国半个多世

纪以来戏曲艺术发展道路等。凡此种种，令许多有志于从事戏曲事业的人

才充满了忧虑。

对此，我们应理性思考，应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应及时地学习、领会、吃透“政策”的精神，真正树立起文

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工作导向，并始终围绕着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

活需求这一根本目的与宗旨。

这些年来，我曾跟随中国文联的“送欢乐下基层”队伍和中国剧协的“梅

花奖艺术团”到基层边远地区开展文艺志愿活动。北到漠河，西到天山，感知

着人民对戏曲的热爱；也曾四下汶川，在离百姓最近的地方，感受到中华儿

女坚强团结的毅力，非常受教育和激励。这些年来，我也曾在上海京剧院一

次又一次地举行“京剧万里行”和“京剧走向青年”、“京剧走进校园”等大型

巡回演出活动。我真切地体会到，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兄弟，无论是学

界精英还是青年学子，只要我们真诚地向他们奉献出高质量的演出，奉献出

足以感动他们的作品，他们便会回报和展现出对民族艺术真切的热爱。他们

的热情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撼动着我们的剧场，感动和激励着我们这些平凡

而执著的戏曲工作者。这些年来，我更看到许许多多的基层戏曲剧团，在相

对艰难的条件下，仍然不失对传统艺术的坚守，不失戏曲人应当秉持的社会

责任与文化担当，创作演出了很多“接地气”、“重生活”、“入人心”的优秀作

品，老百姓很是喜欢，比如上海宝山区的沪剧《挑山女人》等剧目。我们的生

活经验、艺术经历一再告诉我们：戏曲艺术与中国的百姓有着天然的不可割

裂的血肉联系，中国人、中国老百姓需要戏曲艺术。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戏曲事业给予了很多关心和支持，中央领导亲

自过问文艺工作、戏剧工作，尤其对于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出了重

要指示。在此情形下，我们戏曲工作者将怎样更好地履职尽责，有所担当？我

想还是要从自身做起，应该做到三种人。

第一，要做明白人。首先是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坚定拥护党的文艺方针

政策。其次，还要做艺术上的明白人，既要有文化自信也要有文化自觉。在继

承传统戏曲深邃底蕴和艺术精华的同时，充分认识戏曲艺术生命力在于创

新，要善于激活传统、坚持转化创新，让传统融入时代、服务社会。

第二，要做知心人。戏曲工作者要感知和体贴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

求所好，才能拨动人民群众的心灵潜藏，才能创作出满足他们精神需求的作

品。要力戒功利主义的政绩观、浅近浮夸的创作观，要自觉摒弃“假大空”、

“高大全”，要多接地气，多贴人心。

第三，要做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戏曲人。这四点本是军人

的理想信念，但是我以为对于戏曲工作者同样适用。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做

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做一个有思想有情怀的当代人，良知和气节是我们

的灵魂与脊梁。当然，我们还要有精湛的艺术、过人的本领。

我坚信，有当前良好的文艺政策引导与保障，有我们广大戏曲工作者的

热情与创造性的努力，我们必将掀起中国戏曲事业的再一次高潮，创造出无

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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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嫦娥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是自筹资金成立的民

营晋剧戏曲院团。成立十多年来，积极探索民营资本投

资文化产业、创办文艺演出团体的经验，取得了一些成

绩，受到国家和省市级领导的一致肯定。院团常年在山

西城乡及内蒙古、陕西、河南、河北等农村基层演出，精

心打造了《龙兴晋阳》《宫变》《芦花》《杨门女将》《乾坤

带》《穆桂英挂帅》等45部晋剧传统剧目和30多出折子

戏，深受广大晋剧观众的喜爱，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首先是把办团的宗旨

定位在以服务基层百姓作为基础和根本上。同时我们也

深知，要用敬畏艺术、尊重观众的态度严格管理、科学管

理，才能夯实办团基础。从办团开始我们就力戒一般民

办剧团的散漫习气，从演员练功、排练到演出都是正规

有序。到乡下演出，无论台口大小，条件优劣，艺术上绝

对不打折扣，一定把最好的戏曲剧目带给观众。我们从

院团筹备开始，就把大量的资金用在了服装、道具、舞台

灯光、乐器、音响设备等方面，这样就使得我们这个民营

院团刚开始在省城亮相，就给广大戏迷观众留下耳目一

新的感觉。同时，送戏下乡不讲条件，无论地方多么艰

苦、交通多么不便，只要当地群众想看我们的戏，我们都

要想办法去演出。为了让喜爱我们的老百姓不出山庄

窝铺，在田间地头就可欣赏到我们的表演，只要羊能上

去的地方，我们剧团就能上去演出。真诚地为老百姓送

去欢歌笑语，既感动了观众，也很好地扩大了我们的演

出市场，“演一场红一场、演一台红一片”。经常是头年

演出后就把第二年、第三年的演出合同签了。已经数不

清多少次为了赶台口、赶场子演员们累得身子骨发软，

脚跟子发虚，但“倒在后台可以，跌在前台不行”，咬住

牙，束紧头，“要得百姓一片吼，不要观众半声嘘”。虽然

经济上我们并不富有，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绝不糊弄

老百姓是我们的底线。2014年是山西经济形势严峻的

一年，就这样我们全年成团、成建制演出412场，台口间

隙，小分队、大篷车、流动舞台式的出击演出数百场，其

中还有惠民演出96场，义演38场，全年总收入456万

元。今年一二季度，山西许多剧团都没有台口，演员休

假、院团放假；而我们截至6月份已经成团、成建制演出

182场，其中义演15场，收入185万元。今年下半年的演

出已基本排满，在其他院团不很景气时，嫦娥团依靠老

百姓的支持、老百姓的喜爱，在困境中实现了突围。这十

几年的演出实践使我们深深感到，服务群众的意识为根

本，艺术质量为保障，经济收益自然会增加，否则将会丧

失观众、丢掉市场。

展现戏曲舞台艺术的非凡魅力，担当为民服务的重

任，人才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在我们成立的十几年

中，人员的流动性和艺术骨干的保留始终是一个很大的

问题。作为民营院团，开办初期的几年，演职人员的职

称评定都无法解决，也找不到评审单位。这样，剧团演

职人员的流动性就特别大，尤其是一些有名气的演员，

每到年底封箱时，就有人离开，给我们开春后的演出造

成重大影响。为此，我们认真研究了面临的矛盾与困

难，首先在生活上关心这些职工，免除他们的后顾之

忧。同时积极向文化行政部门和行业组织反映、协商，

为我们的业务人员争取到评定职称的资格。不经历风

雨难见彩虹，不经过锤炼怎能成才！青年演员的成长，

不仅需要沃土，更需要园丁。师傅传，名家带，即使在下

乡演出期间，专业教师跟团，闻鸡起舞晨练早已是我们

常年坚持的习惯。近年来，嫦娥公司参加了一些重大演

出活动和政府文化惠民活动，不仅是展现团队阵容、团

队管理、团队艺术品位的最好机会，也是青年演员担担

子、长才干的重要途径。舞台上，我们过五关，斩六将，

精神抖擞；竞技场，我们人心齐，团风正，摘金夺银。为

了保证艺术力量的延续和补充，我们还举办了艺术学

校，吸收有志参与晋剧艺术的孩子在这里学习，使他们

成为我们的后备力量。

当前戏曲艺术的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即使在农村，

多样化的娱乐方式挤占了戏曲的发展空间，生活节奏的

加快也改变着人们的审美习惯。党中央国务院充分肯定

了戏曲艺术在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的独特作用，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

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保护、传承

与发展并重，为当代戏曲传承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传

统戏曲之美是中华艺术之美的典型代表，戏曲人坚守传

统文化立场，传承传统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是

每个戏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政策”的出台，为包

含民营院团在内的广大戏曲工作者创造了大有作为的

发展空间。因为坎坎坷坷风风雨雨的十几年，我深刻体

会到民营艺术院团成长所遇到的困难与危机，我们希望

借此次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使民营文化企业在

新时代生命力更强，走的道路更宽。

真诚地为老百姓送去欢歌笑语真诚地为老百姓送去欢歌笑语
□□胡嫦娥胡嫦娥

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向和平致敬——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优秀曲艺节目

展演”日前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上演。

此次展演是抗战题材曲艺作品的一次集中亮相。中国曲协特

别遴选了8个抗日题材新作，精选重排了观众耳熟能详的10个

抗日经典曲艺作品一起搬上首都舞台，用曲艺的独特形式感悟历

史、讴歌英烈、祈祷和平，表达广大曲艺工作者与祖国同呼吸、共

命运、心连心的责任担当。参演节目曲种多样、题材丰富，荟萃了

相声、评书、快板、山东快书、苏州弹词、四川扬琴、陕北说书、河南

坠子、京韵大鼓、武乡鼓书等14个特色鲜明的曲种。内容上，既有

根据长篇小说《烈火金刚》《血溅津门》《铁道游击队》改编的《肖飞

买药》《大闹玉清池》《打票车》，又有根据现代京剧《平原作战》改

编的《飞车炸军火》；既有歌颂抗日名将杨靖宇、送子参军好妈妈

李改花英雄事迹的《杨靖宇三战邵本良》《送子参军》，又有表现中

国人民百折不挠、奋勇抗日民族精神的《星海黄河》《重整河山待

后生》；既有讽刺日军强盗嘴脸的《骂鬼子》、反映八路军发扬革命

人道主义精神优待俘虏的《审战俘》，又有歌颂和平、期盼中日两

国友好发展的陕北说书《和平愿景春光好》、曲艺小品《心愿》等。

展演中，来自北京、天津、山西、辽宁、江苏、山东、河南、广东、

重庆、四川、陕西等11个省市的曲艺工作者联袂献艺、倾情演出，

姜昆、戴志诚、师胜杰、石富宽、田连元、张志宽、李金斗、李建华、

杨子春、种玉杰等众多曲艺名家和刘靓靓、杨菲、张楠、吴瑕等曲

艺新秀悉数登台亮相，与千余名首都观众共同追忆缅怀中华民族

那一段不可忘却、可歌可泣的峥嵘历史。 （艺 文）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优秀曲艺节目展演在京举行

相信在中国戏曲的发展历史中，7月17号发表公布

的《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和7月29日召

开的全国戏曲工作座谈会必将载入中国戏曲史册，且会

对中国戏曲艺术今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这

个时代的人，我有幸见证、参与了这段历史，深感自豪。

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召开的全国性戏曲工作会议，应该是

第一次。在此之前，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关注戏曲艺术的

发展，参加提出过“三并举”的方针，这个方针至今还在

影响着中国戏曲发展的进程。而这一次则是在新的历

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专门针对中国戏曲艺术传承发展

所召开的会议和制定的方针政策。如同中国社会所面

对的整体性转型一样，戏曲工作座谈会也是一次带有转

折性的、历史性的重要会议。

中央领导同志会上讲话的一些提法、表述是对中国

戏曲理论的新的贡献。比如“扬弃继承，转化创新”就是

一个新的理论用语，回答了几十年来我们反复争论的问

题，即对传统的继承是哲学概念的继承，是有扬弃意识

的继承，对传统中具有活力的那一部分要传承好、发展

好，而传统中与现代社会、现代文明不相适应甚至格格

不入的部分则必须要剔除它、放弃它，不是把传统看作

是固态的东西被动地不加选择地继承下来。对于创新，

也不能看作是一枝一叶的创新，有时候是一种形态的转

化，一个时代应该催生属于那个时代的戏曲，而不是要

求新的时代一成不变地沿袭过去时期业已成型的作品。

中央领导同志讲话中还提出要“建立中华戏曲价值

评判体系和审美体系”。我认为现在真的需要反思，为

什么这么多年来，戏曲艺术越来越被边缘化？且我们的

主流媒体一直是呼吁要传承要传播戏曲艺术，可就在我

们的呼吁和积极的行动当中，戏曲却越来越边缘，剧种

越来越稀少，我想，我们的评价体系是不是需要转化更

新，我们的戏曲理论是否面临新的发展？

比如，我们是否需要重新研究一下传统戏曲和当代

城市的关系。尽管戏曲的繁盛是在各个朝代的首都或

是商业中心城市形成发展和繁荣的，但那个时候的城市

是农耕时代的城市，它是以农业文明的价值取向和审美

取向为标志的。昨天我坐高铁来北京，行程6个小时，

从南方到北方，一路上我都注视着车窗外面，搜寻着曾

经的乡村风景。我发现沿途已经看不到记忆中的乡村

了，满眼都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农村景象：小楼、别墅、

标准化的田园和集体化的住宅，住宅的楼顶上安着太阳

能装置、竖着电视接收天线，就是绿地也是城市化了的

绿地。整个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娱乐方式

都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那么，以农耕时代的审美趣

味、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为依据的戏曲艺术是不是因为

我们重视了它，它就一定能够如我们所愿，自然而然地

融入到现代社会中来？它是不是也同样需要实施由农

耕文明向现代文明的时代转型和审美转化？事实上，传

统戏曲的生存危机主要是在城市剧场演出的危机，我们

在鼓励“送戏下乡”的同时，也应该鼓励“站稳城市”。

再如，传统戏曲是否面临着向现代剧场的转换。我

们今天所称的传统戏曲主要是在过去的戏园、茶楼、庙

台、广场等简陋的民间演出场景中形成的表演艺术形

态，而今天传统戏曲的演出场所已经转移到了城市化规

范化的现代演艺剧场。表面上看，演出场所与表演形态

似乎没有关系，其实关系很大，有什么样的演出场所就

有什么样的演艺形态，有什么样的演艺形态就有什么样

的演出场所。时至今日，中国舞台艺术的主体形态仍然

还是中华戏曲，然而全国各地正在热火朝天建造的大剧

院、歌剧院仿佛又都与戏曲演出无关。是让变化的剧场

适应不变的戏曲，还是让戏曲在变化中适应不同的剧

场，我想戏曲既要在相适应的场所坚守自己，也要自觉

登上包括大剧院在内的各种新兴的演出场所与传播平

台，以适应现代演艺环境的变化。戏曲进入大剧院演

出，并不意味着大制作或人海战术，而是要有足够的气

场与能量足以支撑起庞大的空间。为此，戏曲的创作必

须跟上，简单地把戏曲传统戏放置在大剧院的环境中演

出，甚至坚持在大剧院进行传统戏曲一桌二椅制的演

出，不但显示不出传统戏曲艺术的精妙，反而会显得单

调简陋，与现代剧场演出环境格格不入。21世纪大剧

院建筑在中国的兴建，是对中华传统戏曲的挑战，也是

机遇，它倒逼我们在“扬弃继承”的基础上“转化创新”，

创作出与现代社会、现代剧场、现代审美相适应的新一

代的戏曲艺术。

此外，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实现向现代观众

的审美转化。戏曲一统天下的时候是没有电视没有网

络的，也很少看到电影，国外的交响乐、芭蕾舞、音乐剧

更是少有接触，可现在人们的视觉听觉里储存着太多非

戏曲表演的记忆，戏曲要进入现代人的审美选择，就不

可能完全无视审美时尚的存在，而必须是在尊重现代人

的价值观念与审美取向的基础上显示自身的独特。艺

术的本质是创新，继承的目的是发展。因此，我们必须

为这个时代催生出属于这个时代观演关系、审美关系的

现代戏曲。

张庚先生大约于上世纪60年代表述过戏曲现代化

的理念，但是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具有现代品性的“现代

戏曲”，理论上依然有待探索。理论的滞后带来评价标

准的含混，因而评论与评奖往往失去准星。我们经常听

到这样的评价口吻，说某某作品不够传统，其实这里所

称的传统并不是指古典戏曲的元明清时期，甚至不是指

上世纪京昆的二三十年代或地方戏的五六十年代之前，

有时候我们容易将“传统”限定在某一个过去的时间段

内，乃至将这个时间段内形成的经验奉作永恒的标准。

任何阶段的经验只是构成传统的一截流而非源，中华戏

曲自发展形成以来就是一个不断扬弃继承、转化创新的

过程。从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到这次戏曲工作座谈会，文艺理论有许多新的认识和

新的发展，这对引领今后的文艺创作和戏曲传承创新具

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只要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剧团就
能上去演出。真诚地为老百姓送去欢歌
笑语，既感动了观众，也很好地扩大了我
们的演出市场，“演一场红一场、演一台
红一片”。

我们的生活经验、艺术经
历一再告诉我们：戏曲艺术与中
国的百姓有着天然的不可割裂
的血肉联系，中国人、中国老百
姓需要戏曲艺术。

作为一个剧作者，一个从事了近40年戏
曲工作的人，现在思考最多也最为感到紧迫
的问题是，我们这一代能给后代留下怎样的
戏曲记忆？这一代的戏曲文学与戏曲表演艺
术是否精彩，是否独特？是否既无愧于传统，
又无负于未来？是否足以代表这个时代的审
美高度，足以表达这个时代的民众心声，足
以传递这个时代的内在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