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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戏曲的振兴之路，已经跋涉了二十多年了。然而，路，愈走愈窄；前途，愈来愈暗。许多人已经到了

气力不支、身疲力竭、信心消失的地步，行政管理机构正在用最后一剂处方──演艺单位脱离事业编制，彻底打

碎演艺人员的铁饭碗，让他们到市场上去求生存──来治疗戏曲长年的疲软顽症，但业内外人士并不相信这是回

春的妙手，他们在慨叹与绝望中眼睁睁地看着戏曲艺术之光的渐渐黯淡。 

回顾近二十年来的振兴之路，行政管理机构、戏曲理论界、演艺团体与个人不可谓不努力，诊断戏曲衰退与

消亡原因的论文汗牛充栋，提出拯救振兴办法的良方不可胜数，试验性的剧目接踵而继，以旨在焕发戏曲生命力

的各种戏曲汇演并评奖的活动层出不穷。其诊断的原因有：多元的娱乐活动抢走了许多戏曲观众；节奏缓慢的表

演与歌唱已不适应新时代的都市生活；单调的唱腔与程式化的表现方式不吻合当代青年观众的审美要求；戏曲题

材陈旧，许多作品既不关心民瘼疾苦，不表现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又远离我们这一历史上最伟大而深刻的变革

时代，于是，最广大的普通观众对这样的剧目也就持相应的冷漠态度；演艺单位的经费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拨款，

故而，他们的艺术活动都受制听命于政府官员，从选择题材到表现形式都以能否得奖为指向，戏曲艺术已经堕落

成为政绩服务的一种工具。另外，还有舞美大制作、演出高票价、整日里蹲在城市里而不与戏曲最忠实的观众农

民照面等等原因。 

所提出的振兴理论与已付诸实践的振兴办法也有若干种：如增加现代戏的数量，去掉程式，加快节奏，使之

贴近现代生活；编写都市戏曲，让戏曲为市民服务，使戏曲都市化，将戏曲从农村草台完全移向都市剧院；变革

戏曲之“曲”，加进现代的、外国的、时鲜的音乐元素，改变韵白的宾白方式，甚至用普通话代替方言，以迎合

青年观众的审美趣味；融入具有时代高度的思想，以新的社会观、伦理观、价值观对观众振聋发聩，让他们从中

得到思想的启迪，再不要认为戏曲仅是臣忠子孝、反恶除奸等旧思想的载体；与高校联手，在大学生中成立戏曲

社团，指导他们进行业余戏曲活动，并不时地让戏曲进校园，以培养新一代的戏曲观众，等等。 

但是，收效甚微。戏曲三百六十多个剧种每年都有消亡的，有的则成了“天下第一团”（按，意谓一个剧

种，只有一个剧团）；戏曲观众日渐减少，今日45岁以下者，从未进剧场看过一场戏曲的比比皆是；百分之九十

九新编创的剧目，演不了多少场便会偃旗息鼓，将财政拨予的专项经费用完后便无力再搬上舞台。 

2．导致戏曲景况愈来愈凄凉、百般疗救而病疴愈来愈沉重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以为问题出在我

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 

众所周知，戏曲是一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表现形式之一，它由民族文化孕育而成，其本体

从题材、思想、情节、人物形象到音乐、语言、表演、舞美，无一不是由民族文化熔铸而成，它包涵着丰富的民

族文化的信息，其表现的伦理、道德、宗教、政治、法律、哲学、民俗等等观念，皆烙上了民族文化深深的印

记。人们对它的接受与否亦是按照民族的审美趣味来进行的。可以说，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它生长的土壤。有了这

一土壤，它就有了生机，若土壤肥沃，它便茁壮地成长；土壤贫瘠,它便枯败衰萎。若失去了这一土壤，它便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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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源泉。 

戏曲自北宋诞生之后，由城市扩散到乡村，由局部漫衍至全国，由单一剧种发展成数百个剧种，由少数人参

与带动了全民参与，其间，形式虽然不断地嬗变──由宋金杂剧而到南方戏文，同时又变化为元杂剧，其后又有

明传奇几大剧种的争奇丰艳，最后又有花部的勃兴与京剧的跃出──但总的说，生命力愈来愈旺盛，这是因为它

是民族的文化之花，它的内容与形式都应合了民族成员的心理需求与审美取向。它已成了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部

分，民族成员需要它就像需要阳光与水一样。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与商品经济，人

们衡量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和一个人时，不再用传统的道德标准，而是用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经济能力作标准。钱

多，物质条件好，便是“良善”之区，成了人们向往趋骛之地；有办法弄到钱，弄到很多钱，便被视为“人

才”，成了人们学习的榜样。什么报效国家、孝敬父母、兄弟友爱、朋友之情、急公好义、尊师爱生等等传统道

德，渐渐淡薄，甚至被人弃为敝履。坚守传统文化者，被人们讥为顽固保守，不识时务；破坏传统文化者，则被

人们容忍、认同与效法。在这样的背景下，戏曲的从业者──编剧、演员与评论者，为迎合所谓的时代精神与部

分观众的审美需求，不再让戏曲承担起宏扬传统文化的重任，而是让它成了批判传统文化的工具，承认自我，张

扬自我，否定国家至上与集体至上主义，将许多父母贴上封建礼教护卫者的标签，而给予辛辣的嘲讽。仁、义、

礼、智不再是戏曲的主题，代替它们的则是所谓的开拓进取精神与超前的改革意识。 

但是，传统文化是由全民族根据自己的经济方式与所处的地理环境历经数千年的辛勤建设而形成的，它虽然

随着时代的步伐而不断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渐进的、缓慢的，很难发生质的飞跃，即便在某一个时期社会上

表现出普遍的急功好利的倾向，甚至表现出道德上的沉论，但这种风貌是末不是本，它们是漂流在河面上的浮

渣，下面流淌着的依然是洁净的传统文化之水。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虽然受时代风气的裹挟，追名逐利，言行

远离传统文化的要义，但是在心底里，或者在其灵魂深处，他们不但不否定传统文化，还对否定传统文化的人与

事持鄙夷的态度。正因为当代的许多戏曲剧目，其思想背悖了传统文化，或者放弃了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

于是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冷落。 

许多人已经认识到，今天的戏曲观众，欣赏的依然是传统的剧目，他们究其原因，以为是戏曲观众习惯了传

统剧目的表演与歌唱方式，是思维与审美的定势使其然，殊不知戏曲观众喜欢传统剧目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传统剧

目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他们从传统剧目所表现出的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中获得美感，从传统文化滋

生出来的音乐与一招一式的表演中得到快乐。 

许多人发现，台湾有着良好的戏曲生存环境，岛内的戏曲演艺活动常年不断，文化行政机关、剧场娱乐公司

还隔三差五地邀请大陆的许多剧种去演出，而每次演出又都能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常常是“盛况空前”，好评

如潮，为什么会出现大陆冷、台湾热的现象呢？探索其原因，是传统文化在演出环境中厚薄的问题。平心而论，

台湾比起大陆来，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要积极得多，传承、弘扬、保护的工作，从未间断过，尤其是上个世纪六十

年代兴起的文化复兴运动，使得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仁义廉耻、孝悌忠信的观念深

入人心。生活在传统文化浓厚氛围中的人，当然对传统文化的精粹──戏曲，保持着浓烈而不衰的兴趣了。 

近两年来，全国刮起了白先勇等人重新打造的昆剧《牡丹亭》的风暴，该剧已经演出了五十多场，进过八个

高校。新版昆剧《牡丹亭》全本演完需要9个小时，连演三个晚上，开始大家都很担心，大学生们有这样的兴趣与

耐心看完这个古老的剧种所演的古老的剧目吗？不料，每一次演出，都得到了青年学子们的热烈欢迎，每次谢幕

时观众近乎疯狂的追捧场面，都会感动得演职员们热泪盈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效果，是因为白先勇等人高度

尊重了原作品的内容，高度尊重了昆剧的艺术精神，使得新版《牡丹亭》虽然加入一些现代的艺术元素，但总的

说，它的内容与形式仍然是传统的，表现了民族文化的艳丽动人之处：青年男女对纯真之情的热烈向往，歌词宾

白语言的整洁典雅，唱腔音乐的流丽婉转，服装与舞台装饰的大方瑰丽，故事情节的曲折奇异，无一不反映了有

悠久历史的民族文化的伟大、高明、精致与近乎完美的特点。它们震撼着对民族文化不了解而持虚无主义态度的

青年人的心灵，激发了傍徨在文化选择的十字路口的学生们认知民族文化的欲望，摇醒了作为中华民族子孙所具

有的然而受现实影响而蛰伏于内心深处的民族文化的自尊意识。可以这样说，如果新版昆剧《牡丹亭》不表现民

族的传统文化，它绝对得不到青年学生们的普遍青睐。 

总之，戏曲依赖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生存。 

3．既然如此，振兴戏曲就必须走民族的传统文化之路。在剧目思想上，应表现数千年来民族普遍认同的

伦理、道德、宗教、个人价值等观念，肯定赞扬那些忠于国家、热爱家庭、大公无私、舍生取义、孝敬父母、慈

爱他人、廉洁奉公、反贪斗奸等品质高尚之人，否定批判那些卖国求荣、损人利己、忤逆作恶、贪污腐败、刻薄

奸诈等品行恶劣之人。我们不反对在剧目中融注新的思想，以启蒙教育民众，但其思想不应过于超前。或许其思

想是正确的，对于推动时代的前进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民众的认识跟不上，不理解，他们就不会感兴趣，甚至会

觉得其思想怪异，避而远之，这样，又如何得到数量广大的观众？在这方面，时下许多清官题材的电视剧很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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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借鉴。尽管这些电视剧在有些人看来，题材近于雷同，思想亦较为陈旧，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收视率

居高不下。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应继承类型化的塑造方法，人物形象应该是某一种品质的符号。我们在塑造人物形象

时，可以使人物形象鲜明，但其形象的鲜明不是靠表现其复杂的性格和描述性格的形成过程而获得的，而是靠人

物所表现的非常而合情合理的行为而获得的。自二十世纪以后，文艺创作界受到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用典型化

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客观地说，典型化的写人方法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复杂的人生，然而，这

一创作方法隶属于追求写实的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而戏曲是中国的民族艺术，是写意的艺术，它不追求形似，

而追求神似，类型化的写人方法更符合它的要求，也符合我们民族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审美习惯。如果我们塑造一

个时好时坏、好中有坏、坏中有好、性格复杂而不稳定的人物形象，观众在审美接受的过程中就会异常吃力，而

生出厌烦而冷落的心态。 

在故事情节上，要山重水复，要奇异诡谲，既要在意料之外，又要在情理之中。我们古代的文艺为什么频繁

地使用“传奇”这一术语，唐代的小说用“传奇”，南戏用“传奇”，明代戏曲又用“传奇”，就是因为民族成

员对传奇性的故事情有独钟，他们无奇不看，于是，戏曲小说的作者便无奇不传。广大普通的观众喜欢曹禺的

《雷雨》的程度大大高于他的《北京人》，也能有力地证明这一问题。 

在音乐上，应在民族的乐曲上下功夫。中国有着悠久的音乐创作的历史，既有专业的创作，又有民间的创

作。孔子闻《韶》乐，三月而不知肉味与“高山流水”的故事，都说明古代专业作曲的水平之高。而遍布全国各

地声情各异、风格多样的民歌则又说明全民族成员对本民族音乐的爱好与参与的热情，同时也说明我们民族音乐

素材矿藏的丰富。音乐与饮食一样，最能表现一个民族的文化品格，就绝大多数人来说，偶尔吃一顿西餐可以，

长年累月地吃西餐则让人受不了，更不要说吃非洲、北极等地民族的饮食了。因此，人们最习惯也最能受到打动

的是本民族的音乐。“曲”在戏曲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一个剧种若没有动听的音乐，它就不可能生存与传播。

其音乐的喜爱者越多，它传播的地域会越广。近代的京剧、越剧与黄梅戏之所以能够流传全国，莫不与它的音乐

动听有关。今日之戏曲音乐若要取悦于戏曲观众，须不断地创新，但创新要遵循这两个原则：一要保持剧种的音

乐特色，如若没有剧种的音乐特色，那么整个剧种的特色便会泯灭掉。二要保持民族的音乐特色，其音乐语汇必

须是民族的，将其置于世界音乐之林中，能彰显出鲜明的民族风格而不会被其它民族的音乐消解掉。 

除了上述之外，表演、语言、舞美等等亦须体现出传统文化的精神。然而，这些都是从戏曲表现的角度而言

的，我以为，这仍然属于技术性的问题，还不是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在于接受者即观众这一方面。直截

了当地说，关键是在于能否形成一个数量广大的观众群体。而这又与社会环境有关，如果整个社会仍然持批判传

统文化的态度，不鼓励人们去认同忠信仁义、孝悌礼智的道德观念，放任人们私欲的膨胀与盲目地崇拜西方文

化，又怎么可能会形成一个迷恋以传承民族的传统文化，赞美忠信仁义、孝悌礼智为能事的戏曲的数量广大的观

众群体呢？可以这样说，戏曲不可能彻底消亡，因为传统文化的命脉不会断绝。戏曲的振兴之日，也就是传统文

化在中国的复兴之时。事实上，传统文化的复兴已经露出了端倪。全面的复兴，已经为时不远了。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文法学院。邮编：200092） 

(戏剧研究——国内第一家戏剧研究学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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