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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剧目质量 引导创作方向
——基层戏曲院团艺术基层戏曲院团艺术创作专题研讨会专家发言摘要创作专题研讨会专家发言摘要

为展示基层院团传承发展戏曲艺术为展示基层院团传承发展戏曲艺术、、服务基层人民群众的良好精神服务基层人民群众的良好精神

风貌风貌，，培育有利于戏曲活起来培育有利于戏曲活起来、、传下去传下去、、出精品出精品、、出名家的良好环境出名家的良好环境，，中宣中宣

部部、、文化部共同举办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文化部共同举办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

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汇集来自全国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汇集来自全国 3131 个省区市的个省区市的 3131 台剧目台剧目，，剧目剧目

来源于基层戏曲院团来源于基层戏曲院团，，绝大多数是县级院团绝大多数是县级院团，，包括包括 33 家民营院团家民营院团；；现代戏共现代戏共

1717 台台，，占比超过占比超过 5050%%，，体现了基层戏曲院团扎根基层体现了基层戏曲院团扎根基层、、关注现实的创作特关注现实的创作特

点点；；涵盖涵盖 2626 个地方戏曲剧种个地方戏曲剧种，，如评剧如评剧、、扬剧扬剧、、沪剧沪剧、、黄梅戏黄梅戏、、川剧川剧、、婺剧婺剧、、莆仙莆仙

戏戏、、秦腔秦腔、、藏戏藏戏、、新疆曲子新疆曲子、、蒙古剧蒙古剧，，其中少数民族剧种富有鲜明的民族特其中少数民族剧种富有鲜明的民族特

色色；；所有参演剧目实行所有参演剧目实行 2020 元至元至 5050 元的惠民票价元的惠民票价，，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繁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繁

荣发展的成果荣发展的成果。。会演期间邀请戏剧专家召开评议会会演期间邀请戏剧专家召开评议会，，加强艺术评论加强艺术评论，，提升提升

剧目质量剧目质量，，引导创作方向引导创作方向，，并组织各地创作人员观摩交流并组织各地创作人员观摩交流。。

会演期间会演期间，，继继 77 月月 2929 日上午文化部召开基层戏曲院团发展座谈会日上午文化部召开基层戏曲院团发展座谈会（（相相

关内容见本报关内容见本报 88 月月 22 日日 66、、77 版版），），当日下午又举办了基层戏曲院团艺术创作当日下午又举办了基层戏曲院团艺术创作

专题研讨会专题研讨会。。来自基层院团的代表和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来自基层院团的代表和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总结经验总结经验，，展望展望

未来未来。。本报特摘编本报特摘编、、刊发部分专家发言刊发部分专家发言，，以飨读者以飨读者。。

由中宣部、文化部举办的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意义重

大。基层院团数量最多，与群众的关系最密切。他们创作的

剧目直接影响群众的文化生活，他们的生存发展也直接关系

着戏曲的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

讲话说：“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

也要铺天盖地。”只有铺天盖地、山花烂漫，才是真正实现了

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的繁荣；只有铺天盖地、草木繁盛，才有

产生顶天立地的参天大树的可能。

这次参演的很多剧目具有生活气息浓厚、地域特色鲜

明的特点，同时也表现出小剧团能够担重任的文化自觉。

如江苏省镇江市艺术创作中心和镇江市艺术剧院创作的

扬剧《花旦当家》，写一位基层剧团的花旦演员在困难时刻

当了村委会主任，经过种种努力保护住了家乡的古戏台、

古村落，体现了一种文化担当精神。只有最贴近群众的剧

团演员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基层剧团才能演好

这样的戏。

广东省梅县山歌剧团演艺有限公司演出的山歌剧《合家

福》，通过两家邻居因儿女亲事而结成的情谊，表现了客家人

的善良心地和现实生活的变化。剧中客家山歌的曲调和轻

松活泼的表演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辽剧自上世纪 50 年代诞生，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

当地群众的喜爱给了剧种以滋养。这次辽宁省盖州市辽剧

团演出的一文一武两个折子戏，唱腔、表演都有鲜明的辽南

特点，既表现出剧团扎根基层，用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

形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又表现出他们为剧种的传承发展所

做的坚持。

贵州省花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演出的花灯戏《盐道》，表

现了艰苦环境中盐商、盐工坚韧不屈的精神。花灯歌舞、乌

江号子、傩舞等穿插其中，表现出独特的地域风情。这虽然

是一个省级剧团，但他们与其他基层剧团一样长期在基层演

出。

浙江省建德市婺剧团演出的婺剧《天下第一疏》和湖南

省涟源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湘剧《烧车御史》则塑造

了海瑞、谢振定等不顾个人荣辱祸福、敢于犯颜直谏、敢于为

民伸张正义的人物，与观众的感情紧密呼应，演出产生强烈

的效果。

有些院团是第一次进北京，他们带着家乡人民的嘱托到

首都汇报，领导的重视和群众的欢迎使他们受到巨大鼓舞，

更坚定了坚守民族艺术、服务大众乡亲的决心和信心。基层

院团的演出也给国家级、省区市级的大剧团带来许多启示。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向基层剧团学习，深入

群众的生活，与群众同欢乐、同疾苦，服务群众，表现群众，就

一定会使我们的艺术事业生生不息，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此次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有两大看点：部分剧团和非遗

保护单位演出的传统剧目异彩纷呈，展示了戏曲深厚的传统，

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戏剧，如藏戏《卓娃桑姆》，其体制之完备，

手段之丰富，列之世界戏剧宝库亦当之无愧；现代戏创作聚焦

现实，关注时代变迁，生活气息浓郁，传递正能量，如桂剧《校长

爸爸》写一位献身大瑶山教育事业的校长，故事催人泪下。

会演剧目也存在问题：传统剧目整理力度不够，现代戏

综合演出质量不高，这两点都与艺术创作相关。从编剧、主

创来看，不熟谙戏曲思维，不懂得运用本剧种的手段组织场

面，使演员英雄无用武之地；演员则缺少表现手段，基本功

不扎实。

基层戏曲院团的艺术创作一定要从长计议，要把艺术

创作纳入剧团发展的总体战略，还要考虑创作各部门的协

同提升。我认为，戏曲创作应从返身传统入手，先筑牢地

基，再在此基础上盖楼。

返身传统包括三个动作。其一，老箱底的挖掘。在国

家大力扶持戏曲的东风中，传统剧目的普查工作正紧锣密

鼓地进行，这次全国范围的集中盘点不断爆出冷门——据

说，福建一省就挖掘出 80个折子戏。我们要借此机会，将其

与返身传统的策略结合起来。例如从中挑选一批艺术含量

高的作品进行复排，对剧团演职员进行一次传统火炉的再

造。这个动作好处是，对于编剧，可以通过长期大量的整理

改编，了解本剧种文本的体制和规则，知道以后怎样写戏；

对于演员，通过复排学会本剧种的独门手法和拿手好戏，积

累未来创作成功的本钱。

其二，传统戏改编，包括老戏新编和老戏新演。在老戏

新编（如当年田汉对《白蛇传》的改编）方面，我们现在也在

整理改编，但力度不大，缺少深加工，去芜存菁是做到了，但

以人民创造历史的新视角重新剪裁这些剧目做得还不够。

老戏新演是对老戏进行时尚包装。这方面需要编剧和演职

员协同进行。编剧在文本上加减乘除，演员则在演出中加

入调料。这样做可以为市场增添新剧目，等于盘活了传统。

其三，打造传统戏。是指将本剧种已有艺术材料和手

段装到新的故事框架中，形成新的传统风格的作品。这个

很像家具业的老料新作。比如云南省弥渡县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山村·小河·月亮》，就是将几十首

花灯曲子装到《小河淌水》的故事传说中，做法值得借鉴。

每个剧种在题材和手段上都有自己的珍藏，我们所处的时

代是注重差异和地方性知识的时代，运用这种方法，打造传

统风格的地域作品，就是打造地区文化名片，还会受到政府

和旅游业的支持，一举三得。

以上都是筑基工作。地基筑好了，再在上面盖楼（创

作），一定是高质量的。

（作者系吉林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我认为，传统戏曲特别是地方戏的发展要注重三个面向。

首先，面向传统敬而有当。中国戏曲有深厚的文化传统

与艺术传统，具体包括各地方戏曲的艺术呈现差异和不同

戏曲流派之间的表演与演唱方式差异等，像豫剧的“吼”、

越剧的“柔”、川剧的“高腔”，都是各地方戏曲长久积淀下

来的艺术传统。随着现代社会人们互相交流与沟通的便

利，很多戏曲从业者从其他剧种中汲取优秀的演唱与表演

元素，融合到自身的艺术表演中，这是文化交流的良性呈

现。但是，吸收与借鉴的前提是对自身艺术形式的深入把

握，特别是对这一艺术所负载的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其地

域文化精神的深刻认知之后的有机融合。没有这一前提，

简单的模仿与借鉴会陷入目的模糊的“四不像”之中。特

别是那些跟着光盘、教科书成长起来的戏曲爱好者，如果

没有好老师的指点，他们更容易陷入统一模式、欠缺温度

的僵硬表演之中，剧团中也有很多演员陷入歌唱化、同质

化、去方言化的模式表演之中。

其次，面向市场以质换量。自从《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

展的若干政策》出台以后，北京近一年来举办的大型戏曲展

演中，新创剧目占比很高。但是，这其中有多少能够成为舞

台保留剧目，有多少可以成为剧团经典剧目？因此，面对市

场，不能片面追求数量，不能降格以求所谓创作捷径，更不能

陷入艺术创作的低俗、同质与无序竞争之中。

最后，面向观众培育提升。戏曲艺术面向观众必须明了

艺术从业者的创作底线并守土有责，具体说来有“三不能”。

一是不能欺骗观众。当下，很多新创剧目特别是反映当代

生活的现代戏，主题先行、文辞不通，故事东拼西凑，人物

塑造脱离实际，即使后期包装再下功夫，也很难感动观众，

更遑论启发人和引领人。二是不能纵容观众。有人认为，

为了照顾不同层级观众的喜好，创作上选择观众比较喜欢

的轻松爆笑甚至通俗到低俗的剧目，可能更容易讨得观众

的欢心。这样的想法是极不可取的。因为艺术的高低，不

在于个别观众、个别层级的观众的单向评价，更要放在历

史的长河中去检验，看它是否能够长期保留在舞台上、戏

剧史上和观众心中。简单的媚俗不是对观众负责，而是诋

毁观众，是对艺术的不负责任。三是不能低估观众。在众

多的新剧目中，很多戏是当地政府打造的一张地方文化名

片。如果这张名片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则无可

厚非，但也有一些作品成了“四不像”。作为传统艺术，没

有传统的精气神，更不考虑程式艺术的空灵诗意；作为时

代先声，与生活真实相去甚远，甚至刻意呈现与人性丰富

性相背离的假大空与高大全；作为情感载体，演员为了亮

嗓子而歌唱，忽略了作为人物所应该呈现出来的声腔要求

与表演水准，这些怎么能叫艺术作品？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此次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中，我共观看 8部剧目。这

8 个基层剧团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均能以高度的文化自

信、文化自觉，实现剧种艺术在特定流播区的文化自立，显

示出令人感动、令人敬畏的文化担当精神。

从民族剧种的角度而言，这些演出包括了黄南藏戏、拉

萨藏戏、蒙古剧 3 个独特的少数民族戏剧剧种，以及在少数

民族地区生成或流播的汉族戏曲剧种。少数民族剧种无一

例外地选择了本民族的历史题材和传统戏曲题材；汉族戏

曲剧种中除了桂剧《校长爸爸》展示广西壮族自治区“感动

中国”人物莫振高外，其他则以汉族人物形象为主人公。这

正与剧种与剧种流播的民族族群生活有着密切关系，显示

了戏曲艺术高度的人民性特点。

从少数民族题材的角度而言，8 部剧目中有一半是新编

现代戏，集中展现特定地区的民族风情与特定人物在民族

地区的故事。另有 3 部新编古装戏展现特定地区的民族文

化发展历史。而唯一一部从传统藏戏整理的《卓娃桑姆》在

保持藏戏传统表演规范基础上，将作品通过舞台剧的方式

予以展现。这些新编新创剧目集中展示了戏曲艺术高度的

时代性特点。

在这些剧目中，藏戏《卓娃桑姆》显示出高度成熟的艺

术水准，足以代表该剧种在上演舞台之后的最高水平。其

他新编剧目在文本、二度创作上存在诸多问题，这与戏曲作

品未能经受舞台表演洗礼有关。但是，具体创作因为贴近

民众审美趣味，又显示出浓郁的乡土风格，具有粗朴天然的

动人魅力。特别是众多剧目用民族风格鲜明的歌舞艺术来

扩展传统表演手段，使作品具有极强的时代感、民族感和观

赏性。

此次会演剧目普遍具有的艺术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新创作品不够成熟，文本、表演都需要不断打磨；晚会创作

的方式比较突出，特别是戏曲配器、歌舞表演大有消减戏曲

本体艺术美感的趋势；伴奏录音的使用效果不好，很容易带

来假唱、音色不美等现象；演员队伍水准参差不齐，行当建

设不足，戏曲与歌舞并演带来传统演技的下滑。

基于以上所述，建议文化主管部门和基层院团应该高度重

视少数民族戏曲在传承民族个性和民族精神上的独特价值，对

于少数民族剧种要给予多元的政策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的戏

曲艺术生存艰难，特别是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

制约了戏曲艺术的普及和提高，应对这些地区的基层院团予以

差别性的经济扶持；同时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戏曲从业

者的文化坚守与文化创造之功，切实有效地提高戏曲从业者的

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加强少数民族戏曲基层院团与内地戏曲

院团的交流、合作，采用多元的帮扶机制，提高少数民族基层院

团的创作水平和艺术水平，增加这些基层院团的艺术认知度。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我国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曲剧种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生活

智慧，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审美情趣，体现了广大基层戏曲工

作者的文化自信。因此 ，挖 掘 民 族 特 色 、保 留 民 族 特 色 、

传 承 民 族 特 色 ，就 成 为 基 层 戏 曲 院 团 的 一 项 重 要 工

作。此次会演中，藏戏《卓娃桑姆》对藏族人民的生活、

民 间 传 说 、民 俗 风 情 、歌 舞 祭 祀 等 做 了 一 次 立 体 的 、全

方 位 的 巡 礼 ，剧 中 既 可 以 看 到 藏 戏 的 独 特 性 ，也 能 看 到

中 华 民 族 整 个 戏 曲 群 落 的 关 联 性 和 一 些 共 性 特 征 ；云

南花灯戏《山村·小河·月亮》充分展示了少数民族的民

风 、民 情 、民 俗 、民 生 ，整 部 作 品 就 像 一 首 描写田园风光

的优美散文诗。

这 些 基 层 戏 曲 院 团 的 演 出 展 现 了 一 种 山 野 之 风 、

草 根 之 气 和 昂 扬 向 上 的 精 神 力 量 。 会 演 剧 目 大 多 表 现

农 村 现 代 生 活 ，具 有 泥 土 气 息 和 生 活 质 感 ，体 现 了 新

时 代 农 村 草 根 生 活 的 新 风 貌 。 眉 户 戏《女 大学生村官》

叙述了女大学生立志偏远山村，努力改变山村落后面貌

的 故 事 ，通 过 人 物 之 间 的 冲 突 ，体 现 了 新 农 村 建 设 中 女

大学生的思想高度和感情温度，成功地塑造了几个性格

鲜明、有生活质感的人物形象；新疆曲子《哈哈泉子的户

儿 家》展 示 了 新 农 村 、新 生 活 、新 精 神 、新 面 貌 ，这 几 个

“新 ”不 仅 体 现 了 我 国 新 农 村 建 设 中 不 仅 要 达 到 物 质 的

新，更要实现精神的新和文化的新；桂剧《校长爸爸》通

过 一 系 列 平 凡 的 生 活 细 节 ，展 示 了 一 种 不 平 凡 的 大 爱 ，

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校长爸爸的形象，弘扬了一种无

私奉 献精神。

在一度创作上，某些剧目的情节逻辑还有提升的空

间。一度创作中反映出的问题，显示了基层戏曲院团编剧

的缺乏和培养基层编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在二度创作上，这些演出的构思有很多精彩的艺术火

花，但某些演出的舞台处理还需精细化。从大多数基层院

团的音乐伴奏来看，录制的伴奏带粗劣，影响了听觉的审美

效果。在某些现代戏的创作中，依然存在话剧加唱的现象，

戏曲化程度不高。某些戏的群舞和美术运用对人物的表演

有所冲击。这些问题也反映出基层戏曲院团二度创作力量

不足的问题。

优秀的青年演员是基层院团的安身立命之本。从本次

会演中，我们虽然看到了某些演员的精彩表演，但也看到了

优秀青年演员的整体匮乏。因此，基层院团应该在青年演

员的传、帮、带上下更多功夫，保住基层院团生存和发展的

核心力量。国家也要在这方面出台一些针对性强的专门措

施，保存基层院团生存和发展中最重要的基因和种子，优化

基层院团的生态环境，使基层院团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更

好地生存和发展。

（作者系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主任、教授）

文艺的核心问题就是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广

大基层人民群众喜爱的剧种、剧团、剧目、演员就应该有“人

生出彩的机会”。本次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参演剧目，有

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水平，剧种特色鲜明，区域文化色彩

浓厚，中青年演员挑梁担纲，使我们看到了基层剧团的魅

力和希望。为了基层戏曲院团在未来艺术创作上取得

更加实在的进步，现提供些参考性意见。

我的想法是，基层院团要走内涵提升式的创作之路。

第 一 ，要 盘 活 存 量 ，提 高 基 层 院 团 创 作 的 内 生 动

力。所谓存量即基层院团现有的常演剧目、保留剧目和

看家剧目。院团对于这些戏要从主动适应当前观众审

美观赏角度出发，以剧组为单位，调动自身力量在剧本

文学、舞台表演、唱腔音乐、服装化装等多个方面经常性

地、不间断地对这些戏进行打磨、修饰、完善和提高，使

这些戏既保持原有风姿韵致，又高度灵敏与时俱进，达

到常演常新的艺术境界。

第 二 ，要 做 好 增 量 ，保 持 基 层 院 团 模 仿 创 新 能 力 。

模仿创新是基层院团的传家宝，是节约型、低碳型的创

新，主要有移植和搂叶两种方式。搂叶是模仿创新的初

级阶段，是把相同剧种的好戏端过来，再根据本团演员

的条件进行调整修改，以达到公演艺术水准。移植是模

仿创新的高级阶段，是把不同剧种的优秀剧目改编为适

应本剧种风格和演员表演演唱特点的新剧目，这是有源

头的再创造，成功率高、风险性低。模仿创新是基层戏

曲院团不可或缺的创作方式，有利于基层院团创作能力

的培养，有利于基层院团创作队伍的搭建，有利于基层

院 团 创 作 经 验 的 积 累 ，有 利 于 基 层 院 团 供 给 能 力 的 增

强。一个剧团如果能够不断拉出新的菜单，那它赢得观

众的底气会更足。

第 三 ，要 增 加 总 量 ，培 育 基 层 院 团 原 始 创 新 能 力 。

所谓原创能 力 就 是 排 新 戏 的 能 力 ，其 本 质 是 创 作 资 本

的 外 延 型 扩 张 。 一 是 要 适 时 。“ 好 雨 知 时 节 ，当 春 乃 发

生 ”，排 新 戏 要 讲 究 时 机 和 条 件 ，切 忌 目 标 模 糊 、心 血

来 潮 、盲 动 乱 动 。 要 应 运 而 生 ，择 机 而 动 ，明 确 目 标 ，

一 旦 动 起 来 就 要 一 鼓 作 气 ，绝 不 半 途 而 废 。 二 是 要 适

宜 。“ 若 把 西 湖 比 西 子 ，淡 妆 浓 抹 总 相 宜 ”，基 层 院 团 多

为小剧种，要特色为王，量体裁衣。不必过于追求新戏

题材重大、场面宏大，使剧团的演员阵容和剧种的音乐

积 累 招 架 不 住 ，造 成“ 小 马 拉 大 车 ”的 尴 尬 局 面 。 三 是

要 适 当 。“有 梅 无 雪不精神，有雪无梅俗了人”，我不主张

基层院团过于频密地创作新戏，一般情况下以两至三年

时间排一出大型新戏为宜。好戏是滋养出来的，行色不

能太过匆匆。

（作者系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教授）

由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举办的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

是真正意义上的戏曲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从观众层面上看，这些基层院团获得了京城观众的热

捧。每一场演出都高朋满座、掌声四起。北京的观众基数

大、来源广，每当听到乡音乡曲，便勾起乡情乡愁；而非“本

乡本土”的观众，也对这些因为“土得掉渣”所以原汁原味的

乡土戏曲爱之甚深。7月 20日晚，北京暴雨倾盆，地铁停运，

马路积水，可仍有 200多名观众从四面八方冒雨蹚水走进剧

场，聚精会神地看完了演出。

国家请基层院团进京展演，这是对区县级院团的深情

礼赞和积极支持。千百年来，正是这些基层院团长年累月

跑村串寨，在田间地头、年关节庆为基层观众奉上一台台大

戏小戏，中国戏曲才始终与百姓共生，和时代同步。演出之

后，邀请专家及时点评，在赞扬与鼓励之余，提出剧目进一

步提升的意见和建议。

此次参加会演的 31 台剧目来自全国 31 个省区市，参演

院团除了县级院团外还包括 3 家民营院团。从剧目题材上

看，现代戏共 17 台，原创剧目和改 编 剧 目 成 为 主 体 。 这

些 剧 目 大 部 分 写 百 姓 生 活 中 的 家 长 里短，讴歌草根阶

层 的 人 间 大 爱 ，彰 显 农 村 群 众 的 仁 义 道 德 ，撑 持 起 中 华

民 族 精 神 的 正 气 和 大 义 ，所 以 才 能 感 动 观 众 ，引 起 共

鸣 。 沪 剧《挑 山 女 人》和 秦 腔《下 辈 子 还 要 您 当 妈》，分

别 写 母 亲 和 继 母 的 责 任 担 当 ；山 东 梆 子《跑 旱 船》关 注

农 村 老 人 的 黄 昏 恋 ，湘 剧《烧 车 御 史》表 彰 谢 振 定 不 畏

强 权 ，敢 与 和 珅 的 小舅子斗法，都是对百姓好恶和时代

心 声 的 激 荡 ，都 能 感 动 城 乡 观 众 。 真 情 真 性 和 真 诚 呼

唤，才能感动观众，提升观众的人文情怀。相比起来，一

些大院团一味追求大制作和空洞的样式，忽略了创作的

本心和初衷，基层院团的剧目能为这些剧院的创作提供

新的启示。

当然，此次基层院团在京演出都只是新创剧目的展示，

希望以后能有机会看到各个剧团的传统戏和看家戏，特

别是一些“天下第一团”的保留剧目，可能更能够体现出

乡土文化的力量、地方剧种的特色，体现出独树一帜的审

美精神。

据悉，今后国 家 还 要 分 时 段 邀 请 基 层 院 团 进 京 演

出。基层院团的进京“赶考”，将成为常态化的文化事件

与 戏 曲 节 日 。 注 目 基 层 ，关 注 民 间 ，从 本 体 抓 起 ，盘 活

戏 曲 的 源 头 之 水 ，这 样 的 战 略 举 措 与 具 体 措 施 ，其 文 化

意 义 难 以 估 量 。 包 括 中 国 戏 曲 学 院 等 专 业 院 校 在 内 ，

中 央 和 省 区 市 各 级 专 业 院 团 对 于 基 层 院 团 的 对 口支持

也将次第铺展。我相信，再过十年，关于基层院团进京“赶

考”的文化意义，还将更为充分完整地体现出来。

（作者系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教授）

基层院团长期扎根人民为基层百姓演出，所以，他们的

戏有一个共同特点——特别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在选材

上，基层院团创作的剧目大多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是当地

老百姓熟悉的人和事。

如湖北省麻城东路花鼓戏剧院演出的《麻乡约》，讲述

了明朝孝感乡民背井离乡填四川的故事。“问我祖籍在何

方，湖广麻城孝感乡。”“三百年前一台戏，祖祖辈辈不忘

记。”这其中蕴含的乡情、亲情自不待言。主人公陈雄义身

上所表现出的“义”和“信”，永远是麻城人民的骄傲，是我们

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川剧艺术保护

传承中心演出的川剧《挂印知县》，主人公喻秉渊辞官回乡，

亲民、守节、倡廉的故事一直被当地老百姓传颂。正如该剧

创作者所说，他们就是要“讲巴中故事，展巴中风貌，显巴中

作为，打造巴中廉政文化特色”。

当然，这些剧目的创作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在对思想

立意的提炼和开掘上实实在在贴近百姓，与老百姓的所思

所想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时代精神共鸣。譬如，此次会演中，

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剧目占有一定比例，这类剧目很考验创

作者的水平，但就我所观看的几出戏而言，都很有特点，不空

洞、不概念化，颇有人性人情的深度和相当的艺术性。

由剧作家郑怀兴创作的莆仙戏《魂断鳌头》，表面上看

起来是一出“有情人难成眷属”的爱情悲剧，实际上把矛头

对准腐败的科举制度，巧妙地把社会与人性、历史与现实连

接起来，充分表现出剧作家于社会批判中饱含的悲悯情怀。

《挂印知县》写一个辞官回乡的县官权退身隐后的倡廉

行为，以平民的视角弘扬浩然正气，在反腐题材剧目中颇具

特色。其中，主人公训诫家人、挽救慵懒怠政的现任知县、

办学育人育德着眼未来等情节，把全剧的主题立意升华到

“一人廉其身独善，一家廉代代相传，一乡廉民风肇端，一国

廉盛世福延绵”的高度。

江西省鹰潭市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和江西省乐平市赣剧

演艺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创作演出的《青山作证》，讲述了一个

被重重大山围困的小村子，为了脱贫致富，两代三任村支书

带领全村父老，历经二十八载，用鲜血和生命铺就了一条看

似普通的山路，终于完成了他们“不屈不挠与命运抗争的非

凡历程”。该剧故事或许不算新鲜，但这历程十分熟悉，它与

我们多少个被“围困”的村庄，千万个和他们一样胸怀梦想的

农民乃至和我们整个民族的企盼是贯通的。这正是我们所

处时代的需求。

在此次会演中还有一点收获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基

层院团的演出水平并不基层，尤其是表演，朴实无华，富于

真情实感，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这当然与剧种本身的特

点有关，也是他们常年在基层演出的结果。

（作者系中国戏曲导演学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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