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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戏曲文化现象的启示
——福建地方戏传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

这些经验，弥足珍贵
仲呈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福建

地方戏曲的传承和发展，为全国各省地方戏曲

的传承和发展，树立了一面旗帜。“福建戏曲文

化现象”值得珍视，其成功经验，对全国的戏曲

工作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福建戏曲文化现

象”又一次证明：艺术的灵魂是思想。而以高度

的文化自觉努力实现地方戏曲资源的优化配置

和地方戏曲创作人才资源的最佳组合，是保证

有思想的艺术与有艺术的思想的和谐统一的重

要条件。

这些进京展演的优秀剧目，都蕴含着中华

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如忠孝节义，仁义礼智

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将这些至今仍

有生命力的文化基因（不是转基因）与当代文化

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是这批优秀剧目共

同的思想追求。惟其如此，观赏这些作品，才能

在获得精神愉悦的同时得到宝贵的思想启迪。

这批优秀剧目，题材都是福建地方戏曲资源宝库

中的优质资源，都得到了当今时代先进思想观照

下的优化配置；而编、导、演、音、美等创作生产力

的主要因素，都以福建地方戏曲优秀人才为主，

并实现了最佳组合。这些经验，弥足珍贵。

福建：戏曲文化版图的高地
龚和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福建作

为我国戏曲文化版图的高地，其优势突出表现

在三个方面：其一，戏曲剧种的丰富和艺术积累

的深厚。如果把有近千年历史的中国戏曲，粗

略地分作老、中、青三代，都可以从福建找到有

代表性的剧种，而由于生态环境、风土人情、音

乐与语言等的不同，又保持着它们的独特性和

多样性。

其二，创造力的旺盛，尤其在戏曲文学上处

于国内的领先地位。新时期以来，如王仁杰、郑

怀兴、周长赋等剧作家的一批优秀作品，可以说

是这块戏曲高地的“峰峦”。现在他们也为其他

省市的戏曲建设提供支援，使福建成了戏曲文

学的“输出省”。福建戏曲随着文学的腾飞，表

演艺术传统亦被激活，并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了

真正意义上的舞台艺术精品。

其三，福建戏曲的艺术成就是同理论成就

分不开的。理论上的代表人物就是王评章。他

既从剧作家、表演艺术家的成就中得到启迪，同

时，他又是剧作家、表演艺术家的实践活动最热

情的观察者、总结者、揄扬者、指导者。他的论

文集《永远的戏剧性》，有不少理论创新，是对福

建戏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全国戏曲艺术的继

承与发展也有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戏剧遗产继承与发展的范本
谢柏梁（中国戏曲学院教授）：福建传统戏

剧在其传承过程中所树立的标杆性意义，大致

体现在如下方面：

福建的梨园戏、莆仙戏、高甲戏、南音等一

批古典剧种与曲种，作为唐宋戏剧的“活化石”，

早已得到了大家的公认。就闽剧此次进京演出

的剧目而言，基本上都是近些年来整理改编和

最新原创的剧目。传承是为了发展，而合理的

发展就是最为有效的传承。从陈仁鉴、王仁杰、

周长赋到郑怀兴等剧作家的创作路数而言，他

们既是传统戏剧的继承者，又是脱胎换骨、点石

成金的发展者。

从表演形态上来看，福建诸多古老剧种的

历代演员，大都遵循了古代演剧的基本规范。

类似《叶李娘》中旦角高难度表演动作的独特性

与丰富性，类似高甲戏中较为突出的彩旦表演

的表情系统与动作语言，既是唐宋戏剧扮演体

系的当代传承，又是历代以来借鉴了祭祀科范、

地方歌舞、提线木偶表演的综合艺术之呈现。

近些年来，福建梨园界在表演方面师范古意而

熔铸风格，在知名演员与表演风格上有了整体

性的建树，形成了一个较为强大的表演艺术方

阵。诸如曾静萍、周虹、李敏、陈乃春等人，在福

建和全国都有较大的影响。

意趣神色兼备
安葵（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汤显祖说

“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福建的很多优秀作品

就是“意趣神色”兼备。思想意义深刻，是福建

戏剧之所长，同时许多作品又有很强的趣味性，

这两者是相得益彰的。比如“对人的识别不能

流于表面”这算不上是高深的哲理，但在闽剧

《贬官记》中通过人物独特的遭遇就使人感到这

一思想十分深刻。戏剧的情节和表演都非常有

趣，给人愉悦，引人入胜，就使作品的思想不再

是抽象的、空洞的。“意”需要通过“情”来表现。

在芗剧《保婴记》中，那种关心别人、共渡难关的

大爱真情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和群众的广阔胸

怀，具有很强的感人力量。这些作品也说明并

非只有挖掘人物心理的阴暗面才能深刻。神和

色是紧密结合的，而且都是需要通过形式和内容

的结合来体现。比如梨园戏、莆仙戏的那些表演

上的特点，那些细腻的科介，就既具有形式美，又

传了剧种的“神”，从这些表演中我们能感受到闽

南人那种温润的情感。无论是新编的梨园戏《皂

隶与女贼》，还是改编的莆仙传统戏《叶李娘》，都

可以看到创作者保护和弘扬剧种传统特色的苦

心。从福建的戏曲看，表演上的特色同样鲜明。

莆仙戏、梨园戏、高甲戏，它们表演上的特色与别

的剧种是不能混同的。剧种的特点表现了中国

戏曲神色的丰富多彩。

当今戏曲传承为何举步维艰
贾志刚（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代所长）：

2014 年福建戏剧优秀剧目进京展演，令人一饱

眼福，展示了近年来福建地方戏传承与发展所

取得的较高成就。尽管如此，福建地方戏传承

仍然面临着困境。目前，戏曲艺术如何传承是

戏曲界、学术界所面对的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问

题。不仅是福建，甚至全国的地方戏在传承上

都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原始社会的“乐教”至今，中国传统文化

至少传承了 5000 多年，传统戏曲艺术如果从唐

代的教坊与梨园算起，至少传承了 1300 多年。

这 1300 多年的传承中发生了两次重大演变，第

一次演变从唐代至清末，戏曲的传统教育达到

最高峰，齐如山归纳为 4种传承方式，即戏班、科

班、票房、堂子。根据周志辅《道咸以来梨园系

年小录》记述的 215 位名伶的出身来看，堂子出

身共 139 人，占总数的近 2/3。第二次演变自民

国开始至今，可称之为新型或新式教育，以 1912

年易俗社成立为标志。易俗社是中国近代真正

意义上的新型戏曲班社兼教育团体，而中国第

一所新型的戏曲学校则是 1919 年 9 月成立的南

通伶工学校。令人不解的是传统戏曲艺术在

1300 年的发展中，传承是没有问题的，无论是第

一次演变的 4 种传承方式还是 1912 年以后的新

型教育，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众多名角，剧目

层出不穷，技艺高超精湛。那么，改革开放后 38

年的今天，戏曲艺术传承为什么难以为继？真正

的原因则是传统文化的发展在“文化大革命”的

10年中出现断裂，导致当今失去了传统文化巨大

支撑力的戏曲传承举步维艰。

我们之前对戏曲传承有一个误区，似乎戏

曲传承只是技艺的继承，现在看来单纯技艺的

传承与我们的期待十分遥远。戏曲艺术的传承

首先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包括传统美德、价值观、

人生观以及审美判断等，这才是传承的主脉。

戏曲文化的沃土
刘文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副所长）：

八闽大地是一块戏曲文化的沃土，在这块神奇

的土地上，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交融，我国最早

形成的戏曲形式南戏在这里深深扎根，莆仙戏、

梨园戏、潮剧等古老剧种被称为南戏的“活化

石”；明末清初，由江浙传入的高腔、乱弹吸收福

建本地的民间艺术，形成了大腔戏、小腔戏、四

平戏、闽西汉剧等；在当地民歌曲调基础上受古

典戏曲影响形成的闽剧、高甲戏、芗剧；在道教

音乐、佛教音乐基础上吸收其他剧种影响形成

的宗教仪式剧打城戏；别具一格的布袋木偶戏、

杖头木偶戏；还有外来的京剧、越剧、黄梅戏、采

茶戏等。

在某种意义上讲，一部福建戏曲发展史，是

中国汉民族戏曲史的缩影。因此，研究中国戏曲

史，你不得不把福建作为研究的重点。新中国成

立后，福建戏剧界在戏曲研究领域一直处于领先

的地位。如 20世纪 50年代末 60年代初发掘的传

统剧目，福建记录整理的戏曲传统剧本就超过

1.65万个；20世纪 80年代至 90年代编纂《中国戏

曲志》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福建是先行卷，又

走在全国前列；本世纪初，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福建的工作仍然走在全国前列，不仅将福

建传统戏曲剧种纳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将南音、

木偶戏成功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从

保护文化生态这一根本入手，建立了闽南文化生

态保护区，从语言环境、民俗信仰、审美取向等方

面改善传统戏剧的生存环境，使福建戏曲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积累了不少很有水平的作品
路应昆（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福建的戏曲

不仅历史渊源深厚，而且新时期以来在新作品

创作方面取得的成绩相当突出，积累了不少很

有水平的作品。这批作品的思想内涵都很深

刻，虽然不是取材于现代生活，但却做到了紧贴

时代、紧贴民众，并塑造了一系列真实、生动的

人物形象。如写官场人物的《贬官记》、《兰花

赋》，一系列官员形象的刻画都很有深度，不脸

谱化，在歌颂清正廉明的同时，也写出了反腐斗

争的不易。又如写下层人物的《阿搭嫂》、《皂隶

与女贼》等，写出了小人物身上的闪光品质，人

物形象不仅鲜活，而且可亲可敬。舞台艺术方

面，这批作品的可圈可点之处也很多。很值得

肯定的一点是这些戏都不搞华而不实的“大制

作”，力量完全集中在人物内心的深入刻画和表

演艺术的充分展示上，这是对戏曲的优良传统

的发扬。情节精炼，舞台干净利落，虚实关系处

理恰当，也都是突出的优点。音乐方面也不乏可

圈可点之处，唱腔安排妥帖，能细致抒写人物内

心情感，同时也能保持剧种的独特风格韵味。配

乐也很清爽，同时扩音恰到好处，没有震耳欲聋

的“音响轰炸”。另外，这些戏的演员几乎都是中

青年，形象清新，光彩照人，演出有激情，也能胜

任繁难的唱念做打。

当前戏曲遗产保护的重要经验
王馗（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副所长）：7 部

剧目经过福建戏曲工作者的精心打磨和艺术加

工，代表着当前戏曲遗产保护的重要经验：深入

地挖掘和整理经典艺术，精致地再现和提高经

典呈现，完整地传承和推广经典作品，原汁原味

地保持剧种的文化品格，这些经验值得推广！

中国戏曲从来与时代保持着密切联系，追

随时尚的同时会让艺术本体得以丰富，但也会

让艺术传统流失和变质，这一历史经验需要引

起警惕。此次演出中的几部古装剧目中，女性

角色基本上采用了改良的收腰女帔，这种服饰

的时尚感对于个别剧种的艺术传统，很可能会产

生适得其反的破坏。例如莆仙戏传承数百年的

女性“背身”，最能代表中国戏曲服饰展现年龄、

身份、个性、气质的程式化特征，同时，不同颜色、

不同造型的背身与旦行丰富的科介表演密切相

关，这一特征是莆仙戏迥异于其他剧种的特色之

一。而在当前红火的莆田民间演出中，民间职业

剧团的艺术创新有过之而无不及。

莆仙戏的个案足以代表当前戏曲遗产保护

面临的挑战。对于福建戏曲的保护，需要做到：

守住传统味貌，加大推广宣传力度，对古老珍稀

剧种尤要格外珍视；守住乡土“大棚”，开辟城市

剧场，用经典作品引领城乡审美趣味；守住传统

经典，创造当代佳作，让一代代传承者延续剧种

生命；要守住乡音乡韵，拓展多元舞台语言，让

剧种在更为广阔的舞台上获得文化理解。

福建戏曲在当代中国的示范意义
傅谨（中国戏曲学院教授）：福建戏曲创作

与演出的成就，为丰富中国当代戏曲舞台做出

了杰出贡献，更为戏曲的当代发展提供了深刻

启示。60 多年来，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戏曲

舞台上最受欢迎的剧目多数仍是传统剧目（包

括根据传统戏整理改编的剧目），尽管新剧目创

作获得长期且力度很大的支持与资助，然而，客

观地看，在艺术水平与魅力上，新剧目创作与演

出在整体上很少能达到可与传统戏相提并论且

融为一体的程度。但是我们不经意地发现，福

建的戏曲却基本做到了这一点。福建近年的戏

曲创作演出，包括此次福建戏剧优秀剧目进京

展演的多部剧目，都说明福建在戏曲创作上有

了重大突破，与优秀的传统剧目之间拉近了距

离，这是中国当代戏曲界努力数十年鲜有的成

果。这次进京演出的梨园戏《皂隶与女贼》、闽

剧《贬官记》、莆仙戏《叶李娘》和木偶戏《赵氏孤

儿》等，还包括此前已经获得盛誉的梨园戏《董

生与李氏》、京剧《北风紧》等，在文学、音乐和表

演等多方面，都足以跻身中国传统戏曲优秀作

品之列。福建的地方戏创作与发展，为当代戏

曲剧目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示范。福建的创作与

演出实践生动地告诉我们，当代戏曲创作与演

出完全有可能接续中国伟大的戏剧传统，呈现

新的辉煌。

通今古之变谱华章
吴乾浩（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福建本土

戏曲剧种进京相继上演佳作，呈现艺术竞争的良

性态势，看后耳目一新。

闽剧《贬官记》在近乎荒诞的演述中，加强

喜剧色彩，发挥题材的潜能，以充分的自信构筑

至高层次的艺术真实。

传统戏曲的整理改编是传承戏曲文化的有效

手段，有两出戏各有巧妙的不同。莆仙戏《叶李

娘》化腐朽为神奇，改变老本为封建道德树立典范

的立意，明是非，扬正义，保留了叶李娘从容替死

的情节，出色完成了大悲剧的结尾。闽剧《兰花

赋》从传统剧目中选择、提炼、发掘出三个有典型

性的官员，理顺性格脉络，完成了反贪守正的主体

框架。重视历史感，不简单予以现实比附。

继承中国戏曲富于民间性的特长，以最广

大的人民的道德观念加以品评，是值得发扬的

尝试。芗剧《保婴记》重真情，扬友善，提倡心灵

美，使人物走出困境，解决了种种难题。高甲戏

《阿搭嫂》的同名中心人物，古道热肠，爱管闲

事，排解了难缠的矛盾与纠葛，在奇思妙想中透

露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丑中含美，丑外慧中。

梨园戏《皂隶与女贼》把两个平常不可能纠

合到一起的人物，交融到一起，发挥了戏曲“无

奇不传”的传统。一个劫富济贫，一个憨厚老

实，性格差异极大，在押解过程中互逆而相知，

最后便“生死相随侍”，真可谓匪夷所思，含非凡

之情，透人性之理。

民族智慧之光依然照耀我们
麻国钧（中央戏剧学院教授）：福建省艺术

家们把上乘的艺术佳品带给我们。舞台上的人

物，无论大小，无论轻重，无不活灵活现；台上的

演员无论主次，无不认认真真，全身心地投入，唱

念做打，一丝不苟；导演的舞台调度、节奏把握

等，无不恰到好处，准确地演绎着作品；舞美设计

以及灯光、服装等，在解读并展现作品的前提下，

锦上添花。这一切形成一股股合力，共同铸就每

一部艺术精品。

在这样的氛围中，有人会意识到中国传统

戏剧正面临着现代文明的挑战吗？还有人会感

受到日新月异的城镇化进程对传统戏剧所带来

的冲击吗？似乎没有！

然而遗憾的是，在全国，在其他更加广泛的

地域中，传统戏剧的现状并非如此乐观。

时下的城镇化在若干年之后将会在中国历

史上造就怎样的结果？有待日后由历史做出回

答。不过，无论如何，生在当下的我们，的确有

责任保存、保护祖先留下的传统文化中那些优

秀的部分，使之在新的时代继续存在，也使蕴涵

于其中的民族智慧之光依然照耀我们，让真、

善、美继续洗涤我们的心灵。

福建戏曲的使命与创新
毛小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让观众

把欣赏戏剧当成一种自然的文化习惯，让观众

到一地旅游晚上能像看景点一样看场戏成为规

定项目，这是包括福建在内戏曲人的使命。平

心而论，这次进京演出的戏，个个出彩，《皂隶与

女贼》对人物内心的刻画，《阿搭嫂》那种缩脖耸

肩的风格化表演，以及《兰花赋》的舞台张力和

批判现实的精神，和伦敦西区与百老汇戏剧相

比也毫不逊色。但福建戏曲却没有在商业化的

路上走得更远。

福建戏曲不能把商业化作为发展的唯一出

路，但却不能忽视这一点。我们不能让浮光掠

影的所谓实景演出占据了舞台演出的大部分，

使得艺术泡沫化、碎片化。我们也要建立完善

的营销网络——现代社会，卖有时比制造更重

要。我们还要有勇于突破的精神，回顾世界戏

剧史和中国戏曲史，每次重大发展都和形式的

创新有密切关系。

演、导、编、评四位一体
谢雍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这次集

中展演让京城观众在一周之内感受到福建戏曲

的魅力，不管是哪个剧目的演员、导演还是编

剧，都向我们展现了十几年来他们在传承梨园

戏、莆仙戏、闽剧、高甲戏和芗剧过程中所取得

的不菲成绩。为了传承高甲戏女丑技艺，演员

吴晶晶华丽转身，从旦行转为丑行，对于她个人

来说，这是表演领域的开拓，而对于以男扮女丑

的高甲戏来说，增添了一位女扮女丑的实力派

演员。为了使闽剧去京剧化、更富福建地域特

色，导演吕忠文在《贬官记》里吸收了高甲戏、木

偶戏的表演特点，为闽剧寻获到比京剧艺术更

能体现出乡土特色的表现手段。为了传续古老

剧种莆仙戏、梨园戏表演技艺，郑怀兴、王仁杰

等编剧着意为剧团演员创作、整理改编传统戏，

将个人的思想隐匿在剧目后面，个人创作技法

在演员曾静萍、王少媛的技艺里，或修旧如旧，

或整新如旧，在“艺以人传”的指导思想下，达到

了抢救、保护地方剧种表演艺术的目的，为古老

剧种培养了新生力量，为福建戏曲造就了新一

代表演艺术家。除了演、导、编，以王评章为代

表的福建剧评家，也为福建戏曲的传承、保护提

供了观念先导和理论支持。

福建地方戏在海内外的传承与发展
康海玲（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福建

是戏曲大省、戏曲强省，剧种多样、传统深厚且

个性鲜明。和其他省份、地区的地方戏不同，福

建地方戏和广东、海南的地方戏除了在中国本

土繁衍生息之外，历史上还作为移民的文化行

囊随着移民的脚步漂洋过海，在欧美、东南亚等

海外国家和地区得到移植和发展。其中，福建

地方戏在海外国家和地区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剧

种最多，闽剧、莆仙戏、梨园戏、高甲戏、芗剧、潮

剧等几大剧种在海外华人社会传承的历史悠久，

至今还演出不断，成为福建文化走向世界的品

牌，彰显了中华艺术的魅力。

东南亚是福建地方戏在海外国家传承和发

展的最繁盛的地带。在东南亚国家中，新加坡、

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等 5个国家的戏曲

演出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为宏大，演出最为频

繁。与国内剧种的传承与发展明显不同，戏曲

在东南亚，一方面保留了其艺术个性即“中华

性”，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当地化，表现为新加坡

化、马来西亚化、泰国化、菲律宾化等，以满足所

在地华人观众的需求。

华夏遗韵与时代辉光
王蕴明（戏剧理论家）：这几出戏我先前大

都看过，还参与过部分剧目的修改、打磨及评

奖，此次再看仍兴味昂然。此次进京展演的莆

仙戏和梨园戏就被誉为中国戏曲源头之一的

“南戏的活化石”，因为这两个剧种至今仍保存

了南戏的若干艺术元素及剧目。而福建的莆

仙、梨园、高甲、闽剧等剧种的表演艺术又都受

到更古老的提线木偶的滋养，是我国传承至今

最古老的戏剧文化优秀遗产的重要部分。同

时这些剧种虽古老而不陈旧，充满着青春活

力。不只是表演人才代代相传，此次参演剧目

的艺术人才大都为中青年演员，他们很好地继

承了老一代的优良传统与技艺，其中吴晶晶、

陈洪翔、陈琼、王少媛是梅花奖获得者，曾静萍

是 “二度梅”获得者。而且所演剧目皆为新

创，虽是大都为古代的人与事，但立意观念是

当代的艺术，闽剧《兰花赋》、高甲戏《阿搭嫂》

在保持传统艺术特色的基础上吸纳了若干新

鲜元素。

99月月 1616日至日至 2222日日，，由文化部由文化部、、福建省政府主办的福建省政府主办的““庆祝新中国六十五华诞庆祝新中国六十五华诞··同圆中国梦同圆中国梦———福建戏剧优秀剧目进京展演—福建戏剧优秀剧目进京展演””活动成功举办活动成功举办。。77台福建地方戏优秀剧目在国家大剧院台福建地方戏优秀剧目在国家大剧院、、中央党校和梅兰芳大剧院演出中央党校和梅兰芳大剧院演出 88场场，，这是这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福建地方戏第一次大规模在首都集中展演福建地方戏第一次大规模在首都集中展演。。

99月月 2222日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福建省文化厅主办福建省文化厅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福建省艺术研究院承办的福建地方戏传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福建省艺术研究院承办的福建地方戏传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福建省委常委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书宣传部部长李书

磊等与知名专家学者近磊等与知名专家学者近 5050 人齐聚一堂人齐聚一堂，，为福建地方戏剧目创作为福建地方戏剧目创作、、舞台表演舞台表演、、人才培养等建言献策人才培养等建言献策。。与会专家认为与会专家认为，，福建通过财政补贴演出等行之有效的举措福建通过财政补贴演出等行之有效的举措，，增强了地方戏的活力增强了地方戏的活力，，改变了当前传统戏创作同质化等不良倾改变了当前传统戏创作同质化等不良倾

向向，，营造了地方戏健康发展的环境营造了地方戏健康发展的环境，，应当对此进行研究应当对此进行研究，，从中总结出可资借鉴的普遍经验从中总结出可资借鉴的普遍经验。。

芗剧《保婴记》剧照 梨园戏《皂隶与女贼》剧照闽剧《贬官记》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