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 端 访 谈 

傅谨，浙江衢州人，文学博士。中国戏曲学院特聘教授、 

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戏曲学院研究所所长， 

《戏曲艺术》杂志社主编，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主要从事戏 

剧理论、中国现当代戏剧与美学研究。 

京 剧 的 文 化 品 格 
— — 傅谨教授访谈录 

觏 傅 谨 黄未黎 

。6⋯ ⋯ 。 

黄春黎：傅老师，您好!看到您，我感到自己正与戏剧相对。在影 

视媒体尤其发达的今天，我们不断追求模拟真实的3D、4D、5D的感官刺 

激和享受，但同时也不能不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与传播问题。 

对于传统文化艺术的处境，我们很多时候是既焦虑又无知的，毕竟很少 

有哪个国家的戏剧会像我们国家的戏剧一样，遭遇如此危急的命运。我 

非常荣幸能有这次机会向您采访。今天您能就中国古代戏曲为我们谈谈 

中国文化传统的品格吗? 

傅 谨：好。那么我就以京剧为例来简单谈谈吧。谈京剧的文化品 

格，我们首先要探讨京剧的诞生问题。对于京剧的历史，有人会说是200 

多年历史，实际上这是以历史上 “四大徽班”进京为京剧诞生的标志了。 

所谓 “四大徽班”进京，是公元1790年乾隆皇帝做寿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戏剧在传统社会里是宫廷里最豪华也最高水平的娱乐，清代的历代皇帝 

都喜欢看戏。清代宫中也有戏班，但宫里的戏班一般都不会有很高的水 

平，因为这些人在演戏的时候，两眼看的、满脑想的一定是怎样让皇帝 

喜欢，不要犯错误，也正因为此，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宫廷戏班会特别 

出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皇帝要看好戏，大概都要到民间去找。从 

后来的文献来看，为了给乾隆皇帝做寿，当时京城整条大街全都是各地 

送来的戏班，而送戏最为成功的，大概要属扬州一带的徽商r。清代的 

扬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码头，也是运河的集散中心，像盐啊稻米啊等等 

都从这里过，徽州人又特别会做生意，很多徽商富可敌国，为满足娱乐 

需求，商人之中蓄养戏班也便自然而然了。乾隆下江南时曾在扬州领略 

过戏班的精彩表演，并且记忆深刻，因此，为乾隆祝寿，徽商送戏班进 

京是理所当然的，从1790年三庆班进京，北京陆续形成著名的 “四大徽 

班”。徽班演出的剧目，包括昆曲、徽戏等各不同声腔，他们进京有清廷 

大约二E『两银子资助，二百两银子并非小数目，但对戏班的长期经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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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够，所以还有地方官商资助。这 ：拟的文化地位。而只有当艺术发展到 ：剧发展而言，文人的推举、民众的喜 

些戏班为皇帝祝寿演出结束后，不一 ：相当程度，审美趣味趋于精微和细腻 ：爱和官府的倡导三者之间是一直有关 

定都离京，他们会试着继续留在京城 一时，雅致才能成为这一文明的美学取 -联的。那么，除了宫廷的促进作用 

寻找市场。京城的徽班就是这样出现 向和成熟标志。但任何一个社会，雅 。外，民1'4的戏剧土壤又是怎样推动京 

的，并且因表演水平高而得到观众的 ：文化的需求都是小众的，几乎在任何 ：剧发展的呢? 

肯定，随后湖北艺人加入进来，他们 ：一个国家、民族、时代，雅俗之分下 ： 傅 谨：对京剧的发展而言， 

把汉调带进京城，在徽戏、汉调基础 ：的雅文化都只有小众接受群体。因 ：相比宫廷作用，民间戏剧土壤的功劳 

上，融合昆曲，衍生出一种新的戏剧 -此，昆曲越是提升其精致程度，就越 -更大。这就要说到茶园的重要作用。 

样式，俗称皮黄，即西皮和二黄，就 。是离开普通大众。而普通大众要满足 ’茶园不是喝茶的地方，是听戏的地 

是后人说的京剧。 ：戏剧需求，就势必会采用更为民间 ：方，从清代开始，北京就开始出现各 

因此，准确地说，1790年徽班进 ：化、俚俗化的方式。因此，昆曲臻于 ：种各样的茶园。其经营方式很特别： 

京是京剧诞生的重要契机，京剧作为 ：极盛之时， “花雅之争” (花，即 -首先，清代戏班和茶园不能兼营以致 

独立剧种成型、诞生却是在四五十年 -俗)也随之而起，而从明中叶开始，·彼此制约、共同促进的经营模式，客 

以后。从1790至1840年京剧萌芽、诞 ：秦腔的流传、演绎发展到现在我们说 ：观上加快了京剧的发展；其次，戏园 

生的这个时期，我们可以发现，是民 ：的京剧，这一支被称为秦腔或乱弹、 ：和戏班的分成制度和安转 (即戏班和 

间戏班进京，催生了新的剧种产生。 ：梆子、徽戏、汉调的地方剧种，无论 ：戏园之间连轴转)制度，也刺激了京 

京剧诞生的文化背景，是一个既有文 ：是在剧目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音乐 ：剧表演水平的提升。此外，清代达官 

化格局逐渐让位于多元文化格局的文 -艺术上，便都更接近民间趣味。 ·贵人之中盛行的堂会之风 (即将各戏 

化大变革时代，而京剧诞生的意义在 ： 当然，京剧与昆曲的关系，远不 ：班最好的演员齐集一台，在家中同台 

于，它不是以文人趣味为中心的文化 ：止于俚俗与高雅的风格之别、大众与 ：唱戏)急遽提高演员收人，也推动了 

秩序的产物，恰恰是对这种文化格局 ：精英的受众之别、北方与江南的声腔 ：演员行业的壮大与发展。因此，京剧 

的一种颠覆。 r之别，事实上，京剧的发展是离不开 ：在短短一百年时间之内成为最具影响 

黄春黎：如此看来，京剧似乎从 ·昆曲的滋养的，而京剧的崛起也改变 -力的剧种绝非偶然，而是宫廷、茶园 
一 开始就注定了它的民1'4身份，而且 ：了雅俗艺术的界定标准，缩小了雅俗 ：和堂会共同促成的结果。 

从艺术地域上来讲，它更接近北方， ：戏剧之间的美学距离。 ： 黄春黎：您对京剧诞生和发展 

并具有着鲜明的地方色彩。那么，它 ： 黄春黎：那么，京剧之所以能 ：的阐释，不仅包含了戏剧艺术发展的 

的脱胎与代表精英身份、高雅艺术的 ·迅速崛起并迅猛发展，成为自上而下 ． 内在逻辑，还有着戏剧行业发展的商 

昆曲，又是什么关系呢? -最为追捧的剧种，除了广大的民间基 -业逻辑，我想，您的这种戏剧分析视 

傅 谨：京剧与昆曲的关系， 。础与超强的艺术吸纳能力之外，是否 一角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发展也会有非常 

本质上是两种文化形态的关系。我们 ：还有一些特定的历史原因呢? ：重要的启示!此外，京剧能成为皇室 

看，明末时期地方戏虽已蓬勃发展， ： 傅 谨：应该说，在京剧的发 ：贵胄、大小官吏、普通民众普遍接受 

但唯有昆曲被认为是雅的，所以清中 ：展过程中，有两个历史原因是需要特 ：且更具影响力的剧种，就题材内容与 

叶以前，宫廷只唱昆腔和弋阳腔。迄 ·别注意的。一是 “太平天国”起义。 -音乐形式本身而言，它是否也具备着 

今为止，在文学上、音乐上、表演 。这是清代中华民族遭遇的最大创伤，。顽强的生命力呢? 

上，昆曲仍代表着中国雅文化的最高 ：生产力遭到严重摧残，戏剧艺术发展 ： 傅 谨：的确，京剧与昆曲在 

水平：传奇剧本代表了明清文人的文 ：也受到极大破坏，太平天国占领的南 ：题材内容上，反映的正是中国文学史 

学创作最高成就；昆曲代表了明清时 一京、苏州一带再也无法输送具有母语 ：的两大传统：一是，文人写作的传 

期雅文化音乐的最高水平；昆曲表演 一优势的昆曲人才，导致了宫廷的昆曲 一统，抒写内心世界，文辞精雕细琢， 

代表了明清雅文化格局内的表演艺术 ：水平甚至不如民间。二是慈禧太后掌 。主要消费对象为文人群体；二是，胡 

的最高水平，哪怕今人创造古典舞 ：权。慈禧太后在民间长大，相较从小 ：适所说的俗文学传统。昆曲与一般剧 

蹈，基本上也是倚赖古代文献、敦煌 ：在宫廷内接受系统教育的掌权者而 ：种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文人士大夫面 

壁画和昆曲表演。可见，昆曲在中国 一言，其思维观念和审美趣味更多元，：向自我的创作，而其他剧种则更贴近 

舞蹈艺术史上的地位之高。在文化 一当她掌握最高权力以后，宫廷戏剧发 ·老百姓的需求。首先，从题材内容上 

上，昆曲是一种高度、一种象征、一 ：展到最后便只重皮黄，而皮黄在民间 ：来说，昆曲的故事和老百姓的趣味之 

种标志，因为它代表了文人士大夫的 ：自然更急剧地兴盛起来了。这两个事 ：间是有距离的，传奇作家的写作为的 

表达情趣、审美取向和文化理想，所 ：件，基本上是昆曲和皮黄此消彼长的 ：是表达自己的情感，包括明初以来很 

以它一经传播，就被作为一个整体的 ·最重要的历史原因。 ：多经典作品，像 《牡丹亭》 《琵琶 }l 
文人阶层广泛接受，并获得了无可比 - 黄春黎：我记得您曾说，对戏 -记》 《浣纱记》 《长生殿》 《桃花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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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等，大体都是如此；但戏主要是 

给老百姓看的，民间的说书讲史更符 

合老百姓的趣味。中国老百姓爱听故 

事，从隋唐 (很可能是从汉代)开 

始，就出现一批说书讲史人，将奇奇 

怪怪的民间故事编在一起，说给老百 

姓听。这些民间说书讲史的历史已有 
一 千多年，故事本身也是一脉相承， 

注重传奇性，而且充满了老百姓对军 

事、政治和社会的理解，像关云长的 

故事、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诸葛亮七 

擒孟获的故事、杨家将的故事等，既 

有普通老百姓所认同的伦理道德，也 

有他们对历史、爱情、婚姻、民族关 

系以及宫廷政治的理解。老百姓的理 

解逐渐与故事融会的过程，本身就是 
一

个共同创造的过程，这些故事由于 

好听、好玩、有意思，所以都被搬上 

舞台，这就是宋元南戏。到明清，就 

有了从秦腔到京剧的这一段演变过 

程，而从秦腔到京剧，叙事方法就是 

说书讲史。其次，从艺术形式上来 

说，地方剧种的音乐形式也更接近民 

间。唐诗、宋词、元曲对文字的音乐 

性要求越来越高。话说明清人格外讲 

才情，一个戏写四五十出，如此长的 

文本，用很多支曲，而每一支曲的遣 

词造句又都要符合严整的格律，这真 

是一件有挑战性的事情!能写好曲的 

文人就非常少，普通艺人更不会，就 

更不要说老百姓了。因此，艺人就采 

用自己能掌握的比较简单的音乐形式 

来表现了，：从秦腔开始，音乐就回归 

到最简单的七字句和十字句两种句式 

的上下对偶形式；像湖北的黄梅戏”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只有两个乐句；节奏上有些细微变 

动，再加一点花，虽千变万化，但基 

本上还是两旬。因为简单，所以易于 

掌握，也易于接受，易于流行。从秦 

腔到皮黄就是这样，音乐简单、故事 

简单、叙述方法简单，但简单的艺术 

未必就是差的艺术。伟大的艺术之所 

以伟大，最重要的并不在于采取了简 

单还是复杂的形式，而是在于直指人 

心，在于能够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 

}l 方。无数的艺人就是用这种最简单的 

ll 方式打动了千千万万的人，因此，说 

● 08⋯⋯。 

它们通俗，就是很通俗，说它们朴 

实，就是很朴实，而且有时候还比较 

喧闹，但它们仍然是最好的艺术。相 

反，我会认为写传奇的那些文人，则 

过于注重文字上的精雕细琢，在遣词 

造句和修辞手法上，他们的优越感太 

强了，反而忘了文学真正的作用应该 

是什么。汤显祖的 《牡丹亭》写得很 

好，人类艺术史上很难有作品与之媲 

美，但 《牡丹亭》也写得过于矫情 

了，他没有必要将每一字都写得那么 

复杂，每一句话都像朦胧诗，让很多 

人都不理解，很多艺人在演唱过程中 

也都必须对其加以改动，这也是有原 

因的。戏曲学家李渔曾就 “袅晴丝飞 

来闲庭院，摇漾春如钱”等字句，评 

价说 “字字俱费经营，字字皆欠明 

爽”，他这就是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 

话。昆曲很伟大，但它和京剧是不一 

样的。从秦腔到京剧，作为质朴的艺 

术，它们同样创造出了伟大的作品， 

像 《四郎探母》 《游龙戏凤》 《／ 大 

拿》等，以正统文人的角度来看，那 

些故事都是非常荒诞不经的，但它们 

都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传达 

出了老百姓所认同的价值观。很多时 

候，这些故事会离真实的历史越来越 

远，但也正是因为离真实的历史越来 

越远，趣味也因之生发出来。因此， 

从题材内容上来说，京剧代表了民间 

文学中最有魅力的成就! 

黄春黎：您说的真是浸入肺腑! 

那么，作为一种舞台艺术，在表演形 

式和角色行当上，京剧与昆曲及其它 

剧种的地方戏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傅 谨：当然，京剧跟中国大 

多数剧种的演出形式都是不一样的， 

它是演折子戏的，这是它对昆曲的重 

要借鉴。大部分地方戏，秦腔、汉 

调、徽戏、越剧、黄梅戏等，都是演 

整本戏为主的，昆剧虽然一般是四五 

十出，但只选其中一两出来演，可以 

说，相比之下，唯有昆剧是演折子戏 

为主，京剧则接续了昆剧的这个传 

统。相比整本戏，折子戏在舞台艺术 

上有更精致的要求，所以，它也在很 

大程度上促进了京剧表演的艺术水 

平。京剧艺术特别之处还在于，它是 

以老生 (老生一般扮演较为成熟的男 

性)为最重要的角色行当的剧种。在 

京剧发展最繁盛的过程中，老生都是 

戏班中最重要的演员，这跟京剧的题 

材是紧密相关的。京剧题材里有大量 

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宫廷政治故 

事，这类政治军事题材与昆曲中以爱 

情故事为主的题材大相径庭，它更热 

闹，有家国情怀，气势宏大，这也只 

有老生才最适合表达。即使是在梅兰 

芳那个时代，旦行虽然也得到极大发 

展，但就是梅兰芳也不会自认为或被 

认为是京剧的代表，京剧的代表当然 

是谭鑫培、余叔岩、杨小楼⋯⋯这就 

是因为在京剧艺术样式里，老生才是 

最重要的行当，也最能代表这一剧 

种。当然，花脸、老旦、小生、花旦 

啊，也都是很重要的角色。 

黄春黎：可以说，中国戏曲剧 

种丰富多样，韵味各不相同，但正如 

您曾说，它们大体也都体现了”传统 

文化在情感领域上曲折含蓄的表达方 

式”和”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美学 

风格。那么，在京剧艺术欣赏过程 

中，我们该如何深入地去体会这种情 

感韵味呢? 

傅 谨：欣赏京剧艺术，唱腔 

流派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又不能止于 

唱腔流派。这里我还想特别说说谭鑫 

培。谭鑫培是清末最重要的京剧演员 

之一。如果要说到京剧的美学和表演 

体系，最能够代表京剧表演艺术的还 

是老生 ，而非正旦 (青衣)。20世纪 

以来的京剧表演艺术，如果一定要说 

有哪一个人能作代表，那是谭鑫培， 

不是梅兰芳，但我们可以说，梅兰芳 

是京剧表演在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的 

人物。毫无疑问，谭鑫培是京剧走向 

成熟、走向巅峰的最杰出代表，谭鑫 

培之前无人抵达，谭鑫培之后也没人 

超越，就是在当时也广为流传的 “无 

腔不谭”之说。谭鑫培对京剧的影响 

远远不止老生这个行当，其它行当的 

著名演员也向他学习，就是因为他在 

美学上代表了京剧。梁启超曾经赞誉 

他 “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廿纪轰如 

雷”，我想，这不是没来由的。 

谭鑫培是中国文化在清代最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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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他特别典型地代表了中国文 

化中那种沉郁顿挫的风格，就像杜甫 

那样，杜甫就是从诗经、楚辞而来的 

美学追求的结晶，而这种追求在谭鑫 

培这里又一次得到了体现。这与谭鑫 

培所演绎的人物也是密切相关的。谭 

鑫培其人嗓子不高也不亮，这与当时 

京剧追求声音洪亮、高音是有距离 

的。就像西方的歌剧，那是人类歌唱 

所能达到的极限，技术难度很高，但 

清代的梨园行内流行的一部重要著作 

却说，就唱功而言， “高不难，低 

难”，难的是唱得不高，却要唱出韵 

味来。谭鑫培之前，演员们也都在追 

求声大势宏，但戏曲表演艺术里真正 

有魅力的却不是音高，而是委婉的、 

像谭鑫培这样带有磁性的、能唱出人 

类内心最深刻的痛楚的声音。而谭鑫 

培也是唯一一个以扮演失败者而成为 

伟人的艺术家。他扮演过很多失败 

者，像 《洪洋洞》 《李陵碑》 《捉放 

曹》 《秦琼卖马》唱的都是失败者。 

《秦琼卖马》就是一个典型，秦琼是 

隋唐时期的一个少年才俊，长得又 

帅、武艺又好，出身也不错，方方面 

面都没得说，是一个不世出的英雄。 

谭鑫培唱得最感人的地方却是秦琼 

最落魄的时候，一个大英雄，落魄到 

没有钱住店了，只有把自己最心爱的 

战马卖掉!我们都知道，马对英雄来 

讲意味着什么，而谭鑫培唱的就是这 

种英雄末路。英雄末路又怎么能用洪 

亮的声音去唱呢?所以，只有用他那 

种低回婉转的声音才能唱出英雄末路 

的无奈，这才感动了千千万万人。因 

此，当时京城到处都在传唱他的声 

音，这也不是偶然。他表演一系列失 

败者，唱出失败者的沧桑感，这就是 

他最了不起的地方，而恰好他就是那 

个时代的代表，中华帝国上下五千年 

都一直很辉煌，就是在清代这个时候 

最落魄，日本也打不过，西班牙也打 

不过，荷兰也打不过，见谁谁赢，真 

可谓英雄末路!我相信，当时那样一 

个时期，整个民族也都是有一种非常 

强烈的挫败感的，而且没有办法—— 

这就是秦琼卖马!我想，谭鑫培之所 

以能代表那个时代，就在于他唱出了 

那个时代的声音，他恰好找到了那个 

点。让千千万万的人感动、痴迷。他 

的际遇、他所表达的这种情怀，我 

想，在京剧史上没有人能与他相比。 

所以，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之所以能成 

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需要机缘、 

需要际遇。虽然在他之后，有很多人 

在学他，但没有一个人超过他，就在 

于没有他这样的机缘、际遇。有人 

说，谭鑫培唱的是 “亡国之音”，对， 

这就是 “亡国之音”，他唱的就是一 

个千年帝国将要灭亡的感慨! 

黄春黎：我想，谭鑫培的艺术成 

就也提示着我们要去思考当下的戏剧 

与现实的关系，思考民族情感与文化 

价值的问题!近年，教育部已将京剧 

纳入音乐课程标准，并试图推进京剧 

艺术进入校园；而在中学语文教材 

中，经典剧本也面临着现代解读的问 

题。对此，您是怎样看的呢? 

傅 谨：首先，教育部推动京剧 

进人中小学课程，这体现的是社会整 

体价值观的根本转变，从大方向而 

言，是值得肯定的，青少年从小深入 

地接触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提升文 

化内涵、改变片面接受西方音乐教育 

窘境的可行路径。我认为所有中国 

人，都应该了解、接触并喜爱中国自 

己的艺术，尤其是中国的戏剧艺术， 

包括各地的地方戏，由此才有可能对 

中华民族的文化与艺术产生深厚的感 

情。西方艺术的价值观对中国人的日 

常生活之所以能产生巨大影响，与我 

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识态度是紧密 

相关的，如果不能重新、尽快地建立 

一 种更健康、更理性、更客观的文化 

价值观，我们的艺术教育、文化前景 

都会很可怕。 

其次，在戏剧作品的文本解读 

中，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个民族与国家 

的文学艺术传统，如何在既有传统与 

现实困境之间寻求新生契机，吐故纳 

新，延续文化命脉。譬如，通过对 

《窦娥冤》 《西厢记》 《牡丹亭》 

8花扇》等戏剧经典的研习，我们 

可以思考与把握戏曲的美学精神，领 

悟不同民族的戏剧的共性与个性，看 

到中国人在寻求与应答那些最能体现 

高 端 访 谈 

世界本质与人类本质的问题上的成就 

与贡献。 

再次，我们可以通过进入剧场或 

通过其他媒介欣赏或研习戏曲作品， 

理解这些经典剧本在舞台上的呈现方 

式，更深刻地领会”剧本”作为舞台表 

演之基础的文学要求，强化在写作中 

戏剧性的营造与表达的训练。还可以 

通过对京剧及各地方戏的经典剧目的 

学习，把握戏曲的多元风格，尤其是 

正视与正统文化大相径庭的娱乐精 

神，理解其中平实而普适的价值态 

度，并在认识戏曲的社会功能的同 

时，也享受它的娱乐功能，尤其在今 

天这样一个追求娱乐、大量消费电 

视、电影的时代。 

京剧进课堂不仅仅是学几段唱， 

同时要带领学生读剧本；不仅读剧 

本，更要正视当代基础教育中戏剧教 

育几乎完全缺位的严峻现实。我们从 

西方引进了近代基础教育体系，却丢 

弃了其中的戏剧这一重要课程。当代 

中国基础教育完全没有戏剧的位置， 

这是人才培养体系中极大的缺陷。中 

国戏剧融音乐、文学、表演和美术于 

一 体，是最完整的艺术教育内容，在 

某种意义上，戏曲课程的开设，几乎 

可以同时实现对中小学所有艺术课程 

的全覆盖。我认为值得认真研究，如 

何在中小学开设戏曲课程(而不是在 

音乐课中加几个有限的戏曲唱段)， 

通过这一课程有效推进青少年人格的 

健康成长，弥补基础教育中戏剧课程 

缺位的遗憾，并且帮助学生全面掌握 

各门艺术知识，提升其综合素质。 

最后，我希望我们一再声称要” 

走向世界”的同时，能对本民族的文 

化传统有更充足的认识与认同，能真 

正建立对本土文化艺术足够的自信， 

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越行走越迷 

茫，越寻找自我却越失去自我!谢 

谢!l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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