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戏曲导演，

既 要 排 戏 还 要 教 戏

做 示 范 。 特 别 是 当

下，随着社会的大发

展 、大 进 步 ，人 们 的

文化生活丰富多样，

艺术品种多元化，全

社 会 整 体 的 文 化 水

平日益提升，观众艺

术 审 美 的 需 求 与 标

准 亦 越 来 越 高 。 我

们 戏 曲 导 演 要 排 好

戏，首先要明确导演

的责任，要把握剧本

的三个特点：要有强

烈的时代质感，穿越

历 史 ，观 照 今 天 ，服

务今天；剧中主人公

要 有 明 确 的 主 动 行

为贯穿全戏，并在行

动 中 展 示 主 人 公 的

境界与智慧；全剧必

须 突 出 主 人 公 情 感

的脉络，力求以情动

人 、以 戏 感 人 ，给 观

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将 艺 术 寓 教 于 乐 的

功能最大化。

举 例 说 明 ，2015

年 为 纪 念 抗 日 战 争

胜利 70 周年，我为安

徽 省 徽 京 剧 院 排 练

了《抗 倭 英 雄 戚 继

光》。 我 注 重 突 出

戚 继 光 组 建 戚 家 军

英 勇 抗 击 倭 寇 的 强

烈 爱 国 主 义 精 神 ，

把 历 史 上 中 华 民 族

英 雄 的 家 国 情 怀 同

今 天 倡 导 的 爱 国 主

义 精 神 贯 穿 一 线 ，

使 新 编 历 史 剧 服 务

于 当 今 社 会 的 时 代

责 任 感 、使 命 感 尤

为突出。

在 突 出 戚 继 光

的主动行为方面，全

戏 一 开 场 就 展 示 了

戚 继 光 深 谙 兵 书 战

策，以骄兵之计战胜

倭寇，救出被掳去的众乡民，紧接着，戚继光到

义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解决民间纠纷；组建戚

家军，接纳奇人造狼筅，大练鸳鸯阵。在戚家

军组建中为严明军纪，戚继光排除了亲情的干

扰 ，对 扶 养 自 己 长 大 成 人 的 亲 舅 舅 动 用 了 军

法，整肃了军纪。在倭寇声东击西的大举进犯

中，戚继光洞察敌情，兵分两路，以三千戚家军

战胜了两万倭寇的进犯，取得了大明朝载入史

册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成为中华民族抗倭历史

的光辉一页。这出戏的成功，原因除了全体演

职人员的拼搏努力外，还有导演与编剧密切合

作的成果。

戏曲导演要有独特戏曲样式的呈现。有人

说，话剧是体验派，戏曲是体现派。而今天的戏

曲舞台上，众多剧种都有着自己不同的表现样

式，而且，我亦赞同不同剧种应有不同的表现技

巧及样式。当然，戏是车，曲是辙，声腔艺术是

表现不同剧种的主要手段。我个人以为戏曲导

演的呈现方式应该注重以下几点：

一、戏曲要注重夸张变形的表演方法。

戏曲的四功“唱、念、做、打（舞）”，五法“手、

眼、身、法、步”本身即是技巧的规范，更是表演

艺 术 的 法 则 。 这 些 都 是 老 一 辈 艺 术 家 从 生 活

中提炼、加以艺术升华的心血结晶，用好“四功

五法”就是体现戏曲夸张变形的表演样式。主

要演员要站有点、亮有相，群众演员要聚有形、

散有线，充分发挥戏曲以歌舞演故事大写意的

表演风格。

二、戏曲导演要遵循“情是灵魂，节奏是生

命”的艺术规律。

“唱戏唱情，演戏演人”，特别在唱念方面要

以情带声，声情并茂，情出人物，情出味道，情是

最高难的艺术技巧。节奏产生美，节奏出绝活

儿，节奏是戏曲艺术的生命。厉慧良先生在《艳

阳楼》饰演的高登，为什么一个上马能赢得五次

掌声？尚小云先生为什么在《昭君出塞》的上马

动作中赢得三次掌声？其诀窍就是节奏掌控得

十分高超。导演就是掌握节奏的总设计师和现

场总指挥。

三、戏曲导演要充分发挥戏曲文戏武唱、武

戏文唱的艺术特长，也可以说是文戏舞唱、舞戏

文唱。

比如京剧的《驱车战将》，就是典型的武戏

文 唱 。 而 黄 梅 戏 的《夫 妻 观 灯》就 是 文 戏 舞

唱。昆曲的《林冲夜奔》就是文戏武唱。我在

排 练《抗 倭 英 雄 戚 继 光》《奇 女 无 容》《巾 帼 小

将》《杨 靖 宇》《吉 鸿 昌》《诸 葛 亮 临 危 受 命》等

戏中都是有文有武，文武兼备。这样既调动观

众的审美情趣，又丰富了艺术表现手段，同时

更提高了演员的艺术技巧，让戏更加具有艺术

观赏性。

四、在戏曲的舞台上还要特别注重“此处无

声胜有声”表演样式的充分发挥。

戏曲艺术中的“起霸”“走边”“马趟子”“打

把子”等程式技巧都是老祖宗几百年留下来的

珍贵财富。这些技巧的呈现既能展示演员的高

超技艺，又能让观众得到美的享受。为此，我每

出戏中都注重使用这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传

统技法，并在继承中坚持守正出新、守正出奇的

创作理念，精心设计、精心排练，力求好的艺术

效果。

总 之 ，新 编 历 史 剧 的 创 作 排 练 ，一 定 要 突

出戏曲本身的艺术特点，一定要在强化突出剧

种本体的前提下守正出新，在学习继承发展的

过程中取得更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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讴歌改革开放伟大历程的恢宏史诗
——评大型文艺晚会《我们的四十年》

居其宏

虽 然 长 期 以 来 ，许 多 人 把 民 歌 仅

仅看作劳动者审美或娱乐的工具或对

象 ，但 实 际 情 况 远 非 如 此 。 从 许 多 历

史 和 现 时 的 事 实 证 据 来 看 ，我 们 发 现

民歌曾被作为巫术乐舞中人与神交流

的 媒 介 、生 产 劳 动 中 鼓 舞 干 劲 的 兴 奋

剂、旷野生活中通讯联络的信号、求偶

仪式中吸引和选择异性的工具……总

而 言 之 ，民 歌 曾 经 并 仍 然 在 介 入 人 类

生 活 的 各 个 方 面 ，成 为 服 务 于 人 类 生

存斗争的多功能文化工具之一。中国

民歌的文化生存功能既是以极其多元

的 方 式 存 在 的 ，也 是 受 到 特 定 生 存 环

境及相应的特殊生存需求而特殊显现

的；因此，我们既不能以艺术美学的狭

隘功能观来否定民歌文化功能的多元

性 ，也 不 能 以 传 统 人 文 学 科 动 辄 指 称

“ 一 般 规 律 ”的 思 维 方 式 ，将 民 歌 的 文

化功能的特殊性认识偷换为绝对真理

式的“普适性”认识。

（何晓兵：《中国民歌的多元文化功

能》，原载于《中国音乐》2018年第 06期）

数 字 技 术 在 社 会 上 的 广 泛 应 用 极

大 促 进 了 数 字 时 代 的 到 来 ，受 到 数 字

时 代 的 影 响 ，大 众 的 生 活 方 式 、工 作

方 式 和 思 维 方 式 也 随 之 发 生 了 变

化 。 通 过 合 理 应 用 新 技 术 和 新 媒 体

开 展 音 乐 创 作 活 动 ，音 乐 创 作 的 方 方

面 面 都 进 行 了 适 当 的 调 整 。 所 以 在

对 数 字 时 代 音 乐 创 作 进 行 研 究 的 过

程 中 ，应 该 重 点 关 注 新 技 术 媒 体 对 音

乐 创 作 的 影 响 ，争 取 对 数 字 时 代 音 乐

创 作 形 成 全 新 的 认 识 ，促 进 音 乐 创 作

活动的全面优化开展。

（田珂屿：《数 字 技 术 对 音 乐 创 作

的 影 响》，原 载 于《音 乐 天 地》2018 年

第 10 期）

在当代社会中，促成中国传统音乐

文化认同的要素已经大部分变形或消

失，传统音乐面临着文化认同危机，为

此，学校成为传承传统音乐，摆脱认同

危机最为合适的场域。然而，学校音乐

教育以西方音乐为主体，传统音乐沦为

“ 民 族 附 属 ”的 现 实 ，证 明 情 况 不 容 乐

观。在当前情况下，应采取差异化的教

学策略，在秉持双重音乐文化认同、坚

持工具性内容与阐释性内容的对比与统

一以及强调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身份等

方式的基础上让学生深入认识中国传统

音乐，促成文化认同。

（王琳：《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认同的

差异化教学策略研究》，原载于《音乐创

作》2018年第 12期）

在艺术歌曲中，伴奏只是钢琴所担

负的一部分功能，不能把钢琴简单认为

是艺术歌曲的伴奏乐器，而应该充分发

挥钢琴的独立性功能和意义；钢琴伴奏

写作的整体规划主要从风格把握、结构

分析、织体选择、结构扩充四个方面进

行；钢琴伴奏的写作要处理好歌词、旋律

与钢琴伴奏彼此之间的关系，并选择恰

当的织体形式，同时还要写好歌曲的前

奏、间奏和尾奏，并巧妙地使用震音和持

续音等技术手法；以功能和声为基础并

进行一定的探索与创新的和声技术手

法，对于艺术歌曲创作来说很可能是一

种不错的选择；艺术歌曲钢琴伴奏的音

型要能够对音乐形象进行形象化的模

仿、暗示和描绘，对情绪、背景进行有力

的烘托，使用现代作曲技法和音色拓展

技术将会把艺术歌曲的创作推向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等。

（梁宝忠：《论艺术歌曲钢琴伴奏的

写法》，原载于《歌海》2018年第 05期）

《我们的四十年》是由中共中央宣传

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

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北京市为庆祝我国改

革开放 40 周年而联合创制的一台大型综合

性文艺晚会，晚会充分调动音乐、情景短

剧、朗诵、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丰富表现

力，以气势磅礴的史诗性构思、激情洋溢的

雄迈笔调，全方位展现十一届三中全会确

立改革开放国策 40 年来给我国各条战线带

来的翻天覆地的神奇变化，讴歌了中华民

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伟大复

兴历程。

从一度创作的角度看，晚会的整体构

思和内容结构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在改革

开放 40 年进程不同阶段诞生的创作歌曲，

二是专为这场晚会新创作的歌曲或舞蹈、朗

诵作品。值得称道的是，晚会主创并非简单

直接地将这些作品按照年代排列组织起来，

而是力求结合改革开放进程中党的一系列

重大决策、典型事件、真实或虚拟的人物，通

过若干情景短剧形式将它们置于特定的时

代条件和戏剧情境之下，使之有机串联、融

为一体，形成晚会的主体框架和叙事结构。

晚会选取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我

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金梭与银梭》《好人一

生平安》《春天的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爱你塞北的雪》《信天游》《我的中国心》

《江山》《在中国大地上》《我爱你，中国》等

优秀“老歌”，在当年面世之初便已脍炙人

口，在华夏大地上广泛流传、不胫而走。它

们虽有各自的创作背景和特定情境，但早

已成为人们深埋心底挥之不去的听觉记

忆；如今在晚会中再次响起这些熟悉的歌

词和优美的旋律，不禁自然而然地唤起那

些改革开放 40 年征途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过

往不同的经历，于是有一种感同身受的人

生亲切感和历史沧桑感油然而生，不约而

同地为 40 年来发生在身边、因而改变自己

命运的时代巨变和辉煌成就而在心灵深处

引起共振和共鸣，发出由衷的礼赞。

我注意到，因表现使命和内容展开的

需要，晚会也奉献出一些有较高艺术质量

的新创歌曲作品。其中，宋小明作词、印青

作曲的《时代号子》，在号子这种传统民间

音乐形式基础上赋予具有时代感的铿锵音

调和坚定节奏，形象地表现了中国人民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撸起袖子

加油干”的精神气质；王晓岭作词、印青作

曲的《强军战歌》，是一首大气磅礴的进行

曲，塑造了新时代中国军人金戈铁马、勇往

直前、战无不胜的英雄群像；夏征宇作词、

孟卫东作曲的《“一带一路”畅想曲》，则在

富有想象的歌词和流畅动听的旋律中，洋

溢着一派浪漫的诗情画意以及对未来的美

好憧憬。

晚会另一个突出亮点，是老中青三代

著名歌唱家、戏剧表演艺术家、舞蹈家云集

人民大会堂舞台，怀着对改革开放 40 年祖

国辉煌成就的自豪感和使命感，以饱满的

激情和出众的才华，与中央及某些地方文

艺院团、军人艺术家和普通战士、北京市中

小学生一起，共同高水平演绎作品，从而将

这场晚会绘成一幅讴歌改革开放的史诗性

画卷。其中，在诸多情景短剧中扮演各种

人物的张国立、吴京安、刘劲、张凯丽、吴

刚，在晚会担纲独唱、领唱、小组唱或小合

唱的雷佳、王丽达、吴碧霞、殷秀梅、幺红、

吕继宏、张明敏、成龙、张也、张英席、王传

越、汤子星、薛皓垠、陈小涛，在情景舞蹈

《绿水青山》中领舞的山翀，都展现了他们

雄厚的歌唱和舞台表演实力；尤其当广大

观众十分熟悉、十分爱戴的老一辈歌唱家

郭兰英、李光羲、刘秉义、胡宝善、才旦卓

玛、杨洪基、耿莲凤等登台，与全体演员一

起领唱与合唱《我爱你，中国》时，全场气氛

立马沸腾起来，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

共同和着那深入心坎的歌词、节拍和旋律引

吭高歌，雷鸣般的掌声和歌声如大海惊涛汹

涌澎湃，彰显出十三亿中国人民热爱祖国、

热爱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

改革开放、矢志不渝奔小康的豪情壮志，就

此将晚会推向艺术感染力的最高潮。

自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诞生以来，每

逢党和国家的重大节庆，我国文艺界推出

的类似国家级大型综合性文艺晚会已有

《中国革命之歌》和《复兴之路》。与之相

比，《我们的四十年》的创新点在于突破单

纯歌舞晚会模式，以情景短剧作为大的结

构单元，在歌舞之外又加进戏剧表演和朗

诵等艺术形式，令晚会的构成元素更为多

样，表现力更加丰富。不足之处有二：其一

是在个别情景短剧中，入选的老歌虽好但

不甚切题；其二是某些新创作的歌曲和朗

诵应注意克服简单配合和标语口号化倾

向，其思想艺术质量有待提高。

由于大型综合性文艺晚会关乎国家形

象，故笔者衷心期待，在未来类似创制中，

其主创团队应开阔眼界，举全国文艺界之

力，将最具艺术创造力的艺术家吸纳进来，

牢记并按照“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

良”的标准审视作品、严格把关，如此方有

可能打造出堪与《东方红》《复兴之路》相媲

美的精品力作来。

（作者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日，中国傩戏学研究会成立 30 周年

暨第二届中国（德江）梵净山傩文化学术研

讨会在贵州德江举办。“三十而立”，作为最

具权威的专门研究傩戏的学术团体，回望

一路走来的 30 年，取得了哪些成果？站在

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傩戏研究今后又应

走向何方？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傩戏学

研究会会长刘祯。

三十而立“立”了什么？

“30 年来，中国傩戏学研究会依靠各地

会员，依托各级文化厅局，行走在山区，露

宿于乡村，餐风于田野，执着于民间，点点

滴滴，一乡一村，汇聚为今天之势。”

中国傩戏学研究会经过 30 年努力取得

了哪些成果？刘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队伍的扩大。30 年前中国傩

戏学研究会成立之时，会员有 120 多名，到

今年会员有 400多名学者，遍及全国 20余个

省区市，涉及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

学、戏曲学、舞蹈学、音乐学、文化人类学、

民间文学和神话学等领域。傩戏、傩文化

本为最民间的“形而下”艺术和文化，与百

姓日常生活有着难分难解的密切联系。知

识系统的“形而上”能够“屈就”到下里巴人

的民间，变化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和提高。

先是最基层的文化工作者和少数知识精

英，他们不囿传统而看到这种祭祀文化的

生命力和根性力量，执着地去进行田野考

察，从最原始的采集和记录做起，这片“荒

原”渐次进入学者视野。随着非遗保护有

力开展，傩戏、傩文化的关注者，不再只是

学者、非遗工作者，也包括百姓和领导干

部。这支队伍的成员明显增加，特别是增

加了很多年轻的学者。

二是在全国建立了多个研究基地。迄

今为止，研究会共建立了湖南冷水江市、江

西南丰县、山西省潞城市、湖南省临武县、

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贵州威宁

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贵州省德江县等傩

文化研究基地。设立研究基地是中国傩戏

学研究会与地方文化及非遗保护部门的一

项战略合作，旨在将该地傩戏、傩文化对象

的传承和保护，以科学、系统和全面的规划

加以实施，重视构建传承和保护的生态系

统，特别是组织学术力量的投入。

三是学术研究上成绩斐然。“研究会成

员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的数量蔚为可观，构

筑了傩戏学的基础。成立 30 年之际，我们

精选一批论文，编辑出版了《祭祀与戏剧论

文集》，展示傩戏学的发展和历程。”刘祯介

绍，先后出版的相关专著及大型画册数以

百计，论文逾千篇。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至 90 年代前期，傩戏、祭祀文化研究形成一

个高潮，在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引人注目，发

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数量十分可观。曲

六乙、王兆乾、周华斌、庹修明、麻国均、康

保成、杜建华等学者的学术成果显著。进

入 21 世纪以来，傩戏傩文化研究成果和质

量有新的提高，如朱恒夫教授担任首席专

家的中国傩戏剧本整理和研究列入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

三十年来傩戏的变化是什么？

“这 30 年于傩戏、傩文化有着太多的变

化，这在曲六乙老会长为《祭祀与戏剧论文

集》所写序中有很多叙述。30 年前的开创

与筚路蓝缕，及至今天非遗保护视野下的

全民性重视和关注，不啻天壤之别。”

刘祯表示，曾经，傩文化被排除在正

统 的 学 术 话 语 体 系 外 ，甚 至 被 归 为 封 建

迷 信 。 随 着 社 会 的 进 步 ，文 化 自 觉 的 增

强，以及非遗保护工作的推动，傩戏的传

承 与 研 究 越 来 越 受 重 视 。 30 年 来 ，不 仅

有 许 多 傩 戏 事 项 被 列 入 国 家 级 或 省 级 、

市 级 非 遗 名 录 ，而 且 学 术 界 处 于 前 沿 的

部分精英已经意识到傩文化这种民间文

化 的 重 要 性 ，如 李 泽 厚 把 傩 和 礼 乐 文 化

联 系 起 来 ，他 论 述 道 ：“ 中 国 文 明 有 两 大

征 候 特 别 重 要 ，一 是 以 血 缘 宗 法 家 族 为

纽 带 的 氏 族 体 制 ，一 是 理 性 化 了 的 巫 史

传统。两者紧密相连，结成一体，并长久

以各种形态延续至今。”李泽厚的认识是

一 个 典 型 事 例 ，傩 文 化 从 最 初 的 被 遗 弃

和 今 日 的 令 人 刮 目 相 看 ，可 以 说 是 今 非

昔 比 。 当 然 ，不 是 所 有 学 者 都 具 有 这 样

一 种 认 识 ，包 括 李 泽 厚 的 认 识 和 肯 定 也

是有限的，例如他对遗存于民间的“形而

下”的傩还是不够了解。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乡村振兴，在

积极地打傩文化这张牌。刘祯认为，相比

于有些人的心存疑虑，这种做法更有智慧

和眼光。“此次德江会议，当地政府就把会

议议题和乡村振兴联系起来。这就是一个

亮点，是一个大的超越。”

一般认为，傩戏并非处于戏曲发展的

前沿，其形态和价值主要还是历史的，它的

审美价值具有素朴的特征。然而，在刘祯

看来，傩戏的传承和保护对当下戏曲发展

依然有启示意义，原因在于：当前在非遗保

护工作中，人们关注较多的是物质层面的

数量变化和多寡，而事实上它对艺术发展

包括戏曲发展的精神性价值更加值得人们

关注和思考。这就给戏曲发展的反思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即回到戏曲的原点，

去思考戏曲本质和规律性问题。

今后傩戏研究如何开展？

对于傩戏研究的前景，刘祯表示大有

信心：“傩文化所具有的根性和祭祀性，使

得傩更多保留了原生态和本土、乡土气息，

包括它仪式和祭祀的恒定性，是一剂历史

的固化剂，而最终会成为未来民间思想、文

化和艺术研究最富有和最具原生态的矿

藏，对民间整体性的历史反思和学术转移

是可以期待的。”

刘祯也坦承，傩戏研究仍处于初期状

态。傩戏研究内容包括傩仪、傩戏、傩舞、

傩俗、傩艺、傩技等领域，虽有不同门类的

学者进入，涵盖了多个学科，但都停留在分

门别类的层面。要使傩戏的研究更上一层

楼，则需要超越门类的界限，将傩戏从祭祀

文化、民间文化的整体性、宏观性的高度，

进行体系性的研究。

那么，如何开展得更好？刘祯认为前

提是对傩戏、傩文化的认识要达到一定高

度。我们要看到傩戏、傩文化被寄寓了民

间的思想、文化、信仰、情感、艺术、民俗等，

是一个系统文化的综合体。现代文化进入

乡村的所有角落，但不能完全替代和消解

民间祭祀仪式，因为它是一种民间文化的

共融体。

刘祯一再表明：“没有民间文化的文化

自信是不真实、不全面的，真正的文化自信

应包含民间文化的在位。民间文化是否在

位，可以作为一块试金石。”

中 国 傩 戏 研 究 将 走 向 何 方
———访中国傩戏学研究会会长刘祯—访中国傩戏学研究会会长刘祯

本报记者 刘 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