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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文化在高校学生素质培养中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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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培养人是学校的共性,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是每个国家、每个学校的个性。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培养学生爱党

爱国爱人民的社会责任,“国粹”京剧文化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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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urturingindividualsisthegeneralcharacterofschools,butwhatkindofindividualsshouldbenurturedandhowtonurturearethe
specificcharactersindifferentschoolsinacountry.ThequintessenceofChineseculture PekingOperaCultureplaysanessentialroleinin-
heriting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andcultivatingstudents'patriotism,socialresponsibilitiesandtheirloveforthePartyandthe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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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高素质人才是高等教育的职责

人的一生从年龄段上可分为生理成熟期、心理成熟期两个时期;从素质上可分为三个系统:(1)身体素

质系统。这个系统随着年龄成长而发展,一般在18~22岁达到成熟阶段;(2)心理素质系统。这个系统随

着知识面的扩展及自我认识的完善而完善,是一个不断丰富完善的系统,青年以后趋于成熟。(3)社会素

质系统。社会素质系统必须在经过系统学习、锤炼,构成以思想政治、科学文化、审美价值、道德素养等为

内容,对他人、对社会的外部实践活动能力和内部判断能力以后才能形成。单体社会素质的分布状态决定

了整个社会的整体素质,客观地折射了社会的发育程度和现代化的程度。
“人的素质是资本,而且是第一资本。”[1]当今世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决定着人才素质的全球化。为

发挥现代大学培养人才、传播知识、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四大功能,体现人才培养是基础,人的社会素质

是灵魂的理念,各国政府从本国的实际出发,都在探索适应自己的道路。美国政府在教育中强调学生认

识、理解社会和文化,了解道德理论知识。俄罗斯政府吸取前苏联的教训,注重民族文化。实践证明,在高

等教育大众化的现实社会中,大学所提供的条件和水平对学生素质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统计,

2011年我国高校的毛入学率已达27%以上,属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部分省市已超过50%,达到发达

国家的水平。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学生精神人格培养方面一直不够重视。文化大革

命“左”倾思想的影响,现实经济环境下“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崇洋媚外的社会心理,道德价值的“真空”
等,都给高校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

人的社会素质的基础是学善、学真、学美。高校教育必须把德育(即学善)工作放在首位,强调教师教书

育人,员工管理育人、服务育人,使学生养成良好的思想品质、道德行为,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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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必须坚持传播知识(即学真)。自然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要通过系统地学习、训练才能接受。高校

教育应该让学生既掌握知识又具备动手能力,让学生敢于实践,不断探索。
学校还要强调学美。文化修养和艺术水平是社会文明的体现。学生只有能够欣赏美,才能创造美。

高等教育开设的各种艺术教育课程,开展的各种艺术活动,可以激发学生热爱美、追求美的情怀。
培养具有真、善、美品质的人才,使五千年中华文明传承光大,是高等教育义不容辞的责职。

二、传承京剧文化的意义和作用

民族文化是每个民族的根基。国粹京剧文化具有中国文化特有的知识、精神和审美特征,在漫长的历

史发展中成为很多人对生命、生活、社会的感悟,为广大国民所喜爱,对我国国民素质的培养塑造起到了极

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文化有三大命题,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自身的矛盾。国人由此找到了最合理的解决

方案 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这种理念通过超越时空的生命力,自强不息的豪情,厚德载物的

品格,以忠孝仁义为基本行为准则,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延续奠定了和谐、稳定的基础。京剧文化来源于中

国的传统文化,京剧艺术二百多年老剧目提炼的文化精神达到了“形于美、动于情、达于礼、至于和”的要

求。[2]通过唱、念、做、打的表演方式,将五千年的中国社会历史、做人做事哲理,以文学、诗歌、音乐、舞蹈、
美术、杂技、美工等诸多元素集大成,展现在每位观众面前,沁人心扉,陶冶情操。在京剧盛行年间,全国有

二千多个剧团。可以说,京剧文化把民族文化中最真、最诚、最美的内容展示了出来,使文化的感化、教化

和渗化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笔者认为,今天,在高校倡导学习、弘扬京剧文化,将对大学生的素质养成起

到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1.培养学生对国家、对民族的归属感、忠诚感 民族的根通过文化的特色来反映。追溯中华民族五千

年的历史,800年的戏曲文化和200余年的京剧历史有其必然性、现实性。人在生活基本需求满足后,就
有精神上的需求。文化艺术属于精神层面,其所反映的文化内容在不同时代有所不同,但对国家、对民族

的爱基本上是它的一条主线。如:保家卫国的《杨门女将》,讲的是大宋仁宗年间西夏王举兵犯境,老太君

挂帅,12位女将骁勇善战;京剧《红灯记》,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李玉和一家祖孙三代不怕牺牲,与敌人斗

智斗勇的故事等。其中不少作品也反映或宣传对国家、对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忠诚感。我们今天反对

台独,维护西藏、新疆地区稳定,就可以结合京剧,在当前高校学生中提倡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感。

2.培养学生对亲人、对自然的关怀感、仁爱感 艺术的魅力就是激发人内在的潜能和情感,通过台上

台下的互动,达到对观念、价值的认同。表演是形与美的展示,通过演出可唤起人对美的认知,可倡导美的

观念,如激发对人的亲情、感情,对大自然的关怀、爱护。人在社会的交往中如何互相关心,人类如何珍视

生命,京剧反映的历史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如京剧《四郎探母》,大宋仁宗年间杨四郎延辉虽在他国当了驸

马,但在两国交战的背景下,“亲情”如何体现? 铁镜公主深知丈夫的“情深爱切”,主动配合盗取令箭,使四

郎探母得以成功。再如京剧《锁麟囊》,讲的是富家之女薛湘灵仗义怜贫,出嫁之日将妆奁锁麟囊赠予贫女

赵守贞,几年之后突遭大难流落他方,反过来在赵家做保姆,最后相认的故事。它讲述了人间的变化沧桑,
激起爱心,感人至深。这样的故事与当前学校提倡“志愿者服务”、“雷锋精神”同出一辙,值得继承发扬。

3.培养学生对是非的鉴别,对事物发展包容融洽的正义感、情谊感 今天的社会是一个信息量急增,
各行各业快速发展的社会。对新情况、新问题既讲原则又讲灵活是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在这方

面,京剧文化提供了很多好的案例。作为包容性很强的京剧艺术文化,既注重艺术又将教育寓于乐中,并
通过故事将哲理、方法表达出来。如京剧《四进士》,讲的是明嘉靖年间,新科进士毛朋等四人由海瑞举荐

为官,共誓为民为国,痛恨专权,但后来遇事,三位好友陷入其中,毛朋坚持原则反对腐败、严惩凶手的故

事。再如京剧《将相和》,讲的是春秋战国时期赵国蔺相如为国的大“义”不计个人得失,谦让老将廉颇,后
义结为生死之交,共为国为民族尽力的故事。《将相和》将人与人之间是非关系的判断要提倡正义感,对事

物发展的处理要包容情谊等讲得透彻明白,对我们的大学生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历史方法课。

4.培养学生对社会、对家庭高度负责的贤达感、孝敬感 孝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价值,对社会的贤

达,对家庭的孝敬是每个人应有的生活态度和行为,也是各国各民族所追求的精神价值。在历史的长河

中,中华民族的“孝”道得到了全世界的好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社会上片面地强调经济效益、个人

利益,加上我国的国情、社情,使对社会贤达尊敬、对家长孝敬的观念受到挑战。部分高校学生出现了“以
个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他们往往缺乏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和沟通,缺少集体活动的交往,对家庭也是

要得多,关心得少。这种情况如不加以重视,将给今后的社会、家庭带来很大的隐患。京剧文化中反映“孝
贤”的故事也不少,如京剧《李逵探母》,讲的是水浒中的李逵做了梁山首领,为尽孝接母上山享福,结果母

亲被虎所害,李逵怒杀群虎。再如京剧《打侄上坟》,讲的是纨绔子弟陈大官不听劝阻将家产挥霍一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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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尚存孝念,悔过自新又中状元。一剧剧,一幕幕的京剧故事,通过表演情节,宣传了忠孝仁义的思想。
在今天,我们要教育大学生吸取京剧中蕴含的对国家、对民族的大忠、大孝、大仁、大义的思想,反对愚忠、
愚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富易屋、贵易妻”的封建思想,反对莽打、莽撞的

过激行为,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而且,这也是今天弘扬京剧文化,宣传民族精神的意义所在。

三、高校开展京剧文化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传统文化始终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必须用理解、调整、修正、剔除和补充的方式,才能使传统文化得

以继承和发展。弘扬传统文化不是简单的“复古”,简单的文化回归,而是要继承、发扬和光大。实践证明:
弘扬传统文化必须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只有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在历史上的地位和

作用以及它的发展趋势,才能做出扬弃的选择,使它焕发青春走向未来。京剧艺术以它特有的“乐而不淫,
取之有道”的内涵美,教人做事明理;以“形于美,动于情,达于礼,至于和”的形式美,给人美的享受、美的陶

冶,而这也是京剧艺术生命力经久不衰的动力和源泉。京剧的内容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攸戚相关。在

六朝的变更,唐宋的传奇,元代戏曲,明清小说以及历朝历代的民歌、民谣传奇中都能找到京剧的缩影。京

剧是一部中国历史的百科全书。因此,传承以京剧文化为主的优秀民族文化,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新形式、新道路,是一个有创新意义的举措。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校园文化建设的特色和品牌。[2]同时,
京剧文化的传播也会对学生素质的培养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做好京剧文化在高校的传播工作,有必要探讨它的传播途径和方法。

1.加强对京剧文化的理论研究 发挥高校知识人才的优势,将京剧形成以来缺乏理论研究的不足扭

转过来,使这民族的文化瑰宝发挥作用。总结京剧文化中特有的“精”(也就是精神境界),使京剧文化中忠诚

爱国、孝贤惠达、大仁明礼、弘扬正义的思想得到广泛的认可。让京剧与现代社会发展结合,创造更多新的

节目。加强对京剧传播方式、方法、服装改进的研究,使京剧文化走向今天,并努力提高其普及率。

2.加强京剧文化在课程教育中的实践 通过安排京剧文化选修课、必修课的方法,结合有关的历史知

识、文学知识,使学生了解京剧的发展历史及今后的发展趋势,并使之与学生产生共鸣,形成共识,使京剧

文化中自信、自立、自强的内涵素质得到发扬和推广。

3.组织专门或专业人员进行京剧文化宣传、训练活动 任何内容的展示都离不开形式的表达。综观

“京剧舞台几乎没有一部戏不是在传达一种教化功能”,京剧文化的教化作用也是通过形式美、通过表演传

播出来的。(1)通过京剧舞台上格式化的演出,给人以规范的暗示;(2)通过外型美的展示,教化观众做人

行事要知书达理,举止行为要大方雅致。兰州职业技术学院展示的“国粹砺人,文化立院”项目,获得了教

育部校园文化建设一等奖。湖州职业技术学院的“三定”活动,将学生戏曲社团与当地票友的互动活动定

人、定期、定场,使传统的京剧文化在校园得以传播,不失为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道靓丽风景。

4.加强对现有各种媒质、渠道的管理利用 如可以用网络、广播、板报、研讨会、社团、论坛等媒质宣传

和传播京剧文化。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建立了“包畹蓉京剧服饰艺术馆”,将中国著名京剧服饰收藏家包畹

蓉先生的三百余件京剧藏品全部收藏。这个服饰馆珍藏了荀慧生、黄桂秋、俞振飞等大师的演出服,还有

包先生自己设计的全金蟒袍等。同时,该馆还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将京剧文化的内容如起源、发展、代表人

物、剧目、服饰、道具等进行一一展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已在浙北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西汉学者刘向曾经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这句话讲的就是文化的作用和影响。美国

著名文化学家克罗伯说:“文化是一种架构,包括各种内隐或外显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系统习得或传递。
文化的核心信息来自历史传统。文化具有清楚的内在的结构或层面,有自身的规律。”[3]今天,在我国社会

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阶段,抓住机遇,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使
京剧文化在高校校园的环境中得到发展,促使高校学生素质的提高,是高校人应尽的职责。笔者相信,京
剧文化进校园的举措,不仅会使高校和大学生受益,也将使诞生在华夏五千年文明沃土上的京剧艺术奇葩

开得更加艳丽芬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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