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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艺术走进高校的重要性

余  宇

广东科技学院  广东  东莞  523083

摘  要  京剧艺术走进高校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范畴，以这种艺术

形式的基础上努力挖掘其文化内涵、重点是培养观众，培养学者

型的京剧爱好者。提升京剧的文化品位，让人既觉得京剧博大丰

富，又不觉得遥远而不可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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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京剧艺术进高校可以更好地传承民族文化
高校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场所，她有着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和输送建设人才的重任，引领着社会的优秀文

化和先进理念。而高校的学子们又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

掌握着先进的科学文化和技术，他们有着无限的活力和求知的欲

望。高校需要京剧这门传统文化的积淀，京剧艺术也需要高校的

文化引领；高校人才需要中华传统文化熏陶，京剧艺术也更需要

高校学子去传承和发扬。京剧艺术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

中，集我国戏曲之大成，源远流长。虽然正式形成京剧只有一百

几十年的历史，但追本溯源，它是同近两千年的中国戏曲传统一

脉相承的。中国戏曲源于古代的民间歌舞传统，经过长期的孕育

和发展盲从唐代歌舞戏到宋杂剧、金院本以及南戏，初步形成了

中国古典戏曲的完整形式。发展到元杂剧，有了结构比较严谨的

剧本，有了表现生活和塑造人物的多种艺术手段，提高了舞台艺

术，成为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一个高峰。到了明代，成为北杂剧

和传奇并存。及至明末清初，涌现出数以百计的地方剧种，他们

既继承了中国戏曲的历史传统，有各自吸收了当地的民间艺术，

因地域之不同而有不同的音乐声腔和艺术表现手段，呈现出许多

剧种争奇斗妍的繁荣局面。这中间作为京剧前身的徽调、汉调、

昆曲、秦腔和弋阳腔等，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突出的艺术成就，

广为人们喜爱。京剧正是在这些戏曲的基础上，融汇了它们的有

点和长处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京剧这一传统艺术进高

校，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非常有推动作用的。

二、京剧艺术进高校可以有力地促进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
当下京剧在大学中的传播主要以京剧选修课和社团的形式

开展，当然这是一种教育课程和教育方式。《说文解字》中讲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教即“施、

效”意即给予、遵循；育即“抚育”意即抚育人向好的、善的方

向发展。教育的定义往往从社会角度和个体角度来认知。从社会

角度广义讲教育是一种增加人们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

德的活动。狭义讲是有目的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对受教育者

的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阶级需要的人的学

校教育。当前，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流。如

何实施素质教育，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培养适应

未来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所以，根据教育的基本规律和广大

家长的迫切需求，高校一直把培养目标定位为“具有高尚人文素

养的现代城市公民”，让每个学生都学习和掌握一门以上的艺

术，具有良好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感悟能力。京剧进高校这一活动

的深入开展可以大幅度地促进学校素质教育改革。培养同学们们

的京剧欣赏能力，既可把传统文化艺术通过教育途径深入到青年

的心中，又可为京剧艺术培养新一代观众群。

大家知道，学校不是“世外桃源”，完全封闭的“世外桃

源”也培养不出真正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但是，大门打开后，

各种良莠不齐的文化就会不可阻挡地浸染着整个校园。虽然我们

也倡导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但如果让日流、韩流冲垮传统文化的

基底，那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以京剧为载体和代表的民族传统文

化是我们身份的证明，更是我们把过去与未来连接在一起的证

据。目前，已经有的专家把弘扬京剧艺术作为“文化国防”的重

要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入、扎实、有效地开展京剧艺术走

进高校活动与这一倡导是完全符合的，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大

学京剧教育虽然也是一种学校教育，但它不培养从事京剧事业的

人员，显然是一种广义教育，也做泛教育。泛教育，顾名思义是

一种广泛的教育。这主要体现在教育者的身份多重认证、教育

形式的多样化、教育目的的非专业化。京剧无论是在乡间草台

还是都市剧场都只是一种艺术，综合的表演艺术。2006年文化

部、教育部、财政部三部委组织了京剧“高雅艺术进校园”，这

个提法本身存在问题，京剧并不是高雅艺术。高雅与否不在于其

欣赏群体和表现内容，而在于其实质品位。从这个角度讲中国

戏曲都不是高雅艺术，包括昆曲在内。人们常常称“玩京剧”、

“玩票”，既然称为一种玩意，就像卡拉OK一样，怎么能称为

高雅？高雅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社会少数人的，但京剧是一种通

俗、流行的艺术。京剧只是一种艺术，只是在当今多元文化兼容

状态中的一种。近来也有不少人在提倡建立“京剧学”，将京剧

地位提升到学术程度。这种倡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倡导更多的人

来关注京剧，重视京剧的生存和发展。但从另一个角度考量，一

种艺术一旦被推崇到“学术”，被放到图书馆、博物馆，也反映

了这种艺术已经行将就木了。供奉的越高，越发脱离人们的视

野。京剧从艺术上升到学术或者提纯到学术的道路还很漫长，或

者两者之间还有很多的“节”需要通关，有很多的“渠”需要构

建桥梁。京剧是“国粹”，开设京剧课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

有必要推广京剧的。建议高校可作为选修课，就拿广州来说，中

山大学一个中文系上“京剧选修课”的就有300多人，而且都是

青年人。现在高校的莘莘学子都是我们未来的民族骄子，京剧艺

术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如果高校学生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和历

史遗产，包括京剧艺术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就有可能陷入

民族虚无主义的陷坑，这是多么可怕呀！

三、总结
因此在高校开展京剧艺术的普及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

义。只要通过几年的努力，京剧的普及工作就会有所发展，开展

京剧艺术进高校活动，是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需要，

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有益尝试，也是丰富大学文化生

活、提高青年艺术修养的有效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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