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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戏曲文化面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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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减少上百种 
 
 

传统戏曲文化面临危机 
 
 
 

本报记者 俞灵 

 
 
      5年前，中国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从

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蓬勃开展；而以昆曲为代表的中国戏曲剧种的保护，也越来

越引起国人的重视。6月10日至15日，“中国戏曲剧种保护展”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丰

富的戏曲文物和大量的精美图片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中国戏曲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与此同

时，全国代表性剧种的表演艺术家和著名戏曲声腔研究专家，于6月14日举行了“中国戏曲剧种

保护发展座谈会”， 就各戏曲剧种的保护经验、发展对策展开了深入交流，并捐献部分戏曲音像

资料作为《中国戏曲剧种音像资料库》的永久收藏。 

 
 
 

戏曲主流地位已经不复存在 



 
 
 
      戏曲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有着悠久和辉煌的历史。有390多个剧种先后登上戏曲

舞台，在我国戏曲史上演出了无数动人的乐章。各地各民族的戏曲无一不体现着先民对生活的高

度热情，对艺术的高度创造，对乡土的高度眷恋，对生命的高度智慧。 

 
      然而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文艺领域里呈现的多元化发展态势，在传统农业生态中发展、

成熟起来的戏曲剧种，日渐失去统领城乡文化娱乐的主流地位，传统戏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

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上世纪50年代，我国有戏曲剧种368个，80年代初减少到317个，20
05年只剩下了267个。而且这267个剧种中，有一半剧种为业余演出，有近60多个现有剧种没有

音像资料保存，许多地方剧种已经消失或濒临消失。传统戏曲艺术不但逐步退出城市文艺舞台，

在农村的演出市场也日渐缩小。如何保护和发展各地戏曲剧种，已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文化

课题。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说：“这不但关系着如何用民族的艺术形式来表现民族的思想

感情，而且也关系着如何将民族的传统表达方式继续延续下去，使它成为现代社会的文化参照。

这应该是处于文化趋同时代的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责任。” 

 
 
 

延续传统表达，培养戏曲观众 

 
 
 
      戏曲文化在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国民教育中却没有应有的地

位。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课程中，没有关于戏曲的基本知识，只有大学中文系的文学史中才有

元杂剧和明清传奇的一点常识。学校没有开设戏曲课程的要求，学生没有走进剧场的机会，青年

一代民族文化的意识越来越淡薄。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刘文峰说：“从2002年到2004年，我们承担了《全国戏

曲剧种剧团现状调查》，以厦门为例，由于学校提倡说普通话，现在厦门市的小学生，包括相当数

量的中学生和中小学老师，不仅不会说闽南话，甚至连听都听不懂。而地方戏是以方言作为唱词

和道白的，不用方言，就等于取消了地方戏。连自己的方言都抛弃了，又怎么能欣赏地方戏呢？

现在厦门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开始编写乡土教材，教学生闽南的

方言和闽南的民间文艺。这个问题应引起各地的关注，把包括戏曲文化在内的民间艺术内容纳入

国民的基础教育中，以提高国民的民族文化意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戏曲观众的断代和戏曲

文化的危机。” 

 
 
 

开展保护行动，音像资料入“库” 

 
 



 
     “摸清家底”是专家谈论文化遗产保护时经常说的一句话。关于戏曲保护的探讨日益精进，

保护行动也在广泛开展。事实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身就是成立于1952年的中国戏曲研究院。

半个世纪以来，几代专家学者不懈努力，在戏曲剧种的保护发展中做了大量工作，中国艺术研究

院院长王文章介绍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艺术研究院就参与编纂出版了《中国戏曲志》和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近年来，该院在原有的《中国戏曲通史》古代部分的基础上，又完成了

《中国当代戏曲史》、《中国近代戏曲史》的编撰；编辑出版了《京剧大师程砚秋》、《梅兰芳访美

京剧图谱》等一批珍贵戏曲资料；完成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全国剧种剧团现状调查》。  

 
      此外，中国艺术研究院于２００５年启动《中国戏曲剧种音像资料库》建设，目前已搜集到

３万多张戏曲ＣＤ、ＶＣＤ和磁带，加上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原有的４万多张戏曲唱片、1.5万
多小时的戏曲录音、２０００多个小时的戏曲录像，《中国戏曲剧种音像资料库》已拥有２０６

个剧种的音像资料，初步完成了第一阶段搜集戏曲音像制品的任务，并将５０个剧种近２００个

小时的音像资料输入了计算机。《昆曲艺术大典》、《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史》、《中国京剧大

典》等重点研究项目也纷纷启动。 

 
 
 
个案 

 
 
      彝剧是1958年才诞生的非常年轻的剧种，没有传统戏，没有戏曲程式。全国只有“楚雄彝族自

治州彝剧团”一个专业团，所以又叫“天下第一团”。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普遍重视歌舞，对戏曲的

投入少，另外就是培养后备力量不够。现在的彝剧是“汉话彝腔”，在我们的语言从彝语改变为

汉语后，扩展了演出的观众面，使一个剧种得以发展。因为年轻的剧种有可塑性，既没有把以前

戏曲传统的、被观众喜欢的形式扔掉，又吸收了许多现代的相声小品的元素，使新的剧目非常鲜

活，贴近生活，因而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 

 
    ——云南省楚雄剧协主席、彝剧导演张丕坤 

 
 
 
      青海黄南藏剧团成立20年，目前有50多人。当地的安多藏戏1958年以前主要在寺院里封闭

式演出。1979年，民间形成了“藏戏热”。1981年，我们在州影剧院连演9场，门窗都挤坏了。

在人稀地广的当地，说明安多藏戏的群众基础非常好。现在一次出去一两个月，演三四十场。人

才短缺，特别是编剧、导演、主演短缺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我想，应该在青海省艺校办个藏戏班，

让老一辈藏戏演员任教，只能用这样的行为挽救藏戏。新中国成立50多年，全国各剧种都有机会

相互学习和竞争，惟独藏戏没搞过汇演，而汇演是保护、发展、检阅、提高、继承一个剧种的必

要方式。 

 
  ——青海黄南藏剧团表演艺术家多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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