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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戏曲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和保驾护航

的良好生态中，持续稳步健康发展。文化自信带来文艺的繁

荣，传统戏曲本年度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良好态势。戏曲演出

市场活跃繁荣，国家级平台和各省市区的戏曲展演层出不

穷，戏曲创作涌现出一大批反映时代精神风貌、观众喜闻乐

见的优秀剧目，戏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显著，地方戏

曲创作演出呈现出百花齐放、生机盎然的景象。戏曲评论与

创作演出密切结合，已形成百家争鸣的良好批评氛围；戏曲

理论研究体系化建设特征明显，为戏曲艺术健康发展提供理

论支撑和方向指引。

戏曲利好政策持续，保护传承、创作发
展、人才扶持多管齐下

本年度国家的戏曲政策继续推进落实《关于支持戏曲传

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十三五”规划以及十九大报告中传承

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实施地方戏曲振兴工程、深入挖掘传统

文化、结合时代继承创新等有关精神，相关部委连续推出了

一系列具体深入的落实政策：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4月，中宣部、文化部、财政部印发了《关于戏曲进乡村

的实施方案》；5月，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财政部四部委联

合印发《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戏曲教育工作的意见》；8月，《关

于戏曲进校园的实施意见》推出。文化部发布了“十三五”时

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年度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计划、名家传戏工程、剧

本扶持项目、舞台艺术精品扶持工程、中国京剧音配像工程、

“千人计划”等工作稳步推进。国家艺术基金对于当前戏曲

艺术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本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

剧和作品创作资助戏曲项目44项涉及27个剧种，小戏37

个，传播交流推广资助戏曲项目35个，戏曲艺术人才培养资

助项目31个。这些相继推出的戏曲利好政策与举措，地方

政府也紧密配合落实，为戏曲艺术的全面复兴和繁荣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撑。

讴歌新时代、弘扬主旋律成为主流戏曲表达

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彰显戏曲魅力，是当前戏

曲创作的追求。本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014-

2016）戏曲类获奖作品有京剧《西安事变》、评剧《母亲》、赣南

采茶戏《永远的歌谣》、高甲戏《大稻埕》、河北梆子《李保国》

等，其中前四部为革命历史题材，占五分之四。文化部本年

度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有京剧《党的女儿》、昆曲《邯郸

记》、婺剧《宫锦袍》、闽剧《双蝶扇》《狄青》《庄妃》、评剧《安

娥》、拉场戏《海伦往事》、赣剧《邯郸记》、豫剧《九品巡

检——暴式昭》、粤剧《还金记》共11个，其中前4个是精品

工程扶持项目。在第18届中国戏剧节上，出现了一批比较

优秀的新创剧目，如秦腔《王贵与李香香》、扬剧《史可

法——不破之城》、川剧《铎声阵阵》等。第八届中国京剧节

上出现的优秀剧目有京剧《青衣》《在路上》《赵武灵王》《庄

妃》《狄青》《美丽人生》等。京剧《大宅门》《花漫一碗泉》、评

剧《藏地彩虹》、京剧《董仲舒》、淮剧《小城》等新作一经推出

就好评如潮。

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戏曲创作继续引领当前戏曲

创作，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知名导演张曼君执导的《母亲》《永远的歌谣》等作品在创作

思想的把握、人物形象的塑造、舞台意象的确立、民间艺

术的运用方面总是匠心独具，感人至深的同时具有震撼人

心的艺术力量。革命历史题材戏曲创作虽然时间较短，反

映的历史也较近，但有相对成熟的创作经验。难能可贵的

是，当前的革命历史题材戏曲作品能够以当代意识和辩证

眼光看待问题，在表现革命英烈的家国大义同时注重人物

的性格魅力和情感温度，这以编剧李莉的《浴火黎明》和《党

的女儿》为代表。时代楷模形象的塑造，以《焦裕禄》《李保

国》等剧为代表，这些优秀作品的成功经验都值得学习。尽

管历史剧并非当前戏曲创作的热点，但水平高、少而精却是

不争的事实，这与历史剧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手法成熟有

关。知名历史剧编剧郑怀兴的《赵武灵王》在浩瀚的史料

中独具慧眼发现素材，并以当代意识和人文关怀赋予作品

深刻的哲思和人物丰满的人性。当前文艺作品要讴歌时

代、讴歌英雄、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现实题材作品也一直

是戏曲创作的重要类型，全国各地各个剧种有数不胜数的

相关作品，但如何做到从平凡或伟大的人和事中提炼出具

有普适性的价值和意义，如何使传统戏曲在艺术上能够进

行创造性转化以满足戏曲化、艺术化地表现现代生活的舞台

需求，在思想上提升观众、情感上打动观众、艺术上感染观

众，还需要深思熟虑、谨慎小心。

丰富的展演，展示传统戏曲艺术魅力的
同时促进戏曲健康发展

本年度举办的国家层面的戏曲展演主要有文化部主办

的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第八届京剧艺术节、全国基

层院团戏曲会演、全国地方戏曲南方会演、全国小剧场优秀

剧目展演、全国曲艺、木偶剧、皮影戏优秀剧（节）目展演，以

及中国剧协主办的第15届中国戏剧节、第二十八届梅花奖

评奖活动等。各省市区已经形成品牌的戏曲展演也都常态

化举办。其中京剧武戏展演引发的“武戏”讨论和小剧场戏

曲创作引领的戏曲创新尤其引人注目。

本年度被业界人士称为“京剧武戏大年”。3月，北京京

剧院举办第四届青年京剧演员（北京）擂台邀请赛专门设置

武戏获奖演员展演及叶（盛章）派武丑展演；在南京举办的第

八届京剧节演出了5场22个武戏折子戏专场，成为本届京

剧节最大的亮点和话题。9月，上海京剧院举办第二届“京

武会”武戏专场演出季，并与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联合举办

了研讨会；11 月，中国戏曲学院举办了武戏展演和研讨

会。武戏是京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戏曲表演艺术

的宝贵财富。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武戏大师，武戏剧目也非

常丰富，然而，由于武戏习得需要付出异乎常人的艰辛和血

汗代价，演出难免出现伤痛事故以及人们对武戏有“绿叶扶

花”、“有技无戏”等误解，学武戏的演员逐渐减少，武戏演员

青黄不接，京剧武戏日渐萎缩，造成了京剧艺术“文强武弱”

的局面。2004年第四届京剧节首设武戏擂台赛，提出振兴

武戏的口号，经过十几年的呼吁和扶持，重振武戏已经成效

显著，上述展演即是有力的证明。武戏折子戏只有武没有戏

的局面得到改善，本届京剧节上很多新创剧目如《狄青》《东

极英雄》《抗倭将军戚继光》等都有非常精彩的武戏场面。武

戏的重振促使我们对京剧乃至传统戏曲的四功五法进行全

面而理性的审视。当前传统戏曲行当发展不平衡是不争的

事实，作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之一的丑角表演艺术当前异常

没落，本届京剧节上没有一部丑角担纲主演的戏，这是令人

担忧的。我们要在观念上重视丑角行当，传承丑角技艺，“补

短板，扶绿叶”，像扶持京剧武戏一样扶持戏曲丑角行当。期

待以后的京剧节上，也会出现丑戏擂台赛、丑戏折子戏展演，

使扶持濒危行当和弥补表演短板成为京剧节乃至各种艺术

节的常态，长此以往，才能真正做到戏曲艺术创作与传承并

重，现代与传统映辉。

近年来小剧场戏曲异军突起，成为不容忽视的戏曲新

力量。今年，全国小剧场戏剧优秀剧目展演、北京小剧场戏

曲节、上海小剧场戏曲节相继举办，“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

剧目在上海、天津巡演。从北京的小剧场戏曲演出情况来

看，北京京剧院的小剧场京剧创作依然处于领跑地位，《马

前泼水》《惜·姣》《碾玉观音》等保留剧目、新创剧目《季子挂

剑》都有非常高的艺术水平。中国戏曲学院是小剧场戏曲

创作的重要力量，该院师生已经成为小剧场戏曲创作的主

力，周龙的《三岔口》成为历届北京小剧场戏曲节的保留剧

目，北京京剧院的知名小剧场京剧编剧、导演李卓群毕业

于该院，昆曲《三生》、湘剧《武松之踵》等剧的编剧也都毕业

于该院。小剧场戏曲成为戏曲编导人才培养和成长的重要

阵地。

小剧场戏曲创作具有先锋、前卫、实验、探索的品格，这

不但体现在创作思想的现代意识、表现手法的跨界融合，内

容与形式的中西混搭，也体现在通过小剧场戏曲创作探索地

方戏曲剧种的实验创新。每年的小剧场戏曲节都会出现新

剧种的实验作品，今年涌现出来比较优秀的开拓小剧场戏曲

阵地的剧种有越剧、湘剧、滇剧、淮剧等。湘剧《武松之踵》移

植自京剧，在对武松与潘金莲两个人物的重新开掘、湘剧题

材内容的拓展、服装和身段表演的创新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越剧《洞君娶妻》小生演员王柔桑一人分饰两角演唱

范派与尹派两种唱腔流派，深受观众喜爱。上海昆剧团的

《椅子》以昆曲改编演绎法国荒诞派戏剧，探索戏曲演出的边

界。另一方面，一些小剧场戏曲作品体现出与大剧场戏曲相

对的空间概念，以相对传统的方式、短小精悍的篇幅进行创

作，白爱莲导演的作品和北方昆曲剧院的作品为代表。曾静

萍的小剧场梨园戏作品《御碑亭》《吕蒙正》也属此类型。与

台湾和香港两地区的小剧场戏曲创作相比，当前小剧场戏曲

显得中规中矩，在艺术探索的先锋前卫性、艺术创新的多元

性和创造性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地方戏创作演出“贴地气，有人气，扬正气”

本年度的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展示了地方优秀创作

剧目成果，共有全国30个省市区的32台大戏、4台小戏、33

个剧种参演。河南戏曲保持全国戏曲领头羊地位，8月在北

京举办了中国豫剧优秀剧目展演活动，这是继去年之后该活

动第二次在北京举办。11月，河南珍稀剧种进京展演，演出

了9个剧种的代表性剧目。这些作品生动鲜活地展示了我

国不同地区戏曲剧种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发展路径，及时而快

捷地反映时代风貌和当下农村发展遇到的问题，具有浓郁的

生活气息和生活情趣。这些基层院团创作的戏曲作品既有

传统的原则和美感，又有生活的质感和温度，表现出中国原

生态戏曲自由、优美、轻灵的灵魂和精神。小戏是全国基层

戏曲会演的特点和亮点，它们以及时快捷、生动活泼、鲜活生

动、积极乐观、轻松幽默的形式反映生活、反映社会、反映时

代，艺术上又能做到继承传统、推陈出新，这样的作品深受观

众喜爱。文化部部长雒树刚观看云南小戏组台后称赞小戏

“贴地气，有人气，扬正气”。尽管这次演出展示了基层戏曲

院团的实力和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如一

些剧目艺术观、创作观还有待提高，剧种意识有待加强，基层

戏曲人才严重不足等。

少数民族戏曲是中华民族戏曲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重

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少数民族戏曲发展势头良好，在今年全

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中涌现出了蒙古剧《黑缎子坎肩》、新疆

曲子戏《戈壁花开》、彝剧小戏《喝三秒》等优秀剧目。9月，内

蒙古自治区举办了首届蒙古语戏剧节，四川举办了藏戏创新

与发展系列活动。12月，全国政协举办了“少数民族戏剧的

传承与发展”座谈会，为少数民族戏剧发展建言献策。中国

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历来特别重视少数民族戏曲发展，12

月底，该所举办了“少数民族戏剧改编创作培训班”，必将对

少数民族地区戏剧发展繁荣起到推动作用。

戏曲评论态势良好，理论研究体系化、系
统化趋势明显

理论与批评是引领文艺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重评

论，轻评奖”已成为全国重要戏曲活动的常态，一戏一评已

经成为戏剧展演的共识。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文艺评论机构

的相继成立，专门的文艺评论期刊为戏曲批评提供了重要

平台，新媒体也成为重要的不容忽视的自由批评阵地。老

一辈戏曲评论家、专业的戏曲研究人士及各类戏曲评论研

修班培养的青年评论人才已经形成梯队，中国艺术研究院

戏曲研究所、成都市青年剧评团、广州青年剧评团等评论团

队异常活跃，成为令人注目的评论力量。理论方面，由中国

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承担的国家学术项目《中国大百科

全书（戏曲卷）》第三版已于今年基本完成，该所当代戏曲流

派系列研究稳步推进，“前海学派”戏曲研究在前辈学者及

其成果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戏曲研究各领域人才梯队已经

形成。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戏曲表

演美学体系研究”立项，这是戏曲理论研究进一步体系化、

系统化、深入化的标志。

2017年，我国戏曲事业在国家力量的强力推进下，戏曲

生态持续好转，深厚的戏曲文化传统正受到全面保护、深度

挖掘，戏曲创作在高原的基础上努力为再创高峰而蓄势，相

信复兴中华传统戏曲文化、谱写时代戏曲新篇章的文化自觉

必会让戏曲艺术重铸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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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等单位主

办的“强国之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

主题创作研讨会”日前在京召开。据展览组委会秘书长、时

代书画报社社长李东辉介绍，此次展览预计展出中国画、油

画约300件，其中部分主题是特邀创作，即邀请当代知名、

高水准的艺术家进行创作，其余的作品将在全国征集。“在

创作上，各位艺术家一定要做到来源于生活，且在写实基础

上高于生活，努力创作出经得起时间锤炼的精品力作”。

研讨会上，与会者讨论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十一

届三中全会”、“南国春早——东方风来满眼春（92年南

巡）”、“中国梦”、“建设美丽中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带一

路新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走向新时代、共圆中国梦”等49个创作主题，大家

认为，展览作品应着力讴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宣传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的新面貌、新形象，进一步坚定广大群众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展示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美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美 文）

由《中国戏剧》杂志社主办的“青年导演李伯男研讨会”

日前在京举行。李伯男2002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2006

年在校期间完成了他的舞台剧导演处女作《有多少爱可以

胡来》。至今，参与创作、执导原创戏剧作品70余部，演出

场次过万场，代表作有《隐婚男女》《老张的哲学》《秘而不宣

的日常生活》《再见徽因》《秋水山庄》等。

与会专家认为，李伯男的戏剧作品风格细腻、写实，叙

事方式轻松、流畅，对人物情感与精神生活的拿捏准确、到

位。他的作品有些采用了商业性、喜剧性、时尚性的表现手

段，但他有自己的理论素养、审美趣味，有强烈的戏剧责任

感和使命担当，始终追求个性化的艺术表达和艺术理想，这

是他的作品能够让人们在诙谐的笑声中触发深入思考的原

因所在。有专家用“蜕变”形容李伯男创作风格的转变，比

如《秋水山庄》《再见徽因》《〈富春山居图〉传奇》等新近完成

的作品，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李伯男艺术追求和审美境界的

改变，主要体现在：一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以民族化为目

标，追求舞台呈现的诗意风格，呈现出行云流水般的意蕴

美。二是以古典文化为根基，以艺术的美引领观众去思考

生活。此外，与会专家还对李伯男今后的创作提出建议，希

望他能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坚守自己的美学风格，进而实

现导演艺术水平的更大提升。 （余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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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创作研讨会举行

中国摄协举行重大主题摄影创作实践项目专题研讨
由中国文联、中国摄协主办的“讴歌新时代，共筑中国

梦”主题文艺创作实践活动摄影项目研讨会近日在京举

行。研讨会上，中国摄协主席李舸介绍了两个摄影创作实

践项目的总体情况。

“影像见证新时代 聚焦扶贫决胜期 2018—2020大型

影像跨界驻点调研创作工程”旨在团结引导广大摄影工作

者深入扶贫攻坚一线驻点调研创作，邀请各艺术门类艺术

家与经济、社会、人类等多学科多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参与互

动联合，用心记录扶贫攻坚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同时发挥影

像力量，借助传媒优势，激发内生动力，助力扶贫脱贫。项

目前期将开展全面调研，对扶贫工作现状进行深入了解和

梳理分析，按照代表性、地域性、差异性、进行时、视觉性原

则，精准选择典型地区作为调研创作驻点，明确创作风格，

确定创作选题，制定创作脚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影

像见证新时代摄影大展”以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40年为线

索，选取代表性地区，邀请摄影家、其他艺术门类艺术家、志

愿者，用影像记录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社会发展、经济建

设和人民生活的深刻变革。大型主题摄影展览将于2018

年10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

与会艺术家专家认为，当前全国文艺界正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精心

组织实施重大主题摄影创作实践项目，多点布局，精准深

入，扎实创作，服务人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徐 健）

《《藏地彩虹藏地彩虹》》

《《椅子椅子》》 《《李保国李保国》》

《《狄青狄青》》

《《铎声阵阵铎声阵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