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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30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浙江省文化厅等主办的2010年“中国戏曲表演理论”学术研讨会在王国维先生

故里海宁举行，这是从2009年文化部制定《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体系建设规划要点》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等有关艺术研究

机构、演出团体等对建设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体系的一次发力。  
 

把欠历史的账还上 
 

    世界上有三大古老戏剧文化:中国戏曲、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而只有中国戏曲是唯一依然活在舞台上的。以

唱、念、做、打的综合表演为中心的中国戏曲，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其理论的发展却是在明

清以后，远远滞后于戏曲实践的发展。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刘祯研究员认为:“我们的戏曲表演理论及体系

研究过去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欠账还上。通过对戏曲表演理论体系的构建，使传统戏曲在新世纪焕

发新的光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戏曲理论工作者就致力于戏曲表演理论体系的建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了许多老艺人回

忆录、整理了大量历史上的戏曲表演文献;1963年，昆曲大师俞振飞提出了重视中国戏曲表演理论的呼吁;1980年，戏剧

理论家张庚在他的《漫谈戏曲的表演体系问题》中，从更加宏观和全面的角度，对中国戏曲的表演体系进行了深入的思

考。 
 

    2009年，在全国政协对戏曲理论研究现状两年考察和倡议的基础上，文化部制定了《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体系建设

(2009-2016)规划要点》，提出力争在6到8年内基本完成体系核心构建，撰写出版《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体系通论》及丛

书，形成有民族特色的概念系统，揭示中国戏曲独特的艺术规律，并建立中国戏曲表演艺术资料库，完成戏曲理论研究

队伍建设。 
 

    中国戏曲不是仅活在博物馆中的艺术，而是活在舞台上的艺术。刘祯认为，中国戏曲有着悠久的历史、繁多的剧种

和丰富多样多元的表演、表现，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活在舞台上的戏曲表演不能落实到文字文献上来，这使得中国戏

曲表演理论总结面临很多困难;而将舞台上的表演总结抽绎成理论，加以系统归纳，这也正是建设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体

系的目的所在。 
 

    人走艺亡，这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安葵对中国戏曲发展中感到遗憾的一点。他说，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角度讲，中国戏曲要“抢救第一，保护为主”。现在建立这个理论体系，与戏曲表演实践紧跟，对于年轻一代学习中国

戏曲表演大有好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 
 

    中国戏曲种类繁多，体系庞杂，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共做过4次统计。据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刘文峰研

究员介绍，这些统计很不完全，只能统计还存活的、还能在戏曲舞台上演出的剧种。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中国戏剧家协会曾做过一次调查统计，当时有360个剧种，其中有50个是新中国成立

后的新剧种。2002-2005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曾做过一个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全国剧种剧团现状调查》，据

不完全统计，当时中国活在舞台上的剧种约267个。 
 

    刘文峰说，剧种的生存需要土壤。随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外来文化如迪斯科、街舞、卡拉OK等的冲击，现

代传媒如电视互联网的影响，中国戏剧传统的生存环境变了。但这也是必然的，艺术从来都是在新陈代谢中发展的。 



 

    中国戏曲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刘文峰说，目前我

国凡是存活着的、依然在舞台上演出的戏曲，共有210个剧种，都纳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未纳入国家级非遗

名录的剧种也都已经纳入了各省地市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截至目前，中国戏曲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4个:昆曲、藏戏、广东粤剧和今年刚刚被纳入名录的京剧。 
 

只有“登峰”没有“造极” 
 

    脸谱、蟒袍、帽翅、水袖、兰花手、高亢悠扬的唱腔配以敲击有力的锣鼓、镶金绣银的戏衣衬着勾红抹绿的脸谱，

如浪翻滚的长髯和铿锵的武打动作，中国戏曲把曲词、音乐、美术、舞蹈等熔为一炉，充分调动各种艺术手段的感染

力，形成中国独有的节奏鲜明的表演艺术。 
 

    讲到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传统方法，浙江省戏剧家协会理论学术委员会主任沈祖安讲到一个名人故事:1961年，周

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在杭州楼外楼宴请著名京剧艺术家盖叫天，贺龙问盖叫天，你是大表演艺术家，你这个盖派艺术到底

是怎么回事?盖叫天说，我没有文化，也不会讲道理。我就知道我在台上是试试看的。试得好就演下去，试得不好重新

再来。沈祖安认为，中国的戏曲艺术就是这样不断试试看不断探索出来的，任何艺术在不断探索发展中只能是“登峰”

却永远不是“造极”，中国戏曲发展永远是省略号，没有句号。 
 

    浓缩着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国戏曲在世界戏剧版图上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将随着中国戏曲表演理论的新建设和体系

的构建而愈益显现。 

责任编辑: 林杏子

查看最新文章>> 

相关文章

• 汤显祖与临川四梦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 04-30 11:28 am - 点击: 455

• 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钱南扬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在南京召开 - 12-01 05:26 pm - 点击: 432

• 第15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温州举行 - 11-17 03:28 pm - 点击: 570

• 多元文化下的中国戏曲——中国戏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 11-09 11:02 am - 点击: 518

• 首届社区文化与民俗理论研讨会在京举行 - 03-03 11:05 am - 点击: 485

• 戏曲专家探讨传统与当代戏曲发展 - 12-19 10:52 am - 点击: 665

• 中国戏曲研究中心研讨蔡正仁表演艺术 - 10-10 09:24 am - 点击: 563

• 哲学理论没有创新就要沦为“他人”的注脚 - 08-22 09:25 am - 点击: 685

• “文学理论范式及其转换”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08-12 09:10 am - 点击: 1085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给该文章评分

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好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GO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发表评论

标题:  

内容:

 

    发  表  预  览  重  置 

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GUOXUE TIMES CULTURE TRANSMISSION CO.LTD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www.poetry-cn.com 合办  
Powered by phparticle & tph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