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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部长蔡武谈新中国60年舞台艺术发展——百花争艳 全面繁荣 

蔡武：舞台艺术60年 世界喝彩《天鹅湖》 

人民网记者 张健 刊发时间：2009-10-22 09:46:32 人民网-《人民日报》   [字体：大 中 小] 

  文化部部长蔡武说，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舞台艺术也经历了曲折探索与自我调整的过程，逐步走向全面繁

荣。……芭蕾杂技剧《天鹅湖》，将中国杂技与西方芭蕾完美结合，精彩绝伦的演出赢得世

界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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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从上至下依次为山西省话剧院的《立秋》、甘肃省歌舞剧院的《丝路花雨》、苏州

昆剧院的《牡丹亭》。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一场几乎荟萃了目前我国各艺术门类的代表剧目与领军

人物的大型献礼演出在京隆重举办。一台台感人的好戏、一首首难忘的旋律、一个个生动的

艺术形象，勾起了人们对共和国峥嵘岁月的真情回忆，也展现了舞台艺术60年的发展变

化。  

  如何梳理我国舞台艺术的发展脉络？如何总结其历史经验，评估其生存现状？围绕这些

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文化部部长蔡武。  

  记者：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新的时代，舞台艺术应该如何处理好继承与创新

的关系？请蔡部长谈谈我国舞台艺术60年的发展状况。  

  蔡武：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舞台艺术也经历了曲折探索与自我调整的过程，逐步走向全面繁荣。60年来，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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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不断变换场景和主题：从百花齐放到万马齐喑，从拨乱反正到解放思想，从政治反思到

艺术反思，从弘扬民族艺术到推动艺术繁荣，从艺术转型到经济转型，从加强文化建设到艺

术创作有效积累，从个体追求到国家扶持……统领这个过程的是观念的变化与发展：从单一

到丰富，从探索到成熟，从封闭到开放，从被动到主动。在社会变革的带动下，在多元文艺

思潮的刺激下，伴随迷惘与阵痛，艺术创作经历了深刻的蜕变与转型，迸发出蓬勃的生机与

活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以说，60年的艺术发展史，就是一部艺术再现的社会变迁

史。  

  舞台艺术需要继承、保护，也需要发展、创新。创新是艺术生命力的源泉。继承是创新

的重要基础，创新是继承的必然发展，不善于继承就没有创新的根基，不勇于创新就缺乏发

展的活力。舞台艺术要想取得不断的繁荣，我们就需要具备善于继承和勇于创新的精神。  

  1951年“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提出，为传统艺术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促使

一大批优秀作品产生，昆曲《十五贯》就是突出例子。改革开放后，我们对“百花齐放、推

陈出新”的内涵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一些古老剧种展现新姿。上世纪90年代初，有些剧种在

全国只剩下一个专业剧团，剧种的命运就系于这个剧团身上。为此，文化部于1992年分南北

两片举办了“天下第一团”的调演和评奖，对这些濒危剧种给予扶持。参加调演的有梨园

戏、梅林戏、漫瀚剧等30多个剧种剧团，这一举措对促进这些艺术种类的继承发展起到积极

作用。  

  记者：60年来,我国舞台艺术在表现形式、内容主题、题材拓展等方面发生了哪些变

化？取得了哪些突破？  

  蔡武：60年来，我国舞台艺术在表现方式、内容主题、题材拓展等方面都发生巨大变

化。此次参加“献礼演出”的剧目，基本代表共和国60年来舞台艺术的发展成就。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揭开了新中国文艺发展的

新篇章，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广大文艺工作者焕发出极大的

创作激情，艺术创作进入一个崭新时期。此时的作品大约有三个题材：歌颂、回忆、斗争，

即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和美好生活，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

活，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做斗争。1956年之后，在“双百”方针指导下

的艺术创作成绩斐然：话剧开始“民族化”的探索，戏曲逐渐形成整理改编传统戏、新编历

史剧和创作现代戏三并举的政策，推出了一批优秀剧目，在表演和唱腔上都有创新。歌剧、

舞剧也涌现一批优秀作品。至于后来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大

革命”对舞台艺术创作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冲击，路子才越走越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历史步入新里程，特别是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

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廓清了长久以来束缚人们的一些思想观念，为解放文艺

生产力开辟了道路。在“三并举”剧目政策的指引下，戏曲艺术恢复了青春与活力。历史剧

与现代戏创作重新起步，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更大拓展。一批“探索性戏剧”在观众中引

起较强烈的反响，体现了“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中国音乐剧的创作、实践活动，也开

始迈步。舞蹈艺术从长期的停滞状态全面复苏，一批打动人心的新作相继呈现，这些作品多

为当代题材，在舞蹈风格上不拘一格，大胆糅合了中国传统舞蹈和西方现代舞蹈的表现方

法，树立了一种新的舞台形象。  

  上世纪9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各艺术门类的创作取得可喜进步。这一

时期的话剧创作或以军旅生活为重要表现内容，或展示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或记录当代先

进人物和事迹。都市话剧、探索话剧、小剧场话剧生机勃勃，独立制作人应运而生。儿童剧

创作也涌现出大批内容与形式都较成熟的作品。少数民族戏剧、民间戏剧以及濒危的“天下

第一团”都得到有效保护。昆曲和京剧艺术焕发出勃勃生机，不仅许多青年演员表现出艺术

才华，而且创作出一批优秀剧目，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舞蹈创作方面，一批真正具有现代意

识的作品开始呈现，一批富有浓厚的民族情怀与乡土气息的作品相继问世。歌剧创作也在严

肃大歌剧的探索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歌剧艺术综合美的完整性和成熟性上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新高度。  



  进入21世纪，艺术创作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时期。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上、艺术

空间的最大发掘与科技的利用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各门类舞台艺术走向综合的趋势

又现端倪，新颖的艺术形式不断出现，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日渐扩大。  

  记者：近些年来，在一批经典剧目常演不衰的同时，一些新创剧目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

就。可否介绍一下我国新创剧目的发展态势及特征？  

  蔡武：宽松的氛围是艺术创新的沃土。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

艺术创作繁荣的同时，艺术创新同样精彩，各种有益的艺术探索和实践空前活跃。新创剧目

在剧本设计、舞台美术、音乐制作、表演风格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绩。在尊重艺术本体规律

的前提下，姊妹艺术间的借鉴与艺术流派间的吸纳，赋予了艺术更多的神韵。如一些话剧导

演向戏曲传统学习，将戏曲程式化的精髓引入话剧创作；在戏曲创作中植入话剧观念和时空

处理，既推动戏曲艺术的革新发展又丰富话剧的写意表现手段等。又如，芭蕾杂技剧《天鹅

湖》，将中国杂技与西方芭蕾完美结合，精彩绝伦的演出赢得世界喝彩。随着高科技时代的

到来，高新技术广泛联姻艺术创作，极大开拓了舞台艺术的表现空间，也大大加强了艺术作

品的时代特征。与时代接轨、与世界同步的中国艺术越发得到当代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记者：在文化部举办的庆祝共和国成立60年献礼演出中，少数民族剧目引人注目，60年

来少数民族舞台艺术有何发展？  

  蔡武：少数民族文化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献礼演出活动包括十

余台少数民族优秀剧目以及大量原生态的少数民族歌舞。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艺术不断走向繁荣。为促进少数民

族艺术的发展，连续举办了三次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政府的历次文化艺术节也多放在民

族地区举行。为鼓励更多更好的少数民族文艺作品诞生，政府特别设立少数民族音乐、舞

蹈、戏剧“孔雀奖”和少数民族电视、电影“骏马奖”。经过几十年努力，少数民族文艺创

作队伍不断壮大，许多优秀的作家、歌唱家、舞蹈家、表演艺术家脱颖而出，民族舞台艺术

精品不断涌现。  

  近些年来，少数民族舞台艺术不仅在国内频频上演，还走出国门，为祖国增光添彩。当

然，对于少数民族舞台艺术，我们还要不断挖掘、提高，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等

问题上不懈地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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