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白逼宫》 (秦腔类)

※  《花亭相会》 (秦腔类)

※  《唱段精粹》 (秦腔类)

※  个人演唱专辑（一） (秦腔类)

※  《迟开的玫瑰》 (眉户类)

※  张宁个人专辑（三） (秦腔类)

※  人算不如天算 

※  乌龙戏 

※  田汉游乾陵 

※  王震与秦腔 

※  闫振俗开口成章 

※  彭德怀与秦腔 

※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  “风、云、雷、雨四大金刚”的由来 

※  “就叫首长” 

※  一枪打俩 

金世纪影音互动平台 

是一款集合戏曲网站 

搜索、戏曲在线视听 

、在线视频为一体的 

多媒体软件。软件完 

全免费是众多戏迷朋 

友的首项产品.

       专家论艺> 专家论艺正文

 

 

 

 

 

拓展学术视野  关注曲艺生态    2006-8-12 共阅览280次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王能宪 
              
          
  曲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曲艺艺术是中国特色艺术文化的典范代表。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
和生活现代化的不断加速，一个时期以来，包括曲艺在内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发展，出现了不小
的困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保护、传承、弘扬和发展包括曲艺在内的这些文化遗产，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热
点话题，也是人类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逐步达成的全球性共识。 
            
  全国各地的曲艺表演团体，是传承曲艺艺术的专业大本营和繁荣曲艺创演的重要机构。尤其在当下保护和
弘扬曲艺文化的历史语境中，曲艺表演团体更是扮演着延续曲艺血脉、孵化曲艺人才、创演曲艺节目和传播曲
艺文化的重要角色。而要继续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曲艺表演艺术团体的这种核心地位，充分发挥艺术重镇和业务
中间的功能作用，承担组织领导工作的曲艺团长们，更是肩负着至为崇高和艰巨的使命！ 
             
  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是我们国家曲艺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建所２０年来，不仅参与承担了《中国
曲艺志》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和编纂工作，完成出版了《中国曲艺通论》和《中国曲艺通史》等一批具
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学科奠基意义的研究专著；而且在曲艺研究的学术组织、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
了十分积极的重要作用。近年来，该所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立足曲艺学术、心怀曲艺艺术、放眼曲艺
现状、关注曲艺生态，深切地感觉到：传统曲艺研究主要着眼艺术本体的思路，已经无法适应并完成自身担当
的职责与使命。“拓展曲艺研究的学术视野，探讨曲艺创演的经营实践，交流曲艺演出的经验教训，强化曲艺
行业的协作意识”，因而不只成为该所发起创办“中国曲艺团长高峰论坛”的初衷、宗旨和由来，而且成为该
所今后在继续不断加强和深化曲艺艺术本体研究的同时，热切关注曲艺艺术的文化生态，通过全方位、多角
度、综合立体的学术探索，来为曲艺艺术的发展繁荣、曲艺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曲艺事业的全面推进，继续不断
奋斗的重要工作指针！ 
            
  正是上述不同的职责分工和相同的追求与使命，使得曲艺学术界和曲艺演出团体的负责人及相关单位的同
行，有机缘汇集一处，交流切磋。共同为曲艺艺术的当代传承、曲艺文化的保护弘扬和曲艺事业的健康发展，
集思广益、献计献策。“曲艺的传承与我们的责任”——这个看似平常的论坛主题，因而蕴涵着很不平常的重
大意义。可以相信，论坛的设立和举办，一定会为曲艺文化的科学保护和曲艺艺术的持续繁荣，提供切磋研讨
的交流平台，营造坚强有力的舆论氛围，为全面推进曲艺事业的当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本文为作者在“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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