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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戏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地位

传统戏剧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

族民间艺术的瑰宝。戏曲在形成唱、做、念、打为一体的成

熟的戏曲形式后，又因受不同民族、不同地区语言、风俗、民

间艺术的影响而形成千姿百态的剧种，如京剧、秦腔、梨园

戏、藏戏、蒙古戏等等。不仅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都有

本地本民族观众喜爱的戏曲剧种，而且在一个地区、一个民

族之内，形成若干个剧种。戏曲以其多姿多彩、千变万化的

艺术造型，各具特色的地方唱腔，深受百姓喜爱，尤其一些

经典剧目，像《西厢记》、《牡丹亭》、((梁山伯与祝英台》、《(天

仙配》、《白蛇传》、《(花木兰》以及三国戏、水浒戏、杨家将

戏、岳家将戏等，皆是群众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优秀剧目，

其故事情节、精彩片段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诵，艺术魅力经

久不衰，可谓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精华，更是我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中的重点保护对象。

对戏曲文化遗产的传承，我们的先人做过许多工作。明

清以来，刊印了许多戏曲的选本和曲谱，比较著名的如((元

曲选》、《<六十种曲》、《缀白裘》、《九宫大成》、《纳书楹曲谱》、

《审音鉴古录》等，使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人能看到元代、

明清时期戏曲的演出剧本和演唱声腔。但这种对戏曲的传承

还属于文本传承，戏曲作为一种综合性很强的舞台艺术，还

谈不上活态传承。民国年间，以齐如山为首的一批既热爱中

国传承戏曲，又接触过西方戏剧的学者与一些有志于戏曲传

承发展的艺术家，如梅兰芳、程砚秋、余叔岩等，成立了国

剧学会，全方位地搜集、记录、整理戏曲艺术，特别是作为

戏曲艺术重要部分的表演身段、服饰道具、乐器等，为我们

积累了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录音录像

设备的落后和不足，艺术家们的舞台表演艺术还是没有能完

整地保存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对戏曲艺术做过三次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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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抢救、发掘、搜集、整理工作。一次是20世纪50

年代末60年代初，对各地各民族戏曲遗产的发掘、抢

救、整理，记录整理的传统剧目有数万种，还有大量

的戏曲音乐曲谱，初步摸清了我国戏曲遗产的家底。

第二次是80年代至90年代编纂出版《中国戏曲志》

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这是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

主持下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戏曲遗产的调查、整理和

研究工程，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投入数千万元，参与

的戏曲工作者五千多人，搜集的文字资料3亿多字，图

片5万多张，音像资料数千小时，戏曲文物数千件，将

中国戏曲五千多年孕育、形成、发展的历史用志书和

集成的形式记录下来，被学术界誉为世界戏剧史上最

宏伟的工程。第三次是近年来在文化部的部署下在全

国范围内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戏曲又有新发

现，如山西翼城发现的唱故事、襄汾发现的花鼓腔，在

编纂《中国戏曲志-山西卷》时没有记载，是流传范

围很小，现只有少数老艺人会唱的民间戏益。新发现

的剧种虽然不多，但各地民间戏班、业余剧团活动的

情况有了比较详细的记载。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发展为

一个工业化的国家。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以及外来文化艺术的冲击，中国戏曲赖以生存的社会

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戏曲统领城乡舞台的局面一

去不复返了，戏曲不仅退出了城市舞台，而且在乡村

的演出市场也日益萎缩。”‘些剧种已经消亡或濒临灭

绝，如戏曲大省山西，1 983年编纂((中国戏曲志》时

调查统计，有49个戏曲剧种。2003年中国艺术研究

院戏曲研究所和山西戏剧研究所联合调查组经过调查

统计，当时存活在戏曲舞台上的剧种有28个，有21

个已经消亡。2012年5月下旬，本人作为文化部非遗

司督导组成员到山西调研非遗保护工作，据山西省文

化厅非遗处介绍，近几年又有1 3个剧种消亡，目前山

西省能在舞台上演出的剧种仅有1 5个。30年的时间，

仅山西一省就有34个剧种消亡，平均每年有一个以上

的剧种在消亡。全国呢?真是触目惊心!在消亡的剧

种中，不乏历史悠久、有文化价值的剧种，如形成于

宋金时期，流传于山西、河北、内蒙、陕西的赛戏；

形成于宋代，流传于山西上党地区的队戏、流传于晋

南的锣鼓杂剧；形成于明末清初，流行于山西、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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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山东的罗戏、卷戏等等。

中国传统戏剧的衰落，引起了国内外文化界的关

注和我国政府的重视。在文化部支持下，由中国艺术

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申报，号称百戏之祖的昆曲被联合

国列入首批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后又在各地政府支持下，藏戏、粤剧、京剧、皮影被

联合国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除通过文

华奖、艺术精品工程等促进戏瞌创作外，还逐步建立

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制度。在

国务院公布的两批1082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传统戏剧有126项，保护的剧种有210个。

二，传统戏剧的传承保护

我国传统戏剧的多样性、地域经济的不平衡性，

决定了戏曲剧种保护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何在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下，保护我国的民族、民间戏睦文

化遗产，已成为文化艺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现存传统戏剧有三种基本情况：

一是具有悠久历史、丰富艺术遗产，有很高艺术

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剧种，比如昆曲、京剧、

梨园戏、莆仙戏、秦腔、蒲剧、川剧、藏戏、皮影戏、

木偶戏等，国家和各级政府应该作为重点剧种来保

护，建立舞台演出、培养人才、搜集整理研究为一体

的剧院，使之成为继承和发展本剧种艺术的主要阵

地。在经费上要实行全额拨款，所需经费主要由当地

从财政上支出，国家和省里要予以重点资助。

二是历史虽然悠久，有一定的艺术特点，但演出

剧目不多，观众很少的剧种，如赛戏、队戏、傩戏、目

连戏等。这些剧种的内容和演出形式很难被现在的观

众接受，被自然淘汰已在所难免。但其中有一些文化

价值和研究价值的东西，国家和当地政府应尽快拨出

专款，将这些剧种的经典剧目和有特点的剧目、音乐、

表演用现代化的手段记录下来，收入《非物质文化遗

产数据库·传统戏剧》之中，供公众研究，并在需要

的时候恢复演出，向公众展示。

三是观众较多，演出比较繁荣，处于进一步发展

中或新兴的剧种，如越剧、黄梅戏、评剧、高EFr戏、歌

仔戏、豫剧、晋剧等，国家和当地政府要鼓励和创造

条件让他们走进演出市场，经费主要靠演出收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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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给予适当的补贴。但要选择条件较好的院团作为艺

术传承、艺术创作实验和示范单位。这些实验剧团的

主要任务是传承本剧种的传统艺术、创作上演精品剧

目和进行艺术上探索实验，推广优秀的剧目，为民营

剧团起示范作用，完成政府的宣传、慰问演出任务，其

经费主要由当地政府拨款。

我国现存的戏曲剧种，有三分之一的没有专业表

演团体，有三分之一的剧种仅有一个专业剧团，而且

多数是县以下基层剧团。这些剧团，多数是计划经济

条件下创办的。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受外来文化

和电视等新兴传媒冲击，出现生存困难，实行差额工

资后更是雪上加霜，有百分之八十的县级剧团因生存

困难陆续解体。当前艺术表演团体转企改制，只允许

一个省保留一个剧团的事业编制，其他都要改为企

业，走向市场，自主经营。这一政策的出台，对传统

戏剧传承保护冲击很大。因为失去国家在政策和资金

上的支持，在演出市场没有建立起来或不健全的情况

下，多数戏曲剧团没有能力生存下去。一个剧种，如

果没有演出团体，就不可能传承，更谈不上发展。保

护传统戏剧，不保护剧团，那只是一句空话!

戏曲是以演员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其艺术的传承

主要靠艺人的口传心授。许多名艺人，既是优秀的表

演艺术家，又是杰出的教育家。他们掌握并承载着戏

曲文化遗产的丰富知识和精湛的表演技艺，既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活的源泉，又是其代代相传的代表性传承

人。如元杂剧演员朱帘秀，《青楼集》说她“杂剧为当

今独步，驾头、花旦、软末泥等，悉造其妙”，她培养

出赛帘秀、燕山秀等著名演员，被后人尊为“朱娘娘"-

昆曲的奠基人魏良辅．清代秦腔演员魏长生，近代京剧

演员谭鑫培、王瑶卿、梅兰芳等，他们承前启后，创

造出丰富多彩的艺术流派，为戏曲的传承、发展与繁

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流动的，而不是僵死

的、凝固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的传承和延续，不

像物质文化遗产那样有形可依，有据可查，而是像彩

云一般，飘忽不定。在一些领域，如戏曲等民间艺术，

往往因传承人的逝世而消亡。因此，作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戏曲，其传承和保护的核心是传承人。所谓“人

在艺在，人死艺亡”，就是这个道理。

图4．山西五台县西和班演出的赛戏<调鬼)

图5．赛戏<大头和尚戏柳翠)

图6．跳戏仪式剧<春官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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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9．山西上党地区彩台演出场面

传承人在传统戏剧保护中的重要性，得到了政府

的高度重视。在国务院公布的两批777名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中，传统戏剧的代表性传承人

就有304名。其中既有昆曲、京剧、秦腔、豫剧、评

剧、越剧这样影响广泛的大剧种的传承人，也有花鼓、

花灯、秧歌、道情这样一些地域性的民间小戏的传承

人，还有藏剧、白剧、傣剧、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剧

种的传承人。

戏曲传承的方式，既有师傅带徒弟的个体传承方

式，又有父传子、母带女等家庭传承方式，还有科班

和学校集体传承的方式。根据戏曲艺术的特点和传承

的多样性，现在国家级传统戏剧代表性传承人的代表

性还是很有限的。在这些代表性传承人中，绝大部分

是演员，从事音乐设计的仅有两人，编剧、导演、舞

台美术一个都没有；在演员中又以生脚和旦脚演员为

主，净脚、丑脚演员很少。

戏曲是高度综合的表演艺术，它的创作和演出，

需要一个演出表演团体。在这个表演团体中，除了演

员之外，还要有编剧、导演、音乐设计、舞美设计、乐

师等。就演员而言，亦有生、旦、净、丑不同脚色行

当的分工和不同的艺术流派。一个剧目要搬上戏曲舞

台并将其完整地传承下去，需要各方面的艺术人才；

一个剧种的传承更离不开集体的传承。人才的缺失，是

制约戏曲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戏曲剧种的保护和艺术的传承最终要体现在经典

剧目的排演上。一个剧种，如果其上演的剧目越来越

少，经典剧目不能保留，那说明这个剧种的传承是不

成功的。传统戏剧的传承保护单位多数是剧团，担负

本剧种传承保护的剧团要把传承保护工作的重心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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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剧目的排演上，通过恢复上演本剧种的经典剧目

发挥传承人的作用，锻炼艺术人才，培养观众兴趣，扩

大艺术影响。一出经典剧目的恢复上演，是需要一定

的人力物力的，所需经费不是一般非遗项目可比的。

因此，上级主管部门在经费的下拨上一定要考虑传统

戏剧传承保护的实际需要，起码要够恢复排演一出戏

以上的费用，除中央下拨一定经费外，地方政府也要

有一定的配套资金。恢复上演的经典剧目，除了供当

地观众欣赏外，还要及时拍摄成影像资料，加以妥善

保管。

综上所述，戏曲遗产的保护，重要的是剧种的保

护，核心是传承人的保护，最终要落实在经典剧目的

演出上。

三．结语

各地各民族的戏曲，反映了当地的历史民俗、生

活经验、人生理想、文化理念、伦理道德、审美情趣，

承载着各地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基因。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必须建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

础之上。古老的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在信息时代的今

天，出现生存危机，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无动

于衷，无所作为，甚至以外来的所谓先进文化取代包

括戏曲在内的我国传统文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

中如何保存和发展包括戏曲在内的我国优秀传统文

化，已成为摆在我国政府和人民面前的重要课题。我

国加入了联合国保护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全国

人大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为我们保护包括戏

曲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先进理念和法律依

据。目前，最迫切的是党的宣传部门和各级政府文化

主管部门统一认识，统一步骤，根据各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性质、特点，结合各地各民族的实际，制定出

具体的保护措施，做到政策到位、资金到位、人员到

位，而不是少数人和个别部门的空谈。

刘文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剐所长、研究员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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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甘肃徽县泰山庙会演戏场面

蛩12．福建莆田街头为老人祝寿演戏场面

!幽堡～堕!⋯⋯⋯⋯一一～⋯⋯～⋯⋯一一～一 图13．晋西农村丧礼戏曲清唱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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