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发“活化石”
的活力和魅力
“踏歌遗响南戏韵，曲出浙东新昌，

清心悦耳帮打唱，更兼南北西厢。今番新

作腾飞曲，撸袖干，奔小康。”央视新年戏

曲晚会上，浙江新昌调腔剧团团长、国家

一级演员王莺将新昌调腔六百余年的历

史娓娓道来， 反映出这个古老剧种在新

时代的新风貌。
北京归来， 王莺又率团马不停蹄地

为家乡父老奉上一出调腔大戏 《目连拜

佛》， 在新昌县文化中心简朴的舞台上，
暌违数十载的完整“目连救母”故事重又

上演，更令人惊喜的是，台上挑大梁的是

剧团里的“90 后”和“95 后”。
不论是国家大剧院还是浙江东部小

县城的舞台， 不变的是一代代调腔演员

的精气神。 “古不陈旧，新不离本”，这是

记者日前探访新昌调腔“天下第一团”得
出的直观感受。

新昌调腔， 对很多人来说是个未曾

听闻的剧种， 但它却是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是公认的 “中国戏曲活化

石”。 浙江省非遗保护专家委员、戏曲研

究专家徐宏图介绍， 新昌调腔传统剧目

丰富，从北宋目连戏、老南戏、元杂剧、明
清传奇， 直到近现代新编历史剧和现代

戏等， 几乎贯穿整部中国戏曲发展史。
“元杂剧 《北西厢》《汉宫秋》《妆匣记》等
剧目为调腔独有，极为珍贵，新昌调腔剧

团更是全国惟一能演《北西厢》的团体。”
他说道。

从《目连拜佛》可以一窥调腔艺术范

式。《目连拜佛》导演、新昌调腔剧团副团

长田敏告诉记者， 绍兴目连戏一贯沿用

调腔唱腔，调腔特有的“不托丝竹，以板

助节，锣鼓帮扶”样式，尤其是高难度的

干唱和帮腔特点，为戏曲界所罕见。
即便是这样一个十分具有文化价值

的非遗剧种，新昌调腔的“救戏”之路也

如“目连救母”一般历经曲折。
新昌调腔是浙江省8大高腔中唯一

留存剧团建制的，“天下第一团”即是“天
下唯一团”。 上世纪50年代起，专业调腔

剧团已绝迹， 艺人也如沧海遗珠般散落

在各地。剧团老团长丁黎鸿还记得，1953
年好不容易将他们召集起来， 三个老艺

人在台上演 《北西厢·游寺》，“三人加起

来有200多岁，观众看到的是白发苍苍的

张生、满脸皱纹的崔莺莺……”当时越剧

大师袁雪芬也参与了调研，并建议改“新
昌高腔”之名。首个调腔培训班于1957年

开班，调腔剧团也于1959年建立，但在传

统戏曲集体式微的1990年代， 新昌调腔

也陷入窘境， 直至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

非遗，当地制定了“五年保护计划”，已中

断了整整20年的培训班直到2007年才重

新开课，调腔艺术终于迎来转机。
问及新昌调腔的活态性， 绍兴市非

遗保护中心副主任余斌给出了 肯 定 回

答。 据她介绍，近年来，国家政策扶持力

度加大， 当地也采取多种措施推动调腔

传承与发展，比如政府购买调腔演出，设
“调腔保护传承发展专项基金”， 大力推

动调腔艺术进校园等等。剧团方面，先后

复排、创排了《程婴救孤》《挑水伯》等一

系列优秀剧目， 传承了许多古戏折子戏

和调腔绝活， 其中还有根据当地历史改

编的原创作品《甄清宫》，既传承调腔特

色，又书写廉政风骨，多次赴外地演出，
广受赞誉。

在徐宏图眼中， 尤为可贵的是一代

代艺人通过“传帮带”甚至“隔代传”的方

式留住调腔血脉。 从首个培训班走出的

国家级传承人章华琴和省级传承人吕月

明夫妇， 此后坚守舞台、 教书育人数十

载，1987 年考入调腔班的王莺、 田敏就

是他们的学生，2007 年五年制中专班开

班，早已退休的章华琴夫妇重又“出山”，
将每一句念白、每一个动作倾囊相授，而
今在《目连拜佛》中挑大梁的俞臻杰、张

婷芳等正是出自这批新生代，王莺、田敏

则在舞台上甘当绿叶。
值得一提的是， 调腔与越剧的发源

地同属绍兴，剧团也一度“一树二花”兼

演越剧。从章华琴开始，每一代调腔演员

都面临着选择， 而他们中的每一位都选

择了这条较少人走的路。 徐宏图对新昌

调腔很有感情，传承的故事更打动他。
“目前，调腔剧团规模近 60 人，每年

演出可达百场， 土生土长的新昌调腔不

仅能下基层，还唱响了全国多地。 ”对现

状，王莺颇感欣慰。这个基层剧团仍维持

着朴素的风貌：全团“蜗居”县文化中心，
没有专门的演出场地， 练功房也由几间

办公室打通而成。 “这都没什么，如何留

住年轻人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考验。 调

腔走到今天不容易， 不能让它断在我们

手里。 ”王莺说。

348种地方剧，每个都是文化基因
本报驻京记者 周渊

“梨园奋进新时代，古曲小戏尽登台，声腔时调
承文脉，薪火相传向未来。 ”今年元旦当晚，央视新年
戏曲晚会以一曲荟萃了辽剧、黔剧、新昌调腔、盱河
高腔、唐剧、白剧、新疆曲子戏、太康道情戏、茂腔等
9 个地方剧种的戏曲联唱 《一个都不能少》 拉开序
幕，这些地方剧种传承人一一亮相，生动展示了传统
戏曲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

这也是素有中国戏曲界“风向标”意义的央视新
年戏曲晚会， 在第 5 个年头实现了 31 个省区市代
表性剧种的全覆盖。 一台晚会，折射出在一系列政策
措施保驾护航和各方协同努力下， 地方戏曲传承发

展的生态环境日益完善，形成创作活跃、演出市场升
温的局面。 那么，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究竟有多少这
样的戏曲剧种？ 它们的传承情况如何？

近日，这一“家底”首次对外公布———按照《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若干政策的通
知》要求，文化部于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地方戏曲剧种普查。 目前，普查先期
工作已完成， 数据显示全国 （统计数据暂不包含香
港、澳门特区和我台湾地区）共有剧种 348 个。 全国
地方戏曲剧种普查信息平台也已搭建完成， 为戏曲
剧种数量、形成发展历史、分布和流传区域、演出团

体、人才状况、演出剧目、生存现状等建立了台账。
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办公室副主任王晓珊，普查

期间曾在全国 20 余省份参与了不少 “走村入户 ”的田
野调查，她告诉记者：“戏曲剧种的生存发展是一个动态
过程。 普查中，每一个剧种的增减都严格经过专家论证，
应该说，普查结果是最接近现状的。 ”

“多元剧种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每保留
一个剧种就是保留一种文化基因。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
曲研究所所长王馗直言，剧种的兴衰固然有其自身演变
规律，但应该坚持“一个都不能少”，加强对每一个剧种
的保护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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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兴

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戏曲是传承、 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 本次剧种普查为传

承和发展戏曲摸清 “家
底”的意义不言自明。

文汇报： 此次普查

历时2年，与以往开展的

全国性戏曲剧种普查有

何不同？
王晓珊（全国地方戏

曲剧种普查办公室副主

任）： 本次普查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第一次由国务

院发文、文化部组织实施

的全国性戏曲剧种普查，
形成全国“一盘棋”。与历

次调查相比，本次普查在

广度、深度、规范性、科学

性等方面有更大突破，例
如普查对象从戏曲剧种

延 伸 到 皮 影 戏 和 木 偶

戏； 演出团体和人才方

面，除国办剧团外，也掌

握了大量民营剧团 、民

间班社甚至民间艺人的

信息； 此次普查还在过

去因条件限制未能调查

到的地方有了新发现 ，
比如日喀则地区紧邻尼

泊尔的陈塘镇流行的夏

尔巴玛尼戏， 是夏尔巴

人的一种传统戏曲。
文汇报： 普查过程中遇到哪些

困难？
王晓珊： 普查遇到的主要困难

是戏曲自身的多样性、 复杂性如何

与大型统计应有的规范性、 科学性

达成统一。而且，戏曲始终处于动态

发展中， 对全国戏曲剧种进行全面

梳理、认定、归流，是最耗费心力的

部分。 此外， 一些民间班社和木偶

戏、皮影戏班社等流动性大、人员变

动频繁，普查员必须深入基层。我记

得 有 一 次 去 西 藏 偏 远 地 区 参 加 普

查， 当地有两个藏剧团长期在基层

演出，很难联系上。
文汇报： 如何评价目前地方戏

曲发展状况？ 地方剧种面临哪些困

境？ 应如何保护、传承地方戏？
王晓珊：应该说，目前传统戏曲

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
我们在普查中发现，剧种间有一

定的同质化趋向，因此保护和传承落

实到每一个具体剧种上，应该维持其

个性， 尽最大努力保护剧种的多样

性。 在保护方法上也需因“戏”而异，
比如普查发现的70个仅有民间班社

的地方戏曲， 和越剧这类发展情况

好、流传地域广的戏曲就不能一概而

论， 有些濒危剧种应以保护为先，而
不是规定它每年要演出多少场次；对
于少数民族剧种，保护应从其原生性

入手，保留本民族的文化样式。
另外， 戏曲是传统文化的一部

分，它和民俗、民间文学等都是共生

共荣的。如地方戏和当地民俗活动、
民间信仰从来就密不可分， 但在乡

土文化式微的当下， 传统的民俗活

动也面临着传承的困境， 因此不仅

仅是保护地方戏曲的剧种， 也应注

重保护戏曲生存发展的文化土壤。
王馗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

究所所长）：保留一个剧种就是保留

一种文化基因，在普查基础上，应该

坚持一个都不能少。 现在有一些成

功推广和保护的案例， 比如福建梨

园戏， 当地的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

团是“天下唯一团”，几十年来维持

了稳定的生存状态， 然后逐渐向外

省推广，以精品力作提升影响力；此
外像昆曲这类生存状态好的剧种借

助戏曲进校园的方式推广， 实际上

它 找 到 了 符 合 自 己 戏 曲 品 质 的 受

众，从而“精准推广”。
文汇报：本次普查实现了文化部

门对戏曲资源的动态化、 科学化管

理，未来对地方戏曲有何扶持措施？
明文军（文化部艺术司巡视员、

副司长）：戏曲是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本次普查

为传承和发展戏曲摸清了家底、掌

握了情况。结合普查基础数据，下一

步将加强人才培养和观众培育，夯

实戏曲发展的根基， 推出贴近时代

的优秀剧目， 推动戏曲走向民间服

务群众，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激活戏曲艺术生命力。
首先要落实国办 《关于支持戏

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联合有关

部门开展戏曲政策落实情况督查，
督促地方切实承担起保护传承地方

戏曲的主体责任， 将相关文件精神

落到实处。
其次要继续实施 “戏曲振兴工

程”和“剧本扶持工程”，在“剧本扶

持工程”“戏曲剧本孵化计划”“名家

传戏———当代戏曲名家收徒传艺 ”
等项目中， 通过扶持剧本创作和青

年演员， 加大对生存状况较差的剧

种所在院团的支持力度， 并继续实

施中国京剧像音像工程。
还要继续举办全国基层院团戏

曲会演，重点吸纳“天下第一团”参

加，并给予经费支持。 在摸底“天下

第一团”创作演出现状的基础上，分
区域举办其优秀剧目展演， 调动院

团创作生产积极性， 推动地方各级

政府和部门加大支持和保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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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负责，对历史负责”
2016 年初 ， 福建省罕见地迎来一

场大雪 ， 却未能抵挡戏曲普查 员 的 脚

步。 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办公室副主

任、 福建省艺术研究院艺术理论研究室

主任王晓珊和同事们冒着严寒驱车 4 个

多小时到屏南县， 找到正在漈头村主持

戏台开台仪式的四平提线傀儡戏省级非

遗传承人陆绍灿， 录视频、 采集数据、
访谈 、 查看抄本和木偶偶头等 一 气 呵

成， 回到酒店已是凌晨。
“这戏平时演出很少， 采集信息不

容易。” 王晓珊对此习以为常。 实际上，
不少地方戏曲的生存空间日益狭窄， 演

出往往只在春节等少数特定时节进行，
为捕捉这些珍贵的画面， 王晓珊还曾在

除夕夜放弃与家人团聚， 赶赴偏远地区

进行田野调查。
福建是全国有名的地方戏曲大省，

戏曲历史悠久 、 资源丰富 ， 保 存 着 闽

剧、 莆仙戏、 梨园戏、 高甲戏、 歌仔戏

和南音、 评话等众多地方剧种。 全国地

方戏曲剧种普查办公室就设立在王晓珊

所在的福建省艺术研究院， 为明确普查

范式， 王晓珊和团队率先开启了福建省

普查试点。
2016 年 6 月，福建省完成全省地方

戏曲剧种数据的采集、审核、录入工作。
据初步统计， 福建省现有 23 个活态剧

种， 现有戏曲演出团体 652 个 （不含木

偶、皮影戏演出团体），其中，国办演出团

体 50 个，民营演出团体约 600 个。 福建

戏曲民营剧团演出市场比较活跃， 年演

出约 93000 场， 其中绝大部分是商业演

出，演出收入超过 5 亿元。
在福建 ， 民 间 班 社 四 处 分 散 、 联

络困难 ， 此外 ， 地方戏曲剧种 依 托 方

言 ， 均使得当地普查战线拉长 ， 难 度

加大 。 为此 ， 福建成立全省联 动 普 查

团队 ， 到第一线采集第一手资 料 成 为

“硬标准 ”。 此外 ， 有别于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编纂 《中国戏曲志 》 着 重 于 梳

理 、 立传 ， 本次普查关注当下 的 戏 曲

生存状况。 “从前一般只做国办团体，
现在重点反而在民间班社 ， 像 当 地 有

不少季节性的民营团体 ， 有的 一 个 人

挂名好几个剧团， 还有的民营团能演 7
个剧种。 我们通过历年备案按图索骥，
再进行查漏补缺 ， 有针对性地 召 集 专

家验证。” 王晓珊表示。
“普查要 对 数 据 负 责 ， 对 历 史 负

责。 ”王晓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断强

调。 在她看来，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宝库，也是承载着千百年来人文精神的

载体。 其中的精湛技艺能否完整地记录

下来 ，不仅取决于传承人的状态 ，也与

记录的手段方式有极大的关系，以数字

化方式进行活态抢救性记录十分紧迫。
据介绍， 依据普查成果而建的公开

数据库 “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平台”，
用以展示各地戏曲剧种、演出团体、人才

情况、图片等“家底”。福建省还特别增设

了视频专栏，在对剧种和剧目溯源、考证

的同时，也在演出形态、舞台形象等方面

做了梳理与整合， 几乎涵盖全省所有剧

种的经典剧目片段。
文化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普查

标 准 时 间 2015 年 8 月 31 日 ， 全 国 有

348 个剧种（暂不包含香港、澳门特区和

我台湾地区）。参加本次普查的戏曲演出

团体有 10278 个 ，其中 ，国办团体 1524
个，民营团体（含民间班社）8754 个。 目

前，241 个剧种拥有国办团体；107 个剧

种无国办团体， 仅有民营团体或民间班

社，其中，70 个剧种仅有民间班社。
文化部艺术司巡视员、 副司长明文

军介绍， 以 《中国戏曲志》 为参照， 此

次普查目录增补 17 个新剧种， 而 60 个

《中国戏曲志》 中的剧种未收入本次普

查名录， 意味着这些剧种已消亡或面临

消亡危险。
值得关注的是， 此次戏曲普查过程

中还首次明确了剧种认定依据。 王馗告

诉记者， 中国地方戏曲剧种繁多、 形式

多样， 学界对剧种认定始终缺乏一个明

确、 统一的标准， 而随着近年来非遗保

护和当代戏剧创新发展的不断推进， 剧

种标准的确立 已 刻 不 容 缓 。 2014 年 6
月，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与各地

戏曲专家对剧种的认定标准进行了深入

探讨， 发布 《中国戏曲剧种认定标准》，
并确定本次普查采用的 8 条标准为： 具

有 “以歌舞演故事” 这一中国戏曲的主

要特征； 舞台语言采用本民族和本地方

言或本地官话； 在声腔音乐和伴奏形式

上具有个性鲜明的民族或地域特色； 在

表演上分行当或形成角色类型， 具有相

对成熟的表演形态和技术规范； 服装、
扮相、 道具具有历史形成的规制； 创作

和演出了一定数量的保留剧目； 有本地

专业或业余演出团体和演职人员， 具有

相对稳定的传承机制， 在本地区具有较

为广泛的影响力； 剧种名称具有某一地

区的广泛群众基础， 在社会中具有特定

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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