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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梅戏，旧称黄梅调或采茶戏，与京剧、越剧、评剧、

豫剧并称中国五大剧种。黄梅戏唱腔淳朴流畅，以明快抒情见长，具．
有丰富的表现力；黄梅戏的表演质朴细致，以真实活泼著称孑因粪存

在重要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于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列入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黄梅戏的

发展也遇到了人才培养，市场开拓等反面的瓶颈。本文将通过对黄梅
戏发展现状的阐述，寻找破解这些难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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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作为我国的五大剧种之一，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
术价值，非常值得我们发展和传承。但是，在生产生活快节奏的
今天，黄梅戏这一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古老剧种的发展却面临着
诸多问题，破解难题、扫除障碍是现今亟待解决的问题。下面笔
者就从五方面介绍黄梅戏的发展现状

一、黄梅戏生存发展现状
黄梅戏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以1984年为基准，全国

共有县级黄梅剧院(团)五十余个。以黄梅戏艺术发展基地安庆市
为例，共有1所专业学校、2个市级剧团、8个县级剧团、1个剧院、
l本专业杂志、l所高等院校专业院系，从业人员达到looO多人。近
些年来各级政府累计投入6亿元，形成较为完整的艺术生产体系。
可以说，在有限的资源和创作能力下，黄梅戏获得较大的发展。但
在戏曲艺术整体滑坡的背景之下，黄梅戏的发展仍不容乐观。

1．黄梅戏后备人才匮乏。专业演职人员老化严重，人才梯
队青黄不接。黄梅戏专业学校和剧团难以吸引优秀生源，师资力
量匮乏，学生就业困难。在黄梅戏作为一种演绎艺术，从业人员

的年龄制约着其从业的年限，随着年龄增大其舞台形象的逐渐丧
失，将必须退出舞台。如果不能吸引年轻人加入到黄梅戏的学习
和传承队伍中，就极有可能出现断代的后果。

2．观众逐渐减少。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逐
渐多样化。这也带来了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当代年轻人更倾向于
快餐式的娱乐方式，电影、KTV等成为他们主要的娱乐手段。对
于音乐的欣赏也分化成多种类型，流行、摇滚、电音等成为这代
年轻人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而真正能够安静的坐下来，平心静
气的听黄梅戏的人越来越少了。没有了受众的支持，黄梅戏的发
展就会裹足不前，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改进自身。

3．资金投入不足。无论市县剧团都面临资金明显不足的问
题，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硬件设备急需完善更新，很多
县级剧团的装备还只是上世纪的水平。二是，从业人员的薪酬很
低。政府拨付的资金很难为继人员的薪酬，而创造市场效益又有
重重障碍，使得剧院职工积极性降低、剧院财力无法承受。三是
剧院的演出经费不足。演出主体处于被动状态，难以开拓市场。
县级剧团每年演出场次不足演出能力的40％，纯粹商业演出的比
例较小。严重缺乏演出经费，是黄梅戏面临的资金方面的巨大问
题，这严重制约了黄梅戏文化的推广。

4．缺乏优秀的黄梅戏剧本。由于戏曲创作活动缺乏活力和动
力，黄梅戏新鲜题材和优秀剧本极少，近年来虽然也出现不少新
剧本，但达不到《天仙配》《女驸马》的品牌效应。编剧方面，
能够搞诗歌、散文、小说创作的不乏其人，但真能胜任编剧工作
的却屈指可数。缺乏对黄梅戏有深入研究的专业人士加入黄梅戏
编剧的创造。时下，我们没有一个在职的人专门从事这项工作。
作曲方面亦如是。长期缺乏朗朗上口，传唱度高的曲子，这也阻
碍了黄梅戏的大众化。 、

5．黄梅戏产业发展滞后。要想让黄梅戏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与市场相结合，走黄梅戏的产业化路子是必行的。但在黄梅戏产
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黄梅戏从业人员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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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化缺乏信心；二是黄梅戏市场的开拓，缺少专业的商业演出推
广机构和经纪人队伍，在市场经济中处于被动地位，演出市场逐
渐萎缩；三是缺少产业载体；四是黄梅戏与其他产业尤其是与旅
游产业的结合度不够，未能形成完善的结合方式和结合机制，从
而也制约黄梅戏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由此看见，黄梅戏的发展面临人才、资金、模式等多方面问
题，只有逐步解决这些制约黄梅戏发展的瓶颈，才能使黄梅戏作
为一项民族艺术更好的传承下去。下面笔者就根据现状，提出几
点传承黄梅戏的建议，希望能对黄梅戏的发展有参考价值。

二、黄梅戏的发展对策
1．完善黄梅戏队伍建设。积极发挥学校、剧团的整体协调作

用。一要制定有效的人才引进战略及后备人才培养机制，鼓励有
志于黄梅戏的优秀人才加入传承事业；二要形成一定的发展激励
机制，鼓励优秀剧本的创作和优秀演员的培养；三要加强后备人
才培养，以优厚的条件吸引优秀生源，出台黄梅戏专业学生就业
扶持政策，加强黄梅戏学校教育和管理，提供完善的保障体系，
学校教育与剧团培养相结合，提供推出新人的政策基础；四要进
一步培养现有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使他(她)们集中全力为发展黄
梅戏艺术做出更大贡献。

2．树立名人品牌效应，努力发展优秀新剧目。我国梨园行
一直以来讲究行当“角”的力量，也就是一个剧种的领军人物，
换一种譬喻则是娱乐界的所谓“大腕”。上世纪九十年代，黄梅
戏演员马兰是当时黄梅戏舞台上的首席女演员。当时就吸引了很
多人关注黄梅戏。现在的观众欣赏能力和水平明显上了层次，甚
至有许多戏迷是挑戏挑人看，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名人的吸引力以
及对于剧种宣传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观众数量下滑这种
情况，我们不能怨天尤人，我们要想办法多创作、排演出雅俗共
赏、让人喜闻乐见的剧目，从而把观众吸引过来。通过各项措施
鼓励文学、音乐、戏曲等方面的优秀人才加入到黄梅戏新剧目的
创作当中，逆转创作萎缩的局面。建立有效的激励政策，促进优
秀剧本作品的生产。

3．增加资金投入，给予政策支持。建立黄梅戏艺术发展专项
基金。借鉴浙江越剧等团体的有益经验，省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
共建，同时吸收社会资金投入，多方合作启动专项发展基金，维
护演剧活动的正常运转。同时，做好专项基金的合理分配，发挥
专项基金的最大效能。各级政府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支持，采购
艺术团体的公益演出服务，可比照电影放映的补助政策，完善黄
梅戏发展的软环境，完善剧团体制的改革，帮助剧团稳步走向市
场。还要积极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支持黄梅戏工作。

4．引入市场机制，努力使黄梅戏发展产业化。振兴黄梅戏，
时下最迫切的是要解决黄梅戏如入融入市场的问题。吸引、培养黄
梅戏经纪人，建立黄梅戏汇演机制。完善各市县剧团的固定汇演，
培育、打造黄梅戏精品工程建设。通过政府、组织，扩大黄梅戏影
响力。规划建设创作、宣传、演出、效益的一体化发展模式。如安
庆市着力品牌加品质的双重保障；潜山县剧团加强剧场管理，在保
证正常演出的前提下，进行商业场地出租，筹集资金发展黄梅戏演
出等，都是较为成功的市场化举措。促进黄梅戏产业科学发展。一
要进行黄梅戏品牌的公关策划，积极推广宣传，扩大黄梅戏的影响

力，强化黄梅戏的社会效应；组织黄梅戏名人的包装宣传。二要加
强商业化运转模式。借鉴海南琼剧的成功经验，努力实现黄梅戏品
牌的上市，争取获得全社会的支持，实现黄梅戏产业的飞跃发展。

二十一世纪的人们的审美意识和欣赏水准已经大大提高，
现今的市场需求带给我们的现实和残酷，若黄梅戏不追求至美至
真，那么就将被淘汰。每一名黄梅戏的从业人员都要有紧迫感，
努力将这一文化瑰宝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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