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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阐述了文艺工作

的一系列重大命题，创造性地回答了文

艺繁荣发展中的一些根本性、方向性的

问题。此后几年，总书记又相继在若干

重要会议和场合，就中华传统文化的传

承以及新时代文化建设等发表重要讲

话，内涵丰富，论述深刻，指导和影响了

当代戏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其思想启

迪作用，尤其显著。

戏曲传承的认知
在深化

戏曲的历史积淀与厚重财富，注定

了它有着天然的纵向传承使命，“替祖

师爷传道”是嵌入很多戏曲人灵魂深处

的行业操守。比如京剧，从上世纪上半

叶倡导“保护国剧”，到下半叶提出的

“推陈出新”“继承发展”等，虽有寄予戏

曲艺术担负时代使命的意味，但也蕴含

着对戏曲纵向传承失格与失落的深切

隐忧。

出于本能的剧种生存意识，各戏曲

剧种，大体如此。戏曲行业关于艺术传

承的基本理念，在整体上还囿于戏曲行

业本体，乃至搁浅在一个剧种，纠结于一

个行当或流派。更有甚者，从自身认知

的局限去揣摩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生造出“继承与发展孰先孰后”之问。

戏曲与时代的关系，在各个时期虽

会被呼唤，亦有付诸实践的艺术行为，却

也容易被时事性的功利诉求所影响。

究其原因，不免有对戏曲传承工作的认

知与思考偏于狭窄，盘桓在“就戏曲论

戏曲”的逼仄空间，而忽视了戏曲本体

需要现代人文精神和先进文化支撑的

内在需求。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

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

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

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

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显然，这一阐述的理论视角，是

建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度上，对中华文化

之传承与发展这一重大问题作出的理论

阐述。

对此，出席了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尚

长荣曾对媒体感慨，总书记的讲话“就像

是一颗定心丸，一场及时雨”。尚长荣长

期浸润于京剧，亲历并见证了戏曲事业

的潮汐起伏，对传承发展戏曲的急所与

困惑，颇有认知。他曾以高度的文化自

觉意识，勇敢而明确地提出“对传统，既

要继承，又要激活”的主张，并且以创造

性的艺术劳动，为当代京剧奉献了享誉

南北的“三部曲”。尚长荣对“讲话”的直

观感受，真切地反映了广大戏曲同仁的

共同心声，也折射出一大批有志于艺术

创造的实践者，通过学习“讲话”，在思想

与艺术观念层面上获得共鸣，乃至是相

互认同与观照之后的心心相印。与尚长

荣一同出席座谈会的茅善玉认为，“总书

记的讲话给予我们思想的指引，政府又

有切实的措施，我们更要有家国情怀，勇

于担当，出人出戏，无愧于这个时代。”

回看近现代以来的戏曲演进，从程

长庚到谭鑫培，从梅兰芳到周信芳，直至

袁雪芬、丁是娥、筱文艳等先辈，无一不

是“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艺

术大家。换以当代视角，他们均是继往

开来，革故鼎新的艺术典范，是为戏曲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出贡献的实践

范例。“讲话”之所以引发戏曲界的共鸣

共振和深入学习，既有戏曲人对剧种生

存状态的思虑，也是受到戏曲优秀文化

传统和艺术范式的启迪，反映了大家对

戏曲传承的目的与意义，有再认识再提

高的迫切需要。

这些思考至为重要的是，能够走出

纵向的单一思维惯性，进而能够拓展视

野，站在时代的高度，将戏曲艺术定位在

当下正在发生的艺术样式上。

换言之，戏曲传承的价值要集中体

现在为当代贡献出有文化影响和艺术魅

力的作品，从而认识到只有打造出有创

造性和创新性，且经得住市场和时间检

验的戏曲作品，这才称得上对传统戏曲

的真切传承，实现“替祖师爷传道”的职

业夙愿。由此，戏曲的文化属性将再次

被审视，对戏曲传承的认知，正在从戏曲

行业的自发状态，逐渐进

入现代涵义上的文化自觉

状态。

今年，中国艺术研究

院与上海有关方面联合举

办了陈少云表演艺术学术

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结

合陈少云继承周信芳麒派

演剧精神，塑造了众多艺

术形象的生动案例，就当

代京剧的艺术创造力问题

进行了学术层面的深入研

讨。认识到周信芳当年

“继承的目的是为着发展，

不是为继承而继承”的论

断，恰是契合了当下“守正

创新”的倡导。当代戏曲

的叙事，离不开恢弘的历

史观念、浓重的现实关切，

以及融通古今中外的艺术

经验和规律。

戏曲传
承的目标在
清晰

认知的变化，反映在

具体工作上，是戏曲传承

的目标在逐渐清晰。为当下而作，为时

代而歌，激活传统，活用传统，这些认知

与理念正在付诸实践，化作戏曲传承的

目标。

从文化主管部门的工作布局中，就

有显著可见的一些鼓励艺术创造和创新

的措施。比如，历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秦

腔艺术节、越剧艺术节等各种戏曲展演，

素有“梨园奥运”之称，是各戏曲院团争

金夺银，赢得艺术荣誉的重要平台。近

十年里，类似平台先后取消了“剧目评

奖”，而以“剧目评议”代之。暂且不论评

奖机制的得与失，而引导戏曲院团将艺

术传承的目标聚焦于当代呈现，聚焦于

艺术创造力的激发和传承，确是利大于

弊的举措。

远离了评奖的功利考量，一些院团

的创作选题反而显得比较超脱，注重于

演出本体魅力的呈现，着力于演出的剧

场效应。不少从现实生活中撷取来的鲜

活题材，不仅被热演，也在不断精进。比

如，越剧《山海情深》和秦腔《攒劲女人》，

在表现“脱贫攻坚”伟业的同时，将视线

伸向戏剧深层的人文思考，反映人的观

念与命运转变。而昆剧《瞿秋白》表现了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遭遇和

独特性格，是对革命历史题材的新拓

展，被视为“昆曲现代题材创作的重要

成果”。淮剧《送你过江》从小角度切

入，描写伟大渡江战役中一对年轻人的

凄美爱情故事，体现宏大历史潮流中，

无数鲜活生命的跃动与奉献。闽剧《生

命》表现战士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用生命

保卫母亲和孩子的传奇故事，似一曲生

命的赞歌。越剧《黎明新娘》在梳理了传

统越剧表演法则与现代舞台审美的相互

关系后，构成整体和谐的现代戏曲舞台

形式，塑造了一个有着革命理想主义人

格的艺术形象。

即便有些立意甚好，但舞台呈现尚

不完善的剧目，通过畅所欲言的评议，亦

使创演者深受裨益。更有游弋在时尚演

绎与传统规范之间的创新项目，在肯定

其探索精神的前提下，依然能够获得专

业且中肯的剖析与批评。凡此种种，营

造了一种去功利化，有益

于探索和释放艺术创造

力的氛围。

培养表演艺术人才，

是戏曲传承的基础，也是

各个戏曲院团的工作常

态。近十年来，一个可喜

的变化，便是各大剧院在

演员培养的过程中，普遍

注重提升演员激活传统

程式，塑造角色的能力。

“抱残守缺”的传承观念

与主张，悄然隐退。

比 如 ，上 海 京 剧 院

“青春跑道”人才培养计

划，以夯实传统基础为抓

手，以提升青年演员活学

活用程式规范的能力为

目标。其考评和选拔机

制，倾向于“传统基础好，

人物塑造好”的人才苗

子。再比如，在保留剧目

《曹操与杨修》《成败萧

何》等的代际传承中，尚

长荣、陈少云等老艺术家

身体力行，将剧中各个环

节掰开揉碎地讲解角色

的塑造，让那些严谨得不

可触动的程式规范在年轻演员心里灵

动鲜活起来。通过这样的传承方式，追

求表演艺术的至高境界，正成为年轻一

代的艺术理想。

上海越剧院青春传承

版《舞台姐妹》的产生，也

是如此。堪称一代风华的

钱惠丽、单仰萍组合，率领

一众老艺术家全身心地投

入排练场，陪伴和引领年

轻一代演员经历了一次

角色创造的过程。让艺

术的传承，走出举手投足

“摹刻复制”的单一套路。

而上海昆剧团则基

于独特的艺术优势，开创

艺术传承与传播的新境

界。其“致敬经典”巡演

活动，大开大合地演绎

《临川四梦》《长生殿》等

经典作品，以高质量的舞

台呈现，彰显传统舞台法

则的内在意蕴。但是，这

一切并不是古代经典的

简单复活，而是渗透着对

昆曲传统的接续与超越

的艰难创作。

为青年文艺工作者创

造良好的艺术生态，是上

海戏曲界颇具前瞻性的

战略举措。从2015年起，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正式

推出“上海小剧场戏曲

节”。项目运行十年来，大批年轻戏曲

人涌入这一旨在传承与创新的平台，逐

渐产生了一批饶有新意与探索意识的

作品，诸如梨园戏《御碑亭》、京剧《草

芥》、越剧《假如我是嵇康》《再生 ·缘》等

等。而今，这一项目已经衍化为“中国

小剧场戏曲展演”，参与的剧种从京剧、

昆剧、越剧，延伸到沪剧、川剧、梨园戏、

闽剧、锡剧、吕剧、五音戏等。

对此，有评论认为“小剧场虽小，戏曲

实大，优秀传统文化更大，优秀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最大”。可见上

海戏曲艺术中心推动小剧场戏曲的举措，

已经并将进一步为青年戏曲创作人才的

成长，为戏曲传承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

剧目创作的新貌
在呈现

十年来，戏曲工作“三并举”的方针

继续得以贯彻体现。戏曲与生俱来的古

典特质，即擅长通过古代题材来表现时

代观念，亦可以从容地演绎现代生活题

材，反映当代精神和价值追求。在众多

戏曲新剧目创作中，值得称道的委实不

少。其中让人耳目一新者，往往是它们

在如何避免现代戏创作中人物形象的

概念、空洞与同质化倾向方面，作出了

坚实的努力。同时，也在保持戏曲的韵

味和审美特质方面，各自都作出了有益

的探索。

如，国家京剧院改编自同名茅盾文

学奖小说的现代戏《主角》，讲述的是一

名普通女孩成长为剧团主角的故事，折

射的却是当代社会具有普遍性的人生况

味。其无场次的叙事结构，看似颇为现

代的演剧样式，实则与戏曲的舞台时空

观念一脉相承，甚至是戏曲背躬等手法

的衍化与运用。京剧演现代戏最难逾越

的，是怎么处理京剧之程式表演与人物

性格塑造的关系，况且这戏还有不少“戏

中戏”的存在。《主角》的主角们追随着戏

曲表演的本真，赋予程式表演以人物的

情感和情绪。让演员在角色与“戏中戏”

的角色之间自由转换。其间，有选择地

卸去了一些习惯性的表演躯壳。全剧的

声腔设计也堪称精心，尤其是末场忆秦

娥那段[娃娃调]，于刚劲挺拔中，融入了

耐人寻味的细腻，显现出表演者较强的润

腔和气息控制能力，予观众以听觉的愉悦

和享受。

再如，北京京剧院的《石评梅》。该

剧以“民国才女”石评梅的爱情选择为叙

事，实则反映了“五四运动”之后，一代中

国青年面临的信仰与主义的选择。剧本

的语言青涩而浪漫，激情而跃动。尤其是

对石评梅的诗句融入与化开，让舞台弥漫

着早期白话诗文的独特节奏与韵致，营造

了难以质疑的年代感。该剧舞台演绎的

最大特征，不是现代戏演绎中惯常可见的

模糊行当与流派，而是凸显行当与流派的

作用。石评梅的扮演者全然以程派声腔，

淋漓尽致地塑造人物的音乐形象。以程

派台步走圆场，乃至以颀长围巾，舞动出

富有程派气息的“水袖舞蹈”，将人物的心

理渲染得自然熨帖。高君宇的扮演者，则

发挥武生的优长，开合自如潇洒，一派革

命青年的英气。《石评梅》被认为是一出具

有独特文化气质的现代诗剧。

纵览上海戏曲院团的新创剧目，亦

是可圈可点。沪剧先有《敦煌女儿》和

《邓世昌》，后有讲述在白色恐怖笼罩下，

地下党人前赴后继保护革命事业原始档

案的《一号机密》。京剧《浴火黎明》以著

名的“狱中八条”为创作灵感，塑造了一

批身陷绝境却忠魂不改的共产党人形

象。淮剧则以《火种》表现我党早期领导

的工人运动中，一对“贫贱夫妻”的成长，

场景式反映了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的峥嵘岁月，给观众以“星星火种，终将

燎原大地”的审美联想。越剧《好八连》以

复调叙事结构，实现了题材主旨的继承

性和延展性的和谐统一。其创作既要承

袭《霓虹灯下的哨兵》“拒腐蚀永不沾”主

题，更要穿越岁月时代，提炼出具有传承

性的精神追求，从而完成“南京路上好八

连”这支队伍永葆人民军队本色、再铸军

魂的当代叙事，是一次颇有价值的艺术

尝试。

而京剧《龙潭英杰》取材于中共早期

隐蔽战线真人真事，塑造了一个有坚定信

仰和意志的红色特工李剑飞形象。该剧

的突出亮点是，剧中人物的行为和心理大

都出于各自境遇所带来的必然性，具有逻

辑的合理性，说的是凡人之言，做的是非

凡之事，少有牵强故作之态。而观众从剧

场的演绎中，依然能够感受到李剑飞叶华

夫妇的信仰之坚定如磐。作为具有浓郁

谍战色彩的演绎，其舞台叙事是至为缜密与

饱和的，既有敌我之间较量缠

斗的机警对白，又有战友乃至

夫妻或父女之间的深情倾

述。语义之复杂与机趣，迫

使演员去寻找每一句台词的

底层逻辑，精准地表达人物

的心理和情感。《龙潭英杰》

的创作以人情与人性的视角

切入，让革命先烈的非凡事

迹，在剧场空间与当代观众

发生着真切的情感共振。

戏曲传承的目的意义，

及其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

建设中的作用与价值，依然

是个不倦的话题，并将归于

戏曲艺术的当代实践，见诸

于艺术创造本身。诚如总

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

出的那样：“文艺创作中出现

的一些问题，同创新能力不

足很有关系。”戏曲过往的艺

术辉煌，是一代代艺术家的

创造性贡献；戏曲的未来发

展，依然需要一代代艺术家

前赴后继的创造性劳动与

创新性贡献。

（作者为知名戏曲评论家）

文艺创作这十年

▲取材于中共早期隐蔽战线真人真事的京剧《龙

潭英杰》。图为演出剧照。

▲上海戏曲院团有颇多可圈可点的新创剧目。

图为沪剧《敦煌女儿》演出剧照。
▲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演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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