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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昆曲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人才接续 

内窖摘要：昆曲是活的文化遗产，它的传承和可持续性发展，离不开昆剧艺术人才的接续。本 

文从近现代昆曲的盛衰两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并指出目前昆曲人才流失的严峻形势。文章 

分析了昆曲人才流失的原因，提出培养昆曲人才既要有一个宏观的长远的总方针，还要在学制 

学历、待遇职称、师资配备、登台演出等方面，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对策，采取有力度的具体 

措施，持之以恒，方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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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昆曲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目 

前，昆曲艺术一方面正面临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自 

联合国将昆曲列为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 

作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从上到 

下，对昆曲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步加强， 

昆曲出现了近百年来最好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我 

们也应该看到，它的确还存在着危机。昆曲是一份 

活的遗产，它的继承主要靠活人的口传心授、一代一 

代相传承接。昆曲艺术人才是保证昆曲艺术传承和 

持续发展的关键。现在，昆曲要可持续性发展，一个 

突出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人才接续。如果昆曲的后 

继力量没有了，真正变成了一块化石，我们将成为昆 

曲的不肖子孙，既愧对先人，又愧对子孙后代。 

近二十年来，台湾掀起了昆曲热。然而，从大陆 

带去展演的剧目，大都是老艺术家的经典名作，由青 

年演员主演的是风毛麟角(据悉 2006年6月中旬， 

上海昆剧团由昆三班青年演员主演的三台大戏和两 

台折子戏在台北亮相，并获好评，此事值得庆贺)。 

纵观戏曲艺术史上许多艺术大师的历程，3O岁到4O 

岁之前是艺术上的黄金期，柏 岁后就开始走下坡路 

了。但是，现在三十来岁的昆曲名演员太少了，优秀 

的青年演员寥若晨星，有一些学了十多年戏的青年 

演员则长期被闲置或改行，出现了昆曲人才的新的 

断层。有识之士指出，我们借联合国的东风，不要只 

一 味纪念昨天的辉煌和荣光，我们更要正视明天的 

发展，大力培养新一代的昆剧人才。这个意见是很 

对的，朝前看才能有新的成就。 

昆剧艺术人才培养关系着昆曲艺术发展的命 

脉。昆曲的可持续性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持续。“出 

人出戏”也者，“出人”是第一位的，“出人”放在“出 

戏”前头。没有优秀演员，继承也好，发展也好，创新 

也好，都是一堆空话。 

江 山 代 有 才 人 出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十年。昆曲曾经 

的兴盛培育了一代昆曲的名演员；反过来，一代昆曲 

名演员的出现又推动了昆剧的兴盛和发展。 

昆曲六百多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这里，让 

我们藉《昆剧发展史》的记载，对昆曲人才的盛衰作 

一 点简略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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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昆曲发展的全盛时期。一般的官僚士大 

夫，把度曲填词看作是一件风流雅事。在江南地区。 

昆曲的演出盛况空前，昆曲的繁茂有点象今天的流 

行歌曲，昆曲的创作空前繁荣，数量惊人。家班和职 

业戏班的轮流兴起，培养出了一大批著名艺人。在 

天启、崇祯年间，南京是全国昆曲的中心。许多职业 

昆班云集南京。在职业戏班中，兴化班与华林班是 

最有名的，汇集了一批全国著名的演员。值得注意 

的是，在万历后期和天启、崇祯时期，秦淮女妓串演 

昆剧的情况很普遍，许多名妓都擅长唱昆曲。余怀 

在<板桥杂记>中记日：“嘉兴姚壮若，用十二船于秦 

淮，招集四方应试知名之士百有余人。每船邀名妓 

四人侑酒，梨园一部，灯火笙歌，为一时之盛举。”张 

岱写道：“南曲中。妓以串戏为韵事，性命以之。杨 

元、杨能、顾眉生、李十、董白⋯⋯”其中提到的董白， 

就是秦淮名妓董小宛，后归属冒辟疆。《板桥杂记> 

中又提及，秦淮妓家串戏以“李、卞为首．沙、顾次之， 

郑、顿、崔、马，又次之”。这几位在当时都是名噪一 

时的昆曲表演家。李是二李。即李大娘苑君和李十 

娘，尤以大娘更著名；十娘，名湘真，“名士渡江，侨金 

陵者甚众，莫不艳羡李十娘”。卞是卞赛，一日赛赛， 

后为女道士，自号玉京道士。沙为沙才、沙嫩姐妹。 

沙才“善弈棋吹箫度曲”。顾是顾媚，字屑生，又名 

眉，“时人推为南曲第一⋯⋯座无屑娘不乐，曾为余 

怀登场演剧”。郑是郑如英，字名无美，小名妥娘。 

“金陵旧院妓，首推郑氏”，《桃花扇》中有以其人为 

角色。顿是顿文，字小文，“琵琶顿老孙女”，善琴，又 

字琴心。崔科，是秦淮南曲中的后起之秀。马是马 

娇，字嬉容，“知音识曲，老技师推为独步”。余怀提 

到的尹春，“字子春。姿态不甚丽⋯⋯专工戏剧排场， 

兼擅生旦。余遇之迟暮之年，延之至家，演《荆钗 

记>，扮王十朋，至<见娘》、《祭江》二出，悲壮淋漓， 

声泪俱进，一座尽倾，老梨园自叹弗及。”还有苏州名 

妓陈圆圆，能唱弋阳腔，更善昆腔。查继佐选声评第 

一：“吴门娼陈圆能讴，登场称绝，余尝选声评第一。” 

《十美词记=》记日：“陈圆者，女优也。少聪慧，色娟 

秀，好梳倭堕髻，纤柔婉转，就之如啼。演《西厢》扮 

贴旦红娘脚色，体态倾靡，说白便巧⋯⋯”青楼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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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不入流的，但她们又是出色的昆曲演员。以一 

技之长而名垂昆剧史。 

在清代康、乾、雍三朝，职业昆班进而有了史无 

前倒的发展。职业昆班就是现代昆剧团的前身。清 

初苏州著名的职业昆班有金府班、申氏中班、全苏班 

等，著名的昆剧演员有周铁墩、王紫稼、陈明智、宋 

生、陈外、金佐君等。在这批演员中，有的在明末已 

经著名。到了清代仍受到当权者的宠章。因为清代 

的康熙和乾隆皇帝都是戏迷。他们到江南巡视，一 

安顿下来就看昆剧。甚至连看数日而不厌。在乾隆 

年间，由于统治者对昆腔、弋阳腔的倡导，尤其是昆 

曲受到重视成为。雅部”，又有官吏富商肯出钱，因而 

着实热闹了几百年。光绪皇帝也是一个昆曲迷和票 

友，对昆曲有相当的造诣。在戊戌政变失败后，他被 

幽禁于瀛台，每天在读书之余，唯一的消遣娱乐就是 

听外国进贡的八音琴盒。琴盒里的外国乐曲听腻 

了，他便把它改造为中国的昆曲，按昆曲的工尺谱， 

重新设计了琴盒内机轮的结构，一举而获得成功。 

八音琴盒里传出的已不是外国乐曲，而是道地的中 

国昆曲。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于是，在江南地区， 

演剧之风盛行，唱昆曲成为一种时尚，“家歌户唱寻 

常事，三岁孩童识戏文”。著名画家郑燮有《扬州>诗 

曰：“画舫乘舂破晓烟，满载丝管拂榆钱。千家养女 

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昆曲的普及由此可见一 

斑。千家万户的女孩子都学唱昆曲，就象建国后打 

乒乓球从娃娃抓起，乒乓球终于成为国球。昆曲有 

了这样扎实的群众基础，大批昆曲优秀演员像雨后 

春笋般地冒出来，就不是偶然的了。 

当时，昆曲在苏州有一个以戏为业的行业组织， 

叫“梨园总局”，加入的全是昆班。梨园总局设在苏 

州城内的老郎庙。乾隆四十八年，苏州重修老郎庙。 

立有碑记，碑记所列本郡戏班，有集秀班、聚秀班、永 

秀班、汇秀班、宝秀班等39个戏班。“秀”字代表一 

种风气，正如当时的年轻演员名字后常用一个“观” 

字(或写作“官”，如《红楼梦》里的芳官、藕官等)。 

隶属于各班的主要演员，列于碑记的有200多名，可 

见著名昆曲演员之多。最负盛名的是集秀班，它是 

在 1783年为了在次年庆祝乾隆帝六十大寿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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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杭、扬三郡数百部”中选出的演员、乐队组建起 也可以成立“串班”。“串班”演员有似今日的票友， 

来的，具有当时昆曲演出的最高水平。旦色金德辉 一般以“清唱”入手，日长岁久，由业余成为专业，甚 

是该班的创始者，也是最享有盛名的演员，他先在扬 至有应聘到著名昆班中成为主角的。<扬州画舫录) 

州演出，曾搭“洪班”、“德音班”，最后仍回苏州原 卷十一有一段文字记El：“串客本于苏州‘海府串 

籍 班’，如费坤元、陈应如出其中。次之石搭头串班，余 

在当时的苏州织造府，还有一个职业昆班。名叫 蔚村出其中。扬州清唱既盛，串客乃兴。王山霭、江 

“织造部堂海府内班”。“海府”指当时任织造监海 鹤亭二家最胜。次之府串班、司串班、引串班、邵伯 

保的官府，“内班”指部内备制的戏班。主要任务是 串班，各占一时之胜。其中刘禄观以小唱人串班为 

承应官场。-【三演大戏，规模很大，演剧水平很高。这 内班老生；叶友松以小班老星入串班，后得瓜张插花 

个内班的演员总数有一百多名，其中有名有姓的优 法；陆九观以十番子弟入串班，能从吴摹桥读书，皆 

秀昆曲演员有35名之多，堪为一时之盛。昆剧团 其选也。”由此可见，串班也是培养昆曲人才的一条 

多，剧作家多．演出多，出人出戏是势之所然。 途径，“串”出了不少昆曲的优秀人才。 

除了职业戏班，业余的昆曲爱好者经常串演的， 

近 现 代 昆 剧 人 才 的 盛 衰 

古老的昆剧艺术到了近现代，走了一条坎坷的 

道路。 

昆曲早期人才培养主要是在家班之中。到了2O 

世纪20年代，则有昆剧传习所横空出世，这是社会 

力量对濒临危亡的中华文化的抢救。昆剧传习所培 

养出来的几十名“传”字辈艺人，成了2O世纪上半叶 

昆曲艺术的“国宝”。到了解放前夕，“传”字辈辜负 

了他们的前辈的期望，昆剧传不下去了，处于奄奄一 

息的境地。5O多年前。<十五贯>到北京演出，一出 

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昆剧起死回生。“传”字辈枯木 

逢春，他们又亲手调教出了一批年轻的青年演员，在 

上海戏曲学校办的班，名之日“昆大班”，后来又办了 

“昆小班”，成了“传”字辈的传人。但是，好景又不 

长，一场专革文化的命的“文化大革命”，又将昆剧一 

巴掌打入了冷宫。江青说：“可以不要昆剧了，昆剧 

演员都改唱京剧。”上海昆剧团的精英于是作鸟兽 

散。中国第一个昆剧女小生岳美缇的最高目标是 

“争取下半辈子当工人”。“四人帮”被粉碎，昆剧再 

度复苏，1978年上海昆剧团重建，昆大班、昆小班的 

学生们争先恐后归队，重新登上他们喜爱的舞台。 

十几个尖子演员没有一个退缩，没有一个改行，一个 

不少地重新聚首。因有这样一批骨干力量，迎来了 

昆剧的又一个春天。不料过了几年，俞老去世，人亡 

政息，昆剧又冷寂下来。随着社会文化背景的迁移， 

人们观念的转变，戏曲的不景气，国内传统戏曲演出 

普遍受到冷遇，昆曲更是首当其冲。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各个昆剧团每年的演出场次只有几十场，观众 

少得可怜，而且大多老得走不动了。严重时，台下甚 

至只有几名观众。“台上比台下人多”的讥评。成了 

十多年前某些昆曲团演出和生存状况的无奈写照。 

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在大力地把昆 

曲演员往外拉。戏没人看，人才流失乃是势之所然。 

上海昆剧团昆(3)班 1986年入学，1993年进团时有 

56人，陆续走掉了一大半，现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优秀 

青年演员张军、沈呋丽、黎安、谷好好、吴双、胡刚、袁 

国良、侯哲等23人。上海昆剧团团长蔡正仁说：“56 

人中有lO人左右选择了自动离开。其他的则被淘 

汰，或者由团里介绍做相关职业，离开了舞台。辛辛 

苦苦培养TA年的昆曲人才，有一半以上不再从事 

昆曲事业。”前几年上海昆剧团排演大型历史剧<班 

昭>、<司马相如>，因青年演员流失过半，在剧中挑大 

梁担当主要角色的，只能是年过半百的老艺术家张 

静婀、岳美缇、蔡正仁等。苏州昆剧院目前当家的演 

员，也都是20年前招收的学员，而4|0年前入院的一 

批老演员已全部退休。据统计。现在全国七个昆剧 

院团，从业人员总共不到“八百壮士”，如不抓紧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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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演员，我们这值得自豪的“人类171头遗产和非物 

质遗产代表作”将后继乏人。 

昆曲人才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待遇太低。现 

已65岁的著名京派昆曲表演艺术家侯少奎，曾是第 

二届中国戏曲梅花奖的获得者。据说，前些年他演 

一 场戏，只能补贴 3O元，一月的工资也不过 1000 

元。苏昆的青年演员每个月工资加上演出费，也只 

有 1000多元，扣除各种费用后，拿到手的仅几百元。 

这对于吃着“麦当劳”、玩着电脑长大的年轻人来说， 

在经济上实在没有多少吸引力了。江苏昆剧院新版 

《桃花扇>中李香君的两位扮演者单雯和罗晨雪，都 

已参加工作，还要靠家里补贴给她们零花钱。指导 

表演的胡锦芳老师在排练问隙和年轻人聊天，有些 

青年演员对她说：“现在心里挺彷徨的，那么一点钱， 

谈朋友也不敢。”她感慨地说：“男孩子要娶妻生子， 

肩膀上要扛重担子的啊。这点收入对他们来说太少 

了。” 

上昆青年演员的收入要比苏昆青年演员收入略 

多些，每月约2000元，但和外企的“白领”、乃至公务 

员相比，这个数字也是说不出口的。此外，高成本付 

出和低回报之间的巨大落差，也导致青年演员大量 

流失。培养一个成熟的昆剧演员的周期约需近20 

年。8一l0年用于正规学校专业教育。投入的学习费 

近lO万元。毕业后还需要 lO年左右，用于在剧团内 

的摸爬滚打，成长期问还有较高的淘汰率，BⅡ使顺利 

毕业，能登台演出，原先也只有中专学历和2000元 

不到的月薪。高投人和低回报的反差，使昆剧院团 

招生困难，缺乏优秀的生源。 

昆曲人才的流失，另一个原由是对外开放后，国 

内外的各种艺术样式的冲击。舞台之外的诸多演艺 

活动，对青年演员们充满了吸引力。拍一个广告所 

得的报酬，要比他们在昆曲舞台上唱几年还多。唱 

一 首歌，拍一部电视连续剧，收入要比演一出昆曲高 

出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出名也快得多。去年，在上 

海举行过一场“超女”张靓颖模仿邓丽君的“甜蜜 

蜜”演唱会，最高票价是 1280元。观众爆满，演员的 

收入自然可观。许多昆曲青年演员的形象条件都不 

差，又有一副好嗓子，她们如去学唱邓丽君的歌曲。 

不会比张靓颖差；如去竞选“超女”，许多人也是绝对 

有指望的，一旦榜上有名，就能一夜暴富，声名大振。 

于是有的青年昆曲演员想，我的艺术条件不比唱流 

行歌曲的歌手差，凭晗人家能大把大把地赚钱，我偏 

要坐这条“冷板凳”?人往高处走，水朝低处流，人才 

流动．古今中外，均是如此。还有的青年昆曲演员在 

国内崭露头角了，一有机会，索性跑到国外去，以为 

进了一个艺术的自由天地，又好赚大钱，结果适得其 

反，一年只演两三场戏，搭档又参差不齐，龋在外国 

无法发展，回来又不甘心，弄得进退维谷，自己把自 

己废了。 

要让新一代的昆曲人能把昆曲艺术事业传下 

去，仅进行“要耐得住寂寞”、“顶得住市场经济的冲 

击”之类的说教是不行的。要让他们安心地在昆曲 

这条冷板凳上坐下去，除了要培养他们的事业心，调 

动他们内在的热爱之情外，我们还应采取一系列有 

力措施，从政策上、机制上、物质待遇等方面解决问 

题。对于青年演员来说，收入少固然是一个迫在眉 

睫的问题，但如果很少有艺术实践的机会，自我价值 

难以体现，那就更可怕了。昆曲青年演员能坚守住 

这片清贫的天地已属不易，如果再缺乏登台亮相的 

机会，也许不要很长的时间，他们就会选择放弃昆 

剧，一朵朵散发出幽香的鲜嫩兰花也就枯羹了。 

培养 昆 曲人 才 的对 策 

面对严峻的现实，怎么办?培养昆曲人才不是 

权宜之计，需要有一个宏观的长远的总方针，还要有 

一 系列培养昆曲人才的对策，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 

具体的措施，持之以恒。方能奏效。 

关于学历问题。培养一个优秀的昆曲人才，至 

· 76· 

少要十几年功夫。在戏曲学校学习七年。到昆剧团 

实习一年，毕业时学历只有中专。八年后即使进了 

昆剧团，还只是一个毛坯，需要再打磨。昆曲界人士 

指出，所谓摸爬滚打，指的是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八 

年。蔡正仁认为，培养一个优秀的昆曲演员，它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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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近 20年。 

培养昆曲人才，要从源头抓起，要从招生抓起。 

摆在昆剧界人士面前的一个大难题是可选拔的人材 

不多。与影视艺术招生的火爆场面相比，戏曲院校 

招生比较冷清 前些年，许多家长和学生认为昆曲 

的发展前途不大，训练艰苦，淘汰率高，出名难，收入 

又低，加上学历只是中专，都不愿报考。1999年上海 

戏曲学校昆曲班招生，只有二、三十个学生报名，筛 

选出14人，由于选择余地小，资质条件不太理想。 

昆曲人才的培养教育应实行中专教育与大学教育的 

衔接。苏州艺校校长蔡煜说，目前中专学历教育与 

大学学历教育脱节。如苏州艺校，六年制中专与五 

年一贯制属于两个层面招生，一般家长都希望孩子 

获得较高学历，这对中专招生有不利影响。建议将 

昆曲六年制(中专)扩至八年一贯制(大专)，生源直 

通，然后对口上海或北京戏曲院校专升本，以保证生 

源的质量。2004年秋，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对原 

戏曲学校昆曲班的学制进行了调整，改为招一批“十 

年制”的学生，六年中专，四年大学，最终可获大学本 

科文凭，且毕业生将由上海昆剧团优先录用。这一 

招，果然灵。第一次招收昆曲的大学本科生竟有 

1900多人来报名。学院本来只打算招 25名，结果一 

下子录取了41名。这说明，培养昆曲人才的招生体 

制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在当今，“学历”被炒得热 

火朝天的社会风气下，学昆曲也可以达到大学本科 

的学历，受到了家长们和学生的重视。这算是牵到 

了“牛鼻子”。鉴于舞台表演艺术的特殊性，建议在 

培养过程中，学制可以有适当的灵活性，采取弹性学 

制 有的学生在学期间就可以参加演出；或中专、大 

专的课读完了，先到剧团去演几年戏，保留学籍和学 

分，以后再回学校修满学分，取得正式本科毕业文 

凭。 

在昆曲人才的教育上，不妨采取双轨制，除了学 

校的培养外，更应紧密地依托昆剧团的老师进行培 

养。把所有的资源集聚起来，各方联手，来完成昆曲 

培养人才的任务 被誉为“当代毕升”、“汉字激光照 

排之父”的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选，在2OO4年向 

中央递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加大昆曲抢救与保护力 

度的几点建议》调研报告，其中有一项建议是加强昆 

曲院团与大学的联系和合作，培养昆曲人才和观众。 

有的地方已这样做了，并已取得实效。苏州昆剧院 

和苏州大学签了一个合同，依托苏州大学的教育优 

势，培养一批昆曲研究人才，提高昆曲青年演员的文 

化艺术水平。演员可以进大学进修；剧团排戏，大学 

教授给演员开讲座；苏州昆剧院每年又到苏州大学 

演出几场戏，既增加了演出机会。又培养了新一代的 

昆剧观众。这样的合作是应当提倡的。 

关于待遇问题。要从物质上保证昆曲事业的可 

持续发展，应大幅度地提高昆曲演员的待遇。当年 

梅兰芳领衔演戏。要养活一个剧团和一家人；今日的 

青年演员，收入仅够维持个人生活。这种局面必须 

迅速改变。不改变，昆曲事业没有吸引力。昆曲既 

是国宝，从事这一项工作的收入，应不低于社会上的 

中等收入的水平。王选的建议还提及：把全国七个 

昆曲院团全部列入纯公益性事业单位，政府全额拨 

款；从2004年起，国家每年拨出3000万元，连续拨3 

年，作为抢救和保护昆曲的专项资金；国家还应制定 

相应的扶持政策。应将昆曲学校列入纯公益事业单 

位，经费由政府全额拨款；设立政府扶持昆曲教学专 

项资金，用于专业教学的服装、道具等物品的添置， 

特聘教师工资及提供必备的生活设施等等。这些建 

议如能付诸实施，昆曲的振兴也可以说基本落到了 

实处。有些地方政府已注意到了这一点。据悉， 

2005年上海市政府对京、昆两个剧种各给予50万元 

的补贴，用于减免学费，使得学费从原来的每年8000 

元减至每年 3000元，因此吸引了大批的学生和家 

长。苏州已成立昆曲学校和昆曲实验剧团，政府同 

样每年下拨昆曲教学专项经费50万元。现在尚未 

得到解决的问题是昆曲演员的收入问题，建议借鉴 

国家公务员的待遇，给昆曲演员接月发给相当于公 

务员的工资，另加演出补贴，以解决他们的收入偏低 

的问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对现有的青年演员，还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素 

质和技艺的培养。文化部计划 l0年问在北京和上 

海建立两个昆曲演员培训中心，为全国昆剧院团输 

送表演人才。这个计划现已初步付诸实施。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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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文化部又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了2o05 

年昆曲旦行演员培训班结业汇报演出暨沪、浙、苏三 

地国家昆曲中心授牌仪式，标志着建立长三角地区 

昆曲艺术生态保护区的目标开始具体实施。仪式由 

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蔺永钧主持，上海、浙江、苏州 

三地分别被授予国家“昆曲表演人才培训中心”、 

“昆曲创作人才培训中心”、“昆曲遗产保护研究中 

心”的称号，文化部艺术司司长于平向三地代表授牌 

并作讲话。 

昆曲剧院团长们更希望集中全国优秀师资，在 

中国戏曲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院校举办昆曲演员、 

编剧、导演、作曲和管理人员研修班。2006年，上海 

戏剧学院举办第一届MFA(艺术硕士)班，张军等优 

秀的青年昆曲演员已经考取了这个班，在职攻读研 

究生学位，基本上不影响正常演出，因此大受欢迎。 

苏州昆剧院还以抢救、排练一批昆曲名剧为载体，进 

一 步加快培养、引进一批优秀人才，夯实老、中、青、 

少四个梯队；还在苏州昆曲学校的基础上，争取申办 

中国昆曲学院，以小而特。精而专为特色，提高学历 

教育层次，着重培养昆曲表演、策划、音舞、研究等各 

类高素质人才，建设昆曲人才培养基地。这些做法， 

如能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也是长效的培养昆曲人才 

的机制。 

好演员是舞台上演出来的 

培养人才固然重要，使用人才更重要，而最好的 

使用人才的地方是舞台，好演员是从舞台上演出来 

的。青年演员如果很少有机会演出，人才怎么出得 

来?现在有一批愿为昆曲奋斗的年轻人，然而他们 

却被无情埋没了许多年。即使有了机会，演来演去， 

也就是老师教的那么几出所谓正统的传统戏，极少 

有为他们度身定制的、创造空间较大的新剧目。昆 

曲若没有一批能在全国叫得响的青年演员，传承和 

发展昆曲艺术就是一句空话。 

培养新一代的昆曲演员，最要紧的是多给他们 

演出的机会，让他们更多地在舞台上亮相，在演出实 

践中提高，得到观众的认可，这有助于早出人才。前 

年，由白先勇先生倾力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推出 

苏昆两位稚嫩的青年演员沈丰英、俞玖林饰演杜丽 

娘和柳梦梅，他们在昆剧名家张继青、汪世瑜的精心 

指导下，苦练近一年，登台亮相后，好评如潮，出了好 

戏，又出了人才，创造了昆剧启用新人挑大梁的成功 

经验；前些时候，一部由江苏演艺集团出品、江苏省 

昆剧院演出、联合了中、日、韩、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的 

艺术家加盟的昆曲大戏《1699-桃花扇》赴京公演。 

台湾文学大师余光中、韩国著名导演孙振策、和旅美 

舞台、灯光设计师肖丽河等国际著名人士都被邀请 

担任该剧的主创人员，并请话剧导演田沁鑫执导。 

这台昆曲大戏启用一批平均年龄只有 18岁的年轻 

． -78． 

演员，最小的 16岁，最大的21岁，与原书中的李香 

君16岁，侯朝宗2o岁的年龄相仿，真正是全堂的 

“金童玉女”。扮演李香君的单雯只有 16岁，刚从戏 

校毕业就能排大戏演主角，在戏曲界是非常少见的。 

按惯例，在昆剧团内，这种年纪只能跑龙套，至少要 

在台上滚个十年八载，才有机会演主角。单雯庆幸 

自己赶上了好时机，集团改制后，年轻人才有了更多 

的上台唱主角的机会。当然，我们也并不极端地认 

为演员越年轻越好，但是多给年轻人提供实践、磨 

练、展示的舞台，则是值得提倡的 尤其是在当今昆 

剧人才青黄不接的形势下，更应当大胆地把他们推 

上前台。昆剧艺术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寄希望于年 

轻人的参与。当舞台上年轻人占主体时，艺术的发 

展才算进入了良性循环。导演田沁鑫说：“我们这次 

选年轻人挑大粱，让古老的剧种以很多年轻的生命 

体去演绎，它会呈现一种新的光彩。”她还指出：“动 

用这些年轻人登台演出，‘青春’二字是表面上吸引 

人的亮点，又能吸引更多年轻的观众走进剧场，认识 

了解昆曲，享受昆曲。” 

2006年6月中旬，由上海昆剧团青年演员领衔 

的三台大戏和两台折子戏在我国台北市城市舞台上 

演。虽然正值学生的期末考试再加上足球“世界杯 

热”，但他们的演出仍引起了轰动，许多学生远道赶 

来观看演出。以往上昆赴台演出，都由老艺术家主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戏剧艺术 论昆曲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人才接续 2007年第1期 

演，这一回，“昆三班”的青年演员第一次有规模地集 

中地展现他们的艺术风采。他们的演出不仅展现了 

昆曲艺术的魅力，也体现了自己的年龄特点，整台演 

出充满了青春活力。这表明，经过了近 20年的培 

养，上海昆曲界又一批新苗长成了大树。在台北亮 

相的第一出新戏是新编<司马相如>。当天，l100多 

个座位的城市舞台全部满座。接着，《绣襦记》也创 

造了客满的绝佳票房。另三场的上座率也超过了九 

成。此次上昆的青年演员在台北整体亮相，令老师 

们也捏了一把汗。岳美缇说，这次陪年轻演员赴台 

湾演出，好象家长陪孩子去参加“高考”。台湾观众 

对这些年轻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每天演出时在剧 

场发放的问卷，回收上来有95％的观众都对他们的 

表演表示满意。昆曲向来以生旦戏为主，但这次上 

昆赴台演出中花脸吴双、老生袁国良都相当出色，令 

当地观众赞叹不已。台湾方面提出，明年还要邀请 

这些青年人赴台演出。这当然是值得庆贺的。 

有识之士进而提出，以青年演员展演的方式来 

庆祝联合国的昆曲“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 

表作”的命名和发展，似更有价值；多组织以青年观 

众为主体的专场演出，更有利于昆曲的振兴。对此， 

苏州昆剧院院长蔡步华提出了四点建议：其中一条 

就是“《牡丹亭>模式应推广。青春版《牡丹亭》是传 

统和现代的结合，事实证明，这种结合非常适应现代 

观众，让昆曲走近了现代观众，走近了年轻人”；另一 

条是“要留住人才，吸引更多的人学习昆曲。”2006 

年5月，在文化部昆剧发展基金的扶持下。上海昆剧 

团再度上演修改后的<一片桃花红>，满台都是青年 

演员，一片青春红火。由青年演员谷好好和张军主 

演，谷好好唱做念打十分了得，张军和其他配角表演 

也十分出色。从这台戏的演出中，我们欣喜地看到， 

一 代昆曲新人已经成长起来了。去年7月15日上 

海成立了青年京昆剧团，由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 

院长徐幸捷任团长，从在学的学员中选拔优秀的后 

备人才，从剧团的青年演员中选拔尖子人才，为他们 

制定个性化的培养计划，给他们配名师，让他们演名 

剧，提供一个青年人才成长和展示才能的专门舞台。 

这也是保证昆剧事业新人辈出的一个有力举措，令 

人鼓舞。 

对培养昆曲尖子人才的几点具体建议 

新时期的昆曲尖子人才应具备优越的天赋、高 

超的技艺、动人的表演才能和扎实的基本功，同时还 

应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较高的文化素养，较强的艺 

术创造力，勇于改革创新戏曲艺术事业的气魄。 

昆曲演员要抓紧从小培养。要争取早出人才。 

从“传”字辈到当今昆剧界的佼佼者，无一不是从幼 

苗培育成才的。培养昆曲尖子人才，首先要选好苗 

子。选好苗子，要独具慧眼，不拘一格。昆曲优秀女 

小生岳美缇，在当年是以备选生名义录取的。日后却 

成了俞振飞的嫡传弟子，成了中国昆剧第一位女小 

生，难得的昆曲艺术家。与她情形相似的还有一位 

是昆剧名旦梁谷音。这位在舞台上千娇百媚的表演 

艺术家，在《牡丹亭>、《琵琶行》、《烂柯山 ·痴梦》等 

剧中，成功地创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舞台形象，看她 

最近排演的新戏《邯郸梦》，风采仍不减当年。但是， 

她在考入昆大班前，只是一个瘦瘦黑黑的乡下小姑 

娘，而且刚走出尼姑庵。现任上海昆剧团团长的蔡 

正仁，在17岁那年。左眼被铁片打伤，当天夜里在广 

慈医院做了手术⋯⋯当时听说他的眼睛可能要剜 

掉，许多老师都失声痛哭，后来他的眼睛总算保住 

了，大家才松一口气。——这些在昆曲舞台上大放 

异彩的名家，都来自“昆大班”。如果当时老师对这 

些孩子看不准的话，也许一批尖子就从我们的眼皮 

下滑过去了。 

“腹有诗书气自华”。要培养优秀的新世纪的昆 

剧演员，还应注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梁谷音、岳 

美缇认为，昆曲演员必须有文化，没有文化就很难领 

会其中的意思。文化一定要学，但不要闭门造车地 

读书。蔡正仁提出，戏校六年，头三年是以打基础为 

主，从三年级后开始学戏和必要的课程，后四年就是 

大学阶段，应该有高层次的老师对学生进行高层次 

的教育。昆曲名家们还认为，戏曲演员培养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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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要太复杂，京昆本身就是单纯的，但又包含着人 

世千姿百态的变化。她是一个朦胧的、神秘的、摸不 

着、看不见，但是能意会的深奥莫测的高妙艺术。昆 

剧传习所培养出来的几十名“传”字辈艺人，后来成 

了20世纪昆曲艺术的“国宝”。五十年前，由他们亲 

手调教出来的“昆大班”成员，又都有了非凡的艺术 

人生，不但技艺高超，文化学养也深厚，一个班就出 

了十多个国家一级演员。还有，对于科班的培养手 

段也不能全盘否定。培养新的昆曲演员，可以吸取 

科班教学中的一些好的做法，要因材施教，实打实、 

手把手、口对口地教。等学生到了一定的程度，再把 

这些手眼身法步归纳到理论上，然后进一步提高到 

对人物的理解。理论和实践是相互渗透的，然后才 

能达到一个比较准确的境界和答案。打好一定的基 

础后，还可以在演出的实践中边干边学。 

要培养出高质量的尖子人才，有高质量的老师， 

是题中应有之义。作为学校，师资力量是关键。现 

在的问题是，优秀的昆曲老师也面临着断层的危险。 

新一代好的昆曲师资为数不多。建立一支责任心 

强、艺术修养较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队伍，同样 

是当务之急。如果一所学校暂不具备条件，可以外 

聘，但从长远来看，不能依赖于外援，应立足于本校 

的师资的培养。在这方面，也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注重昆曲人才培养，还有一条经验值得注意，即 

不妨采用专业和业余两条腿走路，从业余爱好者中 

选拔人才。据台北中央大学教授洪惟助介绍：在台 

湾，真正的昆曲艺术是1949年后由票友带来的。在 

台湾的许多地方，每个星期都有曲会。大学中学都 

有昆曲社，每次演出都有一两百位观众。1990年7 

月，曾永义、洪惟助等台湾学者参加了由曲友贾馨园 

举办的“昆曲之旅”活动，观赏上海昆剧团演出，有感 

于这么优美精致的艺术，在台湾应当得以传承和发 

扬，回去就发起了一个“昆曲传习计划”。十多年来。 

已办了六届，每届为期一年至一年半，从小学生到大 

学教授，每届学员都有百余位，学习时间均在休息El 

和晚上。表演方面邀请了大陆的侯少奎、蔡瑶铣、蔡 

正仁、计镇华、王芝泉、岳美缇、梁谷音、张静娴、张洵 

澎、汪世瑜、张继青等名家去指导，效果很好。台湾 

的昆曲现在有那么多懂行的观众，有那么多人学唱 

昆曲，跟开办这个“昆曲传习班”有很大关系。到第 

六年，即转型成立了昆剧团，现在已经有了一批专职 

演员和乐师，像模像样地公演了<风筝误)、<狮吼 

记>、<梁祝)等剧目，不但在台湾演出，还应邀到上 

海、苏州等地正式演出，受到好评。这个经验可以借 

鉴。上海也可以培养大批昆曲的爱好者，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和上海戏剧学院等大学及几所中学都成立 

了昆曲社团，有许多老师学生参加，学校给予一定的 

资助；昆剧院团经常进大学演出，也培养了许多昆曲 

爱好者，他们不但成为剧场里的新观众，其中也许会 

出几个昆剧演员或编剧。这些做法都是好的，不妨 

坚持下去。 

当然，昆剧人才的培养问题，不仅仅是演员的培 

养，还有编剧、导演、作曲、演奏、化妆等人才的培养， 

也必须予以充分重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这里就 

不展开了。 

昆曲过去的辉煌已经逝去，而未来是充满希望 

的。让我们共同来创造昆曲更辉煌的未来!愿昆曲 

这一人类的文明成果，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得以 

永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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