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腔艺术发展之臆想

作为陕西文艺象征的秦腔艺术，应该在跨越发

展的机遇中，发挥其独特的艺术优势，鼓舞人们建设

文化强省的豪迈情怀，为陕西的跨越发展提供巨大的

精神动力。我们的艺术工作者乃至广大的秦腔观众应

该满腔热情地巩固和扩展秦腔艺术的阵地，提高秦腔

艺术的档次和品位。

首先，我们应该更新戏曲观念，全面推进秦腔改

革，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秦腔以悠久的历史

和深厚的底蕴深深地扎根于三秦大地，扎根于三秦儿

女的心中。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秦腔已充分体现出了

其应有的艺术魅力。秦腔的演出，在陕西城镇和乡间

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人们对演剧活动抱有极大的热

情。这种热情表现在“看戏”的方面，也表现在“演戏”

的方面。全省95％以上的戏曲表演团体依靠在庙会、

贸交会、乡间婚丧、节日演出等维持生计，可见我省戏

曲受众之广是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广大戏曲表演团

体也想方设法巩固这块阵地并为之付出了艰巨的努

力。处于陕西省最北部的榆林市有10多个县级专业

剧团，在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的农村，顶风雨、冒严寒，

每年每个剧团平均下乡演出不少于260场，每个团

80％的演职人员近10年里在山间小道行程10万公

里，相当于每人进行了八次二万五千里长征，也相当

于每人在我国幅员辽阔的海陆边境线上走了一圈。尽

管我们的戏曲工作者为赢得观众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但严酷的现实依然摆在了我们面前，那就是秦腔观众

越来越少，剧团的生存面临严重的挑战。

如何使秦腔表演团体摆脱困境，更新戏曲观念，

全面推进秦腔改革，这是振兴秦腔的重中之重。改革

开放以来，为了推动秦腔艺术的发展，陕西省文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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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高瞻远瞩，成立了“振兴秦腔办公室”。这些年

的“振兴”经验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投入了巨大的人力

物力，“振兴办”也为此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振”而不

“兴”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还是观念问题。秦腔是

一棵古老的参天大树。最古老的命题往往是最具有现

实性的命题。因为它的古老，其传统的模式就愈加坚

固，你想动它一下，就显得十分吃力。我们可以这样去

理解这一现象：偏远封闭的地理条件，积重难返的文

化定势，由这两种客观现实所形成的已经成为封闭保

守、固步自封代名词的“边远意识”、“地域意识”，都使

这里文化腾飞的翅膀变得沉重起来。我们不妨看看其

他省市振兴其各自剧种的远见卓识和相应的举措。上

海以“纳百川，容万象”的远见卓识在全国树起“海派”

的旗帜，他们用这种艺术观念，不仅创作出了《曹操与

杨修》《狸猫换太子》《贞观盛世》等京剧佳作，同时使

惯以正宗“京派”自居的中国京剧团相形见绌。著名剧

作家罗怀臻更是让一个土得掉渣的小剧种淮剧通过

《金龙与蜉蝣》《西楚霸王》等剧目革新为一种“都市新

淮剧”，并被淮剧观众所认可。黄梅戏在全国的巨大影

响也是与他们对声腔的改革分不开的。肯定别人是为

了警示自己。陕西的秦腔振兴必须在观念更新上狠下

功夫，不能左顾右盼，瞻前顾后，患得患失，要有一种

锐气和毅力，要有～种牺牲精神。

秦腔要有新的艺术植入，需要借鉴其它姊妹艺

术，合理扬弃，需要开放的、丰富多样的艺术。一方面

要深深植根于当地文化的优秀传统，一方面要有开放

的胸襟和开拓的勇气。

秦腔观念改革的最大障碍是如何处理好普及与

提高的关系。近年来，陕西省电视台的“秦之声”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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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秦腔在三秦大地的普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急功近利的宣传和诱导，使不少

观众更加热恋于老腔老调之中，拖延了秦腔声腔的革

新。秦腔观众的革新，说到底是声腔吐字的革命。宣传

媒体与秦腔工作者如何达成统一的认识，统一的措

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尊重艺术规律，加强培养秦腔后备人才的力度，

再造陕西戏曲的辉煌，也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陕

西是文化大省，也是戏曲大省。数十年来，陕西的戏曲

工作者为秦腔赢得荣誉，更为陕西争了光，添了彩。任

何一种事业的成功，实际上都取决于人才的脱颖而

出。纵观近几年秦腔事业的发展，比之其他省市，除了

省戏曲研究院一枝独秀之外，其他文艺院团很难形成

百花盛开的态势，我们有一种落伍的危机。除过声腔

改革的步子停滞不前之外，秦腔艺术人才的匮乏也是

一个不争的事实。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成名之作都得

靠几位“梅花奖”演员扛大梁。这样的现状，使得出新

剧目难，推新人更难。

有了戏曲创作和演出的这种全新的方式，现实的

苦难就变成了生活的欢悦，人生的悲剧就成了人生的

希望和价值，同样，有了新血液告勺注入，秦腔艺术将在

中国的戏曲舞台上再造辉煌。所以，呼吁各级领导要

以高瞻远瞩的目光，把重振秦腔与全面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一样抓紧抓好。秦腔是陕西的一张“名片”，加大

对秦腔艺术的投入，往往点石成金，能明显提升陕西

文化、陕西人文景观的品相，并使秦腔在文化产业中

成为强势产业、支柱产业。省政府对戏曲研究院的强

势保护，足以说明，陕西戏曲事业必将迎来一个明媚

的春天。

文化，不是一个只会花钱的东西，文化形成产业

之后，其可观的效果已被许多有识之士认可。对于陕

西来说，挖掘和发展秦腔艺术，弘扬陕西精神更有着

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陕西精神从某种意义上

说，是陕西文化与原始人性相结合所体现出的价值总

和。秦腔艺术正体现了这种价值。如何使秦腔艺术的

大旗牢牢地插在三秦大地，括在黄河的浪尖上，插在

古老的城头上，迎着八面来风，展现自身宽厚、博大的

魅力，应该引起各级文化行政部门的高度注视。任何

国家、任何地区充满活力的特色经济，之所以能够区

别于其它国家和地区，就在于它蕴含了独具特色的文

化内涵，艺术张力。特色经济离不开自身的文化背景，

离不开艺术的支撑。秦腔艺术是陕西的骄傲，是中国

艺术百花园中的一块瑰宝。作为秦腔“娘家”的陕西，

应该对秦腔注入更大的精力，更多的爱心。在政策上

给予倾斜，在经济上给予投入，加大力度，下大力气全

面提高秦腔艺术的创作水平，演出水平，使秦腔艺术

在陕西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运行中唱响主旋律，激扬

精气神。■

西安戏剧¨石榴花奖33电视大赛拉开帷幕

由西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西安市戏剧家协会、西安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12西安戏剧石榴花奖电视

大赛日前已经启动。

本届石榴花奖电视大赛分以下几个阶段：

一、6月1日至6月30日为报名及初赛选拔推荐阶段(业余组6月20日至30日进行初赛)。二、7月1 El

至8月31日为复赛阶段。三、9月1日至10月31日为决赛阶段。

本届大赛分专业组、业余组。专业组按选手年龄不同分为演员组和学员组，演员组为西安市各国有、民营专

业艺术表演团体的演员，年龄在45周岁以下(含45周岁)；学员组为西安市各类公办、民办中等艺术学校和大

中专院校艺术系的学员，年龄在22周岁以下。业余组为西安地区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业余秦腔爱好者。

大赛将评出专业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若干名；业余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若干名；园丁奖、组

织奖各若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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