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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一场突兀的停播，外加一场仓促的复播，《秦

之声》的所谓改版，是受尽排挤满腹苦水也好，是

柳暗花明拨云见日也罢，但好歹，它还存在。在采

访中，我们一方面为戏曲栏目被边缘化的凄凉境

遇而唏嘘，另一方面，却也为传统戏曲仍有大批坚

实拥簇者而振奋——他们遍布天南地北，却从未

忘记乡音；他们痴痴守候在电视机旁，只为听人吼

上那么几嗓子，过过戏瘾。

其实，老戏迷们的要求其实并不高，能听得上

戏就行，可城里剧场少、票价高，在乡下也是逢年

过节才有戏班子；都说网上能点播，又不大懂电

脑；光碟不好买，DVD 还不大会使。怎么办？只

能看电视。而现在这个唯一能让戏迷们过过戏瘾

的节目，也要保不住了，着实令人不解。

这怎么能让人理解？我们一边高声叫嚣着，

要弘扬传统文化、培养戏曲观众，另一边却忙不迭

地为着些蝇头小利，斩断一个优秀戏曲栏目与戏

迷间的血脉联系；我们一边喊着以人为本，口口声

声说要关注空巢老人、弱势群体，另一边却只看重

金钱得失，生生夺去他们仅剩的一点点文化消遣。

记得 2011 年在太平洋岛国毛里求斯采访时，

该国电视台曾询问中国是否能为岛上的客家老人

提供一些客家语节目，因为他们听不懂现代汉语，

却又很思念家乡，后经了解，岛上的客家老人只有

2000 余人。

为何一个区区岛国，可以为 2000 个外国移民

设想得如此周全，而我们号称文脉深厚、源远流长

的文明古国，却个个都要唯收视率是图，难以照拂

成千上万戏迷的文化需求？我们就真的缺那么几

个点的收视率？真缺那几百万的广告费？

或许，我们缺的不是钱，是心。是对传承传统

文化、历史血脉的一点真心，是对广大基层老百姓

文化需求真真切切的关心。

但愿，《秦之声》历经劫难后，仍能保全；但愿，

我们能多留给戏曲栏目一些时间、空间，助它早日

摆脱困境，走向重生。

《秦之声》卫视停播风波未平，其他省级卫视的戏曲

栏目现状又如何，记者日前进行了深入调查和了解。

资料显示，地方戏曲类电视栏目在 2003 年左右

曾盛极一时，最多时有 19 家省级电视台开办了戏曲

栏目，风格种类多样。此间，学术界有关戏曲与电视

“联姻”的讨论也空前热烈，那可谓是戏曲与电视的

“蜜月”期，尽管对此有人“看涨”，有人“看跌”。

然而，今天再度进行盘点，记者发现除了河南卫

视的《梨园春》、安徽卫视的《相约花戏楼》、山东卫视

的《金声玉振》、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4 个栏目尚存

之外，其他大部分地方卫视的戏曲栏目已经黯然离

场。据透露，与其他电视栏目相比，即使是央视戏曲

频道的戏曲栏目，近两年也同样面临着收视率黯淡、

反弹艰难的客观现实。荧屏的聚光灯不再热切地追

寻戏曲的身影，其间原委，一言难尽。而在繁华落尽

之后，戏曲栏目的走向也越来越趋向于两条截然不

同的道路，泛娱乐化，以及重归戏剧本体。

究竟是电视戏曲化，还是戏曲电视化，这个“姓

电视，还是姓戏曲”的问题，早在 2003 年就被深入讨

论过，但不论是制作人，还是研究学者，都没能给出

完美的答案。如今，业界分歧依然。

娱乐派：鲜活形式有利于扩大观众群

“戏曲栏目需要娱乐化，现在纯粹听大戏的观众

群在不断缩小，其他元素的加入意味着更多观众群的

加入。”央视戏曲频道的编导张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在唯收视率至上的今天，许多业内人士持有同样的

观点。“比如央视戏曲频道中一档融美食与戏曲为一体

的栏目，就有着高于一般戏曲节目的收视率。”《梨园

春》编导李凡认为在当下文化消费的大背景下，缺乏

导演思维的戏曲栏目很难生存维持，如果都不能在电

视上存活，那推介戏曲的力量就更加单薄了。

“电视是一种传播手段，它更应该起到推介的作

用。我们能做到的，是引导观众知道，有戏曲这门艺术，

它是这个样子的。就像饮食栏目不温不火，但《舌尖上

的中国》换一个角度切入，就让全国人民都对饮食文化

着迷。”谈到电视与戏曲的良性关系，李凡感慨颇多，

“我请几个大家唱几分钟折子戏可能起不到任何作

用，但如果我在小品、在小孩、在人物故事上加入戏曲

的符号，大家在记住这个小孩、某个故事，或者被这个

小品逗乐的时候，就可能认识戏曲更多一点。10个娱

乐元素里哪怕有1个被记住，那也是戏曲的成功。”

传统派：回归戏剧本体之美是根本途径

然而，就同样的问题，记者在另一些编导口中却

听到了截然相反的声音：“戏曲电视栏目不能一味地

娱乐化，剥离了戏曲本身的东西，栏目会死得很快。”

同在戏曲电视栏目制作第一线，如此针锋相对的观

点，将戏曲与电视手段结合时产生的矛盾暴露无遗。

“从戏曲角度讲，电视只是一个传播渠道，如果

说用电视来主导戏曲，是一种不成熟的想法。”《秦之

声》编导王凡（化名）认为“提倡戏曲加入现代化的娱

乐的元素，吸引不看戏的人来看戏”是一个错误，张

弦也提到“这相当于把你的‘主营客户’给丢了，电视

为了追求大众化，反而失掉了特色，导致真正的戏迷

流失。一时的收视率是很好，但这些人不会成为你

忠实的观众，闹不好就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了。”

“传统戏曲之美不是电视做出来的，是它本身就

很美，如果把精华去掉了，一味地加入其他元素，所

谓戏曲节目就失去了味道。王凡坚持认为，用电视

做戏曲，就应该遵循戏曲创作的规律，运用戏曲艺术

本身的原理，绝不能想当然地去做，不管如何创新，

戏曲节目制作不能没了规律。

观众评说：戏曲殿堂似近实远

对“姓戏曲还是姓电视”的问题，观众们有着更为

实际的看法。“我身边四五个压根儿不看戏的同事也

开始觉得《梨园春》有意思了，期期守着看。”不能否

认，娱乐化的戏曲栏目有其观众基础和影响力。

但也有观众态度中立，“娱乐的、不娱乐的两者

互相不可以替代，专业的可以给专业人士提供学习

的平台，娱乐化的则可以给普通老百姓施展才艺的

空间，满足的是两种人群，两者共存才是合理的”。

但“铁杆戏迷”们也有抱怨：“打开电视到处都在

娱乐，但娱乐至死是很恐怖的，让任何人都来参与是

好，但过度膨胀后，纯的、精品的艺术被挤得没有生

存空间。我们的后人会以为那些不专业的就是专业

的、‘邻家的’就是最好的，我们感觉离戏曲的殿堂近

了，其实是离得越来越远。”

专家意见：问题出在戏曲建设本身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两种观点的提出者有一点

共识：纯粹意义上的戏曲艺术是剧场艺术、舞台艺

术，民间剧场才是戏曲的最好沃土，戏曲栏目不应被

收视率牵住鼻子。“戏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受

到国家政策性的保护，娱乐化的、生活化的东西老百

姓喜闻乐见，收视率肯定高，但不能因为戏曲的小众

就忽视了它的存在。”张弦认为，“和谐社会的文化应该

要和而不同，不能因为它的弱小就任其自生自灭，相反

这些具有古典文化价值的东西更应该受到保护。”

就此，中国戏曲学院的傅谨教授表示，大众媒介

在传播戏曲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整体上来讲，

电视戏曲栏目对戏曲的推动作用还是很明显，像河

南戏曲市场的复苏，与《梨园春》有非常直接的关

系。当然缺点也很明显，比如选秀出现一些‘十五分

钟演员’，但只要戏曲市场复苏了，大家更多地认识

到戏曲，都愿意去剧场看戏曲，那剧场里就不会有

‘十五分钟演员’。”他认为，关键还是剧场演出不理

想，导致戏曲电视栏目娱乐化的负面作用被放大，所

以问题关键还在于戏曲建设本身。从艺术的角度上

来说，电视戏曲栏目娱乐化有其不足，但它的正面价

值要远远超过负面，我觉得这样的节目太少了。”

近日，一篇题为《陕西电视台，请把秦之声还

给观众》的帖子在中国秦腔俱乐部论坛连续一周置

顶，引发秦腔戏迷的广泛关注。“前几年还能一个礼

拜看一场《秦之声》和一场《秦之声大剧院》，后来只

能一礼拜看一场《秦之声》，可现在，什么都看不到

了。”名为“陇上票友”的楼主在帖子中难掩愤怒之

情，“把该栏目从陕西卫视中调整出来，让我们这些

陕西之外的戏迷只想砸电视。”

原来，开播于 1979 年 7 月 1 日的戏曲栏目《秦之

声》于 2012 年 10 月 1 日被从陕西卫视调整至地面频

道陕西一套和五套，近期，陕西一套也停播《秦之声》，

这一连串动作在遍布天南地北的《秦之声》观众中激

起了极大的愤慨。而有着 30 多年品牌的“老字号”秦

腔戏曲栏目，其电视受众之多、戏迷分布之广、节目影

响力之大，也在这次“卫视停播事件”中凸显出来。

“这是秦地父老的莫大耻辱”

《秦之声》撤离卫视引戏迷愤慨

据调查，2012 年“十一”期间，陕西卫视频道改

版，《秦之声》被陕西卫视调整至陕西电视台一套和

五套播出，近期，《秦之声》播出平台进一步萎缩，仅

剩陕西五套一个地面频道坚守。此举对陕西省内观

众影响尚不算太大，但对收不到地面频道的部分戏

迷和省外观众来说，则无异于晴天霹雳。

秦女士是深圳市某文化馆工作人员，也是地道

的陕西人、秦腔戏迷。自 2008 年开始收看《秦之声》

后便雷打不动，每期守候。在采访中她特别强调，

《秦之声》绝不仅仅是办给当地人看的，“更应该是办

给生在秦地而身不在，对秦地文化有牵挂的人看

的”。她认为，《秦之声》撤离卫视“不仅仅是一个戏

曲栏目的失落，更是秦腔文化的失落”。说到动情

处，秦女士甚至有些哽咽：“这几个月收不到《秦之

声》，我感到自己的乡愁好像也因此被隔断了。”

深圳市还有很多像秦女士这样的《秦之声》观

众，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自发地成立了业余的“秦腔”

文艺团体，利用闲暇，以“秦腔”会友思乡。就秦女士

所知，便有深圳市秦腔团、深圳秦腔自乐班、深圳市

秦腔协会等，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有的已是 70 多岁耄

耋老人，也有 80 后大学生。

他们定期在街道的文化站活动，《秦之声》就是他

们活动最重要的指导，常常聊的就是《秦之声》又评

出了几大名角儿，少儿组又评出了谁，谁的调儿又改

了……现在卫视停播《秦之声》，这些西北儿女纷纷表

示不解和气愤，认为这是“秦腔戏迷的精神损失，是秦

地父老的莫大耻辱”。而许多网友也留言发出呼吁：

“请陕西电视台打好《秦之声》这张牌，照顾一下身在

异乡的陕西乡党。”“陕西台唯一一个最有看头的好

节目也没了，就再提不起兴趣看电视了。”

年前或可复播

相关部门称停播因栏目正在改版

事实上，在秦腔界乃至国内戏曲界，《秦之声》是

响当当的三个字，常与河南电视台的《梨园春》一道，

被戏迷们称为地方台戏曲栏目的两朵姊妹花。在陕

西，几乎没有哪家的老人是不看《秦之声》的，对于他

们来说，什么电视剧、晚会都比不上《秦之声》“过瘾”。

一个开办 30 年仍受到广大戏迷拥簇的王牌栏

目，何以被降级至地面频道？连日来，记者一边艰难

地寻求陕西电视台的官方说法，一边寻访知情人士

和观众，终于有所收获。

在多次联系陕西卫视节目制作部门均未果的情

况下，记者拨通了陕西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宣传部门

的电话，询问陕西卫视停播《秦之声》的原因，但该部

门人员表示并不清楚状况。不久，记者得到回复称：

《秦之声》正在改版中，年前会恢复播送。当记者再深

究“改版后播送时间会不会调整回黄金时段”“改版后

栏目会有何变化”时，该工作人员未能给出答复。

后据记者侧面了解，此次停播事件发生后，陕西

卫视不断接到观众的致电致信，抗议《秦之声》被从

卫视降级至地面频道。由于在省内外戏迷中造成影

响过大，陕西卫视目前已初步决定，年前重新恢复

《秦之声》在卫视的播出，但时段很难重回原先的早

晨 9 点——戏曲节目的黄金时间。2012 年，《秦之

声》一度被编排在卫视周一凌晨的 4：34 和周二的 3：

15 播出。“半夜三四点，人都睡觉了，还播给谁看？”有

知情人士认为，此次复播只是陕西卫视扛不住压力

的暂时妥协而已，等观众们都已习惯了没有《秦之

声》的日子，被打入冷宫的《秦之声》可能就会彻底从

人们视野中消失。

能保全便是万幸

栏目边缘化已是不争事实

面对“停播事件”，《秦之声》栏目组的制作团队

几乎处于失声状态。“台里有台里的难处和全盘布局

的考虑，但戏曲类栏目在各个电视台被边缘化已是

不争的事实。”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秦之声》撤离卫视原因很复杂，有来自方方面面

的压力，编导们也无能为力。

一边是编导的不离不弃，一边是观众的迫切需

求，但做好一个戏曲电视栏目，似乎并不似我们想的

那样简单。

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这位业内人士透露了《秦

之声》被迫撤离卫视的的原因。“主要还是来自收视

率和广告的压力。现在都是收视率决定一切，我们

的观众大多是老年人，购买力偏弱，不是广告最青睐

的目标人群，从原来的黄金时段甚至卫视给挤下来

都不足为奇。”

由于广告收入不佳，且陕西省有关部门对戏曲

栏目的政策扶持缺失，《秦之声》制作经费十分吃紧，

“一期节目能有 2 万多元的经费已经算很不错了”。

而据调查，《梨园春》一期节目制作资金可达 13 万左

右。“我们不像人家河南，省委宣传部将《梨园春》作

为河南的名片来做，资金足了，节目精良，观众喜欢

看。”若与《中国好声音》这样的大制作娱乐节目相

比，仅仅导师费用就高达 2000 万的经费规模是戏曲

栏目制作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与此同时，真正懂

戏曲的人越来越少，做戏曲栏目的人收入长期处于

业界较低水平，人才激励不足。

失去了黄金的时段、精良的队伍和充足的资金，

便难产生叫好又叫座的节目，而这又进一步导致收

视率降低、观众流失，一个王牌栏目的制作就此陷入

恶性循环。

就该业内人士所知，节目制作团队已经在“尽力

扛住各方压力，栏目可以维持现状已是万幸”。“未

来？先保住自身，才能谈未来。但就现在的情况来

看，我觉得并不乐观。”当问及《秦之声》未来发展的

建议时，他如是说。

在各省卫视戏曲类电视栏目普遍处于低

潮期的时候，《梨园春》可谓一枝独秀，甚至呈

现逆生长的趋势。从 1994 年开播以来，《梨园

春》观众口碑颇佳，栏目收视率长期保持较高

水平，既是河南卫视的名牌栏目，也成为了河

南省的一张文化名片。

精品节目增强影响力

“ 省 委 宣 传 部 将《梨 园

春》作 为 一 张 文 化 名 片 来

做，节目经费充足，制作精

良，观众当然喜欢看。”业内

人士聊到《梨园春》，都对其

制 作 环 境 和 条 件 羡 慕 不

已。“如果对电视戏曲栏目

赋予弘扬与传承戏曲文化的使命，就不应该去

要求它赚钱，政府的投入和政策的倾斜对于戏

曲文化发展是很必要的。”

《梨园春》在政策支持和广告收入上双丰

收，栏目的商业化合作增强了自身在资金方面

的“造血功能”，其产业经营的思维带来了深远

的节目影响力。“戏曲栏目的观众市场是很广

阔的，只是这个观众群的购买力弱一些，但也

是可以培养的。”《梨园春》编导李凡介绍说。

目前，《梨园春》的节目制作已基本步入良性循

环。“戏曲栏目制作对从业人员的要求是很高

的，人才队伍要保证质量并且留得住才能做出

精品节目，只有精品节目才能吸引观众的收视

习惯。”

观众才是节目的主人

“我们的演员资源的确比较丰富，最为关

键的是戏迷资源充足，有人看。”李凡分析表

示，“河南豫剧的戏迷在黄河流域分布较广，加

之河南人口多，客观上我们的戏迷基础很好。”

以戏迷为本，《梨园春》紧紧围绕电视特点和观

赏心理勤思考，多创新，将电视导演思维充分

运用在节目的制作过程中，基本形成了一套全

新的编导风格。区别于“电视放大戏”，《梨园

春》更讲究电视节目的“叙事功能”，把戏曲之

外的人的信息和故事通过全新的编导思维立

体丰富地包装呈现。

“我们希望戏迷可以参与进来，让老百姓

上节目来互动，形成一个观众是节目主人的状

态。”李凡继续介绍。刻板印象里戏曲栏目

过分地依赖老年受众群，而《梨园春》则成功

地培养了各年龄段的观众群。以“平民唱主

角”为宗旨，“用名家名段欣赏、戏曲小品、专业

演员擂台赛、地方戏片段展演等巩固老一代戏

曲观众；同时，用戏迷擂台赛、戏曲歌以及综艺

化的戏曲节目形式吸引了青年以及少儿观众

的关注。”

谈感情讲故事引人入胜

《梨园春》的戏曲栏目“ 娱乐化”特征明

显。“我们将娱乐、情感、人

物故事，甚至小品等元素注

入戏曲节目当中，可以说是

戏曲娱乐化。”李凡说。《梨

园春》一期节目前不久请来

了一位西安老太太，“ 我们

不 要 她 唱 得 多 好 ，但 是 观

众能感到就像自己邻家老奶奶在唱戏一样，

有了亲近感和参与感，也让老百姓看戏不那

么累。”

《梨园春》常策划编导诸如“河南外出务工

人员”“小品大师”等主题的节目，通过讲述主

题人物的背景故事，引发观众情感共鸣。“我们

把感情、故事、娱乐讲得饱满一些，也请来了小

品、相声演员等等，这样可以引入更多的观

众。观众看《梨园春》，不仅仅是为了听戏，他

们得到欢乐放松，感受戏曲平民化的魅力，同

时还能与电视节目上的演员有着同样的情感

诉求和归属。”李凡说。

著名戏曲栏目遭边缘化引发戏迷强烈抗议

陕西卫视停播《秦之声》事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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