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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传统并勇于创新才是京剧传承之道
——北京京剧院院长李恩杰谈《屈原》

文／麻 雯

李恩杰院长

《屈原》一剧的唱念做打尽量保留传统京剧的精髓

记者：屈原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将他

的故事在京剧舞台上呈现出来，对剧本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请谈谈立意和创作过程。

李恩杰：2013 年，中国剧协举办了“中国

历代文化名人戏剧创作工程”剧本征集活动，

《屈原》让我们眼前一亮。作者是文化部戏剧

处处长吕育忠，他酝酿了十几年，创作出这部

剧，可以说是厚积薄发。从北京京剧院来说，

创作的选题应该和剧院的地位、剧院承担的责

任相统一。我们认为北京京剧院的戏应具有厚

重的文化积淀，应是大气蓬勃、输出正能量、

能够立得住的戏。通过立戏，延续和提升剧院

在京剧发展当中的作用，并且锻炼演员队伍。

《屈原》这个剧本与剧院选题的方向、要求比

较吻合。

北京京剧院投入了相当大的力量，组织了

当今京剧创作方面最权威的专家，选择了近几

年发展势头强劲的青年演员。屈原是中国历史

上非常有影响的文化名人、政治家、改革家、

思想家，选择一个恰当的角度把他在舞台上展

现，让更多的人通过看京剧了解屈原的伟大人

格。

当今，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非常丰富，我

们的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也应当提升，北京京

剧院要发挥文艺院团应有的作用。我们希望《屈

原》能够引发人们的思考，树立做人做事的追

求方向。

记者：5 月 6 日、7 日，《屈原》在梅兰

芳大剧院公演，引起了不错的反响，很多观众

对剧中舞美、音乐、人物扮相等方面的创新印

象深刻。在坚持传统和创新之间，如何把握这

个“度”？

李恩杰：《屈原》公演后，总体感觉初步

达到了最初的设想。屈原是中国的文化巨匠，

剧本承载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观众对这部戏

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很多观众观看之后评价

说，这是一部多年没有见过的、让人眼前一亮

的新戏。

《屈原》在传统京剧的基本框架之下融入

了很多现代的元素。今天的京剧到底应该做成

什么样？既保留传统，又要让今天的观众——

特别是不了解传统京剧的观众——能走进剧

场。怎么做？完全按照传统老戏的方式去排，

那是不行的。想要创新，必须弄明白哪些是符

合规律、能被观众认可的；哪些偏离了京剧的

本体。《屈原》一剧的唱念做打尽量保留传统

京剧的精髓，而在服装、人物造型、舞台样式、

音乐上尝试创新，总体效果还是挺好的。我们

还会在听取多方面意见之后再作调整。

创新和改变怎样才能不违背京剧的基本规

律，这是我们最为看重的一点。《屈原》公演后，

我们连续召开了若干个研讨会，邀请戏曲界

最权威的专家、戏迷、票友畅谈自己的想法，

最后京剧院内部还要开展演员和主创的座谈

会。6 月 3 日、4 日将迎来第二轮公演，我们

要提前拿出整改方案。《屈原》具有一个良

好的基础和起点，今后要不断打磨、提升。

记者：对于京剧本体的把握一直是排演新

戏的重点难点，《屈原》一剧在这方面作了哪

些努力？

李恩杰：京剧的本质特征是虚拟、是程式。

在《屈原》的舞台设计上，我们坚持尽量避免

采用过多的实景。但是不是就非得回归一桌二

椅？按照老戏的模式？这就是我刚才谈到的既

坚持传统又勇于创新。这部戏有强烈的现代感，

但是空灵的、虚拟的，并未脱离京剧的本体。

舞台设计使用了 T 形架，上面吊装着屋顶造

型，根据需要产生变化——这个组合关系表现

宫殿，另一个则可代表监狱。这种虚拟和一桌

二椅从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记者：北京京剧院每年都会推出不止一部

原创剧目，始终走在各大京剧院团前列。新戏

的创排也意味着要克服更多内在和外在的压

力。

李恩杰：只有新戏，才能真正与我们今天

的观众和时代对接。只有创作越来越多的新戏，

才能产生好戏。要允许失败，经典是经过大浪

淘沙留下来的佳作，这才是真正的规律。我们

希望社会能够给予京剧创作更为宽松的环境，

以更适应今天观众的需要。

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副会长张永和先生提

出：“对老戏要严，对新戏要宽。”现在我们

正好反着来，谁要拍一部新戏，往往会被批评

淹没。但对经典老戏，随便演、乱演的情形屡

见不鲜，大家见怪不怪。老的经典毁了，新的

经典出不来，京剧不能这样下去。

作为传统艺术、国粹，光靠简单地保留，

京剧是传承不下去的。我们不要惧怕在发展过

程中出现的偏差，问题是不能让偏差成为主流。

应当营造一种更为宽松的环境，对新戏要持鼓

励态度。

坚持传统并勇于创新才是京剧传承之道。新

戏得到认可了则继续往前走；得不到认可，就淘汰、

改变、调整。只有不断推出新戏，才能引起大众

对京剧的关注。不能太排斥新鲜事物，但要有度，

不能把京剧的本质特征丢掉，这是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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