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白逼宫》 (秦腔类)

※  《花亭相会》 (秦腔类)

※  《唱段精粹》 (秦腔类)

※  个人演唱专辑（一） (秦腔类)

※  《迟开的玫瑰》 (眉户类)

※  张宁个人专辑（三） (秦腔类)

※  人算不如天算 

※  乌龙戏 

※  田汉游乾陵 

※  王震与秦腔 

※  闫振俗开口成章 

※  彭德怀与秦腔 

※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  “风、云、雷、雨四大金刚”的由来 

※  “就叫首长” 

※  一枪打俩 

金世纪影音互动平台 

是一款集合戏曲网站 

搜索、戏曲在线视听 

、在线视频为一体的 

多媒体软件。软件完 

全免费是众多戏迷朋 

友的首项产品.

       专家论艺> 专家论艺正文

 

 

 

 

 

田青：别忘了保护地方小戏    2007-6-20 共阅览394次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 田 青 

 “文化遗产日”前后，将有４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珍稀剧种在京展演，由此，我想到了地方小戏的悲哀和
出路。 

  中国传统戏剧除了以其天才的创造和独具特色的美感满足各阶层人们的审美需求外，还曾担负着向没有机
会接受教育的大众进行道德熏陶和历史传承、文化普及的责任。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普通民众，就是通过
“看戏”来获得历史知识、来塑造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道德体系和价值标准的。但是，在百年来中华民族争取
现代化的进程中，几乎所有的传统戏剧都被视为“落后”而被迅速边缘化了。而随着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和农村
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传统戏剧赖以生存的土壤大范围消失，传统戏剧尤其是地方小戏，正在面临着彻底被遗忘
的命运。 

  中国的传统戏剧同基于古希腊戏剧原则发展起来的西方戏剧相比，有着无与伦比的品种上的丰富性。由于
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差异，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产生了数百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据上个世纪６０年代的一个统
计，当时尚有３８２个剧种。但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之后，目前有将近一半的剧种消亡。以戏剧大省陕西省为
例，上个世纪中叶存在的５２个剧种，目前只剩下２８个。按照当前的态势发展下去，如果不改变我们的思
路、不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再过２０年，中国的绝大部分传统戏剧将成为绝响。 

  和京剧、昆曲这样的大剧种比起来，地方小戏的困境在于它不仅仅和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面临着全球
化和现代化的冲击，它同时还面临着大剧种的同化。为了生存，几乎所有的地方小戏都希图通过改造自己基因
的途径来“发展”。目前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小戏大戏化，大戏歌剧化。只要有条件的剧团，都走着一
条同样的路：请作家写新戏、请作曲家设计唱腔和配器、请话剧导演排戏、请舞美灯光搞声、光、电的“大制
作”。许多地方戏的伴奏乐器都“发展”成了一个同一模式的民族乐队，为了“现代化”，还都不同程度地加
进大提琴、电子琴等与传统戏剧格格不入的西洋乐器，使不同剧种原有的特殊音色被淡化、被改变，成为一种
“规范化”的统一音色。而且，许多只有中国传统戏剧才有的审美原则和前人创造的精华，统统被洋垃圾取代
了！比如放弃曾经使西方大戏剧家惊叹的虚拟、写意的传统装置而采用话剧的实景装置，等等。在很多人的眼
里，西方化就是话剧化，声、光、电就是“现代化”，“嫁接”式的“发展”似乎成了挽救地方小戏命运的唯
一妙药。但实际上，逐渐雷同与迅速丧失特色，才是小戏最大的悲哀。 

  “发展”不是“嫁接”，传统文化的发展一定要在本民族的河道中前行；即使是输血，也不能把Ａ型血输
到Ｂ型血病人的血管中去！那种所有戏剧伴奏乐队都要有大提琴，请音乐学院声乐老师用钢琴来教戏剧演员
“视唱练耳”的做法，表面上是“发展”，实际上是用别人的基因来改变自己的基因，最终，“发展”到消失
了自我，再也找不到自己。我最近听一个川剧的帮腔，居然完全是学院派的“民族唱法”；而一个“道情”的
伴奏乐队，坐了好几排，却唯独没有了渔鼓、简板，令人痛心！ 

  我国政府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已经十分清楚：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对目前急需抢救和保护的
地方小戏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保护自己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挖掘传统老戏，不一定没人看；用秦腔那样
的嗓子“吼”，不一定就是“土”。实际上，当主张文化多样性成为最具当代性的思潮时，中国最“土”的行
为，就是用话剧式的“房子”代替一桌两椅，用声、光、电代表现代化。当你这个剧种改用普通话和学院派的
“民族唱法”演唱、改用统一的民族乐队加电子琴伴奏、把手里的马鞭扔掉而像歌剧《堂·吉诃德》那样牵一
匹真马上台的时候，你已经虽生犹死，因为，你已经变成了别人。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2007-06-08 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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