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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京昆室：用创造性履职推动戏曲传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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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戏曲发展建言献策，组织丰富多彩的戏曲演出。多年来，全国政协京昆室努力发挥自身的独特优

势，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凝聚共识：戏曲唱响乡情 

  “‘两岸四地中国戏曲传承与发展论坛’理应担负起更为光荣的社会文化使命。我真诚地希望，论

坛的举办不仅能促进中华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更可通过戏曲这种文化载体，激发两岸四地人民对祖

国悠久历史的依恋与认同，用民族文化无疆无界的广度和润物无声的巨大浸透力，凝聚起中华子孙弥足

珍贵、血浓于水的共同亲情。”2011年12月21日，在北京举行的“两岸四地中国戏曲传承与发展论坛

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作了精彩的主旨演讲。两天的时间里，近两百位两岸四地戏曲界人士齐聚

一堂，研讨、交流情感。很多艺术家们都纷纷感叹：这真是戏曲的盛大节日。自2008年以来，两岸四地

中国戏曲艺术论坛已分别在澳门、香港、台湾成功举办了三次，第四届的北京论坛规模更大。从澳门到

香港，再跨过海峡到台湾，又回到了北京，历经4年，完成了一个圆满的循环。论坛以中国戏曲艺术的

传承与发展为主题，一以贯之；广邀两岸四地有成就、有影响的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和专家与会，进行

深入研究和广泛交流；把研讨和展演结合起来，增强影响力和感染力；对中国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发展与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举办两岸四地中国戏曲艺术论坛，充分发挥了著名京昆表演艺术家的优势。同时，通过履行人民政

协职能，积极推动中国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为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做出了有益探索和尝试。

通过论坛的举办，进一步增强了两岸四地戏曲界同行以及关心戏曲的各界人士的亲近感、认同感。 

  考察调研：把握戏曲发展脉络 

  组织考察或调研，为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建言献策，是京昆室的重要工作之一。纵观京昆室近5

年来的考察报告，一条中国戏曲发展脉络清晰呈现：突出了戏曲的重点、难点问题，通过委员们的建

议，一些问题得到了重视和解决，对推动当代戏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2007年到2008年，京昆室组织的全国政协委员“戏曲理论研究现状”考察团，对天津、上海、北

京、湖北、江苏、山东6省市的相关文化主管部门、戏曲院团、学术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进行了中

国戏曲表演理论体系建设工作的考察，并向中央报送了考察报告。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和时任国务委员

的刘延东分别作出批示，予以肯定和支持。据此，文化部组织进行多次论证，制定了《中国戏曲表演理

论体系建设规划要点》，经中央批准，现正在贯彻实施中。 

  为了推动地方戏曲艺术传承和发展，充分认识戏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政协统战工

作中的特殊意义，京昆室组织地方戏曲艺术传承与发展考察团，于2010年6月赴福建、广东两省进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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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又于2011年5月赴安徽和湖北两省进行考察，与所在地区的政府、政协、戏曲艺术院团、学术研究

机构等，进行广泛的座谈。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8月，京昆室代表团一行8人，应乌克兰文化旅游部、

俄罗斯文化部邀请，就民族传统艺术的保护和传承情况赴乌克兰基辅、俄罗斯圣彼得堡、莫斯科等地考

察访问。这是京昆室首次组团出访，学习交流民族传统艺术传承、保护工作的经验。此次出访，令委员

们拓宽了眼界，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 

  全新尝试：不断丰富履职途径 

  京昆室是委员们履行职责的重要形式，也是他们参政议政的平台。如何让这个平台更具活力？答案

是不断探索委员履行职责的方式和途径。在这方面，京昆室近年有一些新的尝试，如：与提案委员会联

合举办京昆室委员重点提案办理协商座谈会、为“十二五”规划建言献策等。 

 

  京昆室的23位全国政协委员在十一届三次全会期间共提交20份提案。2010年5月31日下午，全国政

协提案委员会与全国政协京昆室联合召开“中国戏曲艺术传承与发展提案办理协商会”，提案人与相关

部委承办单位面对面沟通协商。会上，作为承办单位的中宣部、文化部等有关部委负责人到场，京昆室

委员的16件提案在这里被集中办理。京昆室副主任张国祥说：“直接参与提案工作，把委员的提案集中

办理，这在京昆室历史上还是头一次。” 

  “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早日出台”，“京剧没有了真功夫，京剧的市

场就会自然而然的消失”，“地方戏曲是中华文化中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文化载体，各级地方政府要下

大力保护并支持本地地方戏曲的传承和发展”……面对难得的机会，委员们踊跃发言，得到了承办单位

的积极响应。“提、办双方面对面沟通协商、交换意见，达到了深化认识、达成共识、推动提案办理落

实的目的。”张国祥副主任总结道。 

  围绕中心工作积极为“十二五”规划建言献策，成为京昆室的工作重点。2010年4月，以吴江常委

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期间提交的《关于整理研究清代升平署历史文献资料的提案》为线索，委员

们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京昆室主任周铁农的带领下，赴故宫博物院考察。在此基础上，京昆室

以“关于发掘利用清代升平署历史文献资料的建议”为题，在第十次常委会议上提交了大会发言。建议

将升平署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纳入历史文献保护工程，形成完整

的升平署目录和文献分类，引领学术界、文艺界对丰厚的升平署文献资料进行多元的理论建构，有效地

继承和保护这批珍贵的遗产。 

  2011年8月，全国政协召开以文化为主题的专题协商会议。吴江常委代表京昆室作了《关于当前戏

曲发展的几点建议》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强调：建设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体系的工作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戏曲数字化影视拍摄工作应当列入重要工作日程；将地方戏曲基层文化演出单位纳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体系范围。 

  传送佳话：委员的奉献与温暖 

  京昆室委员中绝大多数为新中国培养的表演艺术家，对戏曲艺术传承和发展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和使

命感。这种责任感有多强？从一个简单的事例或许可以感受到：去年出访俄罗斯期间，京昆室代表团的

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张，最多的一天从早上飞机降落到晚饭前，委员们马不停蹄地进行了8项活动。晚上

还有最后一个行程——看演出。考虑到年纪大的委员可能身体不适，吴江团长给叶少兰和孙毓敏委员请

了假。谁知这两位委员一听说，异口同声地表示累点没关系，一定要去观看演出。 

 

  京昆室23位政协委员，一直有着较高的参政议政热情。“他们参加演出、考察调研、研讨问题，都

表现得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绝对不会走马观花，是真正的文化担当。”京昆室办公室主任负责人介绍

说，“我们与委员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了解他们的关切，每次通知委员们京昆室的相关活动，他

们都会第一时间协调安排。” 

  委员们的奉献与付出换来的是全国政协领导对京昆室工作和委员们的关心与重视。去年2月3日，贾

庆林主席在与全国政协书画室和京昆室委员座谈等活动中，了解到张学津委员病重，立即指示看望并尽



快了解张委员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全国政协办公厅领导对此非常重视，不久后就落实了与统战部共同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