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由中国曲艺家协会、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巴黎华商会

和法国《欧洲时报》联合举办的

“首届巴黎中国曲艺节”在法国巴

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

来自中国 10 余个省市的相声、评

书、山东琴书、山东快书、木板大

鼓、绍兴莲花落、长沙弹词、常州丝

弦、四川清音、金钱板、福州评话、二

人转等21个曲种的21

个节目分 3 场做了展

演，并进行了由3位外

国专家担任评委的评

奖。结果，来自河北

沧州农村的民间艺人

王振义和刘凤鸣合演

的木板大鼓《贾宝玉

夜探潇湘馆》获得 金

奖。而诸多国家一级

演员，包括在国内具

有较大艺术影响力并

在业界拥有较高艺术

地位的著名演员，却

只能屈居其后，仅获

得银奖与铜奖。

作 为 中 国 文 化

“走出去”战略实施工

作的一部分，这次活动

的意义应该说是十分

重大的。但其评奖结

果反馈到国内之后，在

业界引起了不小的震

动和议论：有人认为老

外不懂中国曲艺，唯

“土”为美，实属瞎评；更

多的人则认为评奖结

果所蕴含的意义，非

常值得国内同行深切

反省和仔细回味。

据称，作为评委之

一的法国文化部专员

Jean-pierre Wurtz在被问及为何将

金奖颁给表演木板大鼓的两个民间

老艺人时表示，表演这个节目的两

位老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能够十

分细心、形象、准确地“说唱”叙述且

娓娓道来，我们深深为之感染，不

仅为精妙的艺术表现所感叹，更为

中国文化的传承精神所感动。

这位外国评委的表态，应该

说的是心里话。因为，艺术的最

高境界是打动人。其他演员的表

演特别是在业内有着一定艺术影

响和专业地位的演员，演出肯定

也很精彩，但带给这些老外评委

们的感动肯定不如前者，否则不

会有那样的评奖结果。而当今国

内的许多艺术表演包括曲艺表

演，的确存在着诸如炫技有余而感

人不足的问题。究其实质，演出的

投入状态和恳切程度

相对不够，也是十分

重要的原因。再加上

有些名气很大，但艺

术修养特别是基本理

论素养相对不足的演

员，在进行节目的创

演和“创新”时，往往

南辕北辙、事与愿违：

说书“戏剧（小品）化”、

唱曲“歌舞化”、谐谑

“杂耍化”的偏误也比

比皆是，曲艺的艺术

本体常常因之迷失而

浑然不觉。换言之，

对于传统继承的成色

不足，导致本体特质

的把握无法精准。老

外评委不一定对中国

曲艺十分内行，但其

审美直觉和鉴赏水准

的确很高，眼光也很

不落俗：能够看到什

么是特色和纯粹，什

么 样 的 表 演 才 更 感

人。

同时，此次“走出

去”后获得奖励的节

目，基本上都是传统

的，新编节目非常稀

少。这也从一个侧面

显示着新创精品的匮

乏；当今曲艺界真正能够拿得出手

而足以傲人的看家“资本”，仍是老

祖宗留传下来的那些“遗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

些老外评委们的眼光庶几成为一

面特殊的镜子，足以让那些真正聪

明的曲艺家们照出几分醒悟来。

而这种评奖的“意外”结果及其节

目的资源状况，带给我们的震撼作

用和启示意义，恐怕也正在这里。

中国戏曲创作与理论的本体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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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青年作家郭严隶创作的以

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为题材，讴歌

精神信仰、弘扬主旋律的长篇小

说《锁沙》，今年 4 月在四川成都书

博会上推出后引发广泛关注。7

月 17 日，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文

艺报社、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出版

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在京共同主办

了该书研讨会。中国作协领导以

及四川省委领导和一些评论家出

席了此次研讨会，并就该书展开热

烈讨论，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对该

作品进行了深刻而中肯的解读。

《锁沙》讲述的是乌兰布通草

原 曼 陀 北 村 大 学 生 郑 舜 成 毕 业

后，放弃到深圳发展和到旗里当

公务员的机会，留在偏僻落后的

家乡，带领乡亲们防风治沙、搞生

态建设，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

壮丽成功之路。

中国当代文艺评论家，中国作

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茅盾文学奖评

委雷达认为，《锁沙》这部作品以大

勇者的迎击姿势，力擒孽龙，遏制沙

化，扬厉人的主体性、实践性，将环

境的酷烈、人的奋争、爱的纠缠、大

学生村官的成长，以诗意葱茏的

笔墨精彩绘染。他同时指出，作

为长篇小说，该作品具备了好散

文的要素，具有富于时代感的思

与诗交融的言说方式。

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四

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何开四

认为，该书触及到当下时代草原

沙漠化、生态治理、人性荒芜等重

大题材，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神性

和诗性的交响，展现了变革时代

我们民族优秀生命的青春燃烧和

能量的辉煌释放。作品具有庄严

的境界，清新的气息以及超越性

的品位，相对于当今浮躁时代下

盛行的快餐文化，该作品显得弥

足珍贵。他认为这是阅读 的 盛

宴，也是灵魂的洗礼。

研讨会上，专家们对这部作

品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作品直面

沙 漠化这个全球性生态命题，旨

在唤醒和加强人们的环保意识、

建设意识、奉献意识，揭示出人类

必须对自然存敬畏心、珍惜心，锁

住真心，人类才会在巨大自然灾

难面前满怀信心、拯救自己。专

家们一致认为该书是长篇小说创

作的一个新收获，是一种崭新的传

奇化现实主义美学类型的写作，是

充分体现作家秉持强烈时代使命

感和直面现实、勇于担当精神的

信念创作。该书体现了一个中国

作家的思考、智慧、责任担当和审

美创造。 （于 帆）

日前，河北行唐县被中国纪

实文学研究会授予“中国纪实散

文之乡”称号。

行 唐 历 史 文 化 悠 久 ，建 城

2300 年，是被联合国地名专家组

中国分部、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

学会和中国地名研究所 3 家共同

授 牌 的 中 国 地 名 文 化 遗 产 ——

“千年古县”。 行唐不仅孕育了

许由、郄谷、李左车等历史文化名

人，还涌现了当代文化名家张志

军、周喜俊、丁吉槐等。行唐县从

申报到创建中国纪实散文之乡开

展 了 一 系 列 相 关 工 作 。 目 前

全 县 已 有 100 位 作 家 作 者 在

国 家 级 刊 物 上 发 表 过 散 文 作

品 ，200 位 作 者 在 省 市 级 刊 物

上 发 表 作 品 ，上 百 部 散 文 专 辑

在 全 国 产 生 反 响 ，散 文 新 秀 刘

鸣 利 、刘 云 平 、王 勇 、赵 爱 心

等 脱 颖 而 出 。

行唐县委书记李震国介绍，

行唐被授予“中国纪实散文之乡”

将有助深度挖掘行唐文化的丰富

内涵，推动实施文化兴县的发展

战略，在新的起点上开创文化发

展新局面。 （刘 茜）

《锁沙》：关注当下生态建设

河北行唐创建中国纪实散文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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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剧种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薛若琳

E-mail：whblilun@163.com

新兴剧种据粗略统计，1958

年前后创建时有 64 个。到 30 年

后的 1989 年，中国戏曲学会和吉

林省艺术研究所联合召开“建国

后新兴剧种发展趋势研讨会”时，

尚有47个。之后经过20年，到今年

7 月 16 日由文化部艺术司、中国戏

曲学会和吉林省文化厅共同召开的

“全国新兴剧种暨吉剧发展学术研

讨会”之时，能在舞台上演出的新兴

剧种只有15个了。可见，新兴剧种

经过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已经

大大缩减。虽然如此，这 15 个新

兴剧种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仍是

非常珍贵的。其中吉林一省就有

3 个新兴剧种：吉剧、松原满族新

城 戏 和 农 安 黄 龙 戏 。 无 论 时 代

怎样变化，新兴剧种是不可能全

军 覆 没 的 。 现 在 ，这 15 个 新 兴

剧种大部分站稳了脚跟。

追 本 溯 源 ，这 些 新 兴 剧 种

都 有 比 较 坚 实 的 母 体 ：北 京 曲

剧 是 单 弦 牌 子 曲 ，唐 剧 是 唐 山

皮 影，吉 剧、龙 江 剧 是 东 北 二 人

转，松 原 满 族 新 城 戏 是 八 角 戏，

黄 龙 戏 是 皮 影，辽 南 戏 是 皮 影，

蒙 古 剧 是 蒙 古 族 叙 事 民 歌 和 曲

艺，漫 瀚 剧 是 二 人 台，陇 剧 是 陇

东 道 情 皮 影，黔 剧 是 贵 州 扬 琴，

苗 剧 是 苗 族 民 间 歌 舞 和 叙 事

诗 ，广 东 梅 州 山 歌 剧 是 客 家 山

歌 。 可 见 ，这 些 新 兴 剧 种 的 母

体基本上是曲艺、皮影或民歌。

新 兴 剧 种 也 是 地 方 剧 种 。

我 国 地 方 剧 种 的 形 成 大 概 有 以

下 几 个 特 点：就 行 当 来 说，一 般

由 两 小（小 旦 、小 丑）发 展 成 三

小（小 旦 、小 丑 、小 生），这 是 处

于 民 间 小 戏 阶 段 ，尔 后 发 展 成

生 、旦 、净 、丑 ，并 且 每 一 行 还

有 细 分，例 如 旦 行 内 有 青 衣、花

旦、花衫、武旦、刀马旦、闺门旦、

泼辣旦、刺杀旦、老旦等，行当齐

全，阵 容 整 齐，这 就 属 于 大 戏 阶

段了。就音乐来说，一般由民歌

小曲、里巷歌谣逐渐发展为比较

整齐的七字句、十字句的板式变

化 体 ，俗 称 板 腔 体 。 就 表 演 来

说，一般由生活化动作提炼转化

为 程 式 化 动 作 。 有 些 地 方 剧 种

虽 然 并 未 形 成 一 整 套 程 式 化 动

作的肢体语言，但已体现出程式

化动作的内涵。

新 兴 剧 种 的 形 成 和 各 个 地

方 剧 种 的 形 成 的 普 通 规 律 是 相

似 的 ，但 它 们 形 成 的 时 间 却 是

加 速 的 。 一 般 剧 种 由 曲 艺 、皮

影 等 民 间 艺 术 向 大 戏 发 展 而 改

变 音 乐 结 构 ，即 由 曲 牌 体 向 板

腔 体 变 化 时 ，所 经 历 的 时 间 比

较 长 ，母 体 的 演 员 有 一 个 对 新

的 板 腔体的适应和熟悉的过程，

因 此，母 体 的 演 员 能 够 唱 新 腔。

但是，新兴剧种由曲牌向板式转

变时，却是“一步登天”式地完成

了，因此母体的二人转演员不会

唱吉剧和龙江剧，反而要由掌握

板 腔 体 的 大 量 评 剧 演 员 转 唱 吉

剧 、龙 江 剧 。 当 然 事 情 也 不 绝

对，当时也有二人转演员转唱吉

剧和龙江剧的。因此，有人提出

当初吉剧、龙江剧放弃母体的曲

牌 体 而 改 为 板 腔 体 是 改 坏 了 。

其实不论是吉剧还是龙江剧，仍

保 留 一 些 二 人 转 曲 牌，于 是，从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龙江剧

首先做出改变，有些人提出：“从

零开始，重新起步”“ 重起炉灶”

“ 向 新 歌 剧 靠 拢 ”“ 搞 地 方 新 歌

剧”等 。 诚 然，创 建 龙 江 剧 有 难

度，因 为 吉 剧 先 走 一 步，凡 是 吉

剧用过的二人转曲调，龙江剧尽

量 避 开 ，免 得 两 个 剧 种 音 乐 雷

同 。 于 是，二 人 转 的 母 奶，龙 江

剧起步时吃得少一些。但是，龙

江剧走回头路，放弃板腔体的难

度则更大，所以黑龙江的思想文

化 主 管 部 门 的 领 导 和 广 大 戏 剧

工作者经过认真的分析和研究，

认为龙江剧仍然要坚持板腔体，

但要丰富、加强和完善。北京曲

剧母体是单弦牌子曲，基本没有

用板腔体的音乐结构，却也自成

一 家 。 我 们 不 能 说 只 有 北 京 曲

剧所走的路是正确的，而由曲牌

改 为 板 式 的 另 一 些 新 兴 剧 种 就

走错了路。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和 后 期，吉 剧 的 震 荡 少 一 些，但

也 有 很 多 反 思，例 如，有 的 专 家

认 为：吉 剧“ 主 要 是 因 为 它 遵 循

了戏曲艺术的一般规律，才产生

了 如 前 所 述 的 某 些 优 长 。 但 另

一方面，它的问题也恰恰在于仅

仅注重戏曲艺术的一般规律，而

忽 视 了 从 民 间 小 戏 向 地 方 大 剧

种发展的独特规律”。这种分析

是比较客观的。有的专家认为，

吉 剧 产 生 伊 始，提 出“ 用 传 统 戏

打底”，结果形成一个“新创建的

旧 剧 种”。 当 时，吉 林 的 某 些 主

管文化领导“认为吉剧不应有很

多二人转的痕迹”，要吉剧“能文

能武，能古能今”“ 像京剧、河北

梆 子 等 那 样 的 角 色、行 当、板 式

俱全的大剧种”。这样的提法作

为 民 间 小 戏 向 地 方 大 戏 过 渡 所

作 的 必 要 准 备、试 行、有 序 的 过

程，步子迈得太大而超过身体的

能 量，正 像 有 的 专 家 提 出 的“ 吉

剧在诞生的 20 年里，从二人转那

里获得的东西并不多，更多的是

从 京、评 大 戏 中 吸 取 营 养，直 到

20 世 纪 80 年 代 ，我 们 依 然 固 守

着这种做法，十六字方针的头四

字‘ 不 离 基 地’几 乎 成 了 一 句 空

话”。这话点到了问题的实质。

当 年 吉 剧 、龙 江 剧 诞 生 之

后，两个省的领导都提出了新剧

种的创建方针。吉林的方针是：

“不离基地，博采众华，融合提炼，

自成一家。”黑龙江的方针是：“扎

根基础，博采众长，适应时代，自

成一家。”可见，两个方针都差不

多，本质是一样的。所谓“不离基

地”或“ 扎根基础”，包括两个涵

义：一是根基，二是地域。所谓根

基就是东北二人转，二人转的源

头是东北大秧歌和民歌。二人转

的唱腔、说口、舞蹈（尤其是扭和

手帕功）、语言、表演手段等十分

丰富，体现了东北人民的审美情

趣；所谓“地域”就是辽阔的关东

山乡和黑土地，生长在关东黑土

地的人民，他们粗犷、热情，爽直、

开 朗、豪 放，对 生 活 充 满 乐 观 精

神，所以在二人转里出现的大多

是 喜 剧，其 语 言 幽 默、诙 谐 。 总

之，二人转的浪漫主义风格，关东

黑土地爽朗、质朴的地方特色，东

北人民的乐观向上的思想面貌，

构成了吉剧的“基地”和龙江剧的

“基础”。两个省的十六字方针，

头 四 个 字 体 现 了 吉 剧 和 龙 江 剧

的核心价 值 。 问 题 的 关 键 点 在

于 吉 剧 和 龙 江 剧 放 弃 了 曲 牌 体

而 改 用 板 腔 体 ，这 种 音 乐 结 构

的 转 型 太 快 了 。 当 年 新 兴 剧 种

创 建 时，他 们 大 部 分 处 于“ 大 跃

进 ”时 期 ，“ 超 英 赶 美 ”“ 一 天 等

于 二 十 年 ”，是 当 时 的 时 代 要

求，如 果 精 雕 细 刻，会 被 认 为 是

保守，谁也不愿戴上这顶帽子 。

除 了“ 大 跃 进”的 形 势 的 因 素 之

外 ，对 创 建 新 剧 种 大 家 都 没 有

经 验 ，老 的 剧 种 熟 悉 了 ，掌 握

了 ，新 的 剧 种 怎么搞，的确处于

探索阶段。尽管有指导方针，但

领 导 指 示 有 时 也 往 往 偏 离“ 基

地”或并不扎根“ 基础”。总之，

我 们 要 承 认 历 史，正 视 历 史，研

究这段历史。

下一步新兴剧种的发展，要

进 一 步 地 、尽 可 能 地 向 母 体 靠

拢。当年一些新兴剧种创建时，

往往向京、评、梆大戏靠拢，疏远

了母体，形成新兴剧种比不过母

体的现象。1989 年长春召开“建

国 后 新 兴 剧 种 发 展 趋 势 研 讨

会”，据吉林和黑龙江的同志说，吉

剧和龙江剧下农村演出，生产队长

问剧团演不演二人转，演二人转他

们就包场，不演二人转他们不看。

这使两个新兴剧种到农村演出时，

“儿子”要背着“母亲”下乡，否则，演

出市场大受影响。今天，二人转仍

然是东北人民喜爱的民间艺术，不

能像有人指出的那样，“顺利时‘子

嫌母丑’，困难时‘ 多吃母奶’”。

“母亲”很“美”，并不“丑”，“母奶”

要长期的吃下去，“ 母亲”对“ 儿

子”要呵护，“儿子”对“母亲”要有

孝 心 。 要 真 正 的 把 二 人 转 当 做

母 体 ，而 不 是 把 二 人 转 当 做 材

料 。 吉 剧 和 龙 江 剧 要 继 续 从 二

人转母体中吸取营养。

1989 年“建国后新兴剧种发

展 趋 势 研讨会”是在戏曲处于不

景气、大面积滑坡的情况下召开

的，新兴剧种首当其冲。那次研

讨会很多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发表

意见，寻找对策，反思新兴剧种的生

存和发展问题，其中有很多真知灼

见。20 年后的今天，戏曲仍然没

有完全走出低谷，我们再次召开

“ 全 国 新兴剧种暨吉剧发展学术

研讨会”，希望大家集思广益，抓

住改革开放的难得机遇，在科学

发展观的指引下，提出一些办法，

尽可能的改善 新 兴 剧 种 的 生 存

环境，推动新兴剧种的发展。

60 年来中国戏曲创作确实取

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近些年戏曲

创作与戏曲理论方面也存在一些问

题。从创作方面来说一个比较严重

的问题，是剧作家思想的消解和个

性的乏缺。新时期以来确实产生了

很多剧作家，有思想、有激情、有艺

术才能，如郭启宏、魏明伦、陈亚先、

盛和煜、郑怀兴、王仁杰等，但是戏

曲的创作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

方。一部戏曲作品从创作到最终定

稿搬上舞台，会多次反复修改，其创

作和生产是一个集体性的过程，也

是剧作家思想逐步流失和个性丧失

的过程，剧作家会变得越来越无所

适从。这里面有剧作家本身的思想

性就不能达到很深刻这样的因素，

但 更 多 的 还 是 和 现 有 的 机 制 有

关。对戏曲本质、戏曲美学 认 识

的 模 糊 和“ 戏 剧 化”过 程 所 带 来

的创作和理论的迷失，使很多作

者认为是在写“戏”，而忘了是在

写“ 戏 曲”。 其 实 这 是 戏 曲 致 命

的认识和理论“危机”，是长期各

种 思潮影响的结果，也是戏曲理

论失语、失职的表现。

戏曲属于文学，但是不能讲戏

曲就是文学。而现在很多创作包括

评论认为戏曲就是文学，忽视它是

唱念做打兼备的综合舞台艺术。现

在剧作家所着眼的基本上都在于戏

剧的情节、人物、结构、冲突等。这

当然是对的也是需要的，但这不是

戏曲最核心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人

们把属于戏曲的诗意的、诗化的方

面丢掉了。现在的戏曲作品，重视

的 往 往 是 结 构 、情 节 和 人 物 塑

造。让人困惑的是，如果戏曲的

创作只有这些方面，那么它和话

剧有什么区别呢？理论评论亦如

此，戏曲的评论被话剧化的评论

和文学化的评论所取代，随着戏

曲 作 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被 重 视

后，社会各界也都喜欢关注戏曲、

投入到戏曲的欣赏或评论、研究

过程中来，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

同时戏曲的非戏曲化也越来越严

重。20 世纪 80 年代初，郭汉城先

生就多次谈到戏曲的“戏曲化”问

题，虽然直接涉及的命题是现代

戏的，但他的《现代化与戏曲化》、

《再谈“戏曲化”》所阐述的对“戏

曲化”的认识，现在看来却是高瞻

远瞩和深刻的。前些年对戏曲本

质认识的误区和迷失要远比观众

流失所呈现的“危机”要严重得多，

危险得多。好在物极必反、拨乱反

正也是社会发展进化的一条普遍性

规律，并且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的启动，不仅表层的剧种生

存得到重视和保护，而且精神层面

的剧种特色和地方特色也得以彰

显，藉此，戏曲的本质和美学精神再

次受到学者和戏曲界的关注，无论

创作或理论批评都出现一些反思，

这是值得我们特别庆幸和欣喜的。

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戏曲发展的成

就很大，同时值得总结的地方也很

多，戏曲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更加成

熟和理性的时代，需要重新加以反

思和总结。戏曲需要一种回归，回

归到一种当初原本的戏曲中去。从

原本的、而不是被加工“戏剧化”的

戏曲中，去重新理解和认识戏曲本

质和美学特征，可能更好些。

戏曲过去是没有导演的，它的

发展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没有导

演，有了自己的导演，话剧或者其他

方面的导演介入戏曲。戏曲从没有

导演到有导演，这是一个很大的变

化。老一辈的戏曲导演对戏曲是

非常熟悉的，如阿甲、李紫贵。阿

甲导演的《红灯记》，尽管在那样

一个时代他也能导出来这样一部

“样板戏”，有那么多人喜欢，为什

么？与他作为导演的一种戏曲素

养、戏曲积淀是分不开的。二十

世纪上半叶，实际上是真正的戏

曲或者说京剧表演的时代，那个

时候不只是从事戏曲工作的人，

普 通 的 老 百 姓 都 受 到 戏 曲 的 熏

陶。这样一种背景就使得新中国

成立以后，包括很多话剧导演、电

影导演，像焦菊隐等在从事话剧

创作和电影创作的时候都受到了

戏 曲 深 刻 的 影 响 ，这 是 一 个 阶

段。近些年，戏曲导演进入一个

多元时代，有比较多的话剧导演

介入到戏曲舞台创作中，其实应

该客观地看到，他们的介入对戏

曲所产生的作用，是一种历史必

然 。 之 后 又 出 现 两 种 不 同 的 声

音，一种是完全不要话剧导演，认

为话剧导演不应该介入戏曲；另

一种是话剧导演应该取代戏曲导

演。对此要一分为二地看，要承

认话剧导演介入是一种历史选择

和必然，也确实给戏曲带来了一

种新的面貌，它反映了戏曲导演

本身的不足和缺陷。戏曲导演的

局限使得前些年有一批话剧导演

介入到戏曲创作中来，这种介入

给戏曲带来很大的改观，也给戏

曲注入新鲜的活力，其中有很多

成功的作品。但是戏曲的出路、

戏曲的导演是否就该由话剧导演

来取代吗？不是！那么现在戏曲

导演应该进入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呢？回答是戏曲导演应该进入超

越话剧导演的时代，这个阶段所

蕴 含 的 一 层 涵 义 是 戏 曲 应 该 汲

取、学习话剧导演身上所具有的

理论素养和艺术敏锐，当然这种

借鉴不是取代戏曲，因为戏曲和

话剧完全是两种不同品种的舞台

艺术形式，戏曲应该有新的发展，

从 创 作 到 理 论 都 应 该 有 新 的 提

升，这种提升是建立在对戏曲本

质和美学特征更准确把握的基础

上的。要想进入这个阶段，戏曲

从创作到导演，应该超越话剧导

演导戏曲这样一种局面，这种超

越，不是说要盲目地排斥话剧导

演，而是说要从话剧导演身上看

到他们的那种素质、那种能力，把

那种能力和素质转化成戏曲的一

种素质、一种能力。假使戏曲导

演做到了这一步，戏曲的发展可

能就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从戏曲

发展或者从传统艺术现在的文化

地位和大众趣味来看，这样一个

时期的来临应该为时不会太晚，

因为现在戏曲导演理论水平、艺

术素质和知识结构、包括院校的

培养都已经有一个明显的提高。

中国戏曲舞台的形成，所谓

“一桌二椅”说或者空灵和写意的

舞台面貌的形成，来自两个方面

原因：一方面来自于过去物质的

匮乏和不足。最初戏曲演出主要

是民间的创作演出，没有足够的财

力和物力从事舞台方面的设置。另

一个方面，写意和空灵又与文人的

追求有关系，中国文化精神追求的

是一种写意和诗化，使中国戏曲舞

台走上了简洁化和写意的道路。现

代戏曲舞台搬演今非昔比，而且灯

光设备、科技装置所能够提供的是

历史上从来不能达到的，使得戏曲

的舞台更好看，加强了中国戏曲的

写意性，空间切割运用更加灵活，舞

台面貌更加美观。但因此存在舞台

有奢华之风盛行这样一种趋向，这

种追求不应该是戏曲发展的方向，

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个别剧目因

为剧情需要有这样的选择也无可厚

非，如果所有的剧种、剧团都求大求

奢的话，是一种遗憾，是一种背离。

戏曲舞台的装置和设备堆积得让人

眼花缭乱，戏曲的写意传统和空灵

意境不存，戏曲的韵味全失，而且，

也会严重地束缚演员的表演。现在

演员似乎已经不需要更多的表演，

过去舞台的简捷、空灵，为演员表演

留下无限的空间，是真正的表演艺

术，需要演员的身段、唱做念打来表

现。现在很多戏除了唱，演员几乎

没什么表演，只是导演手中被摆弄

的木偶，这对戏曲的改变和颠覆是

根本性的。说到底，中国戏曲的本

质是民间艺术，是一种诗化、写意的

舞台艺术。

出现的是一种自觉，是一种趋

向。这种自觉是戏曲创作和理论发

展更高的提升。这些新的认识是在

向中国戏曲的本质和本体靠近，而

不再是盲目地往话剧路上靠，这一点

在近几年一些有成就的剧作家作品

里有很好的体现，包括梨园戏《董生

与李氏》、晋剧《傅山进京》等。这种趋

向表现在国家实施昆曲保护工程。

其实当代以来，戏曲的发展努

力要实现的目标就是把戏曲从一种

传统的艺术、古典艺术过渡到一种

当代艺术，实现这样一种历史的转

型。近几年戏曲创作方面有一个特

别好的倾向就是不再盲目地追求一

种舞美、舞台的华丽奢靡，或者越来

越靠近话剧或其他舞台艺术品种，

而是在向戏曲本体回归。

戏曲理论前沿的话语和思想

不是咀嚼历史旧题，不是搬用套

用话剧、西方戏剧理论，而是立足

戏曲本体，找到戏曲理论自身的

话语，努力建立中国自己的、民族

的戏曲理论体系。这是值得我们

关注和可喜的。学者们开始注意

和重视戏曲与话剧的差别，比如

戏曲行当、表演程式与人物塑造

的关系。有这样一种发展和趋向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一个文化

与理论多元的时代，在一个有深

厚戏曲积淀的国家，需要建立起

属于自己民族的、具有原创意义

的戏曲理论体系，真正揭示出戏

曲的本质和美学精神。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

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日前在该校文学

院励耘学术报告厅举行。郑敏、

屠岸、吴思敬、赵振江、任洪渊、杨

匡汉、食指、唐晓渡、梁小斌、西川

等数十名在京的著名诗人、诗评

家、翻译家、学者到会祝贺，大家

围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

研究中心的工作计划、具体内容

及其发展方向与追求目标等，从

各自的角度发表了一系列建设性

的意见，共同希望将之打造成为

一 个 富 有 自 身 鲜 明 特 色 的 新诗

研究的高端学术平台。

北师大当代新诗研究中心由

张柠、张清华、谭五昌等学者、诗评家

组成。研究队伍实力雄厚，在国内

新诗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成立仪式后还举行了“中国

当代女性诗歌研讨会”。唐晓渡、

张柠、北塔、敬文东、吕约、林雪、孙

晓娅、潇潇、娜仁琪琪格等与会人士

就中国当代女性诗歌的话题发表了

自己的看法，有的侧重于对具体女

性诗人的诗歌创作予以个案式点

评，有的则关注于对当代女性诗

歌特定创作现象的宏观性考量，

有的提出了一些描述与概括当下

女性诗歌写作面貌的批评概念，有

的则提出如何看待女性诗人的写作

身份与其诗歌美学经验的独特性

问题，展示出当代女性诗歌话题

的丰富性特征。 （续鸿明）

北师大成立当代新诗研究中心

郭严隶《锁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