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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态度面对戏曲发展

【作者】董德光

  推动戏曲艺术向前发展，为什么要强调科学的态度？因为戏曲来自于封建社会，但是唐诗宋词也

来自封建社会，它们没有被打倒，没有被歪曲，而戏曲被歪曲了，原因戏曲是活的，戏曲从古至今虽

然说经历了大风大浪，我们不愿意做工具，所以在话剧里，在新文艺工作者的眼里我们是桀骜不驯

的，因此我们是封建的遗留，在这个问题上来说可能是戏曲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化的悲哀，之所以有

这个态度我觉得我们的新文艺工作者，包括现在虽然呼声少了，但是思想还存在，主要是缺乏科学态

度，虽然我们天天讲马列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但是在戏曲的态度上没有讲马列主义。 

    改革三十年来，包括从五四开始一直在呼吁把传统戏灭掉，包括用话剧置换，消灭程式，消灭行

当，呼喊了这么多年依然活的好好的，虽然有点艰苦，说明社会需要我们，人民需要我们。今天传统

剧目当家，其实我们创作了很多剧目，但是它作为整个戏曲演出剧目而言是次要地位，而传统戏是主

要地位，这是从演出场次和受众来看，是否意味着中国戏曲保守势力占到了主要地位，或者是说我们

在戏改方面失败了，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今天的现实是戏曲艺术发展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不是说

因为我们保守，比如传统剧目当家，而新剧目不能流传下去，不是这个概念，我们这些年来创作剧目

里过多的喊口号，就像孙老师谈到的问题，太多的思想灌输给观众，进剧场太累，我去是娱乐，是审

美，而不是你教育我，要论思想或者想法也许观众比艺术家更有思想，你为什么要天天教育我呢，像

这些问题我觉得不是说我们保守，而是因为市场的需要。 

    对于继承来说我同意崔伟老师说的，戏曲的继承是一种创新，而不是一种复制，近几年来很多

人，包括业内的认识对于我们继承的问题上都说我们是拷贝，是复制，但我说戏曲的继承不是复制，

而是创新，原因有几个。一是戏曲艺术作为舞台艺术来说它的主体是人，我不说谁是中心，离开了演

员，离开了人舞台作品是不复存在的，正因为如此，戏曲培养人才的方式是用案例教学，也就是用艺

术作品教学，80年代或者90年代有了MBA以后我们大力推崇MBA案例教学，其实戏曲在几百年之前就已

经开始案例教学，正因为案例教学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动态的非物质文化能够得以往下流传，如果说

离开了人我们的戏曲文化是不可以流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作为主体的话人是活动的，我有时候上

课老问学生，谁能保证每天刷牙的次数、力度、声响，包括我的心态和身体状态都能保持完美无缺的

一致，谁也做不到，既然我们自己都无法做到，继承别人的时候怎么能够跟别人一致呢，从这个意义

上我说继承有人在的时候它必然要受年龄、身体、心理，包括审美意趣等等因素的制约，就像郑板桥

先生说早上起来我看竹子有画意，胸中之竹不是眼中之竹，落笔的时候手中之竹已不是心中之竹，说

明了模仿的过程，我们从训练开始的时候有模仿，但这个模仿已经不是拷贝的概念，就像机器压模一

样一丝一毫都不差，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看待老师的时候，学老师的时候是通过了研究的过程，自我

训练的过程和自我试验的过程，悄悄的变成了自己，这时候是创新，而不是复制。 

    以科学态度面对创新，过去由于世俗的偏见，艺术的创新成果从来不跟一般科学创新成果划等

号，被排斥在外，其实戏曲艺术的创作过程我这次也写了剧本，我把整个过程捋了一遍，排了一个

戏，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创作实际上是个研究的过程，包括行内人士也自卑，比起科学家我们

差远了，其实我们每次研究一个角色的时候都是一个研究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跟一般科学性

研究从过程来说没有差别，是一致的，我们也有不同，不是说有相同而没有不同，有不同，不同在什

么地方？因为一般性的科学研究，它的研究成果，比如形成文字、科研报告，做成一个模型，进入工

厂做成产品进入市场的时候它已经成为复制品，没有创新的意义，而艺术作品恰恰不是这样，我们创

造完了以后科研和最后成果的立体展示是一次完成的，像一般科学是分两次的，我们一次完成，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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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我们的创新活动不是说见了观众就截止了，我的创新活动一直围绕这个剧目和作品的生命周期，

除非它不演了，只要它演就有创新活动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艺术创新，之所以艺术成为艺

术，而高于一般的科研成果或者一般的商品，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创新含金量要高于一般的创

新性成果。 

    再有一个是我们对于创新成果的界定，我们常常说你继承了老师不叫创新，英国教授菲利普斯对

于博士论文的界定叫独创性贡献，归纳十五种表现，这种归纳方式已经被学界大部分人认同，对于我

们来说很有启发。第一种叫第一次用书面文字的形式把新戏的主要部分记录下来，我觉得它对于我们

对原创剧目的理解是非常有帮助的，过去我听到原创记录的时候都是以平地抠饼似的，什么都没有，

拍脑门子想出一个东西就是原创，只要有借鉴意义不会是原创，这对于我们理解所谓的舞台艺术的原

创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二种叫继续前人做出的独创性工作，这点在戏曲艺术发展的历史上最多，比如

同一题材进行再次创造，同一题材每一次的再创造其实都是继续了前人的再创造，它跟新时代结合，

所以说它也是一种创新。第四种是非独创性的研究过程中提出一个独创性的方法、视角或结果，这种

定义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对传统剧目的整理、加工、改编，虽然这个也有一些创造性，但是相对来说比

起原创或者比起再提高的它的独创性要弱一些，但也是一种创造。第九种是使用已有材料做出新的解

释，这句话对于表演艺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剧目和表演的材料前辈都已经完成了，后人

在继承过程中是如何创新的，恰恰是他所说的使用已有材料做出新的解释，我觉得第九种方式的归纳

对于表演艺术的创新性的认定是非常有帮助的。第十种是在本国首次做出他人曾在其他国家做出的实

验成果，在其他国家其实就是剧种之间的移植，过分强调原创的话，文化的生产不像产品的生产机器

一压就出来，它是很漫长的周期，它的成熟度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传统戏，每一个传统戏后面都是有

几十年，几代人的创造成果最后才会成为经典或者精品个。比如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杨门女将》，其

实它作为精品的话不是//杨秋玲老师一代人完成的，是很多代的演员完成的，今天《杨门女将》依然

活跃在戏曲的舞台上。假如说我们能够认同菲利普斯英国教授对于创新概念的定义，戏曲界就少一

点，比如戏曲叫响诗句、轻音乐诗句，包括像小剧场喜剧，这种概念我觉得非常尴尬，我觉得这种改

革和这种形式上的名称换位可以休矣。加入我们能以科学态度看待戏曲创新的话一些尴尬可以避免。 

    第三，以科学态度面对发展，现在我们在发展问题上的界定常常是厚古薄今，四大名旦我们不否

定他们对于京剧历史的独特贡献，但是今天的艺术家如果静下心来看一看，品一品，研究一下他们也

有自己独立的艺术品格和艺术内涵，还有张力，他们是某一流派的门生，但是他们对角色的理解某些

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先生，如果我们对于改革的成果不能认定这代人的创新成果，也不能承认我们这三

十年的确是发展了的话，我相信这无疑是对于戏曲艺术发展客观性的否定。 

【原载】 中国作家网2008-12-18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

新研究中心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

研究中心为校级研究中心，由中

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西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前身是

1956年9月建立的绍兴中等师范

学校的语文教研室，19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介绍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创

建于1956年，已有50余年办学历

史。现任院长谢建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