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6 日至 17 日，福建省文化厅在福州组织召开

“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福建戏曲艺术繁荣发

展——福建闽剧艺术研讨会”，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深入领会中

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

艺的意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及福建省委、省政府

关于传承和弘扬戏曲艺术的政策要求。与会代表围绕

研究闽剧艺术特征，传承弘扬闽剧艺术，为福建地方戏

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展开讨论，并以闽剧为

切入点，总结经验，力争以点带面，向全省推开。

此前，福建省文化厅厅长陈秋平一行 9 月 9 日专程

赴莆田市调研地方戏保护传承情况，并召开“莆仙戏保

护及文艺院团改革座谈会”，莆田市委书记周联清等出

席。陈秋平强调，保护、传承和发展地方戏曲，要高度

重视地方戏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和建设，注重对地方

戏赖以生存的语音语言、民俗民风、礼仪节庆、审美取向

以及政策支持等文化生态的保护。陈秋平表示，文艺院

团改革，目的是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要以人

民为中心，多出精品、多出人才，加大惠民演出；国有院

团尤其是各种剧种的代表性院团，要切实承担起打造

精品剧目，引领创作发展繁荣的责任；转企改制的院团

要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的有机结合；民营院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繁荣戏曲演出市场，服务基层，服务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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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方文化

福建自古就有“海滨邹鲁”之称，其丰厚的历史

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了积淀厚重而

又丰富多彩的闽文化，福建地方戏便是闽文化中

的一道历久弥新的风景线，历史悠久、影响深远，

是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习近

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就十分重视福建地方

戏的传承和弘扬，推动戏曲艺术繁荣发展，支持

戏曲院团和艺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关心艺术家的

工作、生活待遇和人才培养，希望戏曲艺术家“为

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和闽剧的创新与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从总体上来看，目前福建地方戏一些主要剧种

的艺术形态保存得较为完整，创作、演出、艺术传承

及人才培养等方面保持着良性的发展态势，但在传

承发展中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如音乐、唱

腔、念白等如何更富有传统韵味，角色行当的塑造

和表演如何具有更鲜明的剧种特色，演出剧目类型

如何进一步丰富，流派传承的完整性和体系化如何

更加自觉等。

福建地方戏剧种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与地方

戏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和建设密切相关。所谓

的“文化生态”，不是指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文

化，而是文化意义上的生态，包括社会变革、经济转

型、文化形态多元多样等外围环境以及对文化传统

的认知和保护、传承和弘扬等内在机制方面的因

素，是从人、社会、政治、经济、自然、文化等各种变

量的相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规律。福

建地方戏文化生态如何整体性保护和建设，需要我

们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一、要保留鲜明的地方戏剧种特色，努力维系

福建地方戏多样性文化种态的基础。戏曲剧种是

用来区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同种类的重要概

念。其分类方式主要是以表演形式和内容、声腔系

统及演唱腔调的不同特点等作为区分依据。剧种

特色是地方戏在其生成、演变发展中逐渐形成的，

是传统文化在特定的艺术形式中的浸润和沉淀的

过程，融入了各地民众独特的审美经验和文化认

同。语言、音乐、声腔以及民风民情、习俗信仰等方

面的差异，形成了地方戏剧种的艺术特色，尽管一

些剧种在历史源流上曾有过交汇或相互影响，但最

终都是在各自的文化土壤上凝聚而成的，在内容和

表现形式上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展示了戏曲艺术

多样性的文化种态。

地方戏要保留鲜明的剧种特色，一是在剧目

方 面 ，要 重 视 传 统 剧 目 和 传 统 折 子 戏 的 整 理 改

编。据不完全统计，福建地方戏现保留有一万多

本的传统剧本，要坚持扬弃继承的原则，通过爬剔

梳理、去芜取精，选择具有优秀传统美德和符合建

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需要的内容，每年整理

改编一批、演出一批，使之在舞台上得以保护、传

承。二是要重视舞台表演艺术，对角色行当、身段

科介等表演体制的特点要进行系统的归纳整理和

流派传承。三是要保持地方戏的音乐特色，重视

传统唱腔唱法。地方戏最主要的特色在于唱腔艺

术，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传承。唱腔的重要基础

是方言，字正才能腔圆，同时要重视舞台念白，戏

曲界有“千斤白四两唱”之说，强调的是念白的重

要性。一些年轻演员对于地方戏方言的把握不到

位、不规范，唱、念也就失去了剧种的韵味和特

色。四是要坚持艺术创新和剧种的保护、传承与

发展并重。地方戏尤其是一些古老的剧种在历史

上都有一个发展演进的历程，面对新的时代格局

和新的文化环境，传统戏曲艺术要保持现实的生

命 力 ，内 容 和 形 式 的 改 革 创 新 是 一 种 必 然 的 选

择。然而要注意的是，福建的许多地方戏剧种是

有着厚重文化沉淀的传统艺术样式，如梨园戏和

莆仙戏有宋元南戏“活化石”之称，闽剧也有着

400 多 年 历 史 ，其 中 蕴 含 着 丰 富 的 历 史 文 化 符

码。改革创新要与保护、传承与弘扬相衔接，是在

守护传统的基础上，返本开新。地方戏的艺术创

新只能是在兼收并蓄中不断强化其剧种特色，增

强艺术感染力，移步而不换形。如果模糊甚至泯

灭了剧种特色，与其他剧种或艺术样式同质化，那

便会失去剧种存在的文化价值。

二、要加强地方戏剧种的抢救保护和历史文

献资料的收集和研究，这是地方戏文化生态的历

史支撑。作为戏曲大省，福建省现存有近 20 个地

方剧种，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也不平衡，闽剧、梨园、

莆仙、高甲、歌仔等一些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的剧

种发展较为稳定，而一些地处山区的剧种尤其是

个 别 珍 稀 、濒 危 剧 种 有 日 见 式 微 甚 至 消 亡 的 危

机。剧种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事关维系福建省地方

戏整体文化生态均衡发展的格局，我们要有自觉

的文化担当意识，认真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的有关法律法规，不断强化抢救保护剧种文化的

工作，组织实施“福建濒危剧种抢救工程”，加大

对濒危地方戏剧种的抢救性保护和扶持力度。要

加强对地方戏曲现存的历史文献资料和散落在民

间的实物和资料的收集、保存及研究。以数字化

等现代科技手段建立福建传统戏曲音像资料库，

对老艺术家的舞台表演、唱腔唱段、流派传承、传

统剧目及历史记忆等进行永久性的抢救保存和编

辑出版。这对于廓清福建地方戏的历史脉络和发

展现状，挖掘整理各剧种的艺术特色和舞台面貌，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三、要积极保护地方戏的地域文化生态环境，

营造戏曲传承发展的文化土壤。地方戏剧种是在

各自的地域文化土壤中形成和发展的，各地的民俗

民风、语音语言、礼仪节庆、民间信俗及审美取向等

地域文化特质直接或间接地融入了地方戏内容和

形式的肌理之间。福建有六大方言区，各方言区都

有其代表性剧种。方言是地方戏形成和发展的重

要元素，如方言随着普通话的普及而渐次消失，地

方戏曲的唱腔、音乐等便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各地民俗、信俗、民间庆典等多样多元和差异

性的消歇或同质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同样也

会造成地方戏在文化依附上的困境。近年来，福建

省文化厅积极推进闽南文化、客家文化、畲族文化、

闽都文化、妈祖文化以及朱子文化等文化生态保护

区的建设和申报，其中的一个重要向度就是要为地

方戏的传承和发展尽力保留原生态的文化土壤，提

供维系戏曲文化生态链的重要外部环境。

四、要坚持出人、出戏、出精品，推动福建地方

戏艺术持续繁荣发展。地方戏对于继承和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具有

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出人、出戏、出精

品 是 内 、外 文 化 生 态 良 性 互 动 、相 互 作 用 的 结

果。新时期以来，福建戏曲的持续繁荣发展引起

全 国 的 瞩 目 ，奠 定 了“ 闽 派 戏 剧 ”的 地 位 。 2014

年 9 月，在京举办的福建省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戏

剧种联袂参演的优秀剧目展演活动，全面展示了

近年来福建传承和弘扬戏曲文化的成果，得到了

专家学者和首都观众的高度评价和赞扬，被誉为

“福建戏曲文化现象”。

为推动福建戏曲艺术的持续发展繁荣，福建

各地方戏院团应在几方面着力：一是要进一步加

强剧本创作，通过“征集新创一批、整理改编一批、

买断移植一批”，扶持优秀剧目的创作和生产，不

断开拓和丰富艺术创作的新题材。在抓好历史

剧、传统戏创作的同时，要重视和关注现代戏的创

作。国有院团尤其是各种剧种的代表性院团，要

切实承担起打造精品剧目，引领创作发展繁荣的

责任。转企改制的院团要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

民营院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繁荣

戏曲演出市场，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二是要加大

人才培养的力度，建设一支德艺双馨的创作表演

队伍。确定科学合理的教育传承机制，支持各地

艺校与地方戏院团合作，建立实训基地和人才培

养基地。进一步完善地方戏院团青年表演人才培

养机制，重视艺术名家的舞台表演艺术的口传身

授，实施“名家传戏——戏曲名家收徒传艺”工程，

注重师徒传承，形成完备的表演人才梯队。针对

福建省编剧及二度创作人才出现断层的现状，要

采取进修、培训等多种方式加以培养。采取更加

灵活的招聘方式，引进优秀专业人才。三是要积

极开拓演出市场，结合文化惠民、地方戏优秀剧

目进校园等演出活动，培养新一代戏曲观众。积

极适应当代观众审美需求和文化消费取向，雅俗

共赏，实现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的紧密结合。要

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传播手段和传播途径，

加大戏曲艺术的宣传和普及。不断拓展地方戏

的受众群体，构筑创作和演出良性循环的市场生

态环境。四是要进一步推动地方戏院团体制机

制 改 革 ，在 用 好 用 足 现 有 相 关 扶 持 政 策 的 基 础

上，建立和完善竞争激励机制，激发活力，营造事

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五、要形成全社会关心、重视和支持戏曲艺术

的良好氛围，营造地方戏可持续传承发展的外部

文化生态环境。传统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弘扬，各

级文化部门起着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多种场合发表

了关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

要讲话。近年来，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福建

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关注地方戏曲的生

存和发展，采取各种举措大力推动地方戏的保护、

传承。2015 年 5 月，福建省委、省政府办公厅联合

印发《关于传承和弘扬福建戏曲的若干意见》，确

定了传承和弘扬福建戏曲的重点任务，在继续实

行对省属院团的演出给予财政补贴政策的同时，

向全省基层戏曲院团延伸，各地也出台了相应政

策，大大增强了福建地方戏生存与发展的活力。

2015 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戏曲传

承发展的若干政策》，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

关心戏曲、重视戏曲和支持戏曲的良好氛围，更好

地发挥戏曲艺术在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的独

特作用。

我们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将推动

戏曲艺术繁荣发展作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使命。要认真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及关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中共

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

艺的意见》。要积极主动抓好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

厅和福建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

展的通知要求，认真组织实施扶持资金、政策落地

等相关工作，确保取得实效。

戏曲艺术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们要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为福建戏曲的繁荣发展，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福建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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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秋
平

福建省实验闽剧院《陈若霖斩皇子》，老艺术家黄愿亭在演唱。

福建省实验闽剧院《贻顺哥烛蒂·说媒》，老艺术家周淑琴（大扁）饰道士婶、老艺术家朱善根饰马贻顺。

福建闽剧艺术研讨会现场。 福建省实验闽剧院《拜塔》，老艺

术家陈仕心在演唱。 （本版图片由福建省文化厅提供）

福建省实验闽剧院《梅玉配·搜楼》，老艺术家林瑛饰沈红芳、老艺术家李少华饰苏贞玉、老艺术家林

聪中饰许金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