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粤戏越精彩——全省优秀

地方戏曲剧种汇演暨学术研讨会”于

1 月 7 日至 9 日在广东粤剧艺术中心

举行。其间，《广东艺术》记者专门就

广东地方戏曲事业发展采访了广东

省文化厅厅长方健宏。

记者：广东是戏曲大省，在传承

和发展地方戏曲方面，广东有什么新

的举措和思路？

方健宏：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 视 地 方 戏 曲 的 传 承 与 发 展 ，在 政

策、资金、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有力

保障。去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促进地方戏曲传承发展的实施

意见》出台后，省、市、县的扶持力度

进一步加大，地方戏曲迎来了一个发

展的机遇期。去年开始实施的《广东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传承和弘扬

岭南文化，加强对地方戏剧的保护和

利用，强化了地方戏曲对引领广东先

进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去年仅省

财政共给予全省地方戏曲院团保障

发展扶持经费近 4000 万元，许多地方

也加大了投入，均比往年有了较大幅

度增长。

作为广东主抓地方戏曲工作的

职能部门，省文化厅责无旁贷，将其

作为近期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工

作，推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一是着

力突出重点领域。发挥和整合文化

领域中的文化艺术、公共文化、非物

质文化遗产、对外文化交流等业务职

能对戏曲推动的作用。理顺创作生

产机制，出精品出人才；扩大公共文

化服务的覆盖面；培育好传承人，确

保延续性；推动“走出去”扩大影响

力 。 二 是 支 持 戏 曲 院 团 改 革 发 展 。

通过资金扶持和社会力量联动，不断

优 化 和 改 善 院 团 的 创 作 生 产 环 境 。

把民营院团纳入扶持范围，以政府购

买的方式，推动年演出场次、观众人

数均达到一定规模的民营院团加快

成长。三是打造交流展示平台。举

办包括“粤戏越精彩”在内的戏曲交

流展示活动，为各剧种提供相互交流

学习的机会，特别是发掘年轻新秀，

提 升 艺 术 质 量 。 去 年 举 办 的“2016

广东戏曲喜剧特邀展”就取得了很好

反响。

记者：请问举办“粤戏越精彩”这

项活动有哪些考虑？

方健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

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

解，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广东是戏曲大省，戏曲发展历史

悠久、种类繁多，共有 11 个地方戏曲

剧种列入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有 250 多个国有和民营戏

曲团体，更有无数的群众戏曲团队常

年活跃在广大城乡。过去的一段时

间，除了 3 年一届的省艺术节汇聚全

省主要地方戏曲剧种外，平时缺少一

个各剧种互相交流学习的平台，缺乏

针对性的指导辅导、探讨碰撞、打开

思路的机会，部分剧种的发展有所滞

后。在这个大背景下，打造一个聚拢

全省戏曲院团、推动艺术创作、推出

青 年 人 才 的 展 演 展 示 平 台 势 在 必

行。“粤戏越精彩”在这种情况下孕育

而生，它有利于实施中央和本省关于

支持地方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决策

部署，更好地展示和交流全省戏曲艺

术传承与保护的丰硕成果，推动广东

地方戏曲的繁荣发展。

我们于 2015 年举办了首次“粤戏

越精彩——粤剧与全省地方戏曲剧

种经典折子戏交流演出”活动，形成

了初步的影响力。2016 年，我们进一

步 扩 大 活 动 范 围 ，先 后 举 办 潮 汕 片

区、粤东北片区、粤西片区展演。2017

年伊始，我们在广州举办了“粤戏越

精彩——全省优秀地方戏曲剧种汇

演”。这项活动成效显著，省内所有

剧种和大量戏曲院团都参与进来了，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将成为我省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重

要品牌。

记者：这项活动有什么特色？

方健宏：第一是定位恰当，施策

精准。粤剧是广东省三大地方剧种

之一，在全国戏曲百花园中是一朵奇

葩，也是目前在剧目创新、人才培养、

市 场 开 拓 等 方 面 运 作 较 好 的 剧 种 。

我们希望借助此次活动，其他剧种的

戏曲院团都能学习粤剧戏曲院团好

的 做 法 和 经 验 ，提 升 发 展 水 平 。 此

外 ，每 个 片 区 演 出 活 动 后 都 举 办 研

讨会，省内外专家参加，集思广益，

有针对性地对每个剧种剧目发展创

新 提 出 意 见 建 议 。 第 二 是 海 纳 百

川 ，推 优 推 新 。 以 前 民 营 戏 曲 院 团

走市场、下基层演出较多，参与政府

组织的展演活动机会较少。此次活

动，我们降低活动门槛，在把好质量

关 的 同 时 ，积 极 吸 纳 民 营 戏 曲 院 团

的 优 秀 剧 目 参 与 ，基 本 覆 盖 了 全 省

所 有 剧 种 的 代 表 院 团 及 其 代 表 节

目。同时注重推出新人，绝大多数节

目由年轻新秀担纲。第三是加大宣

传，扩大影响。以前对各个戏曲剧种

的宣传受地域、时间、环境所制约，零

敲碎打的多，重拳出击的少，宣传的

规模、效应相对有限。现在有了这个

大的平台，吸引了众多主流媒体，实

际上也是媒体竞秀场，其中有很多很

好的新闻素材，亮点纷呈，扩大了活

动的影响力。

记者：“粤戏越精彩”的标题似乎

是以粤剧作主角，为什么要从此角度

举办该项活动？前后两年的活动内

容有什么变化？

方健宏：粤剧不仅是广东最大的

戏曲剧种，还是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的三大剧种之一。“粤戏越精

彩”这一活动中的“粤”既突出了粤剧

在广东省地方戏曲剧种中的引领示

范作用，也高度概括了包含粤剧在内

的广东省 11 个地方戏曲剧种，生动

展现了南粤大地艺术的风采与魅力，

有力促进了粤剧与全省各地方戏曲

剧种在人才培养、表演程式、音乐唱

腔等方面的交流学习，取长补短，共

同发展，在推动全省传统戏曲薪火相

传 与 创 新 发 展 方 面 具 有 十 分 深 远

的意义。2015 年的“粤戏越精彩”活

动着眼于“挖家底”，展演的都是广

东 地 方 戏 曲 剧 种 的 经 典 折 子 戏 ；

2016 年除了继续 2015 年“传承经典”

的做法外，我们还在“发展”上做文

章，在 3 个片区的展演中，我们把省

内地方戏曲院团新近创作的优秀大

型戏曲剧目也纳入其中，如粤剧《番

薯县官》、潮剧《淑芳亭》、广东汉剧

《曹 操 与 献 帝》、雷 剧《春 草 闯 堂》、

山歌剧《红百灵》等，在传承与发展

共进中展现我省地方戏曲院团的实

力与风貌。

记者：请问参加本次汇演的剧节

目 是 怎 样 遴 选 的 ？ 本 次“ 粤 戏 越 精

彩”活动结束后，您有何期望？

方健宏：广东有着丰富的戏曲资

源，本次广州总汇演最终入选的全省

24 个院团的 29 个剧节目，是在 2016

“粤戏越精彩——粤剧与全省地方戏

曲 剧 种 交 流 演 出 暨 学 术 研 讨 会 ”潮

汕、粤东北和粤西 3 个片区 17 个地级

市 36 个区、县的 52 个国有与民营院

团中的 70 个经典折子戏（其中含 5 台

大戏）展演的基础上，经专家严格评

审和观众投票精挑细选出来的，基本

涵盖了广东现存的粤剧、潮剧、广东

汉 剧 、雷 剧 、正 字 戏 、白 字 戏 、西 秦

戏、花朝戏、山歌剧、粤北采茶戏、乐

昌花鼓戏 11 个地方戏曲剧种的代表

性剧目。这些剧目有些曾获全国或

省 的 大 奖 ，有 些 长 期 活 跃 在 基 层 地

区，有些代表广东“走出去”蜚声海

外，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这是广

东戏曲艺术的一次盛会，群星荟萃的

一个平台，更是一曲戏曲传承发展的

凯歌。再长的汇演也是有期限的，再

宽的舞台也是有尺度的。希望全省

戏曲界通过新的盛会，不断拿出最精

彩的技艺和最高的艺术水准，切磋交

流，以艺会友，营造互相观摩、学习、

交流、研讨的氛围，形成永不落幕的

舞台，共同推动广东戏曲事业再攀新

的艺术高峰。

“粤戏越精彩”是由广东省文

化厅主办、广东省艺术研究所承办

的戏曲品牌项目。所谓的“粤戏”，

顾名思义，是广东省内地方戏曲剧

种 的 总 称 。 从 2015 年 首 创 以 来 ，

“粤戏越精彩”全面针对广东省 11

个地方戏曲剧种，进行折子戏和大

戏展演交流。特别是 2016 年在潮

汕、粤东北、粤西 3 个片区，共计 52

个参演单位演出了折子戏、大戏共

70 部，成为当年度突出的戏曲文化

现象。刚刚在广州结束的“全省优

秀地方戏曲剧种汇演”，荟萃了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团队及其优秀折

子戏的演出。

这一戏曲展演集中展

示了广东省现存所有剧种，

为中国各省区戏曲艺术的

扶持保护提供了推广理念

和实践示范。事实上，戏曲

能够长久而鲜活地生存下

去，必须依靠戏曲剧种剧团

所依附的生态空间，这个戏

曲生态不单是剧团与所在

地域及民众共同形成的文

化 环 境 ，而 且 也包括剧种

与所在省区共同构建的演

剧格局。例如潮剧在福建

是影响力有限的地方小剧

种，但在广东是与粤剧、汉

剧鼎足而三的地方大戏，一

个剧种在两个省区文化生

态 中 的 发 展 有 所 区 别 ，其

生 存 策 略 自 然 各 具 特 色 。

因 此 ，戏 曲 艺 术 是 否 能 够

纳入到省区文化管理的整

体 布 局 和 长 期 规 划 中 ，就

决定着特定的剧种剧团是

否能够获得戏曲利好政策

的真正扶持。广东文化主管部门

通过“粤戏越精彩”的连续举办，将

全部戏曲剧种不论大小，进行全面

的艺术推广，这种戏曲剧种一个都

不 能 少 的 政 策 关 注 ，显 示 了 充 沛

的戏曲文化自信和切实有效的文

化自建。

粤戏的历史成因和发展 状 态

有着极大差别，但都能够长期驻守

在区域文化生态中，得益于广东迥

然 不 同 的 族 群 文 化 ，特 别 是 以 广

府、潮汕、客家为基础的三大民系，

构 成 了 戏 曲 艺 术 不 断 发 展 的 基

础。由于近代以来广东人向世界

的迁徙，粤戏责无旁贷地成为广东

文化的代表，尤以粤剧最为世界所

熟知。这样的戏曲格局实际凸显

了广东在中国戏曲体系和文化体

系中的重要价值与独特地位，各个

剧种的文化品格亦因此而独树一

帜。因此，任何一个剧种都足以彰

显广东戏曲文化的某个侧面，任何

一个剧种在当前的广东文化建设

事业中都不能缺少！粤戏的良性

发展实际上正是广东文化能否源

远 流 长 地 延 续 下 去 的 重 要 保 障 。

对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戏曲剧种

统计，广东戏曲剧种的数量在几十

年的发展中几乎没有变化，

相反有些剧种如雷剧、客家

山歌剧，竟有直追地方大戏

的生存态势。这意味着依

附于族群文化、岭南地方文

化 的 粤 戏 生 存 环 境 ，在 日

新 月 异 的 城 乡 经 济 发 展

中 ，基 本 上 保 持 了 从 传 统

向 现 代 的 自 我 发 展 能 力 。

这是广东戏曲发展进步的

重要体现。

“粤戏越精彩”几乎汇

聚了粤戏的重要传承演出

单位，包括类如正字戏、西秦

戏、花朝戏等只有一个基层

专业艺术团体的剧种；同时

也吸收了 12 家民营戏曲院

团以及二位以个人名义参

演的戏曲传承者。这些演

出者的共襄盛举，得到了所

在市县文化主管部门、艺术

研究机构的大力支持。这

样由省、地、市、县全员参与

的戏曲展演活动，充分说明了

戏曲的“文化自信”，需要通过

戏曲遗产的所有持有者得以实现。

在 2017 年 春 天 即 将 到 来 之

际 ，“粤 戏 越 精 彩 ”的 所 有 推 动 者

已 经 用 敢 为 天 下 先 的 精 神 ，让 戏

曲 在 岭 南 焕 发 出 万 紫 千 红 的 气

象。在国家戏曲利好政策不断推

进 的 氛 围 中 ，广 东 戏 曲 百 花 园 一

定 能 够 持 久 地 沉 浸 在 春 风 夏 雨

中 ，获 得 戏 曲 艺 术 的 更 大 发 展 。

这是从广东省文化主管部门和所

有戏曲人的积极作为中鲜明地体

现出来的。

（本 文 作 者 系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研究员、戏曲研究所所长）

自 2016 年 10 月伊始，戏曲界有

一股暖流涌动在南粤大地。广东省

文化厅主办，广东省艺术研究所联合

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湛江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梅州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广东粤剧院共同承办

了“粤戏越精彩——粤剧与全省地方

戏曲剧种展演暨学术研讨会”将地

方戏曲繁荣发展的希望真实地撒在

了广东戏曲人的心里。

展演：汇演传承 戏出精彩

为了让更多的地方戏曲基层院

团有机会参加“粤戏越精彩”，也为

了 便 于 老 百 姓 有 更 多 机 会 观 看 演

出，“粤戏越精彩”活动按地方戏曲

所属区域和老百姓的观赏喜好将展

演划分为潮汕片区、粤东北片区、粤

西片区和广州总汇演，收到了来自全

省 52个演出单位 11个地方戏曲剧种

119 个剧节目。长长的申报名单，展

现了广东戏曲人期盼“春天”的急切

与勤力。

“粤戏越精彩”展演活动，既活

态梳理了粤戏的存在，又强力展示

了粤戏的精彩！三朵“梅花”与戏曲

新秀同台竞技，名师高徒共同演绎，

戏曲盛宴在南粤大地东西南北中接

续开席。它不仅是广东戏曲人的狂

欢 节 ，也 是 戏 迷 们 的 免 费 饕 餮 大

餐。持续 3 个月之久，跨度两年，总

共 12 天 18 场 99 个剧节目（含 5 台大

戏）演出，足以让广东戏曲艺术之花

在冬天里灿烂芬芳！

研讨：“精彩”背后的期许与思考

为了让展演活动能走得更远，来

自广东省内外的专家学者及参演院团

的代表们不辞辛劳，就共同关心的

“传统戏曲传承与创新”“营造良好戏

剧生态”等话题开展4场学术研讨。

戏 剧 的 发 展 离 不 开 环 境 的 营

造。研讨会上，多位专家提到了营

造良好的戏剧生态的重要性。广东

省艺术研究所所长、国家一级导演

梅晓说，“粤戏越精彩”活动就是要

给地方剧种搭建平台，营造更好的

戏剧生态环境，让全省 11 个地方戏

曲剧种和各地戏曲院团能飞得更高

更远；举办“粤戏越精彩”活动，就是

要让大家在这个平台上感受彼此的

热情，不离不弃、互相学习、互相借

鉴、携手并进、薪火相传，让传统文

化回归，让传统戏曲之路走得更坚

实。广东汉剧表演艺术家、国家级

非遗传承人梁素珍说，我们要多给

基层院团展示的平台和机会，多给

他们温暖、鼓励，少泼冷水。著名潮

剧表演艺术家姚璇秋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说过要有文化自信。尽管遇

到 困 难 ，只 要 有 信 心 ，一 定 能 留 住

根，一定会后继有人。有了这项活

动，广东戏曲的未来肯定越来越精

彩。《中国戏剧》主编赓续华认为，此

次展演是一个修复戏剧生态、集结

人气、修复人心的过程。每个剧种

都要盘家底。这样的展演工作一定

要变成一种常态。广东省话剧院原

党委书记、国家一级编剧赖汉衍希

望各院团能在保留队伍、培养观众

方面做文章，能在传统的基础上创

新。他建议，戏曲人要善于制造焦

点，各剧种不妨搞搞地方名角排名，

通过“名人效应”带动地方戏曲剧种

的发展。

对于传统戏曲的传承问题，广东

粤剧院一级导演梁建忠认为，传承一

定要戒骄戒躁，守根固本，要把传统

戏曲好的东西传承下去。国家一级

编剧罗锐曾表示，每个剧种都要有自

己的文化自信，在传承和创新上要把

握度。雷剧表演艺术家曾成说，近几

年，雷剧人一直致力于人才培养和基

础建设，通过名师收徒，把雷剧的经

典剧目和绝活传给新人。

对于当前传统戏曲面临的困境

和 在 市 场 化 浪 潮 中 走 偏 方 向 等 问

题，专家学者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毛小雨

呼吁戏曲院团不应该减少而应该保

留。中山大学教授吴国钦表示，部

分剧本创作纯粹为了商业演出，让

剧情离奇、形象颠覆，使戏曲变味，

要特别引起重视。

参会的院团负责人、主创们纷

纷表示，此次展演给了各剧种和各

院团一个展示的平台，也给了年轻

人展现的平台。通过展演，看到了

其他院团的长处和自身的不足。他

们一定会坚守阵地，努力经营院团，

培养演员，培养更多的观众，把广东

地方戏曲剧种传承下去，更好地生

存发展。

戏曲传承的交流盛会 艺术发展的精彩篇章
——访广东省文化厅厅长方健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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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传统 薪火相传 共迎戏曲春天
张晋琼

半块氍毹 整个春天
尹洪波

由广东省文化厅主办、广东省艺

术研究所承办的“粤戏越精彩”活动，从

2015年开始，每年一度，参演项目主要

为折子戏或大戏片段，这相对于 3年一

届的广东省艺术节来说，只是掀起一角

幕布，占用半块氍毹。然而两年来，这

个活动越做越声势浩大。轻轻拉起大

幕一角，只见万千霞光流溢，掀起了广

东戏剧的遮天春潮。

据我观察，这个活动之所以越做

越大，原因在于广东各种剧团数量多，积

极性高，演出剧目留存量大，对传统的保

留储量丰富。“粤戏越精彩”这个“及时雨”

般的活动，给这些积蓄找到了喷发口。

在演出活动中，我发现了很多优

秀演员，广泛分布在省、市、县各级国

有院团及民营院团。这一发现，让我

对广东戏曲演出力量有了新的估量，

对广东戏曲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

一出大戏，如果没有一两个可以

当做“折子戏”演出的单元，这个剧目

肯定会全剧平平，不见精彩。能够流

传下来的剧目，基本上都有自成单元

的折子戏。通过这个活动，我也得以

欣赏了很多优秀折子戏，比如《大闹青

竹寺》《窦娥冤·冤诉路上》《闹钗》《马

福龙卖箭》《困谷》等，可谓精彩纷呈。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传统折子戏给了

我很多艺术启发，让我对折子戏的样

式和特色有了更加鲜明的认识。

这些“粤戏”中的折子戏，具备三

个条件：第一是故事或者曲牌的完整

性，第二是表演程式的独具特色，第

三是有值得流传的优美唱段。我发

现很多粤剧、雷剧或者其他小剧种所

特有的精美的“传统套路”，特别是南

派粤剧的“排场”，确实富有特色，很

见功夫。比如《大闹青竹寺》的短打

和椅子功，《窦娥冤·冤诉路上》的水

袖功，《困谷》中繁重“大武生大靠翻

腾”功。如果说，折子戏中必须具备

“独具特色的表演程式”，因为岭南武

术的融入和借鉴，这一点，在广东地方

戏曲剧种中表现尤为突出。精美唱段

的运用，也是提高折子戏艺术性的重

要手段，比方《桃花过渡》本是潮剧《苏

六娘》中的一折，却一直以来单独存

在，且传唱不衰，原因就是聪明伶俐的

桃花与善良智慧的渡伯的一段对唱，

移植改造于潮汕地区非常有影响的民

歌。载歌载舞，情色俱佳，脍炙人口。

广东折子戏的形成，并非呆板的

组合和僵硬的继承，而是非常注意借鉴

和创新。比如《昊天塔·五台山会兄》，

除了具有自身剧种特色外，也借鉴了一

些昆曲的手法和程式，在山野趣味浓郁

的地方戏中增加了富有城市气息的雅

趣，大大提高了文化品位和欣赏性。

如果说看到一批很好的演员加

上一批很好的折子戏，已经足以令我

高兴，那么看到那些对传统的灵活运

用、变化出新、自成格局后再创作出

来的折子戏新作，更是让我看到广东

地方戏曲未来的发轫点。

湛江雷剧的《闯寺·拷蛤》，就是

成功继承传统、自成格局的优秀原创

折子戏。《闯寺·拷蛤》，将雷剧数种绝

活儿如“跳绳”“吊椅”，巧妙地利用起

来，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欣赏快感。《闯

寺·拷蛤》给“粤戏越精彩”提供了一

个样本、一个启发、一个方向。据说，

这个经验提醒了吴川南派粤剧的同

仁，他们需要将现存的几十种南派粤

剧的“排场”重新思考和定位。

各剧团参与“粤戏越精彩”的积

极性越来越高，好的剧目、优秀青年演

员越来越被发现，固然是一个收获。

通过演出活动给广大戏曲艺术工作者

以更多灵感启发，让优秀的戏曲传统

得到更大更好的发展，源源不断创作

出更多更好的原创优秀剧目，我想那

才是“粤戏越精彩”活动的本意。

（本文作者系国家一级编剧、佛山

艺术创作院原院长）

“粤戏越精彩”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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