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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践 与 探 索
INTELLIGENCE

对当代京剧艺术发展趋势的思考
长春大学音乐学院     张  媛

摘 要：在文化多元化发展的 21 世纪，京剧在唱腔、乐队、表演形式、剧目等方面都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然而，在这改革发展中仍然需要我们继续探索更适合京剧的发展道
路，让京剧走向产业化。本文站在宏观的当代艺术发展的视角，从经营管理方式、宣传模式、
教育方向、产业化发展几个方面出发，对京剧艺术发展的趋势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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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的发展史是一部艺术的改革史，在传统京剧的发展

历程中，经过一代代艺人流派的创新才有了现在京剧的魅力。

在艺术形式和品种丰富多彩的今天，受众有了五花八门、多

种多样的选择对象，从而造成京剧市场日益萎缩。面对此种

现象，京剧的再度“改革”迫在眉睫。京剧艺术要经受社会

进步的考验，如果不能随着快速变革的时代而改变自身发展

途径，如果不能在一定时期内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发展趋向，

它的前途和命运是令人担忧的。笔者对京剧在当代社会的再

发展与再创新有以下几点思索。

一、以经纪公司为主体的经营管理方式

当下京剧的主要经营方式是依靠国家的扶助，一些国家

级的剧团因为拥有一大批知名的演员，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

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但是只能赢得一定的社会效益，经济上

的收入却很少，小的剧团生存就更加困难了。根本原因在于

京剧演出的市场越来越小，而那些小的剧院在不盈利的条件

下还得养一批演员，这样的局面对于京剧的发展十分不利。

中国的京剧团大部分采取“自产自销”的方式，由自己来创

作作品，并且自己寻找市场，这样就很难在激烈的竞争中赢

得市场。

分析当下的文化艺术市场的规律可以发现，所有的文艺

演出都是由经纪公司来操办的，经济公司主要经营的是歌星

演唱会、音乐会、歌舞晚会以及国外的一些艺术团体，但京

剧很少被邀请。这样的局面是由京剧本身的原因造成的：首

先，京剧演出的队伍很庞大，经济上邀请方很难支付这一笔

钱；其次，京剧的市场疲软，对于投资方来说，经济效益小，

并且风险也大；第三，京剧的观众较少，并且还受消费能力

的限制。在这样的形式下，京剧不得不寻求自身发展的出路，

运用多种渠道来扩大京剧的市场，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对歌舞

伎的经营方式，利用经济公司进行京剧营销。

二、大力加强创新的宣传模式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广告铺天盖地，市场上的商

品运用广告来进行宣传。京剧在宣传方面所作的努力是不够

的，各大剧院只在国家有一些大型的活动的时候，为了争取

某些奖项和社会效应，才会采取一些宣传手段，这样的宣传

是盲目的、不计成本的。在宣传的方式上缺乏新意，看不到

新颖生动、信息丰富、充满吸引力的一些宣传画，更别说动

态的宣传手段了。我们应选择比较容易融入到群众生活的宣

传手段，如我们出行的出租车、公交车这些地方，还有灯箱、

明信片、服装等。还可以利用衍生品来对京剧进行宣传，如

京剧舞台上常出现的马鞭、扇子、宝剑等都可以在市场上流通，

这样既能起到宣传的作用，又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三、 扩大内容重点的教育方向

艺术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青少年对于京剧的了解很

少，听的几乎都是通俗歌曲，这是京剧艺术推广与发展的巨

大障碍。翻阅一下中小学的音乐教材，戏曲音乐在教材中所

占的比例很小，在剧目上只提到现代京剧的剧目如《智取威

虎山》，这样对京剧的介绍很不全面，学生很难了解到京剧

的内涵以及博大精深；其次，师资方面，在中小学的课堂上

很少会有老师亲自教唱京剧。

针对这样的现状教育部门应采取相应的措施。首先，在

中小学的教材中应该增加京剧艺术的比重。应该在教材中增

加对京剧的介绍，欣赏一些通俗易懂的京剧唱段，如《都有

一颗红亮的心》、《苏三离了洪洞县》等等，激发学生对京

剧的兴趣。可以专门编写一本关于京剧的教材，让京剧作为

一门独立的课程，丰富学生的视野。例如，上海市委提出“要

让京剧走进中、小学音乐教学课堂”，编辑出版了一册中、

小学《音乐—京剧唱段选编》作为中、小学音乐补充的教材。

其次，在实践中，要求教师进行培训，并且定时进修，进一

步提高教师水平。在实际教学中，除了提供相关知识的书面

资料外，还要加入相关的音像资料，让学生的学习更加直观。 

四、形成具有规模的产业化发展

近年来，包括京剧在内的我国传统的戏剧市场正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家为振兴京剧已经做了很多努力，如央

视有以京剧为主的戏剧频道，有梅兰芳艺术节，在春晚上也

常有京剧的节目，但与铺天盖地的通俗演唱会相比就显得十

分逊色。文化艺术是一种精神消费品，激发消费者的共鸣是

我们应该首先考虑的，而文化受众的最大群体是年轻人，应

该吸引这样的群体，为京剧的产业化发展奠定基础。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尽管京剧在今天有国之瑰宝、“国

粹”的地位，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个规律。首先，我们要占领

并且不断来扩大年轻消费者的市场，获得他们的共鸣，改变

京剧题材是最有效的途径了。例如《霸王别姬》、《苏三起

解》、《贵妃醉酒》等经典的剧目大家都耳熟能详，而对于

新编剧很少就有大家熟知的。《说唱脸谱》是现代流行元素

和京剧韵味相互融合的剧目，自从在春晚舞台上亮相就迅速

传唱大江南北，老少皆知。可见，只有不断吸收现代的元素，

采用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并且加以创新，符合大众的心声，

才能获得广大青年的共鸣。改革也是为了更好的传承和弘扬，

我们相信，当京剧“西皮”、“二黄”等唱腔、京剧板眼节奏、

唱念做打等京剧特有的特色演绎出时代的特色是时候，当男

女老少耳麦里放着京韵的时候，那么京剧的产业化就到来了。

艺术的本质是创造，我们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把握

市场的动向，放眼看待现代社会，全面了解中国人的艺术欣

赏趣味，打破京剧单一的舞台模式，创造出风格样式迥异的

作品，培养出新一代的京剧艺术家，京剧艺术一定会日益繁

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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