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剧综论·

步羼坚实的两年。在传统昏益受到重视的今天，京

剧成功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上

海世界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国际戏剧协会世界代表成套裟淼篇淼釜罢
烈霪篙黧妻誊盏篙需篙耄嚣膨藩淼嚣淼莩薯茎
确I念热潮，一批优秀现代戏的集中展演，更呈现了现代
j最?转型中的戏曲新貌。在全社会对于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共识和时代

对于民族文化自信的召唤呼声中．人们也更加意识

到戏曲在整个民族文化中的代表意义与重要地位。

两年内，围绕着戏曲的保护、传承、发展与戏曲理论

的构建等主题，展开了一系列理论探讨和深度对话。

例如2010年：“中国戏曲表演理论”学术研讨会、中

国戏曲学院建校60周年与新中国戏曲教育60年论

坛、中国·九江青阳腔学术研讨会、地方戏昆腔学术

研讨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地方戏曲)；2011年：戏曲

学的新发展·张庚先生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

会、两岸四地中国戏曲艺术传承与发展·北京论坛、

京剧表演理论体系建构——第四届京剧学国际学术

研讨会、“中国昆曲‘非遗’十周年——昆曲大师侯永

奎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之北方昆曲艺术传

承和发展研讨会、纪念昆剧表演艺术大师周传瑛

评

戏曲文献的发掘刊行、舞台艺术传承经验的总结等

诸多方面。此外，学界理论界的思考成果还反映在

《中国戏曲理论的本体与回归》、《中国京剧艺术百科

全书》、《中国京剧百科全书》、《傅惜华藏古典戏曲珍

本丛刊提要》、《中国近代戏曲史》、《地方戏昆腔论

集》等一系列成果的出版问世，以及由中国艺术研究

院承担的“昆曲艺术大典”、“京剧艺术大典”、“昆曲

表演文献整理丛刊”、“昆曲口述史”、“中国近代戏曲

论著集成”等国家重大、重点课题的坚实进展之中。

如何在历史机遇与大好环境中，总结戏曲从理论到

实践各方面的历史经验和宝贵财富。反思历史和当

下存在的问题，为戏曲今后的保护与发展提供有益

参考，这成为了2010、2011年度戏曲理论界与舞台

实践各方面的共同主题。

一、珍视文化传统。保护京、昆、地方戏曲、少数

民族戏曲生存发展多样性

在两年间戏曲理论界的历次研讨活动中，我们

可以看到一个整体性的趋势。即以“承前”为“启后”

之基，以重视传承保护和总结历史财富的态度面向

未来，切人当前重大课题。2010年11月，继昆曲、藏

戏、广东粤剧之后，京剧也成功人选人类口头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京剧艺术的传承与发

展——京剧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论坛”等

相关研讨也随即召开。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

念的深人人心，对于戏曲的传承与保护已日益成为

共识，也成为学界进行理论思考的基本立场，这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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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象征的戏曲

所具有的重要文化价值和存在意义。也反映出在快

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对于戏曲未来道路的走向，人

们的思考也日益趋于审慎冷静，发自内心的精神体

认与人文关怀正越来越深刻地熔铸进当代戏曲理论

的研究与探讨之中。在2011年12月由全国政协京

昆室主办的“两岸四地中国戏曲艺术传承与发展·北

京论坛”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京昆室主任孙

家正谈到“戏曲是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与精神记

忆”。“越是面对当前文化多元的形势，我们越是有责

任、有义务全力捍卫和弘扬戏曲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我们首先要深刻理解戏曲艺术处于中华民族

文化一脉相传中丰富的思想价值与艺术内涵，理解

了，才会珍惜；珍惜，才会自觉地传承、发展”。①

今天文化多样性理念已渐成为共识．民族文化

传统和特色的保持与回归被视作当下整个民族在现

有世界格局中生存发展的关键问题。但戏曲的传承

与保护仍然需要面对相当的挑战。在“两岸四地中

国戏曲艺术传承与发展·北京论坛”上，中国艺术研

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龚和德、中国少数民族戏曲

协会顾问曲六乙等专家学者谈到了体制改革与“非

遗”保护的关系、少数民族戏剧因为“弱势戏剧”的身

份而受到漠视和边缘化等问题。认为若处理不好改

革与保护两者关系，将直接影响到民族戏曲的生存、

传承和发展。只有打破剧种偏见、打破单一汉族戏

剧史观．真正将文化多样性的认识与实际操作结合

起来。使京剧、昆曲等大剧种和各地方戏以及少数民

族戏剧都能得到保护，都有机会生存、发展，才能让

戏曲回归其民间本质。实现中国戏曲真正的百花齐

放。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国家的政策扶持，同样也

需依靠艺术家们的高度自觉。

与此相关，2010年9月到12月，青阳腔学术研

讨会、地方戏昆腔学术研讨会分别在九江、北京召

开．台湾也汇集两岸学者和他国专家，举办了关于地

方戏曲的国际学术研讨。青阳腔、昆腔是中国戏曲

古老声腔的代表，一方面，它们有其独立的形态，在

·戏剧综论·

自身源流、剧目文献、艺术特点等问题上还有诸多需

要深化研究之处，另一方面，它们的传播流布又都呈

现出开放性与变异性的特征．对多种地方戏和其他

声腔都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的遗存今天仍鲜明可

见。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必须将古老声腔作为古代历

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予以珍视、保护、记录、整理和研

究．也对声腔变化这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艺术

规律给予了客观评价，认为这正是中国戏曲长久以

来融通变化的活泼生气的证明．体现出戏曲化雅人

俗、雅俗共生的民间生态的历史与现状。类似的研究

探讨显示出今日学界的关注视野无论是在时间还是

空间的维度上。都在自觉、主动地寻求进一步的延伸、

延展，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融会贯通，为古老戏

曲声腔剧种以及一些以往易被忽视的地方戏曲、民间

戏曲的研究、保护和当代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二、理论研究的本体回归与表演理论体系建构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戏曲学科研究与理论发

展呈现出内容更加丰富、认识愈益深入、各种观点见

仁见智的多元、复杂态势；面对理论界西方话语的优

势地位，如何进一步夯实民族戏剧基础理论研究，寻》'2
求积极平等的对话，依旧是严峻的课题。为了交流、；彳p

梳理学界的诸多争鸣和不同观点，正视与回应现存0氧l
的种种问题，2009年底，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鼍I-

所在北京举办了“中国戏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

并于2010年出版了论文集《中国戏曲理论的本体与

回归》。这些讨论既汇聚了对中国戏曲理论学术历

史、发展和未来趋势的探讨，对中外戏剧理论的比

较，更在民族文化的战略高度上，共同关注了如何在

对中国戏曲自身美学思想内涵加以审视和研究的基

础上。科学阐释和构建中国戏曲理论体系的问题，体

现出正本清源，重新审视戏曲本体并呼唤理论回归

的集体性诉求。在2010年中国(海宁)·王国维戏曲

论文奖颁奖活动暨“中国戏曲表演理论”学术研讨会

上，理论界资深专家与通过论文奖活动崭露头角的

年轻学者们汇聚一堂，围绕民族戏剧理论的历史总

结与深化、系统建构戏曲表演理论在当前的重要意

①孙家正《在两岸四地中国戏曲艺术传承与发展·北京论坛上的发言》，《戏曲研究》，2012年第84辑，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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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综论·

义以及实施构想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使这一诉求

得到了又一次集中的表达。

审视这一集体性诉求发出并不断汇聚壮大的历

史脉络，我们可以发现在许多年前．前辈理论家已经

为之付出了艰辛工作，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财富。

当代著名的戏剧理论家、戏剧教育家、戏剧史家张庚

先生就是极为突出的一位。2011年10月。中国艺术

研究院和中国戏曲学会在北京联合主办召开了“戏

曲学的新发展——张庚先生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

研讨会”，围绕张庚戏剧理论研究、张庚与中国戏曲

现代戏、张庚与中国戏曲现代化、张庚与中国戏曲

学、张庚与中国戏曲教育、张庚与中国戏曲表演体

系、张庚与《中国戏曲志》、张庚与“前海学派”、戏曲

学学科建设研究、戏曲学的现代化进程、戏曲学研究

观念与方法的演进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文化

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在致辞中号

。召今天的戏曲工作者学习张庚先生重视传统，在继

承传统的基础上博采众长进行理论创新的精神：学

习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哺于

实践的学风：学习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品格风

骨。著名戏剧理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郭

汉城将张庚先生垂范后世的这种学术精神进行了归

纳，亦即“前海学派”的三大特点：理论联系实际、学

术民主和坚持真理。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安葵

高度评价了张庚先生在推动中国戏曲理论走向现代

化历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对于戏曲综合性、虚

拟性、程式性的特征把握以及“剧诗说”等学术观点，

影响深远，已经成为了今天戏曲理论研究进一步向

前发展的基石。

张庚先生毕生的理论研究不仅仅为今天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同时他作为新中国戏曲学学科建设的

代表人物．在戏曲理论体系与戏曲学构建方面，也为

今天的研究搭建了平台，提出了重要的课题。中国

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刘祯认为张庚先生对于

中国戏曲理论体系的阐述不仅关注于其形成、特点，

重视揭示其体系的核心内容，关注现在和过去，更着

眼于现实和未来．重视其发展问题，是把它看成一个

活的、发展的体系。在张庚先生的戏曲理论框架中，

表演是居于核心地位的，“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体系”，

正是张庚先生持续关注，而今天已到了迫切需要对其

特点和实质作出理论阐释、归纳与总结的重大课题。

2010、2011两年问。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筹划多

年。即将着手的“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体系”这一课题

的进展，受到了学界广泛而热切的关注。例如在“两

岸四地中国戏曲艺术传承与发展·北京论坛”“戏曲

艺术保护与理论构建”的分会场，学者与艺术家们关

于“中国戏陆表演理论体系”也展开了热烈讨论。认

为戏曲要沿着正确的方向去传承和发展，要克服目

前戏曲舞台上的“转基因”和异化现象，必须要有正

确的理论指导．必须对戏曲表演的核心价值与存在

本质有深刻的认识，形成自己的理论语言。更多的学

者、艺术家就西方理论的借鉴与概念辨析、传统回归

与创新的关系、理论与舞台实际相结合等问题对于

戏曲理论尤其是表演体系的理论建设提出了期望与

建议。又如在“京剧表演理论体系建构——第四届京

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京剧表演理论体系建构”的

分会场讨论中，来自中国、美国、法国、丹麦的众多学

者也就京剧表演理论体系及这一课题的研究价值、

京剧表演理论、京剧语言表演体系的三重特征、重视

演员的表演经验、建立京剧行当的美学理论体系等

方面，展开了讨论，对于在构建过程中，要科学把握

和论证理论体系建构的结构、构架，合理地继承和发

展前辈总结的探索与理论成果，并且将京剧表演体

系放在整个戏曲表演体系里，结合时代特征进行考

察等问题达成了共识。

“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体系”是一项开放式的系统

工程，它内容丰富，体系庞大，既是戏曲表演理论的

引领，也是表演实践的汇通。这一课题由中国艺术研

究院筹划多年，2011年，课题广邀专家多方论证，即

将实施启动。

三、戏曲舞台实践中的传统意蕴与现代转型

回顾2010、2011年的戏曲舞台，堪称异彩纷呈。

尤其是围绕着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京剧“申遗”

成功；2011年纪念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

昆曲人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El头和非物质遗

产代表作”10周年等一系列大事件，一大批经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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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与新创作剧目菊坛竞秀，绚丽多姿，不仅在国内。

也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展示出中华戏曲的迷人魅

力。两年间，如第九届中国艺术节、中国戏曲节、各

类优秀剧目展演和地方戏曲艺术节等大规模、高质

量展演活动的举办，也使得各类剧目尤其是如京剧

《成败萧何》、《响九霄》、川剧《金子》、晋剧《傅山进

京》等一批近年涌现的新创剧目有了更多与观众见

面并不断打磨沉淀的机会，显示出思路更趋开阔、更

加注重人文精神和文化品格的提升等特点，戏曲舞

台和演出市场也在这种追求的影响下勃发出生机。

今天的戏曲人和戏曲观众。仍渴望在经由厚重的历

史而沉淀凝香的传统意蕴之中滋养身心并反哺于戏

曲自身进一步的发展，但同时，以现代戏为代表的当

代新创作．又体现出了人们对于传统戏曲的现代转

型这一时代命题更为直接和集中的思考。

(一)见证与发扬：穿越时空的经典魅力

古老剧种和传统剧目是戏曲悠久历史和丰厚积

淀的最有力代表者，也在真诚守候民族传统文化的戏

曲知音者心中占有着最重的分量。2010、2011年间，

古老剧种与传统剧目在舞台上的大放异彩，无疑是对

传世经典其穿越时空的魅力的又一次见证与发扬。

2010年，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作为

“世博会文化展演活动”之一，上海昆剧团联合重庆

市川剧院、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山西省高平市上

党梆子剧团共同策划，“古戏薪传——中国四大古老

剧种世博展演”，把中国东、西、南、北四方地域中极

具代表性的传统古老剧种首次聚合在一起．川剧、昆

剧、梨园戏、上党梆子四大古老剧种同台亮相上海舞

台。数十位“非遗”传承人与剧种代表人物汇聚一堂．

演出昆剧《借茶》、《偷诗》、梨园戏《大闷》、《公主别》、

上党梆子《杀庙》、《惊疯》、川剧《醉隶》、《思凡》、《逼

侄赴科》等多个经典折子，“碰撞”出一个古老戏曲的

博览会。演出的极大成功既源于海内外广大观众对

民族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也说明了传统戏曲

在社会心理层面所拥有的深厚根基。

2011年是昆曲人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

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第十个年头。国家大剧

院推出了“大雅之美”昆曲系列演出(全年共9台剧

·戏剧综论·

目17场演出)及一系列讲座，与《中国昆曲600年全

景》特展一起，多元立体展示昆曲文化，推动昆曲艺

术的普及。在6、7月间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

事务署主办的“中国戏曲节2011”中，昆曲也被作为

重点展示剧种．各大昆团联合演出经典传统折子与

本戏。本年度又适逢昆剧表演艺术大师周传瑛、侯永

奎100周年诞辰．10月、11月．杭州北京南北呼应，

分别举行了纪念两位艺术大师的汇演与研讨．南北

昆坛的老中青艺术家济济一堂．展现了昆曲艺术传

承的成果。在9月的厦门召开的以“戏曲之旅、文化

交融”为主题的国际戏剧协会第33届世界代表大会

上，中国戏曲第一次成为世界代表大会的主题。观摩

了一系列经典剧目的演出和戏曲工作坊之后，来自

五大洲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外国代表由

衷地将戏曲视为了洞悉中国这一文明古国所拥有的

文化多样性的最佳视角。

借京剧成功“申遗”东风，2010、2011年，“全国

优秀京剧剧目展演”、“中国京剧文化节”等剧种展演

活动连续举办；地方戏曲方面．第二届中国越剧节、

黧黧黧簇喜黧2胴010黧彩次较大的综合性展演活动来看．无论是 年的第二y

九届中国艺术节，还是2011年的第25届中国戏剧乙-氛l
梅花奖大赛、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或是第十。j I

二届中国戏剧节。都涌现出一批传统经典或经典整

理改编剧目，如上海昆剧团的精华版昆剧《长生殿》、

重庆川剧院的川剧《李亚仙》、浙江昆剧团的《虹霓

关》等。人们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强调原真态

的继承也罢。追求新意的改编也好，都必须怀一颗敬

畏之心去面对戏曲传统中那厚重悠远的美学意蕴、

深沉隽永的历史意识与深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民

间情怀，非如此则无法展现出戏曲艺术与戏曲文化

历久弥新的魅力和价值。

(二)本体回归中的“现代性”追求：针对现代戏

创演的集中思考

与传统戏曲相映成辉的，是近年来活跃在舞台

上的一批现代戏，这些剧目或贴近现实和广大人民

群众生活、或是革命历史题材的“红色经典”。在

2010年“九艺节”上，京剧《生活秀》、《飘逸的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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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综论·

巾》、秦腔《大树西迁》、评剧《宰相胡同》、河北梆子

《女人九香》、陇剧《苦乐村官》、琼剧《下南洋》、豫剧

《村官李天成》、花灯戏《梭罗寨》、粤剧《刑场上的婚

礼》、黄梅戏《风雨丽人行》等近年来较有影响的现代

戏集体亮相，在全部33台戏曲作品中所占比例之高

令人惊叹，成为了毋庸置疑的亮点。以现代意识切

入现代、现实题材，从中体现出创作者对人生、对社

会、对个体生命和精神的人文关怀．这正是现代戏的

优长和力量所在。

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

周年，2011年中宣部文艺局为推动戏剧艺术家深入

基层，服务群众，举办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

年优秀戏剧全国基层巡演活动。同时为了纪念这一

不平凡的年份，文化部也于6、7月间在北京举办了

为期一个月的全国现代戏优秀剧目展演。展演共汇

城喜焉曩黧耋兰鬻j嚣、誓
堇狲言鬈篙黑蒜篙蔫淼器凳
至罄霉薷茎嚣I：罢器嬲嚣嚣霎盖羚K麓嚣丞黧勰

文化部组织召开了全国现代戏创作座谈会，会上文

化部部长蔡武作了《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生产

导向 努力创作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艺术

作品》的发言，指出“现代戏因为贴近群众生活，体现

和传达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愿望和理想，更容易

引起观众共鸣，更能发挥主流价值引导功能”①，希望

广大戏剧工作者总结现代戏创作的经验，以塑造人

物形象为中心，力求以情感人，做到思想性、艺术性

和观赏性的有机结合。在座谈会现场以及《戏曲现

代戏创作的一次检阅》(安葵)、《现代戏：涅粲于传

统》(刘祯)、《戏曲现代戏百年回眸——以此文纪念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何玉人)、《审美地把握：戏曲现

代戏憧憬》(万素)等围绕此次展演的一系列理论文

章中，众多学者和文艺工作者也集中针对现代戏创

作在内容与形式方面的开拓探索发表了看法。许多

学者认为，现代戏在题材内容上能够更有力地关注

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改革进程、直面改革开放社会

转型期现实生活。现代戏不仅仅在塑造英模人物．弘

扬先进思想等方面丰富了戏曲文学的语言，其优秀

的剧目也并非一种简单的歌颂，而具有相当的思想

深度，并触及一些现实矛盾，折射出时代变迁中现代

人精神流变的历史。同时。现代戏的现代性还表现为

艺术形式和舞台呈现的“现代”，以及其与内容题材

之“现代”的结合和统一。而这种表现形式上所体现

的“现代性”，恰恰应该是在继承戏曲艺术传统、尊重

戏曲艺术本质的规定性和民族美学原则基础上．在

向戏曲艺术本体的回归中，所展现出的古典戏曲融

入时代新质后呈现出的崭新形态。现代戏的创作，应

把握对戏曲艺术本体的继承，重视发挥戏曲自身的

表现功能和对戏曲化的身段、语汇的运用，运用艺术

的、审美的方法，把人民的愿望真诚地、深情地表达

出来。专家学者们肯定了现代戏对于戏曲现代化的

重要意义和在当今戏曲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并再次

强调了戏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以传统为根基

的重要性以及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相关讨论与

观点在随后8、9月份分别于西安、苏州召开的现代

戏发展暨陈彦作品研讨会、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

成立30周年大会等活动中也得到了延续。

四、舞台上下的深度对话：搭建沟通理论与实践

的桥梁

当今剧坛，关于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等问题

其思考成果最为直接的承载者与体现者，是活跃于

舞台，直接参与艺术创作的戏剧工作者。以严肃的学

术精神来认识、探讨戏曲的编创工作．为舞台实践者

搭建交流、对话的学术平台，这是理论联系实践的必

然和必需。2010年11月，在由中国戏曲学院、台湾

大学、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戏曲编

①蔡武《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生产导向努力创作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艺术作品》，《艺术通讯》2011年8月第294期．第2—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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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高峰论坛——2010海峡两岸戏曲编剧学术研讨

会”上，台湾及大陆戏曲创作及戏曲理论方面的专家

六十余人汇聚北京，共同就海峡两岸当代戏曲剧作

与剧作家、戏曲新剧目演出与传播、戏曲编剧教育与

编剧学、学者型戏曲编剧现象等话题展开研讨，力图

共同推动中国戏曲编剧艺术的发展。

对于今天戏曲舞台的繁荣和健康发展．一批有

着杰出作品和不凡影响力的剧作家已经并还在发挥

巨大的作用．对他们创作经验的总结思考也成为勾

连起舞台实践与理论探索的重要桥梁。2010年底与

2011年底．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福建省

文联等单位联合，分别在北京举办了“郑怀兴剧作学

术研讨会”和“王仁杰剧作学术研讨会”。专家学者

针对剧作家的创作文学、人物形象塑造、思想内涵、

艺术价值以及创作观念、剧作风格、成功原因等各方

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讨论。郑怀兴笔下的历

史题材、文人题材作品，在尊重历史的精神真实同时

又进行大胆的艺术虚构，追求时代感觉和历史启示

的融汇：不仅长年关注莆仙戏等珍贵的地方剧种，近

年来影响更远远超过福建，辐射到全国。得益于严

肃的人文思考而形成的独特风骨情怀，在其剧作中

与具有民间性的地方戏曲艺术表现相得益彰，成为

与会专家讨论中的焦点。在对来自福建的另一位优

秀剧作家王仁杰及其剧作的探讨中。传统意蕴与现

代性的交融又一次成为焦点，如具有高度文学性、写

意性、既富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又蕴含民间趣味的

诗化创作语言，合悲悯、敬畏、批判性于一身的创作

立场，对于在传统与现代，情感、人性、欲望与伦理道

德文化之间挣扎的人物形象的细腻把握和塑造等

等，成为其剧作中最受关注的方面。理论界在对优秀

剧作家们高度评价和经验总结的同时，也提出了期

望，即一方面体味到广大观众的审美需要，创作出为

观众欢迎的作品，另一方面也要有对流行观念进行挑

战，引领一个时代的思潮和艺术风尚的勇气与担当。

此外．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戏

剧奖·理论批评奖活动中．多篇获奖戏曲评论聚焦当

代的戏曲文化现象、戏曲生存语境，以及具体的作品

和演员，或高屋建瓴，或见微知著，为在变化的时代

·戏剧综论·

中发展的当代戏曲艺术提供了种种带有宏观性、总

体性、规律性的认识与思考。在中国戏曲学院建校

60周年之际举办的李紫贵戏曲导演艺术学术研讨

会，既是缅怀与总结前辈艺术家的经验成果，也是汇

集戏曲导演及导演理论研究者的一次大规模交流，

更是对当前戏曲导演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的一次集体

反思。两年间，一些活跃于舞台的优秀演员及其表演

艺术也受到关注，相关研讨如火如茶。上述这些活动

也从各个方面体现出戏曲学界正日益关注与重视舞

台现状，关注剧作家、表导演者及其创作，并积极与

实践领域展开对话，努力对当前舞台创作的关键核

心问题给予回应和引导。

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

《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对“建设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体系”提出了要求。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

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二

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戏曲是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如何全面认识戏曲，古为今

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

其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其基本元素，使之成

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样也是当前

戏曲工作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和方向。作为一门传统

悠久、遗产丰富而又不断适应时代、进行着新陈代谢

与自我超越的富有包容性的艺术，戏曲在新时代继

承、保护、变革、发展并进的转型进程中，也孕育着新

的生机与青春。

(作者简介：刘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戏

曲研究》主编，《中华戏曲》副主编。博士生导师。主要

从事戏剧史论及民间文化、宗教祭祀戏剧等方面的

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民间目连文化》、《勾栏人

生》、《民间戏剧与戏曲史学论》、《昆曲与文人文化》、

《北京戏剧通史·辽金元卷》、《徐文长小品》、《元曲精

选》，主编《东方戏剧论文集》等。发表论文评论百余

篇。江棘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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