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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现代戏曲传播的生长点 

 

                               

摘要：现代戏曲在传播过程中，试图激活戏曲的细胞并使之健康发展。在现代戏曲中，主题与形式达成

高度的谐和，艺术美与观赏性双美并举，继承和创新形成高度的共识，寻找着戏曲既立足本源又触摸未

来的发展基点。这是现代戏曲之所以传播并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现代戏曲；传播；生长点 

 

    20多年前，曾经有人对中国戏曲作过忧虑式的诊断，认为在上个世纪末戏曲消亡将成为不争的事

实。这一论断，一度使中国戏曲危机四伏，戏曲将作为博物馆的艺术似乎已成定局。但事实上，戏曲在

一片消亡声中，仍然顽强地生长着。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戏曲有着继续发展深入的巨大

空间，有着无限的生机和蓬勃发展的可能。戏曲艺术工作者积极探寻现代戏曲传播的生长点，试图从戏

曲的传播中激活戏曲艺术的细胞。纵看近三十年，中国戏曲无论从它的发展历程，还是从它当下的生长

态势，均呈现出良好的势头。而这一发展趋势，显然跟主题、形式和继承保护的命题有关。主题的现代

阐释、表达媒介的新的综合，不仅是对近三十年中国戏曲重要经验的概括，更重要的是它是戏曲传播继

承与创新未来趋向的指南。 

 

一、主题的现代阐释 

    寻找现代戏曲传播的发展途径，无法回避在传播过程中对主题的现代定位。建国初期，一些传统旧

戏面临着新中国强大的意识形态，曾经有过场面宏大的大规模的主题改写。浙江的昆曲《十五贯》就是

一个成功的例子。《十五贯》根据传奇《双熊梦》改编，删去了其中巧合的情节与神明托梦破冤狱的思

想，从而成了一出较为纯粹的“公安戏”。改编者强化了剧作的现实的教育作用，把主题解释为反对官

僚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使之在现实的整风运动中发挥重要的影响。鉴之，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

恩来都感叹“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195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

个剧种”谈起》的社论，称赞它是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戏曲改革方针的良好榜样。其实何止一

个剧种，《十五贯》的主题的重新定义和围绕主题的线索重组，带动了整个国家的旧戏改革，给中国戏

曲主题的现代化带来活活生气。同样，在近三十年的艺术发展过程中，对主题的现代把握，仍然是激发

戏曲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很多戏曲艺术工作者作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在旧戏改造中，主题的置换必须符合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一些旧戏，由于赋予了现代色彩，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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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发出强健的生命活力。譬如“双阳与狄青”的故事，在戏曲长河中就有京剧的《珍珠烈火旗》、杂剧

的《刀劈史鸦霞》、越剧的《狄青三取烈火旗》、梆子的《昆仑关》、绍剧的《追狄》以及婺剧的《昆

仑女》等多个剧目。有学者对当代新编婺剧《昆仑女》给予很高的评价。著名戏曲评论家周育德先生在

观看该剧后说：“老戏老演会失掉观众，现在大家都在研究推陈出新的问题。事实上，老戏想要出新很

难。40年前浙江婺剧团由郑兰香主演的婺剧《双阳与狄青》进京演出，在当时戏曲界引起轰动。如今再

在这出已很受欢迎的婺剧传统骨子老戏上开掘创新，这本身就是一项很难的工作。事实上双阳公主这一

题材的戏许多剧种都有，像京剧就有《珍珠烈火旗》。改编后的婺剧《昆仑女》我认为比京剧剧本好。

在剧作主题和思想倾向上，《双阳与狄青》中已有宣扬民族和解、大家庭的倾向。现在《昆仑女》弘扬

民族团结的主旋律无疑更明显，编剧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很好……”[①]。显然新编婺剧《昆仑女》具

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尤其是民族团结的主题定位，这是赢得作品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前提。  

    主题的改写，这是当代人的一种重要的文化阐释活动。传统戏曲题材在不同历史环境中的重新阐

释，它的每一次的主题的设定，都是剧作家以新的视角作出的合理的创造，是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积极

的创造性的过程。魏明伦的《潘金莲》，为潘金莲翻案，从不同视角审视潘金莲，则使古老题材焕发出

新的涵义。不仅旧戏改造如此，在对其他文学作品的改编中，主题的改写也是十分重要的创造性过程。 

    上个世纪末，一出越剧《孔乙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我个人对此持肯定的态度，因为它重审了一

百年前的知识分子的状态。这个剧作是根据鲁迅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原来的小说，描写的是一个

被封建文化毒害的知识分子，一无是处，俨然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但越剧根据当下的文化语境，对主

题作出了现代性的阐释。剧作把孔乙己处理成一个在特定时空中的文化坚守者，他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有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尽管文化保守主义的主题设定遭到了一些专家的批评，但对人物性格的重

新把握和主题的深化，应该说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实践。柔石先生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编剧罗怀臻

成功地改编成甬剧《典妻》。原小说是一个左翼小说，其革命性昭然在目。一个女人，在万恶的旧社

会，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通过人只是一个生育机器的描写，揭示阶级社会的罪恶。而甬剧《典妻》则

从人性的角度入手，揭示了一个女性的人性悲剧。她是妻子，她有两个丈夫，但她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

丈夫，而是在两个男人之间“典”来“典”去；她是母亲，她有两个儿子，但最终她不能拥有孩子，她

在两个孩子之间颠来颠去。做不成妻子，又做不成母亲，这是一个女性的最大的悲剧。主题的置换，冲

淡了原来的政治气息，而增强了人性的力量。 

    这种对人性的把握的主题阐释，即使在主旋律戏中，也因命运主题的崭新视角，戏曲创作有了重大

的突破。如深圳粤剧团创作的粤剧现代戏《驼哥的旗》，能自觉地摆脱以往现代戏的套路，不抓大题

材、大事件和大人物，而走平实、普通的路子，选择了一个在抗日战争时期华南地区拉锯战阶段，一个

贫弱、畸形的农民形象，从他的命运转折中，挖掘出中国人对自己命运的主动选择的必然主题。而这个

独特的对人物命运观察的视角，极大地贴近了人性人情的常理常规，因而获得了强健的艺术活力。 

 

二、表达媒介的新的综合 

    一般来说，戏剧是综合的艺术是不言而喻的，它是语言艺术与造型艺术的综合。但我们这里所言的

表达媒介的新的综合，则是超越戏剧原来局限于介质综合的更深的综合。可以说，近三十年来的戏剧的

新的综合趋势，是戏曲演出与传播别开生面的重要方式与途径。 

    浙江京剧团的神话京剧《宝莲灯》，这出集传统现代、时尚古朴于一体的大型神话剧，在京剧的武

打上进行了巧妙有机的兼容并蓄，吸纳武术、杂技、体操等各门类艺术的各种技巧为京剧武打所用，技

巧上更显真实而精彩，使剧中各情节的武打都做到“稳、准、狠、脆、帅、漂”；无论是高空的“威

亚”飞人，还是格斗中的真刀真枪开打，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同时剧作还继承、保留了盖（叫

天）派的精美绝技，如沉香出场和劈山的走边、耍斧及与师傅的载歌载舞等。该剧入选国家舞台精品工

程。浙江京剧团的《王者俄狄》把希腊悲剧以中国戏曲的舞台直观形式展现出来。飘舞的血红超长水

袖、飞旋的京剧甩发、惊险的武打跟斗、婉转动听的咏叹唱腔，再加上精美华丽、极具中国风格的京剧

服饰，刷新了沉闷的视觉感觉。上海戏剧学院孙惠柱教授说：“就故事情节而言，《王者俄狄》的改编

与原著并无多大出入，说的是一个理想化的英雄毁灭的历程。但是，巧妙地运作时空流程，细腻地呈现

主要人物的思想情感，夸张地营造气势氛围，则彰显出东西方戏剧在戏剧美学风格上的差异和不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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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王者俄狄》在此次国际戏剧节中深深吸引国外观众的亮点。《王者俄狄》用顺适中国戏曲叙述自

由、时空跳跃、场景空灵的独特表现手法，充分发挥了京剧的虚拟性、假定性的美学品格”[②]。《王

者俄狄》充满着其他的艺术元素，如“神巫舞”的诙谐、“奔马舞”的英武、“刺目舞”的凄美等。浙

江曲艺杂技总团的魔幻剧《美猴王》中，“孙悟空”跳起街舞，“白骨精”出场时穿着性感的三点式衣

服。而全身金光闪闪、千手万臂的“观音”出现时，许多人都以为欣赏到的是美轮美奂的舞蹈“千手观

音”。谁知道，那“观音”居然将头顶在地上，双腿朝上，做出各种优美的动作来。演员们谢幕时，拖

着长长胡须的“少林方丈”煞有其事地走起了猫步；“观音菩萨”手拿净瓶，扭起了屁股；愣头青“沙

和尚”走到台前向观众抛起了媚眼；穿着T恤牛仔裤、带着猴王头套的“孙悟空”则跳起了街舞；在他们

身后，其他“武僧”表演起了“太空漫步”……事实上，以“魔幻”为名的《美猴王》就是要观众惊

奇。这出用魔术、杂技等艺术样式包装出来的“西游”故事，试图带给观众全新的舞台体验，考验的是

台上台下的想象力。茅威涛在越剧《西厢记》中扮演张生时，用了从川剧中借鉴来的剔褶子的手法；在

《孔乙己》的“桃花源”中，使用了京剧麒派表演中那种交错前行的磋步，甚至还用了“叠帔”的手

段，给孔乙己这个人物在那个特定情境中的心情，找到了一种合适的外部形体手段。杭州剧院的越歌剧

《简爱》，既是越剧也是歌剧，故事还是那个著名的故事，但表达载体和运作模式极为新鲜。剧中元素

非常丰富，以唱为主，形式很像歌剧，也有歌剧唱段，音乐用了交响乐伴奏，中间还间有钢琴。舞蹈演

员有的在台上只有一句台词甚至没有台词。这种嫁接，使《简爱》具有中西融合的艺术气质。 

    最近，文化学者余秋雨与马兰牵手“趟”《长河》，据称这一命名为中国原创音乐剧其实就是中国

戏曲的衍化，它的唱词与音乐都带着中国文化深邃而独有的意象与韵香，但又带着浓厚的现代审美意

趣。中国黄梅戏的代表人物马兰曾表示：“《长河》是古代故事，戏曲基因，发挥出现代人喜欢的光亮

的艺术作品”。而戏曲与音乐剧在这里“他们是融合的，每个戏曲也都是融合的一个过程”。余秋雨与

马兰一直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寻找嫁接的方式，最终找到了这种“用中国戏曲的基因，融进音乐剧，

讲述中国古代故事”的途径。马兰说：“我们要用我们观众最熟悉的感情和表达方式。戏曲与中国元素

要舒服地融合。不会在音乐剧中做百老汇那套。我就坚持东方的表达方式，用东方的感情呈现”。[③] 

    可以说，形式上的各艺术元素的拼贴和重组，从姊妹艺术中不断吸收的动态过程中，中国戏曲无疑

争取了更大的表达的自由和想象的余地，充分的形式感是表达内容的必要载体和手段。苏珊·朗格曾

说：“戏剧”能吞并进入它的舞台范围内的一切可塑性艺术，其目的在于加强戏剧的美。[④]这里强调

的正是现代戏剧“综合性”的实质性的涵义。 

 

三、戏曲传播的继承与创新 

    但无论是戏曲传播中主题的现代阐释，还是表达媒介的新的综合，都必须以戏曲的继承与创新关系

的妥善处理为依托。戏曲传播的继承和创新，实际上是戏曲既保持剧种特色又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艺术

制衡关系。 

    曾经有一段时间，戏曲传播以否定一切传统为时尚。中国20世纪历史上至少有三个阶段以否定为乐

事。一是“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戏曲、旧戏采取了绝对否定的态度，以至于给话剧这种外来的舶来

艺术提供了立足的空间；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新政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仍有

较多的地方戏曲和民间艺术，被视为封建糟粕，最终被稀释、综和或者干脆逐出舞台；三是八十年代

初，由于中国文化的再度西潮，各种外来艺术思潮的浸淫，使中国戏曲迷失自我，变成“非驴非马”式

的载体。但当人们理性地对待艺术的时候，人们发现，绝对地否定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无疑是文化的自

戕行为。而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创新，乃是戏曲发展的根本。 

    换句话说，在戏曲传播过程中，量变的价值远胜于它的质变。20世纪 “革命”的三个阶段，割断传

统的质变实际上是一种削足适履的行为。而在艺术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守住传统戏曲之本即守住传统

戏曲之恒量，吸收新兴艺术之变量，则可强健传统戏曲之身。譬如东北“二人转”，因为二人表演的特

殊内涵，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被改成吉剧，剧种名称的改变其实是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对象化。我们不妨把

这种质变看成是新兴元素的注入，那么对艺术来言，它也就只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了。当我们再次看见恢

复身份的“二人转”时，它的恒定的艺术形式与崭新的表达内容，使得它的形式和内容无不焕发艺术的

青春。而后来由于电视小品的风行，东北“二人转”逐渐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重要艺术样式。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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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总体上来说，就是一个量变的过程，它的本质仍然没有脱离“二人转”的基本。 

    越剧女小生的代表茅威涛，作为尹（桂芳）派传人，她的唱腔，不可避免要继承尹派女小生绵长悠

远的特长，但她并不一味恪守尹派的流派唱腔，而赋予其现代流行基因。她的唱腔戏歌化、越歌化。所

以呈现的唱腔，就既是越剧尹派的，同时又有流行歌曲的元素。茅威涛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我所

用的许多唱腔，与越剧原有的那些传统唱腔的旋律是有差异的，有时它和那些最能代表越剧音乐特性的

旋律，确实有一定距离。但是我始终坚信，既然音乐与声腔是一个剧种的标识性特色，那么，在任何时

候都要保持越剧的基本风格；同时，当我们需要有所突破，需要从不同的方向努力拓展它的表现能力

时，越剧以及流派应该成为一种像基因一样无所不在的韵味，而不仅仅是一些基本调式与乐音走向。”

[⑤] 这里可以看出继承与创新其实是同等的重要。 

    当然，随着对戏曲艺术规律认识的理性回归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与保护理念的影响，人们在创

新的同时，对传统的继承越来越以高度的重视。昆曲界率先在继承传统上做出了显著成绩，并且因致力

于重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等传统剧目的古典风范而推动了昆曲的复兴。京剧界更有

“音像配”这样致力于原汁原味地再现传统剧目与传统表演的宏大工程，流派剧目与唱腔的继承，越来

越多地成为人们急切关注的对象。甚至有些著名的传统剧目，采取不同的演出版本来进行传承保护与创

新。像《牡丹亭》，既有传统经典版的，进行“化石”般的保护，也有白先勇的“青春版”的，进行符

合现代审美需求的创新。浙江京剧团的神话京剧《宝莲灯》，居然有精装版、校园版、农村版三个版

本，而精装版显然就是重现古典的载体，是对传统戏曲继承的重要标志。 

    正因如此，现代戏曲在主题与形式上的谐和，在艺术美与观赏性上的双美并举，在继承与创新上的

平衡，自然寻找到了戏曲既立足本源又触摸未来的发展基点。这是现代戏曲传播与持续发展的重要原

因。 

[①] 汇文：《婺剧〈昆仑女〉京沪专家座谈会》，《戏文》2001第5期15-16页。 

[②] 金碧：《京剧〈王者俄狄〉首演火爆西班牙》，《浙江文化月刊》2008年第9期24页。 

[③] 鞠健夫：《余秋雨马兰牵手“趟”〈长河〉》，《钱江晚报》2008年10月26日。 

[④] 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77-81页。 

[⑤] 茅威涛：《向未来展开的越剧》，浙江省戏剧家协会理论工作委员会编：《浙江戏剧理论选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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