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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青春碰撞古老
———从京剧进厦大谈起

蒋 芃

摘 要：戏曲是我国的古老文化之一，戏曲文化的命

运关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如何将古老的戏曲推

向青春的校园，让它们碰撞出绚烂的火花，是当代戏

曲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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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底，福建京剧院携《杨门女将》、《锁麟囊》两

出大戏赴厦门，参加厦门大学 2012“中文有戏”演出

季。

尽管演出时机不佳（恰逢高校考试月和毕业季）、

宣传力度不大（仅白城校门附近贴有本次演出的宣传

海报）、天气状况不好（演出前突然降雨），但演出的反

响却出奇热烈———能容纳 4000 名观众的建南大礼堂
一层几乎座无虚席，演出过程中的掌声和叫好声此起

彼伏，演出结束后跑到台上来和演员们合影的观众络

绎不绝。

台上谢幕，余韵绵延。自厦返榕后，我们除在官方

微博上读到观众对此次演出的积极评论，还陆续收到

厦大学生的一些电子邮件。而厦大台湾籍在读博士生

林显源等人更是专程赶到福州，就京剧艺术的发展和

京剧进校园等问题对刘作玉院长进行了访谈。这既让

我们始料不及，也让我们心生感动。

回顾此次京剧进厦大活动， 笔者深刻体会到，艺

术的存在离不开生活的土壤，艺术的发展离不开观众

的支持。 在戏曲观众群逐渐老化的今天，如何使戏曲

这门古老的艺术在与青春校园的碰撞过程中迸发火

花，如何在大学生们的心中燃起拥抱戏曲、热爱京剧

的热情， 进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得以绵延和传承，确

实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首先，要努力开拓校园戏曲的成长园地。 校园戏

剧演出是大部分高校的传统，这种演出一方面能丰富

师生的课余生活，培养戏剧观众；一方面又能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给了爱好戏剧的学生一方展示自己的舞

台。 通常情况下，大部分参与演出的学生离校后都会

远离舞台，这段校园演出的经历就会成为其终生珍藏

的记忆，甚至能够影响学生以后的艺术欣赏选择。 遗

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戏曲，特别是京剧很少能进入

校园戏剧演出的行列。 福建师范大学左岸戏剧坊、福

州大学虫二剧社的历次校园公演剧目均为话剧。然而

这次在厦门大学，笔者高兴地看到，2012“中文有戏”

演出季在两场专业京剧演出之外，还安排一场学生票

友演出，而登台学生票友的水平之高，让很多专业演

员都赞叹不已。笔者认为，这些高水平的学生票友，是

校园戏曲宣传推广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专业戏曲院

团未来最大的市场。 正因为认识到这批人的重要性，

所以我院派出了专业团队，为他们提供了化妆、乐队

等方面的帮助， 让这些票友不出校园便过了一把戏

瘾。对此，出演了《红娘》选段的乾旦、厦大哲学专业本

科生李金洋同学在来函中感慨地说道：“这让我意识

到我们肩上责任之重。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钻

研京剧艺术， 通过演出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国粹，京

剧一定会走出困境！”大学生们对戏曲、对京剧的发展

都如此有心， 我们又怎能不尽心竭力地帮助他们呢？

一切发展都离不开基础，戏曲进校园也是如此。 结合

我院的经验，笔者认为，作为专业戏曲院团，应该放下

身段，主动为校园中那些已经迈入戏曲大门的学生提

供服务，了解他们的想法，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给予

他们必要的指导。 年轻的学生票友是戏曲的宝贵财

富，善待他们实际上就是善待戏曲的未来。

其次，要积极建立观众戏曲的联系纽带。 根据观

众反馈的信息看， 现在的大学生并非不喜欢戏曲，而

是因为长期缺乏接触， 致使他们与戏曲产生了隔膜，

陌生感由此产生。 因此，建立起大学生与戏曲之间的

联系纽带，让大学生有机会走近戏曲、了解戏曲，是非

常必要的。

要让学生们走近戏曲，一是要让他们有看戏的机

会。这看似容易的事情，实际操作起来却困难重重。首

先，因为没有看戏的习惯，学生们大都不会主动前往

剧场购票观剧；其次，现今高校大都集中在远离主城

区的大学城，交通不便，加之学生宿舍定时锁门的铁

律，人为地增加了大学生走向剧场的难度；第三，剧院

团自身宣传不力，演出信息无法及时对外发布，造成

了很多原本想到剧场观剧的学生错过观剧的机会。为

了解决上述这些问题， 国家在 2005 年启动了高雅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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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校园活动，让专业剧团直接送戏进校园。 七年的

实践取得的效果是显著的，它在高校中催生了一批年

轻的戏迷群体。 这些群体的形成，为戏曲植根于大专

院校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 这种繁荣还是有局限性

的，小范围内的热浪还无法形成全局性的热潮，仍有

相当多的学生对专业剧团送戏进校园活动仍抱着一

种“看热闹”的心态，看过即忘，也不会产生浓厚的兴

趣。要突破这个瓶颈，就必须在送戏进校园的同时，适

时在大学生中开展戏曲知识教育，将“走近戏曲”深化

为“走进戏曲、了解戏曲”。 这种教育应依据受众的特

点，有区别地开展。对中、小学生及大学非相关专业学

生，可采用直观、活泼的广场式交流方式。我院在福州

大学及福州大学至诚学院开展的两次进校园活动，就

是以用小花脸演员略带俏皮的串讲为主线， 辅以戏

装、脸谱、程式等京剧元素的近距离呈现，再引入前一

段网络上流行的京剧“丢手绢”互动，华美的视觉冲击

与丰富趣味性相结合，让京剧变得活泼可亲，使学生

们产生了亲近、了解京剧的意愿，也让他们在后来能

更积极、主动地去和演员沟通、交流。对高校相关专业

的学生和有一定戏曲基础的学生，则更适合采用专场

讲座的形式。讲座的内容可以主讲人的舞台创作实践

经验为主；如有条件，甚至可以考虑在校园内开设戏

曲实践相关课程， 让学生们亲自参与到戏曲实践中

来。 高校中相关专业的学生大多具有丰富的理论知

识， 但对于舞台实践方面的知识积累则相对残缺，相

关的讲座及实践课程不但为他们提供了理论联系实

际的机会，也能给他们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专

业院团应充分运用各种宣传媒介，拓宽戏剧戏曲的宣

传空间。 信息化正引领着当今世界走向未来，互联网

在人际交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亿万网民

中，学生网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群体，谁能够被

这个网络群体接受， 谁就抢占到了人脉资源的制高

点。因此，专业院团必须在继续做好平面宣传的同时，

主动进军网络，利用互联网这个阵地开展各种宣传营

销工作。 以我院的网络宣传为例，在开通官方微博和

实名认证主要演员微博后，我院在进校园活动时均主

动将微博联络方式留给学生。 活动结束后，我们经常

能在微博上收到学生们通过微博发来的感想和意见，

而演员们也能通过微博与戏迷进行交流，拉近彼此的

距离。 利用好互联网这个工具，既能为专业院团自身

做好宣传营销，也能在院团与学生之间搭建起一座沟

通的桥梁。

第三，要尽力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戏曲走

进校园，戏曲与学生们沟通，只靠专业院团一方的努

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的密切配合，

这样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

据厦门大学台湾籍博士生林显源介绍，台湾的中

小学生每年需观看两场演出，这已经作为一项指标纳

入了学生的个人考核中。 这一规定的结果是双赢的：

一方面可以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使学生逐渐养成观

剧的好习惯；另一方面也可以给专业院团带来固定的

经济收入。台湾的这一成功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作

为戏曲大省，福建专业戏曲院团众多，优秀剧目和高

端戏曲人才层出不穷。如果专业院团将无法进校园的

精品大戏放在剧场里，为本地大中小学生每年进行两

次专场演出，再辅以进校园演出的各种小戏、折子戏

等，那么，能够欣赏到高水平戏曲演出的学生人数就

非常可观了。若其中能有十分之一的学生从此爱上戏

曲，则戏曲在未来几十年中便不会再为没有观众而发

愁了。

另外，在以往的进校园活动中，我们发现有些学

校存在着想观剧的学生无法观剧、不想观剧的学生却

被强制到场观剧的现象。 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可

能是因为学校在演出宣传方面没有做好，另一方面也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辅助普及工作没有做到位。针对这

一问题，笔者认为，学校和专业院团应该合作进行宣

传普及工作。 首先，学校拥有一整套完备的信息传达

系统，可以透过这套系统，提前将演出信息传达给每

一位学生，让学生们自己做出是否观剧的选择。同时，

院团也可以向学校提出申请， 在演出前主动进入校

园，开展广场式的交流活动或开设讲座，主动进行自

我宣传，以激发学生主动进场观剧的意愿。再者，院团

在进校园的剧目选择方面，首选的应为最能代表本剧

种特色的成熟剧目。 但如面对的观众为 14 岁以下的
中小学生时， 则可将演出剧目调整为表演时间较短、

表现形式活泼的折子戏或专门的儿童剧等，但最好不

要出现以歌舞表演代替戏曲演出的情况。 最后，在进

校园演出的门票分配上，学校应该首先保证有观剧意

愿的学生进场，避免强制进场的现象，以免造成“被观

剧”的学生对戏曲的抵触心理。

戏曲是我国古老文化之一，戏曲文化的命运关系

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 我们愿以自己微薄的力量，

将古老的戏曲推向青春的校园，让它们碰撞出绚烂的

火花，点燃起前进的火把，照亮中国戏曲的未来。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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