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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辫雪褥戆剽爨黜

振兴京剧的话头，从20世纪80年

代说到今天，已有20年之久了。提起这

个话头，自然是因为现时的京剧已经不

“兴”了，非但不是罄荣局面。而且似有衰

歇的势头．所以需要。振”它一下。所谓繁

荣，不说像晚清时期新老“三鼎甲“和”同

光十三绝“齐聚京都舞台．也不说像民国

时期’四大名旦”争芳斗艳、京津沪众多

水陆商埠走马逛演．至少也要像20世纪

五六十年代那样汇演连台热闹红火吧’

京剧离开主流娱乐日远，越来越躲在了

时代的“灯火阑珊处”。

于是，许多爱京剧的人士开始担忧

京剧的命运．“振兴“之声一时此起彼伏。
笔者则不太赞成提“振兴京剧“的口

号。固为现实的所谓“撮采“，多半是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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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年，进^沧桑历尽的平淡阶段。想一

想，对一位年纪比较大的人，我们能乱用

”虎狼之药’吗，必然是要综台施治．温补

调养。小心翼翼地对症下药．一点不敢马

虎大意，下错了药或是下过了药量，都会

有性命之虞。所以笔者主张不用。振兴京

剧”之论，扩而大之，也不赞成针对各种

传统戏曲的任何”振兴1之论，因为那很

可能是违背自然和艺术规律的。

笔者认为说“保护京剧1更合适。当

然，说。保护’有人不愿意斫，似乎京剧成
了‘夕阳艺术“．有点穷途末路的感

觉——曾几何时，有人说传统戏曲是“夕

阳艺术“．遭致业内人士的一致挞伐鞭

笞。另外，“保护“起来似乎就不能在舞台

上活跃和发展了。那么，也可以改换种

更积极、更温馨的说法：京剧需要全社会

的关爱。

单说京剧的演出，晚清和民国时期

商贾游客、贩夫走卒齐集北京南城戏园

子共求一乐的情景不可能再现了。借用

一句清八的话，那时叫做“卉大名班，九

门轮辖”。像清代杨懋建在(部门纪略)里

记载的，当时各个戏园的戏码每天排满，

各个戏班成日里在不同的戏园间转着

演。单说三庆园，从初一到初四是三庆

班，初五到初八是春台班，初九到十二是

和春班，十三到十六是四喜班．十七到二

十又是春台班，二十一到二十三是嵩祝

班，二十四到二十七又是和春班，二十八

到三十临时安排。各班演出的戏码又不

同，一个月下来，个戏园就能上演二三

十部不同的戏。现在北京的城市槽局早

已改变了．解放后报当长一个时期里长

安、吉祥、天桥、人民四大剧院并峙的局

文／廖奔

面也不复存在。京剧失去了演出的场地。

而多数百姓则只好在家里守电视了。
以上只是从一个狭窄的视角观察京

剧生存的状况，事实上．以往京剧还不只

在一座城市里流动演出。许多人都熟悉

梅兰芳到上海开辟码头挂头牌的故事，

那时的京剧是沿着全国水陆干线四处巡

演的。再往深里说．戏曲本质上就是流动

演出的艺术。金元时聃的专用名词叫作

”冲州撞府”，城乡古戏台上的众多题壁

写的都是4x x×到此作场“、“x×班在

此一乐“。红白喜事i青客、还愿庙会祭祀

都要演戏，但这种氛围早已时过境迂了。

在改变了的环境里，京剧只能于尽

量适应中争取自身更好的生存条件。首

先当然是勉力推动创作，没有了剖作，京

剧就失去了活力和生命力，其次是尽力

推动演出，包括到世界各国的巡演，其三

是努力恢复和完善京剧演出的商业市

场，让市民能够更容易、更方便、更经济

地看上京剧。但是更广泛深^的工作则

是那些细致黎硝的孳情，例如向封会普

及京剧知识、计京剧深^学校教育、向国

人和世人宣传京剧等等，让国人懂得京

剧、爱护京剧、珍惜京剧。当然．今天谁也

不会傻到想使京剧重新统治舞台，我们

只是想在舞台上维护传统艺术的一席之

地。

让我们都来关爱京剧，京剧的艺术之

花就会绽开得更加璀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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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代性目惑j

ll从社套所度采说．我们应谊针对京剧开展保护民袭传统艺术的综夸浩理工程．争取选种奎社会关注、政府扶持、业内人士兵目挣力、业外人士一齐曲之

培土浇灌的程虎。

lI京刹车能仅仅停留在渍唱晚会上。京剧演员如果R靠一副奸嗓子在盹套上亮相，自失去T奎身的表演功夫，是不刺于享剧恢

复生命力扣影响力竹。

性靠澈性力小去综一惹之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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