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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国光剧团的京剧改革思想

郭玉琼

（厦门理工学院文化产业学院， 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２４）

［摘　 要］ 台湾国光剧团在王安祈带领下进行京剧艺术的改革创新， 努力争取年轻观众。 国光剧团从

增强京剧的文学性入手， 赋予京剧以现代的思想内涵， 以期引起年轻人的理解、 认同和思考。 改革创新京

剧的思想内涵， 同时也意味着编剧方法及舞台和剧场形式等的一系列创新。 国光经验为大陆京剧探索改革

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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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光剧团是台湾唯一的公立京剧团， １９９５ 年由解散了的陆海空三军京剧团整并而成。 从创立至

今， 国光剧团已成长壮大成为 “国宝级” 的舞台演出团体， 是台湾京剧现代化的主体力量， 是展示

台湾 “京剧新美学” 的主要代表。 较之创办于 １９７９ 年的雅音小集和 １９８６ 年的当代传奇剧场， 国光剧

团在京剧改革创新实践之外， 表现出更为显著的理论探索和述说的意识及成果。 这与国光的灵魂人物

王安祈密切相关。 ２００２ 年受邀担任国光剧团艺术总监的王安祈在带领国光剧团 “维护与弘扬传统戏

剧文化” 的同时， 也努力阐述京剧改革理论， 这些理论指导国光剧团的京剧改革实践， 又是实践经

验的总结。 把握王安祈关于国光剧团京剧改革的理论阐述有助于我们理解台湾京剧改革走向。 同时，
新时期以来， 两岸京剧界实际上面临着相似的生存发展问题， 国光剧团京剧改革理论为我们思考大陆

京剧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

一、 争取年轻观众： 京剧改革的直接目的

与雅音小集的郭小庄、 当代传奇剧场的吴兴国一样， 王安祈京剧改革创新的直接动因也是台湾京

剧与年轻人隔绝、 与社会脱节的客观实际。 王安祈自小就是个京剧迷， 成年后发现台湾京剧观众还是

她小时候知道的那拨， 没有增长， 严重老化， 与她同龄的京剧迷不多见， 遑论更年轻的一辈。 她认

为， 阻碍京剧贴近年轻人的主要原因在于京剧传统剧目反映的是古代人的思想意识， 与年轻人无甚关

系。 王安祈发现， 尽管像梅兰芳唱演的 《御碑亭》 等传统戏 “唱腔很美， 身段很漂亮”， 但是剧情老

旧， 已不能被年轻人所接受。 王安祈说： “我不能板起面孔跟他们说： 京剧里有那么美好的唱、 念、
做、 打， 有那么深厚的文化底蕴， 你们为什么不看？” ［１］ “对青年人而言， 京剧是 ‘应该值得尊重的

国粹， 但是我不懂， 也不想弄懂’ 的不相干存在， 在整个社会之中， 京剧则像一个从此绝对拥有崇

高地位， 却无法也不屑于进入任何现代文化艺术网络之中的尊贵古董。” ［２］

一方面是年轻人 “离京剧， 离中国的文化、 历史越来越远”， 另一方面是杰出京剧艺人 “纷纷淡

出舞台”， “整个剧坛的风气是老成严谨而缺乏生命活力的， 台上的演员仍努力追摹着流派典范， 整

个剧场却浮荡着 ‘白头旧识、 共话当年、 沉湎往事、 凭吊余韵’ 的低迷情调” ［２］。 长此以往， 京剧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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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成为博物馆内的艺术。 与郭小庄、 吴兴国一样， 王安祈清楚， 京剧不能无视年轻观众， 唯有争取获

得年轻一代的观剧群体， 京剧才能继续生存。 因此， 王安祈着手京剧改革的出发点和目标就是建立年

轻人与京剧之间的关系。 王安祈说： “无论作为老师、 观众、 编剧或剧团艺术总监， 我一心念着的就

是该怎么把京剧推荐给现代观众” “无论创新或守成， 我的目标只有一个。” ［３］

为了使京剧成为年轻人的艺术， 郭小庄以一己之力带领雅音小集锐意改革， 她强化京剧的剧场

性， 将京剧从以主角为中心的表演艺术转变成综合编剧、 导演、 表演、 舞美、 灯光、 服饰等的现代剧

场艺术； 而吴兴国则一直在跨文化的京剧展演中探索京剧发展策略。 同样为着吸引年轻人， 国光剧团

探索的却是另一条道路。 在王安祈看来， 年轻人拒绝京剧的原因主要在于传统京剧剧目传递的思想内

涵已不适合于现代， 无法引起年轻人的理解、 认同和思考。 她认为， “传统老戏在现代的困境” 是

“表演和情节被撕裂为二， 论表演， 精彩绝伦； 论思想， 却实在很难被现代接受。 编演于一两个世纪

前的戏， 反映的是古代价值观， 和现代往往无法接轨” ［３］。 京剧的艺术形式 “能被当代观众普遍接受

和喜欢”， 甚至 “还被文艺界普遍当作 ‘养分’”， 如 “台湾的现代剧场、 舞蹈甚至电影都大量汲取

京剧的表演片段， 京剧无所不在”， 所以， 京剧的 “唱念表演和当代剧场并没有任何隔阂”； 相比而

言， 京剧 “剧本的情感思想与时代脱节”， 这是 “京剧老化的关键”， “如果不利用优美的形式创作出

反映当代人价值观的新戏， 该剧种的僵化是必然的”。 因此， 王安祈说： “所谓的京剧现代化， 指的

并不是舞台、 灯光、 布景或服装等外在形式的创新， 而主要集中在剧本的内涵———思想情感。 ‘京剧

现代化 （创新）’ 的具体方向是： 用传统唱念身段表演艺术来体现新编剧本里的新情感、 新人物” ［４］。
虽然京剧的表演形式并无问题， 仍能为现代观众所接受， 但是现代京剧观众的观剧需求与之前已

截然不同。 年轻观众进剧场不是为了欣赏唱腔流派等表演形式， 况且， 能够懂得、 愿意懂得唱腔流派

等表演形式的年轻观众不多。 王安祈带领国光剧团走的不是保留京剧传统表演形式包括唱腔流派以实

现其 “文化遗产” 意义的道路， 而是走使京剧成为能激起共鸣的 “当代剧场艺术” 的道路。 王安祈

对差不多同期到台湾演出的秦腔 《鬼怨·杀生》 《放饭》 和黄梅戏 《徽州女人》 的不同评价体现了

她对戏曲发展道路的根本取舍。 赴台演出的秦腔演员都很卓越， 可是观众反映并不很好。 究其原因，
“我觉得太 ‘学术专业’、 太戏曲 ‘局内观’ 了”， “所有的宣传都在强调 ‘剧种的价值、 剧种的特

色’， 可是， 剧场不是教室， 观众不是学生， 观众进剧场要寻求的不是戏曲知识， 而是情感宣泄”。
王安祈说， “ 《鬼怨·杀生》 里面， 只看到喷火的技巧， 却感受不到李慧娘对裴舜卿一心呵护的浓烈

情义， 如果这份情义无法让观众深刻感受， ‘绝活’ 就只停留在 ‘特技’ 的层面， 而无法转换为抒情

的手段”； 《放饭》 里扮演朱春登的演员 “用了 ‘耍纱帽翅’ 的技巧”， “表现内心的疑惑犹豫思索”，
“却让人觉得过于 ‘炫奇’”。 王安祈认为： “当戏曲已经失去流行的地位时， 新观众进入剧场不会专

为了某一位演员、 某一段唱腔或某一段特殊表演而来的， 大部分的观众根本不管今天看的是什么地方

戏， 只要看能触动情绪的戏。” 从这种认识出发， 王安祈给予 《徽州女人》 很高的评价， 认为其 “剧
种特色已潜在融化转换为整出戏的基调内蕴” “的确抓住了观众”， 由此， 王安祈说： “运用多元技法

触动现代人心灵， 剧种特色内化为美学基调， 这或许是地方戏和现代接轨的一条途径吧？！” ［５］

二、 增强文学性： 京剧改革的首要思路

认识到京剧所处的现代困境、 京剧与年轻人隔膜的原因， 王安祈带领国光剧团进行京剧的现代化

改革创新首先就表现于着力增强京剧的文学性， 使其表现现代的情感思想， 以贴近现代观众尤其是年

轻观众， 从而书写京剧新美学。 这也意味着创演现代情感思想表现空间更大的新戏是国光剧团京剧改

革创新的主导方向。 国光剧团创演的新戏中， 《王有道休妻》 挖掘 “男剧作家笔下所没有的一个关于

女性的可能”， 作品除了表现 “一个晚上， 一个女人被偷窥后” 的恐惧之外， 还表现她 “可能还有”
的 “一种被人欣赏的喜悦” ［６］； 《三个人儿两盏灯》 则大胆讲述唐代宫廷里女同性恋的故事， 剧本

“写出了非常深刻的寂寞”， 这种寂寞 “从唐代的后宫贯穿到现代都会”。 王安祈认为， “京剧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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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故事， 不能给京剧设置各种门槛， 否则京剧只能永远演王宝钏、 薛平贵、 四郎探母。 国光剧团的

经典剧目 《金锁记》 创演初衷包括借助张爱玲的文学作品， 强调京剧的文学性， 打造 “京剧的文学

剧场”。 “我们本来想做京剧的现代化， 我希望用传统京剧的唱念做打去说新的故事， 表达新的情感。
而张爱玲恰好走的也正是这样一条路， 她的文笔是古典的， 但她写的人物又是具有现代性的， 这与我

们通过京剧古典的表演方法写出打动现代人心的故事的理念是相吻合的。” ［６］ 《金锁记》 以京剧形式

展现 “曹七巧的内心”， 从增强文学性入手进行京剧的现代化革新探索。 这一革新探索也卓有成效，
成功将众多年轻人吸引入剧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目前为止， 国光剧团在进行京剧创新， 强化京剧的文学性， 使京剧表达能引

起现代人共鸣的思想内涵， 展现贴近现代人的心灵世界时， 非常自觉地主要从表现两类人物切入， 一

是女性， 二是伶人， 当然这两类人物也有重叠， 比如 《孟小冬》。 应该说， 对女性和伶人长期被京剧

忽略的情感思想的挖掘表现空间更大， 更易于增强剧目的文学性、 现代性， 从而打动年轻观众。 与女

性内心世界之曲折隐微的现实相比， 与昆曲女性人物表现之 “细腻幽深” 相比， 京剧女性人物塑造

明显贫弱乏力。 由此， 女性塑造成为 “台湾京剧创新的重要面向”， 国光剧团也以 “女性内在幽微情

愫的新探与重塑”， “作为新编京剧的主要动机与内涵” ［３］。
同时， 纵览近代以降中国文学艺术史， 女性题材一直是文学艺术作品实现现代性品格和意义的关

键途径。 女性在古老中国长期是被忽略者、 被压抑者、 被损害者， 关注、 展开其心理、 命运成了近代

以来文学艺术作品书写和肯定人性从而体现现代性的有效方式。 因此， 王安祈任国光艺术总监后，
“开始在剧作中以女性视角重新阐释女性形象， 探索和反思女性的命运， 表现女性对独立人格的追

求， ‘具有相当清楚的女性主体意识’” ［７］。 与国光剧团不约而同， 新时期大陆戏曲舞台上也推出了一

系列女性人物形象， 包括川剧 《金子》 中的金子， 川剧、 沪剧、 越剧三版 《家》 中的鸣凤、 瑞珏、
梅芬， 以及黄梅戏 《徽州女人》 中无姓无名的徽州女人、 越剧 《流花溪》 中的秋花、 京剧 《三寸金

莲》 中的戈香莲等。 女性人物在戏曲舞台上正获得越来越广阔的展示和表达空间， 而这背后体现出

来的正是戏曲现代性表达的意识和愿望， 当然也有戏曲争取现代观众的焦虑和努力。
国光剧团从增强文学性角度探索京剧现代化改革道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这与王安祈分析研究年

轻人观剧的心理需求从而意欲强化京剧的现代意识有关， 还因为之前台湾 “许多有心人士” “曾尝试

过多方面的努力” 却被现实判定为无效的经验教训。 “当京剧与社会之脱节日益明显时， 许多有心人

士也曾尝试过多方面的努力。 不过这些戏曲爱好者却显得热心有余却缺乏策略， 当他们在做 ‘发扬

国粹’ 的演说时， 往往只停留在道德诉求的层面上， 刻板地 ‘指导’ 青年该从国剧中学习忠孝纲常

伦理精神， 对于戏曲表演美学的特质又多偏重片面零碎的举例介绍， 而忽略了应从风格体系上做根本

的提领。” 王安祈说： “当宣传工作少了一份亲和性时， 其成效便相当有限了， 而若再更进一步说，
戏曲要想抓得住人心， 最直接的策略其实只有一项： ‘接连编出能贴近现代人情思又能配合时代节奏

步调的新戏’！” ［２］

同时， 新编 “贴近现代人情思又能配合时代节奏步调” 的剧目， 强调剧目的文学性， 突显剧本

的思想内涵， 又是中国大陆当代戏曲改革的重要方向。 王安祈研究发现， 大陆当代戏曲改革使戏曲

“剧场观赏的焦点” 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从原先的 “演员表演中心” 转变成为 “编导中心”， 剧本的

文学性、 思想性得到强化。 在这过程中， 如果说 ２０ 世纪五十年代后政治意识形态是促成这种转变的

主要驱动力量， 那么到了新时期， “作家各自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 继续强化了这一转变［８］。 毫

无疑问， 王安祈从中国大陆当代戏曲改革趋势中获得了启发和支持。
国光剧团增强文学性的京剧改革创新之路又基于台湾京剧发展相对薄弱的资源基础。 相比于中国

大陆， 台湾京剧不仅舞台上能演戏的较少， 而且舞台下懂戏看戏的也较少。 “中国大陆京剧团的海报

上都是一颗颗闪亮的名角流派继承人， 而台湾京剧做不到” ［９］， 同时， “台湾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

老戏迷了” ［１０］。 资源薄弱反倒也能让台湾京剧改革免除争议、 毫无包袱地探寻京剧生存发展之 “转
机”。 而国光剧团 “扬长避短”， “独辟蹊径”， 走出的 “创新之路” 就是 “文学京剧”： “我们试图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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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注入京剧之中， 还原这个古老剧种以情节触动人心的艺术魅力。” ［１０］在王安祈看来， 京剧的文学

性是国光剧团 “在台湾立足的根本”， “也是剧团价值所在”， 她 “希望国光是一个动态文学剧本的表

演者”。 王安祈说， “我更想和全团一起携手让京剧从剧坛挺进文坛。 希望国光每一部创作都能成为

当代文坛值得讨论的文学作品， 活生生的、 动态的当代文学作品” ［９］。
王安祈同时也期待文学性能赋予台湾京剧以独立性和永恒性， 使京剧独立于政治， 在时空中获得

永恒。 王安祈在与年轻人接触的过程中发现： “当你将剧本文学化后， 戏曲就和大学生、 文化人脱不

了干系， 而且它跟政治就远了， 变成了永恒的东西。 不管民进党上台还是国民党上台， 没有人敢否认

红楼梦和张爱玲。 剧团的风风雨雨， 也反映出京剧在台湾很不简单。” “因为文学绝对是永恒的。 我

们做王熙凤、 张爱玲、 红楼梦， 渐渐发现这种改变发生后， 观众层是打开的， 年轻观众都在看， 他们

觉得这不是印象中的京剧了， 很好看， 很像看电影， 并且发觉京剧唱得也不难听。” ［１１］

三、 京剧小剧场： 京剧形式创新策略

增强文学性， 改革创新京剧的思想内涵， 同时也就意味着编剧方法、 表演形式、 剧场形式等一系

列的创新。 在国光剧团之前， 雅音小集在从传统走向创新的过程中已经做了很多探索工作， 如使剧情

节奏从拖沓冗长变得更符合现代人的思维和需求、 增加现代剧场设计元素等。 国光剧团在雅音小集开

拓的路上走得更远， 大胆跨界运用传统京剧之外的艺术形式来传达剧本的思想内涵， 如运用 “虚实

交错， 时空叠映” “自我诘问” 的手法， 借鉴电影蒙太奇的场景切换手法， 与交响乐团合作谱曲， 与

先锋派话剧导演共同导演， 运用多媒体影像视觉外化角色内心情绪等， 也拉杂昆剧、 舞台剧等其他表

演形式。 就京剧表演形式而言， 国光剧团也不局限于某一流派行当， 而综合多种流派行当的表演。 当

然， 不管采取哪些表现手法， 都遵循它们服务于戏的本身的原则， “纯粹以戏的本身为考虑核心” ［１０］。
为了探索京剧改革创新， 国光提出了 “京剧小剧场” 的概念。 小剧场意味着 “颠覆的、 另类的、

解构的”， 国光剧团将做小剧场作为京剧改革的一种策略， 借由小剧场， 尝试多元实验手法， 打破京

剧正统的、 保守的形象， 让年轻人看到 “京剧原来也可以这样处理， 也可以这样玩。” ［１１］王安祈正是

在小剧场 “这个年轻人属性场域”， “规避传统的沉重负担， 使得戏曲从悠久丰硕的传统中解套， 获

得更大叛逆、 实验的空间， 好让传统戏曲表演艺术上有再被扩充、 再变化的可能性” ［１２］。 国光剧团的

小剧场京剧包括 《王有道休妻》、 《青冢前的对话》 等。 “京剧小剧场” 中的一切形式创新都是为了

表现现代的富有张力的情思， 培养 “现代人 ‘观看经典’ 的另一种态度”， 终究是为了吸引争取年轻

的观众群体。 在这一点上， 国光剧团的努力已见成效， 国光的新编京剧在台湾已受到 “广泛的欢

迎”， “而且 ７ 成以上的观众都是追逐流行时尚的年轻人”。
国光剧团的京剧新美学创演当然也引来质疑声。 王安祈回应说， “什么是京剧的正统， 它三十岁

的时候叫正统， 还是四十岁时叫正统？” ［１］尽管如此， 王安祈强调， 京剧表演形式被国光剧团视为

“核心养分”， 国光剧团是 “用京剧的唱念做打表演当养分， 满足观众所需要的情感洗涤”。 她说：
“演员身上是摆脱不掉京剧的唱练做打的， 演员一定是利用他所学到的京剧唱念塑造人物” “我们的

新编戏， 唯一有的京剧核心就是演员身上脱不掉的四功五法” ［１１］。 因之， 王安祈在致力于新戏创作，
讲契合现代人意识、 情思的故事， 尝试多元舞台和剧场表现手法的同时， 也注重传统戏码， 要求剧团

成员尽量学 《清风亭》 《三娘教子》 《四郎探母》 等典范。
应该予以注意的是， 戏曲传统的表演美学与现代的思想内涵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困扰百年来中国戏

曲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王安祈说： “传统一定要保存， 而传统在哪里？ 传统就在京剧演员举手投

足唱念做打扬袂转身顾盼之间， ‘传统’ 指的是 ‘传统戏曲唱念做打表演体系’， 未必限定在 ‘传统

剧目、 戏码’， ‘保存传统’ 的意涵不是 ‘只演古人编写的剧目’， 京剧传统的唱念身段是如此优美圆

熟， 应该运用这套表演艺术来编演能引起现代人共鸣的新编剧本。” ［１３］然而 “运用这套表演艺术来编

演能引起现代人共鸣的新编剧本” 落实到改革实践层面却往往矛盾重重。 在京剧改革过程中， 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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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京剧表演形式和内容浑融一体， 难以割离。 比如在抗战时期的延安京剧改革过程中， 阿甲就看

到： “一个好的剧本及其演出， 结构是很严密的， 形式内容， 不容你随便分割。 我们改编旧剧本， 为

了在政治上加强主题， 往往使艺术上减色， 如改编的 ‘坐楼杀惜’ 把宋江那些比较淫猥的情调裁剪

了， 积极性加强了， 可是演出比原来的要逊色。” 而此种问题的解决， 阿甲给出的思路是 “剧本的创

作能力” 和 “舞台的创作能力” 应结合达到一定的程度［１４］。

四、 国光经验： 京剧危机中的改革道路之一

较之台湾京剧， 大陆京剧的生存环境相对优越。 京剧在大陆拥有的演职人员和观众数目更大， 同

时， 京剧在大陆长期据有 “ ‘国粹’ 艺术” 之地位， 从而得到政府 “大力而有倾向性地扶持”。 然

而， 自 １９８０ 年前后， 大陆京剧即陷入危机之中， 其主要表现为演出上座率低， 观众流失， 尤其年轻

观众减少， “京剧脱离了时代， 脱离了整整一代人”。 一直到今天， 实际上大陆京剧依然无法拉近与

更年轻的观众之间的距离， 京剧危机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这与王安祈带领国光剧团进行京剧

改革之初面临的问题并无二致。
新时期京剧危机中， 汪曾祺指出， “决定一个剧种的兴衰的， 首先是它的文学性， 而不是唱做念

打”， 他认为传统京剧在文学上存在着历史观陈旧、 人物性格简单化、 结构松散、 语言粗糙等问题，
使得京剧无法引起年轻人的兴趣和思索， 导致年轻观众疏远京剧。 在汪曾祺看来， “所有的戏曲都应

该是现代戏”， 无论是经过整理加工的传统剧目， 还是新编的历史剧或现代戏， “都应该具有当代的

思想， 符合现代的审美观点， 用现代的方法创作， 使人对当代生活中的问题进行思索” ［１５］。 不唯汪曾

祺， 新时期当包括京剧在内的戏曲整体笼罩在危机之中时， 很多人认为传统戏曲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与

现代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是危机产生的主要根源， 因此， 戏曲改革振兴的重要出路首先就体现在增强

戏曲的现代意识上。 戏曲改革振兴实践的具体策略包括深挖表现人、 人性和人生， 探寻古事与今情的

共振， 与此同时革新探索戏曲舞台和剧场。 而这样的戏曲改革正张扬剧作家的主体意识， 增强了戏曲

的文学性， 使戏曲文学重新进入文学的历史叙述之中。 如果说， 大陆戏曲包括京剧从上世纪 ９０ 年代

起从强化现代意识走向了回归传统， 王安祈却是带领国光剧团在中国大陆新时期 “探索戏曲” 的道

路上执着地走下去。
与大陆京剧相比， 台湾京剧在台湾政治文化环境中尤其在台湾本土化氛围中的生存更显困难重

重， 因此， 唯有改革创新， 杀出一条生路， 突围而出， 争取到年轻一代的观众， 京剧在台湾才能继续

立足。 从这一点来看， 台湾京剧改革创新较之大陆， 更为急迫、 决绝， 改革创新之思维和成果弥足珍

贵。 王安祈带领国光剧团进行的京剧改革已然成功地在台湾年轻一代身上扎下京剧观剧之根。 国光经

验应该启发大陆京剧界反思新时期以来的京剧改革成果同时探索未来京剧发展道路， 质言之， 在努力

拉近年轻人与京剧之间的距离之上， 国光剧团的成功应该促催大陆京剧界关注京剧增强文学性、 增强

现代意识并创新舞台和剧场形式的根本思路。

五、 结语

今天， 中国大陆京剧危机与机遇并存。 京剧在大陆享有更好的生存环境， 同时改革却也更为艰

难、 滞重， 争论更多， 反复更易。 在争论和反复之中， 年轻的观剧群体却是一天天离京剧而去。 对于

大陆京剧界来说， 也许更应该关心的不是京剧应该怎样的问题， 而是京剧可能怎样的问题。 只有在对

可能性的不断探寻中， 京剧才能尽快争取年轻观众， 也才能切实谈生存和发展， 毕竟， 离开观众， 京

剧最多只能成为博物馆里的艺术。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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