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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中文化自觉论、教育传承论、法律制度论等观点入手，以京剧为案例分析其流传

的时间、空间交互作用和表现形式，剖析了京剧“三元合一”的特征、四大流派以及相应代表人物。研究认为，

需要辩证看待京剧申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作为一个文化标签，只有结合古老和现代并适'-3改

革，才能真正从非遗中得到传承。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在

起点、过程和终极目标、价值关怀等方面完全不同。应该善于运用法律和吉尔兹“地方性”表述知识，辨析和传

承真实有意义的文化遗产，切勿跟风赶潮地将“申遗”变成一个闹剧，那样将是“文化遗产”运动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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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

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许多经验，一个几年前还

很陌生的名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突然闯入人们的

视线，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从2006年到现在，

国家已经公布了三批经认定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包括民间文学、民间舞蹈、民间音乐、传统

戏剧戏曲、杂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

药、民俗等十个方面，其中第一批名录518项、第

一批扩展名录147项、第二批名录510项、第三批

名录191项、第三批扩展名录164项。一个民族

要强盛，既要有向前发展的眼光，又要有对历史文

化的回顾和审阅的思考，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不能

以牺牲优秀传统文化为代价。目前，国家、政府和

群众高举“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旗帜，大喊“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号，这到底是一种跟风赶

潮，还是全民族的文化自觉?

一、理论梳理

(1)文化自觉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

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

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

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

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

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

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1这里强调

的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

(2)教育传承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要

注重文化传承观念在民众中的普及，应该树立全

方位的教育传承理念[2]。就目前中国实际来看，

教育传承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最佳和最深入

人心的方式。

(3)法律制度论。法律的功能在于运用自己

的价值判断来发现和解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需要

解决的问题，法律通过使权利人获得法律救济、义

务人明了自己的行为限度的规则机制而实现法律

的正义[3]。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从法

律角度进行思考，必须建立在我国已有的法律体

系和制度背景下进行分析和思考。

二、京剧案例分析

(一)三元合一

京剧是流传于北京、河北、天津及全国大部分

地区的一种戏曲剧种，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汉族

戏曲剧种之一，至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被称为

“国粹”。在国外，京剧往往代表着中国的戏曲艺

术，所以又被称为“国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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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源起于四个地方的剧种：一是流行于安

徽省一带的徽剧；二是流行于湖北的汉剧；三是流

行于江苏一带的昆曲；四是流行于陕西的秦剧，又

叫梆子，京剧声腔即源于陕西14]。京剧发展总结

起来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清初，京城戏曲舞台上流行昆曲(发源于苏州

昆山)与京腔(青阳腔)。乾隆中叶，昆曲在北京衰

落，京腔兴盛，取代昆曲独霸京城舞台。由此，多

种地方戏在京城汇聚、融合、发展。第一，秦腔在

京城舞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秦腔艺人魏

长生(1744—1802)由四川进京。一出《滚楼》(又名

《双婚配》)轰动京城，魏长生因《滚楼》而闻名．《滚

楼》因魏长生的演出而被人们所熟知。京腔自此

开始衰微，纷纷在秦腔班底谋生，京城舞台刮起一

股强劲的“魏旋风”。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廷

以魏长生的男女情事表演有伤风化，有违封建礼

教，明令禁止京城再演出秦腔，并将魏长生逐出京

城。魏长生流浪扬州，又以魏腔风靡扬州，为江鹤

亭坐上客。自魏长生被迫离京，秦腔艺人如树倒

猢狲散，一蹶不振。第二，徽班在京城舞台。清乾

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清高宗(乾隆帝)的八旬

“万寿”祝寿，早已在江南久享盛名的徽班入京，开

创了另外一个戏曲时代高峰。继此，许多徽班接

踵而来，徽班落脚京城后不仅仅演唱徽调，为稻粱

谋，昆腔、吹腔、四平调、梆子腔等诸腔并奏。徽班

博采诸家剧种之长融于徽戏，自成一体，广受京城

八旗子弟欢迎。秦腔艺人为衣食生计谋算，只能

搭入红火的徽班，客观上促进了徽、秦两腔融合。

第三，汉剧在京城舞台。汉剧本来流行于湖北一

带，徽、汉二剧在进京前已有长江中游的安徽、湖

北等地广泛交融。徽班红极一时，进京的汉剧演

员也搭人徽班，他们将汉剧声腔曲调、表演技能、

演出剧目等逐渐融于徽戏中，丰富完善了徽戏的

唱腔板式，唱法念白日趋北京语音化。

总之，经过清代二三百年徽、秦、汉的合流，为

京剧在北京这个独特舞台诞生奠定了时代基础和

融合渠道。至咸丰十年(1860年)，京剧历经徽

班、汉班合作，两调合流，又从昆曲、弋腔、秦腔中

汲取传统营养，经过长时期的互相融合、互相吸

收，再加上“京音化”，终于叠加、嫁接、混种、发酵，

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剧种——京剧。京剧在近100

多年里迅速发展成熟，凝聚了中国戏剧艺术的精

华，行当全面、表演成熟、气势宏美，逐渐成为中国

戏剧的代表性剧种。

(二)四大流派

1920年代“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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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苟慧生)的脱颖而出，是京剧走向繁荣鼎盛的

重要标志之一，其中端庄典雅的梅兰芳、俏丽刚健

的尚小云、深沉委婉的程砚秋、娇呢柔媚的苟慧生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开创了京剧舞台上以旦为主

的新格局和新时代。

继梅兰芳之后，谭鑫培再“成体系”，谭鑫培之

后，更又有谁?京剧界直接以流派代表姓氏命名，

如谭派、孙派、余派、汪派、梅派、程派、苟派、尚派、

马派、言派、高派，等等。从“前三杰”(余三胜、程

长庚、张一I奎)到“后三杰”(孙菊仙、谭鑫培、汪桂

芬)，再到“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苟

慧生)(见表1)、“四大须生”(余叔岩、言菊朋、高

庆奎、马连良)等几乎成为惯例[5]。例如，以士人

君子为原型的老生行当多构成救世英雄、义士忠

臣、帝王圣贤三大类形象群口3，他们是形成流派的

重要文化感知内容。

在把握京剧实践性和现实性的基础上研究发

现，民国时期流派代表人物及其兴盛的艺术表演

流派，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京剧繁荣，并且流传和链

接到当代京剧文化传承之中口]。民国时期京剧流

派理论一般从流派意识、流派命名两个重要维度

人手∞]。以历史的观点贯穿始终，应该作为京剧

流派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的学术支点之一，可以

看作是特定时问、空间交互作用形成的语言层面

符号或代码。从京剧流派命名中可以解读出新与

旧的结合、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也体现了二十世纪

初京剧研究理论范式建构的文化自觉[9]。只有扎

实继承、独立创造、艺术独特、剧目有代表性、有流

派传承人、有观众的认可，才能产生一种稳定的京

剧艺术流派口⋯。流派只是表象，所谓君子“和而

不同”，更重要的是分析其特定时代思维、观念及

其背后的历史特征，乃至在社会转型的今

天，应该反思是原样继承，还是推陈出新，甚至是

旧瓶装新酒，抑或是其他方式传承这种古老的流

动文化艺术。

《三)一个文化标签

如何看待京剧申报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

产：这是否只是一个文化标签?京剧怎样真正从

非遗中得到传承?

1．京剧流传空间的演变

有清一代，国家限制旗人到戏园看戏，只能在

家里看戏，于是京城的达官贵人干脆在家里盖戏

台，这样看戏方便。后海北河沿醇王府、前海西街

恭王府、炒豆胡同阿王府、东四九条尚书寿耆家、

东四六条内务府大臣崇礼家、金鱼胡同军机大臣

那桐家等达官贵人的家底私宅就有了戏台。而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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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京剧的四大流派代表人物与风格

梅派 尚派 程派 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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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http：／／www．xijucn．com／hlml序n剐u／20110721／／27385，htm]中国戏剧网等资料结合笔者理解列表。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东有长安大剧院、保利

剧院，西有中国剧院、八一剧场、梅兰芳大剧院，南

有天桥剧场、中国评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北有

海淀剧院、国安剧院，中有国家大剧院、首都剧场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北展、

民族文化官等，另外还散布着国话先锋剧场、朝阳

九个剧场等，北京形成了东南西北中四面开花新

的剧院分布格局[11|。特别是国家大剧院和梅兰

芳大剧院的落成，成为传承民族文化艺术的经典

场所和文化设施地标。

有学者认为京剧市场化不是振兴的问题，而

是要拯救。由政府“包养”着剧团、院团，政府同时

作为裁判员和运动员，京剧没法走向市场。国家

每年投入在京剧上的巨额经费并没有明显的效

果，京剧仍然是人才青黄不接，“台上振兴，台下冷

清”，“叫好不叫座”。时代在飞速发展，已经完全

不同于过去。京剧的出路必须与市场化对接，深

入推进市场化改革[I引。救济粮只能救一时，不如

引入竞争机制，搞活经营，改“输血”为“造血”。

2．京剧只有结合古老和现代，适当改革，才能

真正从非遗中得到传承

有研究者认为京剧内涵丰富、层次高，是综合

的高雅艺术，听懂的人少是必然，普通百姓岂能理

解和欣赏?而中国大多数地方戏曲剧种(如河南

豫剧、山东吕剧、河北梆子、山西梆子、JI J剧、湖北

安徽黄梅戏、湖南湖北花鼓戏、江浙越剧、广东粤

剧等)均来自民间，他们是根植于百姓的日常生产

和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形式，文人喜爱之，妇孺

喜爱之，儿童喜爱之rI“。同时，京剧具有显著的

地域文化特色，例如涉及“龙”的z5出题材京剧，

蕴意宏远、事关兴亡，大多是地域文化和地缘政治

的折射，彰显出东亚地区龙文化浓厚的民族特色

和地区特点u“。又如，京剧戏出年画(如六个场

面故事的《千金全德》，十二幅画图的《全本三国

志》)一是年画版画的“活化石”，是清朝京剧舞台的

“录像机”，是美术和篆刻艺术的活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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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社会转型时期，凋零的市场、中断的传

统、匮乏的人才环境叠加在一起，如何才能找到一

个更好的突破口，使京剧在困境中突围?市场经

济是大势所趋，市场也是人才成长的最大熔炉，是

传统继承的动力源。单纯依靠政府买单和资金投

入，不能保证效率和持续性，只有兴起丰富多元的

市场主体观众群体，兴起不同层次、不同区域、不

同职业和不同年龄段的观众群体，才能内在地决

定京剧艺术的多样化需求，也内在地促使适应不

同题材、不同层次、不同风格和不同目标人群的京

剧文化遗产的供给[1 6|。传承、保护和发展京剧最

切实的基础是逐渐修复京剧的民族传统，而不是

漫无目的的创新，更不是中规中矩的复旧。我们

无法改变更不能一味抱怨这个时代。适者生存，

物竞天择，外在的影视媒体和京剧艺术自身只有

顺应社会发展和艺术发展规律才能存活下去。京

剧不能永远自视为艺术殿堂的阳春自雪，也不能

定位为下里巴人而一味迎合大众时尚口味，两者

都是背离京剧自身发展的艺术内在规律的¨7|。

在当今信息化社会和社会转型时期，只有多从艺

术方面着手，进行古老和现代的结合，畅通与观众

交流的渠道，让不了解京剧的观众理解它，让了解

京剧的观众更加热爱它。

三、辨析

(一)京剧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说明了什么

笔者认为，京剧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保护

的确是符合“教育传承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

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区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依附于人而存在的，所以北京市主动开展了

一系列保护和传承京剧的活动，十分重视对传承

人才的培养，很快出现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传承

人才。同时，北京市文化局也利用重大节日活动

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传承人提供平台，把

优秀的京剧文化宣扬出去。国家和政府都致力于

京剧传承人才的培养，就是希望通过教育培养新

一代了解和掌握京剧的文化内涵，希望京剧不会

因为时代的更换而失去活力。京剧申报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2006，国家第一批)，也成功登录

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这无

疑是非常成功的例子。

在相关文献中，笔者发现绝大多数都是提倡

京剧市场化、京剧普及和京剧改革的，但京剧改革

会不会改变了原有的味道，到底如何把握改革的

度，使之不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核?过度的

改革，我们看到的可能就不是京剧了。

《二)冷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遗热”

中国戏曲在申请“非遗”过程中，受到“非遗

热”的影响。多年来，戏剧界和戏剧主管部门总是

盯着各种评奖活动，以夺取大奖为唯一目标和绩

效导向。这种报奖思维开始弥漫到申报“非遗”的

活动之中，对现实政绩急功近利的追求，遮蔽了面

对传统戏剧遗产时暖昧的文化态度以及理论依据

的苍白无力[1 81。因衰落而残存无几的剧种需要

适当改变自己，追问存活下去的本质，从而继承与

保护它的珍贵传统。暂且不说那些没有申请成功

的荒谬的“非遗”例子，就算是已经申请成功的例

子，也不见得不是人们跟风赶潮所致。部分中国

戏曲在人们一时冲动之下，被硬生生地推上了“非

遗”的台子，然后又搁置下来。可见，人们并非真

正了解这些文化遗产的珍藏意义，就随大流将其

“珍藏”，只在申报的时候投以满腔热情，这不是盲

从又是什么呢?不管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跟风赶潮还是文化自觉，我们都希望它是往文化

自觉的方向走，让“非遗”成为人们群众切实生活

的需要，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高度自觉性与文

化素养，以及追求优秀文化的健康情感。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两种价值观的区别

跟风赶潮和文化自觉实际上是有很大区别

的，表面看似乎都是在保护文化，但是文化自觉是

在理性基础上，人们主动地想保护优秀文化遗产，

对失去文化遗产感到可惜，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而

跟风赶潮就是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盲目地去追

随他人，在完全不清楚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目的

的情况下，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保护”过去的文

化，即使它可能是糟粕。

这里要批评的是：不要在中国底层文化还没

完全自觉的前提下，就盲目追赶着申遗的政策风

潮，去分一杯羹。这样下去，只会恶化文化遗产的

真正话语权，将根植于民问、表述民问的权益丢

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在起点、过程和终极目

标、价值关怀等方面完全不同。京剧既是一种古

老的文化传统，也是一种新的知识形态，吉尔兹的

“文化一解释”逻辑[1胡为京剧的解读和传承提供了

一种新的知识观念，即流动的知识视野、开放与无

限的思维延展性。学者、民众、艺人、媒体等在静

态的剧本戏装脸谱、流动的舞台文化、多姿多彩的

生活世界之间建立一种互融性的理解关系。我们

应该善于运用法律和吉尔兹“地方性”表述知识，

辨析真实的、有意义的文化遗产，切勿跟风赶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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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申遗”变成一场闹剧，那样将是文化遗产运动

的悲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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