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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新编的京剧有经典吗? 

邹琦新 

(邵阳学院 中文系，湖南 邵阳 422000) 

摘 要：改革开放 30余年来，新编的京剧已达数百部。但从“流传广泛”和“留传久远”方面考察，并没有出现一批像解 

放前和改革前编演的历久弥新的经典。原因在于各个院团极少互演兄弟院团的新作 ，大制作又妨碍新作复演，京剧名家也 

不够重视打造 自己的代表作。只有不断培育新的经典，才能不断满足观众求新期望，不断丰富京剧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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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是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 

作”。《辞海》这一定义，显然是就科学经典和文 

学经典而言，人们主要通过阅读文本来认知这样 

的经典。京剧这种中国特有的戏曲艺术不同，如 

《贵妃醉酒》、《徐策跑城》、《锁麟囊》和《借东风》 

等，除极少数京剧专业工作者读过剧本外，绝大 

多数人是通过到剧场观看演出来欣赏这些经典。 

可见戏曲中的经典，虽然也首先取决于其文学剧 

本的内容，但更取决于其唱念做打舞等艺术表现 

的形式。我们虽不能给戏曲经典立一个确切的 

定义，列几条明晰的标准，但从一般公认的京剧 

经典的共同特点可以看出，作为上至达官贵人， 

下至贩夫走卒，高至专家学者，低至少年儿童，都 

能同场欣赏的经典，必定能够雅俗共赏，老少咸 

宜，主要通过舞台演出使之流传广泛和留传久 

远。 

改革开放 30余年来，广大京剧工作者创编 

的剧作已达数百部，其中荣获“文华奖”、“五个一 

工程奖”、“曹禺戏剧奖”，以及跻身于“精品工 

程”的剧作也有数十部。这些获奖剧作中，是否 

有经典呢?我们若从“流传广泛”和“留传久远” 

方面来考察，就可以从侧面探知其端倪。远的不 

说，新世纪十来年，演出的名家名剧，大多为解放 

前的传统戏，部分为改革前的传统戏，即使有时 

演出改革开放后的新编戏，每次仅有两三段点缀 

而已。这一系列京剧演出和播放的现状说明，不 

但各级领导部门，而且各个京剧院团，不但戏迷 

票友，而且京剧名家，不但戏校学员，而且执教老 

师，都没有将新时期的新编戏当作舞台上经常演 

出的名剧，也没有当作课堂上经常教学的范本， 

总之，大家在心目中都没有认为新时期的新编京 

剧中已经出现了经典。 

是否因为改革开放至今还只有 30余年，真 

正的经典还需经过更长时间的淘洗呢?回顾历 

史，中国京剧的成熟似可将“四大名旦”和“四大 

须生”等各自创造出鲜明的风格和各自形成独特 

的流派的20世纪20至30年代为标志。因为京 

剧舞台至今仍然主要传承这些风格和流派，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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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反复上演的很多剧作就是这些先辈从五四 

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30来年打造的经典。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也不过 3O来年，其中 

还经历了“十年浩劫”，可是今天的京剧舞台也经 

常演出这个阶段，尤其是前 17年打造的经典。 

在国内战争此伏彼起的3O来年和政治运动前伏 

后继的30来年，都涌现出大量京剧经典，在经济 

飞速发展和文化走向繁荣的改革开放的 30余 

年，应该能够培育出新的京剧经典。 

是否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京剧艺术工作者的 

创造力远不如前辈艺术家高强呢?略作比较，似 

难认同。新时期创编的京剧无论从题材的拓展、 

主题的开掘、人物的复杂、情节的曲折、结构的多 

样和语言的规范等文学内容方面来考察，还是从 

唱腔的丰富、表演的细腻、武打的惊险、舞蹈的精 

彩、服饰的华美和布景的切意等艺术形式方面来 

考察，即使不说极大超越，至少也有较大发展。 

比如《曹操与杨修》中的曹操，就既不是罗贯中笔 

下的奸雄，也不是郭沫若笔下的英雄，而是一个 

既有雄才大略，又猜忌多疑的真实历史人物和立 

体艺术形象。又如《成败萧何》中，萧何对于韩 

信，既主动保之放之，又被迫追之杀之，比传统戏 

中仅为举荐而追赶，无论情节的诡谲，还是冲突 

的尖锐，都更为抓人灵魂、动人心魄。再如《徐九 

经升官记》中那段包含 70余个“官”字的“当官 

难”和《对花枪》中那段长达 23分多钟的“我的 

家”等，真是情文并茂、情曲交融，皆为传统戏中 

无与伦比的优秀唱段。还如《骆驼祥子》中的洋 

车舞和《华子良》中的竹筐舞等，既是旧程式的继 

承，又是新舞蹈的创造，给人耳 目一新、独树一帜 

之感。由此看来，改革开放后的京剧艺术工作 

者，同样具有极为高超和强劲的艺术感悟力、审 

视力和创造力。 

是否因为受到影视和网络的冲击，或上演不 

久即被录成光盘和摄成影片 ，所以没有必要反复 

打磨和着力推广呢?这看似言之成理，但也不尽 

然。比如《贵妃醉酒》、《徐策跑城》和《杨门女 

将》、《野猪林》，以及《红灯记》、《沙家浜》等，虽 

早已摄成影片，但几十年来不同院团和几代演员 

都在反复搬演这些经典。何况像《杨门女将》等 

从创编排练到舞台演出再到摄成影片，不过两三 

年时间。《红灯记》等由创编排练到 1964年京剧 

现代戏观摩演出，只有一两年时间。即使到“文 

革”中被树立为“样板戏”而摄成影片，也仅十来 

年时间。这些经典至迟定型于摄成影片之时，后 

来的演出极少对其加工和改进。我倒认为由于 

有现代传媒这一优越条件，更便于新时期的新编 

戏被其他院团和演员学演，被广大戏迷和票友学 

唱，从而流传广泛和留传久远。 

解放前和改革前创编的京剧经典，不仅有 

源，即原创者，而且有流，即传承者。今天各个 

院团和各位演员在将传统经典进行商业演出 

时，不但不存在学演传统经典是自显无能的问 

题，反而认为是院团具有较强实力和演员具有 

较高水平的体现。然而，自从 20世纪 8O年代 

中期 以来 ，几乎就看不到交流互演兄弟院团新 

创剧作的现象，仅有极少数院团复排过自身原 

创的青春版而已。似乎各院团除了学演传统 

经典之外 ，若不演出自身的原创剧作，就是水 

平低和实力弱的体现。传统经典是在流传中 

不断丰富和提高，才得以传播 、传承、传扬，直 

至成为传世精品。新创京剧虽有源，却无流， 

只能成为断流之死水，而不能成为长流之活 

水，更难以不断滋润广大观众对新创经典的渴 

求。其实戏迷既然愿意欣赏不同院团和不同 

演员在不同时空对传统经典的不同演绎，对新 

创优秀剧作也会具有相同的心理和采取相同 

的态度。何况戏迷同球迷、歌迷一样，虽然都 

可以观看电视转播，但都更希望亲临现场，在 

交叉感染和互动气氛中获得更真切、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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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充分的艺术享受。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 

各主要京剧院团的经济实力 自然水涨船高，因 

而新创剧作大多呈现科技手段更加先进 ，现代 

设备更加齐全，服饰导具更加华美，演出阵营 

更加庞大的现象。这当然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不过早在 2004年底，京剧名家孙毓敏和叶少 

兰就发出过“如果新戏都是大制作，那便是戏 

曲的灾难”的警告。但从第五届和第六届中国 

京剧艺术节展演和获奖的新创剧作来看，这种 

现象不但没有被遏止，反而在发展。比如战友 

京剧团创编而获奖的《红沙河》，恐怕全国除 

该团可以“利用战友文工团的优势，以歌舞团、 

交响乐团、合唱团、话剧团以及舞美中心这个 

整体来打造这台戏”之外，即使国家京剧院也 

没有这样强大的队伍为此剧铺垫和助演。又 

如由京剧电视连续剧《走西口》精编而成的京 

剧舞台剧《晋德裕》，是山西省京剧院、中国京 

剧院、中国戏曲学院和山西省歌舞剧院联袂创 

作演出，主要演员都来自京津多个院团，山西 

本地演员仅担任次要配角，《赤壁》更是京津 

几大院团的名家荟萃。这种联合作战的方式， 

好处是既提高了演出质量而获奖，又让观众能 

够集中欣赏到名家的表演。然而京剧艺术节 

后，不但兄弟院团难以学演，而且原创院团也 

难 以复演 ，除可重播录相 之外 ，再难 以在剧场 

同观众见面，极有可能像影视那样成为一次性 

消费，更不能在传播和传承中打磨成经典。 

当前活跃在京剧舞 台上 的尚长荣、叶少 

兰、李维康、耿其昌、朱世慧、赵葆秀等炉火纯 

青的老年名家和于魁志、李胜素、孟广禄、李宏 

图、袁慧琴、石晓亮等如 日中天的壮年名家，都 

各自独创和首演过一些获奖剧作。可是他们 

并没有利用所有演出机会向观众推荐自己的 

新创剧作，而是在绝大多数场合选演传统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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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比如李维康和耿其昌本应多唱《李清照》 

和《瘦马御史》，怎么常常《回窑》和《坐宫》 

呢?又如于魁志和李胜素应邀到山西参加演 

唱会 ，竟然不唱与山西同仁们特意打造的《晋 

德裕》，而唱《珠帘寨》和《贵妃醉酒》，实在令 

人费解。尽管名家们曾多次谦逊地表 白没有 

自成一派的想法，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推广 自己 

独创和首演的剧作。即使不想骄傲地宣称要 

打造出新时期的经典，也可以自豪地坦言要磨 

砺出自己的代表作。歌唱演员无不以在各种 

场合演唱自己首唱的歌曲为荣，刘长瑜、杨春 

霞等从不忌讳演唱 自己主演过的《红灯记》、 

《杜鹃山》等传统名剧，谭门祖孙三代更利用 

多种机会力推《定军山》、《沙家浜》等谭派经 

典。因此，当红的京剧名家没有必要设限划圈 

自缚手脚。如果认为在一般演出时因为没有 

字幕，担心观众难于听懂新创剧作，所以才较 

多演唱骨子老戏，这恰好丧失了新创剧作很多 

重要的普及机会。其实无论传统剧作，还是新 

创剧作 ，都是一回生、二回熟 ，三回四回成朋 

友，五回六回化为亲骨肉。何况对于青少年观 

众来说，无论传统剧作，还是新创剧作，都是陌 

生剧作，都有一个由生疏到熟悉再到喜爱的过 

程，而他们正是京剧事业最需要刻意培育的观 

众群体。 

笔者作为一个偏居小城的普通观众，对京 

剧领域现状的思考，只能是管窥蠡测。也许在 

影视、歌舞、网络和体育等多种文体方式的冲 

击下，京剧市场并不景气，所以无论院团还是 

演员，在锻造经典的理想和维持生计的现实产 

生矛盾之时，自然会首先立足于衣食住用行这 

一 物质基础。因为上演传统剧作，不但投入不 

多、花费不大、耗时不长，而且票房不菲，何乐 

而不为呢?不过，若是改革开放后花了这么多 

人力物力财力创编出这么多新戏，而不能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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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传世经典，在京剧发展的长河中，没有补 

充新的雨水，那就真有可能逐渐蒸发、断流、干 

涸，已经在联合国“申遗”成功的京剧 ，也真有 

可能成为历史博物馆中名副其实的“非遗” 

了。如果当今活跃在京剧舞台上的天赋高超、 

基本功扎实、学识广博、思维活跃、精力旺盛、 

经验丰富的“梅花奖”和“梅兰芳金奖”的获得 

者中，仅一半名家将 自己的代表作磨砺成了新 

的经典，京剧长河也会浩荡奔腾，利在当代，功 

达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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