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豳嘲传承鼎新

传承与鼎新
——试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中的昆剧振兴与发展

浙江昆剧团 林为林

昆剧，是中国古典戏剧的代表剧种，相传为元末明初昆山顾坚始创，已有600

多年漫长的历史。它剧目丰富，剧本文词典雅华美，表演技艺载歌载舞，唱腔圆

润柔美、悠扬徐缓，是一门集歌唱、舞蹈、道白、动作为一体的综合性很高的艺术

形式。明万历嘉庆年间，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以及洪舁的《长生殿》、孔

尚任的《桃花扇》风靡天下，昆剧独霸中国剧坛200余年，对京剧和川剧、湘剧、越

剧、黄梅戏等许多剧种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过直接的影响，这也就是人们常常把昆

78 剧称为“百戏之祖”的原因。

纵观中外戏剧史，中国戏曲与古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堪称人类世界的三大

戏剧，而后两种戏剧，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对其艺术，只能从文字记载中寻找踪

影。唯独中国戏曲的“祖剧”——昆剧，历经荣辱兴衰，依然在我国戏剧舞台上长

留馨香，实在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建国以来，随着“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而进行的戏改政策，流散各地的昆剧

艺人陆续吸收到各文艺团体中，使昆剧开始走上复兴之路。尤其是1956年，浙

江昆剧团——也是当时全国唯一的昆剧剧团，在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周传瑛、王

传淞的率领下，晋京献演《十五贯》，获得巨大成功。一时间，在北京出现了“满城

争说《十五贯》”的盛况。周恩来总理在观看完演出后，称誉昆剧为艺术百花园中

的“兰花”。《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为题发表了

专题社论，盛赞浙江昆剧团和《十五贯》的演出成功。此后，北京、上海、南京、苏

州、湖南等地相继成立了昆剧剧院，昆剧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浙

江也因此成为新中国昆曲的发祥地。2001年5月18日，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一濒临绝唱的古老剧种，因此翻开

了艺术振兴发展的崭新篇章。

现在，浙江昆剧团已有演职人员90名，其中获戏曲梅花奖者五人，国家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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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十二人，国家二级演员和各类高级演职员近二十人，曾出现了“传、世、盛、

秀”四代同堂的兴旺局面，培养了汪世瑜、王世瑶、王奉梅、林为林、张志红等一批

优秀的昆剧表演艺术家，第五代“万字辈”也已显露头角。经过近50年的努力，

相继创作排演了《西园记》、《风筝误》、《长生殿》、《浮沉记》、《牡丹亭》、《公孙子

都》等，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一批传统折子戏，如《拾画叫画》、《题曲》、《界

牌关》等，经过不断磨砺雕镂，已成为昆剧表演之精品。

为了推广昆剧艺术和传播民族传统文化，1993年，浙江昆剧团首次独立组团

赴台演出，取得台北观众“奔走相告说浙昆”的轰动效应。其后十年间，剧团九次

赴台演出，场场爆满，形成了持续升温的学、演“昆曲热”。演出期间，台北的街

头、商场、地铁甚至飞机场到处都贴满了宣传浙江昆剧团赴台演出的海报，《联合

报》、《民生报》等几乎每天都有介绍昆剧的文章。剧场四周观众如云，更有闻讯

从香港、日本乃至欧美国家赶来观看的昆剧爱好者，生怕错过了这一品味昆曲艺

术的难得机会。而且台湾观众看戏的文明水准也是很高的。他们怀着虔诚的心

情步入剧场，犹如踏进神圣的殿堂。主演出场，总是报以一个碰头彩，凡演唱精

彩部分，台下掌声都鼓在恰当的地方，有时剧中出现不易理解的词句，也不会叽

叽喳喳地议论，一个个全神贯注静静品味台上的表演。他们中也有追星族，对心

中的偶像，在散场时也簇拥过来，甚至追到下榻的旅舍要求签名、合影，但绝不会 79

在演出中大喊大叫或无礼宣泄。①在昆剧界有一种说法不无道理：“最好的昆曲

演员在祖国大陆，最好的昆曲观众在台湾”。

为什么昆剧在台港澳地区蓬勃兴旺，满堂喝彩，相反在大陆却市场萧索，应

者寥寥呢?究其原因：第一，台湾地区在六十年代开始经济高速发展，物质文明

的发展必然导致对精神文明的更高追求，台湾民众的文化修养已经跨上了一个

较高的台阶，需要高雅艺术来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两岸虽然因为政治原因被

隔断，但中华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无法分割的。台湾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

及审美定势，本身对中华传统文化就有很强烈的了解和接触的渴望。因此，集聚

了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昆剧对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第二，台湾一直注重对观

众群，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培养。当年蒋介石撤退到台湾时，也同时带去了一批文

艺精英。其中的徐行之老师等认识到在昆剧的传承和发展中，观众和演员的作

用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而观众基础的形成更是一个需要长期积淀的过程。

因此，他们一直致力于在台湾的大学校园介绍、推广昆剧，收集各种昆剧资料，五

十年来从未停止。在这些学者和老师的带动下，台湾的大学中普遍都有昆剧社

①张世铮：《我是昆剧之“末”——演艺生涯半世纪》，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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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开设昆剧课程，聘请大陆有专长的名师去讲学施教，已经在台湾，尤其是在大

学校园里，培养了许多昆剧爱好者。但由于没有专业的演出团体，这些爱好者们

只能通过听老唱片和业余排演来过过戏瘾。因此，当亲眼目睹大陆专业昆剧演

员在舞台上华美精湛的表演时无不为之倾倒，口耳相传，昆剧的魅力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台湾观众。真正达到了盛况空前。第三，在台湾，昆剧不仅仅是一个剧种，

更是传统文化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它凝练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国特

定历史社会形态的“活化石”，通过昆剧“可以再现全景的、动态的、直观的、可解

读的历史社会形态。其内容包括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历史、政治、经

济、法律、制度、仪轨、生活方式、社会心理、民俗民情，乃至服饰、房舍结构等”。‘D

因此，相当多文学类研究生的学术论文都与昆剧有关，这无疑奠定了昆剧极高的

学术研究地位，提升了昆剧在台湾观众心目中的文化品味。

而大陆虽然因为《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但由于“文革”的浩劫，老

一辈昆剧艺术家纷纷离世，大量珍贵的昆剧资料在动荡中散失，宣传表演也都被

叫停，不仅在艺术传承，更在观众群的培养上陷入了绝境，对大陆昆剧的发展造

成了致命的打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昆剧虽然重新焕发了生机，但还是步履

维艰。第一，演员人才严重不足。十年前，有人曾把全国六大昆剧院团总共800

—百：广人的演职员队伍。悲壮地称为“八百勇士”，如今只剩“六百勇士”了，②而后继乏
——人，生活待遇偏低，人心不稳，进而导致人才严重流失。第二，昆剧院的硬件设施

缺乏，办公、排练、演出都只能勉强进行，大量的传统剧目失传，如王传淞老师的

很多剧目资料在大陆已无法看到，反而不得不到台湾去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

致了艺术水准的整体下滑。第三，昆剧的方言特色使它的观众群大多集中在江

浙一带，受众面小，演出成本高。第四，昆剧是一门文化修养要求很高的表演艺

术，曲牌宫调平仄押韵，词语典雅意境隽永，使人有高深莫测之感，也使它的观众

群定位于知识阶层。而我们的学校近几十年来课程设置(除汉语言专业)有缺

陷，对古诗词、古汉语的教学几乎接近于零，许多大学生，甚至中文系的研究生都

不知昆剧为何物，更是加剧了昆剧观众的断层。第五，我们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

期，一切以经济建设为重，忽略了精神生活的建设，社会心态普遍比较浮躁，往往

很难静下心来品味昆剧节奏舒缓、意境曼妙的魅力。年轻一代受“快餐文化”的

影响，追求快节奏的流行文化，对隽永悠长的昆曲旋律兴趣索然，以上种种都导

致了昆剧的演出市场低迷。而演出越少，宣传越少，知道昆剧、了解昆剧、接受昆

剧的人也将越少，这是一个必须挣脱的恶性循环。

①朱为总：《变化与困惑一一世纪初昆曲现状谈》。

②华夏经纬网：《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昆曲》。



传承与鼎新鞠脯

还有人提出，昆曲过于文雅的唱词、陈旧的故事情节，丧失了时尚性和大部

分娱乐功能，离当代人的审美需求相距甚远，应作为博物馆艺术，只求保存，不用

发展。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昆剧虽然古老，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它的保护和

传承依然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一，昆曲是中华民族极重要的精神文化遗产。昆曲艺术能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为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并在首批通过的19个项

目中名列榜首．并不仅仅是因为它近况堪忧，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是人类文明的伟

大结晶，一旦失去，我们的损失不仅仅是失去了一种文化形态，更重要的是失去

了寄寓在其中的宝贵民族智慧和精神血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过：一个

有经典、能成熟地、自觉地反思自己的民族，能不断抵御外来侵略，能吸收外来的

营养壮大自己。反之。没有这种自觉的民族虽然也有民族精神，但他很容易被其

它民族所吞并、所压迫，直到这个民族精神和民族生命完全消失。①从这种意义

上说，一个民族的文化经典也就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命。保护一个民族的

文化，就是保护该民族自身。因此．我们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站在战略性的高

度思考，深层次的、带有理论研究性的、可持续发展地推动昆剧的保护和传承，这

也是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衷——保证这些

杰出文化的生存，而不是遏制它们未来的发展相一致的。 8 f

第二，昆曲的传承与发展有助于在现代化进程中重塑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

昆剧的许多剧目中都是弘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的，处处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辉。千百年来，我们民族能平安渡过那么多次的动

荡与危机，正是因为在民族精神的支撑下，全国上下一心，共同克服了一次又一

次的困难。现在社会正面临变革，机遇与挑战并存，人们很容易在各种诱惑和选

择面前失去方向，无所适从，因此，我们更加需要用祖国优秀文化来滋养人们的

心灵，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振奋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

第三，昆剧作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纽带，对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有非常积极的

促进作用。浙江昆剧团坚持十余年不断的来往港澳台地区演出、讲学，其意义不

仅仅只是昆曲艺术本身的传播交流，更在于以“文化大使”的身份，弘扬中华民族

光辉的民族精神与灿烂的传统文化。海峡两岸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字、共同

的语言，生活习性也相差无几。所谓一脉相承，同根连枝，虽然一水相隔，但是隔

不断我们悠久的文化，隔不断我们深深的亲情，隔不断我们浓浓的乡音，隔不断

① 朱为总：《变化与困惑～世纪初昆曲现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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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统一的愿望。而随着分隔时间的延续，台湾独立的逆流一时也蠢蠢欲动，甚

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昆剧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似一条七彩的纽带在宝

岛台湾串起缕缕乡情，似一座伟岸的桥梁沟通了热爱民族文化的心灵，加强了台

湾同胞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中华传统文化乃至祖国的认同，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

聚力，其意义自然非同一般，其潜移默化的作用自非一般的说教可比。而且，随

着两岸融和程度的提升，台湾民众中开始建立起基于自身经历对祖国的新的认

同。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更要有一种既“同源”又更高于此的文化态势，才能对台

湾人民的民心回归更具有吸引力，而昆剧正是一个极佳的文化载体。

对于昆剧艺术的保护和振兴工作，我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并先后制定了相

应的政策。1982年文化部提出了“抢救、继承、革新、发展”的昆曲工作八字方针，

1995年又将原八字方针修改为“保护、继承、革新、发展”，强调了对昆曲的保护意

识。2001年，《文化部保护和振兴昆曲艺术十年规划》出台。这些都使昆曲这个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正在逐步摆脱困境，步人与其在世界文化中的

地位相匹配的良好社会环境，但要真正实现昆剧的振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要在理念上创新。振兴民族戏剧应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而不只是剧

团的责任，要依赖于形成全社会都关注昆剧，重视昆剧传承发展的氛围。

82 一、政府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昆剧保护、扶持的力度，加大投入，

加快剧团内部机制的改革，使昆剧团作为纯公益性事业单位，增强剧团的内部活

力和面向市场的能力，逐步提高和改善昆剧从业人员的生活待遇，使演职人员能

安心演出、创作。

二、做好昆剧传统剧目和表演艺术的挖掘、整理和继承工作，在传承的基础

上进行革新。包括著名演员代表性剧目的音像资料的录制、从艺经验的整理和

记录等；完整保护和继承好目前仍可演出的一批昆剧经典剧目的演出形式和艺

术样式，使昆曲的艺术形式能传延不断；整理和挖掘已经失传的昆剧剧目，使之

成为可供教学和资料保存的艺术资源；从传奇、杂剧、南戏中挑选可供改编的剧

目，以丰富昆剧的演出剧目；用审慎的态度，创作与昆曲的艺术样式相适应的新

剧目，更好地贴近时代与观众。

三、重视在保护和传承的同时实现创作性转换。我们不能简单地复制或借

用古老的文化遗产，而要在保护中加以新的诠释，对传统的文化遗产进行再发现

和再创造，在保留昆剧特有的艺术风味基础上，使其内涵更具有时代感，更能引

起现代人精神上的共鸣，使保护和抢救工作沿着继承、创新的轨迹健康发展。

四、扩大舆论宣传。本次“七艺节”上青春版《牡丹亭》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巨

大的成功，舆论的宣传导向作用功不可没，我们应当借鉴这次的成功经验，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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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定期在报刊、电台组织昆剧专版，开设领导言论、艺人专

访、专家讲座等栏目，经常刊登剧团演出、曲社活动、理论研究等消息，有针对性

地宣传昆剧理论，传播昆剧知识，营造让大多数人尤其是年青人接受昆剧、喜爱

昆剧的浓厚气氛，实实在在地为昆剧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其次，要以制度和机制上的创新为保证。如何使更多的人接触昆剧，了解昆

剧，喜爱昆剧?有了良好的运行机制和制度保障，昆剧的传承和发展才能取得事

半功倍的效果。

一、增加演出机会。昆剧始终是舞台艺术，只有在舞台上才能发挥它最大的

魅力，才能吸引更多的观众。有了观众也就有了市场，也就有了生命力。要争

取、利用各种演出机会，不断提高演出水平，吸引更多的观众来接触昆剧、欣赏昆

剧，扩大昆剧影响力，让大多数人知道昆剧，了解昆剧，认识昆剧，乃至对昆剧上

“瘾”。浙江昆剧团正在组织策划的“新春昆剧专场演出”就是希望能像元旦必听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样，培养观众养成新春欣赏中国传统昆剧的文化消费观

念，若能成功，必将大大扩广昆剧的影响力。

二、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尤其是创作人才的培养。要积极发挥现有老艺术

家的作用，对青年演员进行一对一，二对一的传帮带，使其学有所成，能拥有自己

的代表作，使他们脱颖而出成为新一代昆曲艺术的传承者；鼓励演职人员去拿更 83

高的学历和学位，提高自身的综合文化素质；吸收中文尤其是古代文学的研究

生、博士生对昆剧进行学术理论研究及剧目的编写，扎实昆曲艺术的理论研究功

底，实现昆剧艺术的可持续发展。

三、形成昆剧进大学校园的机制。同样是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日

本规定小学生在学期间必须观看能剧，我们却没有建立这方面的制度。只有年

轻一代喜爱昆剧，昆剧才能长长远远地发展下去。在2004年“七艺节”前的昆剧

推广演出中，杭州的上座率达到80％，而且其中大部分观众都是年轻的大学生，

静静地品味，在恰当的时候鼓掌，表现出较高的欣赏水平和良好的艺术素养。这

充分证明了昆剧在年轻学子中一样会有市场，关键是我们怎样做。我们设想联

合教育部门，以选修课、讲座、免费演出等方式定期介绍和推广昆曲艺术，也可以

试行用学分制的方法，在大学校园里建立起昆曲讲学、演出、普及的基地，可先从

相关艺术院校或者相关专业进行试点，待成熟后再推广，为昆剧培养出更多高素

质的观众和潜在的创作人才。

21世纪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昆剧艺术的保护和振兴还需要社会各界

的共同努力。虽然还会有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但对它的未来我们是充

满希望和信心的。



翻豳传承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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