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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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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向阳 来源:《戏剧的钟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年 时间:2011-1-11 19:31:10 浏览:24次 

     “戏剧可以分成三种：一种是专家的戏剧，一种是观众的戏剧，还

有一种是戏迷的戏剧，不要混为一堂。”日前，当我向一位专家请教为

什么戏迷与专家的意见往往相左时，他的三言两语，使我茅塞顿开，驱

散了长久以来笼罩在心头的迷雾。 

        戏剧是一池流动的春水，创新是它的常态。自古以来，戏剧是一

种最时尚的娱乐形式，随时随地随着观众的喜好而改变，因为观众是剧

团的衣食父母，观众喜欢什么，剧团就得提供什么，只有迎合观众的口

味，获得观众的首肯，才能生存，才能发展，否则，就意味着丢饭碗。

而喜新厌旧是人之常情，这就倒逼戏剧不断创新，不能僵化。 

      解放以来，戏剧进入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政府把剧团收归国有，

从一种娱乐方式上升为一种宣传工具，寓教于乐。这样，剧团的宗旨开

始两极分化：民间剧团的衣食父母还是观众，而国有剧团的衣食父母是

政府。观众的价值取向和政府往往不同，观众把戏剧作为一种娱乐形

式，只要演得好看、唱得好听就行；政府把戏剧作为一张文化名片，只

要能够征服专家，获得奖项就行。而观众之中，又细分为两类，一类是

普通观众，看戏无非凑热闹，既没有深厚的感情，也没有深入的钻研，

有点随喜的味道；还有一类是铁杆戏迷，因为深深地爱上戏剧，一往情

深，越钻越深，有的成为知识渊博的专家型戏迷，有的成为登台演出的

著名票友。他们恪守传统，喜欢古典，留恋戏剧的原汁原味。所以，专

家的戏剧，走的是精品之路；观众的戏剧，走的是时尚之路；戏迷的戏

剧，走的是传统之路。 

        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人群已经充分圈层化。每个圈层都有自己

的诉求，需要有表达意见的渠道，心情才能舒畅，社会才能和谐。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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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统文化的一元，本身就是一个大圈层，如今又把它分为专家、戏

迷、观众三个小圈层，都渴望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有三个圈层的三种不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剧团和演员到底应该

听谁的？就看谁讲得动听、谁讲得动情。为了影响剧团，影响演员，专

家、观众、戏迷这三个不同的群体，都希望尽量讲得动听一些、动情一

些，让剧团和演员入耳入心，朝自己设计的“路线图”行进。 

       专家圈层先天强势。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他们学有专门，一心一

意，心无旁骛，既深且精，而且掌握了各类评奖的投票权，他们的意见

往往能够左右剧团和演员的行为，惟马首是瞻。著书立说，汗牛充栋，

是专家的专利；在刊物上发表理论文章，是专家的专长；召开各类研讨

会，专家是当然的主角；就是报纸采访，虽然会顾及演员、观众面上的

意见，但专家的意见一言九鼎，绝对权威。在传统媒体时代，专家几乎

垄断了戏剧的话语权，观众很少有置喙的余地。 

      戏迷圈层不甘示弱。在新媒体时代，随着互联网进入千家万户，戏

迷圈层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网络。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如今，戏迷圈层创办了戏剧网站（如婺剧文武堂、婺剧

场）、戏剧论坛（如婺剧论坛），建立了戏剧QQ群（如中国婺剧QQ群、永

康婺剧QQ群），呼朋引伴，切磋交流，蔚为大观。戏迷是一个庞杂的群

体，分布在各行各业，士农工商，无所不有，素质参差不齐，其中不少

学历在大学本科以上，不乏藏龙卧虎之辈。他们还徘徊在戏剧殿堂的门

外，都有自己的专业、自己的饭碗，为了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心中怀

有无比的酷爱、热情和执着。他们不计功利，甘于奉献，只为心中的那

个“情人”——戏剧。像婺剧论坛开通一周年，主题达到1600多个，回复达

到27000多条，平均每天发主题5个以上，回复70多条。作为一个为小众艺

术而设的论坛，有如此旺盛的人气，离不开版主的苦心经营，也离不开

一批铁杆戏迷的鼎力支持。相反，一些专家办的官方戏剧网站，因为信

息更新不及时，反而人气惨淡。武义戏迷QQ群更是雄心勃勃，甚至要在7

月10日举办全省婺剧戏迷QQ群交流会，介绍各自的特色与成绩，并针对存

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进行商讨，其志不小。 

        这是一个“自媒体时代”，只要用笔杆、相机、DV机，把自己对这

个社会的感受记录下来，传到网上的论坛、博客、个人空间上，人人都

可以成为媒体记者。2010年5月22日，全省360名戏迷汇聚兰溪，盛况空前，

现场DV机高高架起，照相机闪光不断。从第二天开始，有关这次聚会的

文字、照片、视频纷纷传到网上，络绎不绝，比传统媒体的报道更及

时、更丰富、更精彩。 

     对于剧团和演员，如果专家圈层是俯视的话，戏迷圈层就是仰视。

他们不计个人利益，通过网络或者电话，主动请教、交流、沟通，进行

良性互动，让习惯了寂寞的戏剧演员，感受到了热情，感受到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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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了希望。尤其是新一代的网络戏迷，大多处于二三十岁的青年，

他们有文化，有知识，有热情，缓解了“台前白发苍苍”的现状，让“台

上青春少年”找到了失去多年的感觉，修复了戏剧良好的生态。 

     观众圈层以脚投票。一般的观众，既没有专家的专业素养，也没有

戏迷的疯狂热情，看戏更多的是从众行为。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声音，需

要通过适当的渠道进行表达，可以喝彩，也可以喝倒彩，可以掌声一

片，也可以嘘声一片。更有甚者，义乌的观众居然上台谩骂刻意创新的

剧团，这是一种表达意见的粗鲁方法。更多的时候，观众可以用脚投

票，如果演得不好看，不仅下次不来捧场，还要给你做负面宣传；如果

演得好看，不仅下次再来捧场，还要拉更多的观众来捧场。当然，农村

看戏不比城市，不用买票，但观众的口碑好坏，可以影响请剧团演戏的

出资人，以后邀请口碑好的剧团，冷落口碑差的剧团。 

     专家、戏迷、观众三个圈层对戏剧话语权的争夺，最终受益的是剧

团和演员。在戏剧经历了二三十年的低迷以后，习惯了冷漠的剧团和演

员蓦然发现身边有这么多热心人关心戏剧、爱护戏剧、祝福戏剧，这或

许是戏剧复兴的前兆吧！（如鱼饮水写于2010年6月4日） 

(戏剧研究——国内第一家戏剧研究学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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