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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看戏较多，一年要看七八十场戏。应

该说，最近几年全国戏曲创作演出的状况有所回升，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剧

目和优秀的表演人才。我看过的好戏，就可列出一长串，比如京剧瑶成败

萧何》、《建安轶事》，昆曲《景阳钟变》，《梁祝》，秦腔《大树西

迁》、《西京故事))，豫剧《清风亭上》、粤剧((青春作伴》、婺剧《断

桥》、沪剧((挑山女人》、越剧《柳永》、苏剧Ⅸ柳如是》等等。我说这

些戏好，是指他们的文学剧本好，主题鲜明，情节生动合理，结构严谨，

人物塑造比较丰满动人，演员的表演精湛，剧目的音乐、舞美等总体舞台

呈现优良。这样的戏往往给人以丰富的审美享受。但是也有数量不少的剧

目，总感到在某些方面还有缺憾和不足。我想就此谈几点感觉：

好剧本比好演员少

全国各地到上海来演出的戏曲团体，基本上都有很强的演员配备，

特别是主要演员大多条件很好，有很好的扮相、嗓音，有扎实的基本功和

校强的塑造人物的能力。因此唱功、做功上乘的演员不在少数。这样的剧

团，这样的演员，如果碰上一个好剧本，那就如鱼得水，似虎添翼，打造

出出色的剧目来，是完全可能的。我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确实欣喜地看到

了这样一批剧目。但是我看一些改编和新创的剧目，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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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的表演唱、念、做、打都很不错，音

乐唱腔设计及舞台呈现也很好，然而就是

剧本不理想，质量没有过关，或主题浮

泛，或结构松散，或情节平淡且不合理、

不可信，或人物形象苍白，前后行为不合

逻辑，或过度消费技巧、过度包装等等，

致使演员“英雄无用武之地”，或者劲头

用到了“瞎答”里，吃力而不讨好，很显

然，剧本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剧目的成败。

造成这样的原因，一是主观上对戏曲

的文学性重视不够，忽视了戏曲的文学基

础和应有的文学价值。以前戏剧界有一句

名言：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我认为

这是从客观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规律。

文学剧本是戏曲舞台艺术创造的一个基础

和起点，这个基础好不好，直接影响整个

剧目的成败得失。所以，如何回归戏曲本

体，增强戏曲的文学性，重视剧本创作，

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

客观上，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戏

曲界创作力量非常薄弱，创作人才缺失和

流失的情况极其严重，一句话，编剧奇

缺。以上海为例，上海一向是戏曲创作人

才聚集的地方。我曾长期在上海市文化局

的剧目部门工作，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乃

至70、80年代，上海戏曲界的编剧力量是

比较雄厚的，每个剧院、剧团都有一支比

较强大的编剧队伍，全市编剧人员超过百

人。但是，从90年代起，编剧人才逐步严

重的萎缩。其原因，一是“文革”造成人

才的断层；二是因年龄原因自然减退，有

些编剧退休了，有的去世了；三是受到戏

曲大环境的影响，因为戏曲不景气，对这

方面的人才的培养受到影响，不管数量和

质量都很不够；另一方面，由于戏曲不景

气，对编剧人才缺乏吸引力，导致一部分

编剧人才流失；四是剧团走向市场化后，

经济比较拮据，不少剧团为节省开支，不

养编剧了。这些原因的综合作用，戏曲编

剧人才的缺失和流失就不奇怪了。像上海

沪剧院，原有编剧16X，据说现在只有1

人，上海京剧院、上海越剧院只有几名年

轻的编剧，上海滑稽剧团、上海评弹团等

已经没有专职编剧了。真是今非昔比了!

加大力度培养戏曲编剧人才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戏曲剧团要不要

养编剧和如何培养戏曲编剧人才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戏曲剧团必须有自己

的编剧。这是由戏曲艺术特殊的艺术规律

所要求的。戏曲与话剧不同，话剧，有一

个本子，什么话剧团都能拿来演。戏曲却

不然。戏曲是以演员的表演为中心的综合

艺术，它的个性特征比较强。不同的剧种

有不同的剧种特色，不同的剧团有自己的

剧团风格，不同的主要演员又有各自的戏

路，各自的流派特点。而这一些都要求编

剧的剧本来帮助体现的。所以戏曲的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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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的特殊性，也有他特别的难度，以前

戏曲界曾有为演员写戏的说法。戏曲界的

有识之士、艺术大家都是非常重视这一点

的。梅兰芳、程砚秋、苟慧生、尚小云，

他们分别有齐如山、罗瘿公、陈墨香、清

逸居士四位编剧，四位编剧不仅分别为四

大名旦编写了大量的剧本，而且成为四大

名旦流派艺术创造的重要参与者。上海的

沪剧界，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筱文滨

的文月社就引进了编导制，把徐醉梅、范

青凤、王梦良三位文明戏演员请进剧团，

担任说戏先生，进行新戏的编创，称为

“三顶小帽子”，1938年，筱文滨成立文

滨剧团，更是组建了剧务部，引进了更多

的编剧人才，专事编剧。40年代初，上海

越剧团体像袁雪芬等也纷纷聘请编剧，建

立编导制，编演新戏，沪越等剧种之所以

有后来的辉煌，与这些专业编剧的劳作密

不可分。为什么到了21世纪，反而就不要

编剧了!另外，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只要有钱，就能买到好剧本。其实这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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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戏曲剧本特殊性的言论，事实上，有

了钱不一定买得到合适的好剧本。

我认为，现在是走出误区，加大培养

戏曲编剧人才力度的时候了。可喜的是有

关部门已经重视这个问题，2012年10月，

上海举办了戏剧编剧高级研修班，有20多

名各地学员参加。这显然是很好的措施，

值得期待。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培养戏曲

导演、音乐等人才。戏曲的导演不能简单

地用话剧导演来替代，戏曲的作曲人才现

在也奇缺，如上海越剧院。原来有好几位

专业作曲，后来全院只剩一个陈钧，现在

也退休了，可以说：后继乏人。现在我参

加一些会演，一看总共十几个戏，可是其

中同一个导演导了三四个戏，同一个作曲

作了三四个戏，这不是一个好现象，这说

明戏曲创作人才的极其匮乏，应该引起我

们的关注。

现在的戏曲有一种模糊化、趋同化

的倾向。有时我去看戏，单听幕间曲。简

直不知道是什么剧种。这种模糊化、趋同

化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音乐方面，音乐

往往是一个剧种的主要标志。现在有些

戏，幕间曲不用本剧种的音乐素材，缺乏

本剧种的音乐特色，唱腔设计不充分发挥

本剧种音乐的特色，在吸收别的因素时。

又没有溶化成自己的血肉。我看过一个甬

剧，其中用了许多沪剧的唱腔，虽然有些

唱腔沪、甬、锡滩簧系统有时是互用的，

但是既是甬剧，就要充分运用甬剧特有的

唱腔。表演方面，不少戏，戏不够，歌舞

凑，传统戏曲中也用歌舞，但不会喧宾夺

主，搅了主要人物的戏。有些戏乞怜于多

媒体、视频等手段，这些不是不能用，要

用得恰当。有的戏，一开场用视频，与后

面舞台带程式的表演，显得不很协调。其

实戏曲就是虚拟性的，写意的风格，以一

当十，以少胜多．这是他的特点，也是他

的艺术魅力所在。我们对戏曲艺术的魅力

应该是有信心的。舞美方面，喜欢搞大制

作，花了巨资，搞得满台布景，高、重、

实。有的戏在台上装置了两个长廊，让演

员在长廊里表演-有的为了表现水的实

感，舞台采用玻璃台面，让演员在上面歌

舞等等。这些恐怕与戏曲的写意风格都是

不协调的，其结果是反而影响了演员的表

演，破坏了舞台虚拟的戏剧情境。

必须保持浓郁剧种特色

我很欣赏那些保持了浓郁剧种特色的

剧目，比如江苏省昆剧院的《(梁祝》，文

本很有特色，填词、编曲符合昆曲本体，

严格遵循昆曲的宫调、曲牌，演唱和舞台

动作合乎昆曲表演规范，整个戏简约、唯

美，富有昆曲委婉、典雅的情韵，是一部

纯正的昆剧。浙江婺剧院的演出，无论是

杨霞云专场、楼胜专场都突现了婺剧“人

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个性，婺剧讲究

“文戏武唱”、 “武戏文唱”，其表演夸

张、粗犷，强烈、明快，唱腔明朗、激

越，具有婺江丽水浓郁的地域风情。他们

演出的《白蛇传·断桥》， “跌煞许仙，

唱煞白蛇，做煞青蛇”，与众不同，有

“天下第一桥”的美誉。

中国原来有360多种戏曲剧种，现在

尚存200多种。他们之所以能与其他剧种

比肩立足于舞台，就是因为他们各自具有

自己的个性特征，而他的主要标志又在于

特殊的语言、音乐声腔和舞台表演技艺。

一个剧种如果失去了自己独有的特色，就

会失去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基础，就很容

易被别人同化，或者被别人吞并。那些消

解剧种特色的做法。显然不利于戏曲事业

的发展。

所以，每一个剧种，都要坚持自己

的个性，要充分把握和展现自己的特色，

要注意保持和发展自己的特色。这里所说

的特色，有几个层次，一是戏曲的特色，

二是本剧种的特色，三是你这个剧团的特

色，四是具体主要演员的风格、流派特

色。当然，我们强调剧种特色。并不是不

要创新，传承和创新始终是戏曲发展的两

大主题，创新可以提升艺术本体的水平，

丰富和完善本剧种的特色，但不是离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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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变成另一种剧种。

戏曲音乐及其伴奏存在的问题

戏曲音乐往往是不同戏曲剧种的重

要标志，唱腔是戏曲的翅膀，戏曲的流传

与音乐、唱腔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对戏曲

音乐、唱腔方面的感觉，一是觉得不少戏

唱腔安排太密，太满，而且不唱则已，一

唱就要成套的，长长的几十句。为了抒发

人物感情，编曲者又往往喜欢用高昂的旋

律，唱腔都在高音区行进，并且一句高过

一句。其实唱段安排，唱腔设计，都要讲

究辩证法。唱段安排要有疏有密，有长有

短、比如京剧((智取威虎山》，既有“胸

有朝阳”那样的成套唱腔，也有。甘洒热

血写春秋”那样的小段。主要人物的唱腔

也不要一味的高，要根据表达人物感情的

需要，该高则高，该低则低，起伏跌宕，

高低裕如。腔的高与低是相互对比和映衬

的，如果腔都往高里走，成了高原，高峰

也就显现不出了。而且，有时低回沉郁的

腔，反而更加动人心弦。

还有就是伴奏问题。戏曲的乐队在戏

曲演出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比如京剧，

以前一个角儿，对自己琴师的选择就很重

视，因为后者是角儿得以成功演唱的重要

合作者。现在的戏曲演出，要么是大乐队，

要么干脆没有乐队。用伴奏音带来替代，还

有的是既有乐队，又用伴奏音带的。用伴

奏带，可能是由于经济、人力原因的无奈之

举，但这是不大符合戏曲艺术规律的。因

为如果用乐队，对演员的演唱来说，乐队

是伴，是宾，它是跟着演员的演唱走的，而

伴奏带却是固定的，只能本末倒置，让演

员跟着伴奏带走。还有个问题，大乐队、伴

奏音带往往音量偏大，有时压过了演员的

唱，有时甚至大到刺耳的程度，我有时不

得不用餐巾纸做成小纸团塞在耳朵里。既

有乐队，又用伴奏音带的，还有个两者衔

接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戏曲演出，最好还

是能配备乐队，乐队规模的大小倒并不强

求，有条件可大一点，一般中型的也行，可

以视条件和具体剧目的情况而定。有一点

必须明确，伴奏是伴，是宾，是配合演员演

唱的手段，不能压了演员的唱，不能喧宾夺

主。所以演出时要注意音量的控制。如果

用大乐队，或西洋管弦乐队，那么各种乐器

之间也有个主和宾的关系，要注意突出本

剧种的主奏乐器，否则很容易淹没了本剧

种的音乐特色。

以上是我近年来看戏的几点感想及思

考，不一定对，写出来就教于识家和读者

朋友。有人说，戏曲是中国人最后的审美

家园，我赞同这个观点。所以我们对于戏

曲，要加倍地珍惜她，关注她，呵护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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