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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易俗社与近代秦腔的传承发展
□李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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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要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

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这为中华文化发展提

供了根本遵循。中华文明绵延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戏曲

艺术犹如一颗璀璨明珠，助推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1912

年，一个由陕西地方文人知识分子倡导发起，陕西军政社

会各界共同创办的秦腔改良团体——易俗社悄然诞生。该

社历经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至今仍活跃在三秦大地秦腔舞台。今

年8月13日，西安易俗社迎来成立110周年华诞，剧社先

后举办了系列秦腔剧目展演和学术论坛纪念活动。作为近

代中国戏曲的“活化石”，该社凭借多年积淀的秦腔艺术经

验、剧社经营理念、剧目创新意识和人才培养模式，引领了

近代秦腔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时至今日，回望

与重估百年易俗社对近代秦腔发展革新作出的全面贡献，

可以更清晰认知易俗社戏曲研究的典范意义。

易俗精神与时代主题共频

与传统秦腔江湖班社不同，易俗社创建伊始就具有鲜

明的精神文化追求。无论是剧社早期宣扬的“启迪民智，移

风易俗”，抑或抗战时期上演的“救亡图存”秦腔剧目，还是

新中国成立被人民政府接管后转向“人民文艺”的美学追

求，易俗社的发展变革始终与时代主题休戚相关。

以李桐轩、孙仁玉、范紫东、高培支等先生为代表的陕

西近代知识分子，直面陕西革命困境，针对地处西北四塞

之地的西安民众思想“未开化”现实，寄希望于秦腔改良来

“启迪民智，移风易俗”。1912年，陕西军政、教育、文化等

各界精英182人共同参与创建了易俗社。知识分子的使命

精神使得易俗社诸位先贤格外关注关中民众“陈腐”的精

神王国，如何用秦腔艺术唤醒和启蒙民众的精神世界，成

为他们的自觉理想追求。

抗战全面爆发后，易俗社的精神文化观契合了“救亡

图存”的时代主题。西安作为后方基地接收了大量河南、河

北、山西等沦陷区的流亡民众。一时间，以易俗社、三意社、

夏声剧社为代表的“本土”戏曲团体和狮吼剧团、“四大落

子班”等为代表的“外来”戏曲班社云集西安，形成了西安

剧坛的另类“兴盛”局面。1936年，在中日战事一触即发之

际，应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邀请，由耿古澄和封

至模带队的易俗社于1937年6月6日到达北平。剧社携新

编的历史剧《山河破碎》《还我山河》在怀仁堂演出，鼓舞了

抗日战士士气，唤起了国人的抗敌爱国热情。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1937年的“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关

乎民族命运和“国家走向”的重大历史变革关头，易俗社全体

成员异常坚定地积极参与。张学良、杨虎城特意安排易俗社

连演大戏三天三夜，参与配合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49年后，易俗社获得了新生，1951年7月，西安市

委决定将易俗社改为公营。杨公愚、马健翎等文艺工作者

加入易俗社的领导层。在全国戏改工作精神指导下，经过

“改人、改戏、改制”运动，易俗社秦腔艺人和秦腔舞台演出

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人民文艺美学进而成为剧社的精神文

化追求。在此时期，高培支先生参加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得

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现代市场规律与艺术规律并举

戏曲兴衰和演出市场的兴盛程度息息相关。社会经济

相对发达时期，戏曲自然凸显蓬勃发展态势。1917年，易

俗社剧场建成并投入使用，标志着陕西新式剧场“购票看

戏”与庙会剧场“免费看戏”并存的演出生态。剧场建成使

用后，易俗社的管理者深谙秦腔的市场化运作手段，李桐

轩、孙仁玉、高培支等诸位先生深刻意识到，唯成熟的市场

化经营才能保证剧社的可持续性。

需要注意的是，易俗社开创的“第三产业”成为支撑剧

社经营的又一保证。易俗社除了依靠剧场的演出收入之

外，还有个庞大的“后勤集团”来推动剧社的运营。易俗社

在1949年前招收的13期学员中，真正能立足秦腔舞台的

人并不多，大部分学员流布于西北五省秦腔班社，而另一

部分学员则因“实力”不济或其他缘由，选择留在易俗社。

因此，剧社便想出“开源”之策，开办“第三产业”来解决这

些学员的“谋生”问题，通过开办印刷厂、出租露天剧场、播

放电影等取得市场收入。加之易俗社沿街商铺向外出租，

房租亦成剧社收入的一大来源。

易俗社核心管理层在高度重视市场演出收益的同时，

在秦腔艺术表演技艺水平提高方面也格外倾注心力，尤其

重视秦腔艺术表现手法与舞台样式的“创新”。李桐轩、孙

仁玉、高培支等先生熟知秦腔艺术生产的内在规律，聘请

了陈雨农、党甘亭、李云亭等知名戏曲艺人担任剧社教练，

开创了秦腔教练长制度（导演制）。由于这些教练均是“身

怀绝技、声名远播、具有市场号召力的‘秦腔名艺人’”，由

他们教授学员技艺，效果自然大为改观。易俗社还注重向

兄弟剧种学习，吸收京剧教练加入导演队伍，有效提高了

剧社的表演水平。可以说，易俗社秦腔导演制保证了“案头

之作”到“场上之曲”的规范化、制度化。

秦腔剧作启蒙“言志”与审美“缘情”互融

易俗社将秦腔的启蒙“言志”与审美“缘情”相融，舞台

表演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审美风格。民国时期，

易俗社剧作家群体创作了多达500个秦腔剧目。最难得的

是，这些剧目并未停留于“案头”，而是大多被搬上了演出

舞台。易俗社秦腔剧目创作严格遵循《甄别旧戏草》创作纲

领。李桐轩、孙仁玉先生曾直言，中国社会乃旧戏曲熔铸而

成，方有假借戏曲来“启蒙”民众之宏志。

易俗社剧作家群体善于借历史事件宣扬家国观念，抑

或讽喻现实政治，创作出与传统秦腔旨趣迥异的作品，编

写了诸多宣传爱国、抨击时弊、抵制封建迷信的秦腔佳作。

如李桐轩先生创编的本戏《一字狱》《天足会》《亡国痛》，折

子戏《文山殉国》，宣扬家国情怀，揭露封建迷信。范紫东破

除封建教条和担虑家国的剧作则有《三滴血》《三知己》《颐

和园》《秋风秋雨》《新华梦》等。封至模创作了饱含爱国主

义和民族深情的《山河破碎》《还我河山》，曾轰动北平。此

类剧作还有孙仁玉的《将相和》《商汤革命》，高培支《鸦片

战争》，以及李约祉《韩宝英》等。

与此同时，易俗社剧作家群体还创作了大量以普通

民众日常生活为主要题材的剧作。这些作品因颇具生活

气息，符合民众的审美趣味而广为流传。事实上，近代中

国戏曲改良运动中，诸多戏曲改良组织因片面注重剧本

的意识形态宣扬，造成舞台表演艺术感染力差强人意，进

而淡出观众视野。相反，由传统戏曲名角领衔的戏班，因

戏曲“把式”过硬而受到民众普遍欢迎，易俗社诸位先生

对此有清醒的认知。剧社流传至今颇受民众喜爱的秦腔

剧目均源于百姓日常，如范紫东的《三滴血》，孙仁玉的

《柜中缘》，高培支的《夺锦楼》《人月圆》，李约祉的《庚娘

传》《韩宝英》，以及吕南仲的《双锦衣》等。难能可贵的是，

易俗社的剧作家与导演群体并没有将两种剧作风格割裂

开来，而是做到了融会贯通。如描写民族英雄抗敌救国的

《山河破碎》《淝水之战》，并未停留于说教，而将秦腔的艺

术表现手法融入主题，从唱腔、化妆、舞台、武打等各个环

节细致打磨，实现了秦腔剧作启蒙“言志”与审美“缘情”

的互融。

“前社后校”秦腔人才培养机制

易俗社的成立彻底打破了传统秦腔班主制固有的秦

腔授艺模式，开创了“前社后校”（文化课与技艺课并重）的

培养机制，在秦腔艺术史上首开先河，建立了学校性质的

戏曲教育机构。就秦腔剧种而言，易俗社的成立彻底改变

了秦腔“伶人”社会地位低下的传统观念。易俗社以学员称

谓招收学徒，同时给他们讲授文化课程。传统秦腔班社的

班主与学徒文盲占较大比重，秦腔艺术的传承完全依靠师

徒式的口传心授，表演者文化素养普遍不高，对艺术本体

缺少深层次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秦腔艺术的审美传

承。而易俗社学员三年学满毕业后必须参加国民政府组织

的中小学会考，考试合格则颁发统一文凭，毕业既有文化

课毕业证书，又有戏曲教育文凭。“高小班”学生增开修养

学、戏剧学、心理学和服装学等专业课程，用以丰富学员的

专业认知与文化素养。

易俗社集文化教育与秦腔艺术培养为一体的人才培

养模式造就了大批秦腔名角，诸如“窈窕身似女儿柔”的刘

箴俗、“衰派一绝”刘毓中、“陕西梅兰芳”王天民、“活周瑜”

沈和中等。1949年后，部分易俗社演员退出舞台后便接过

了秦腔艺术传承的“教鞭”，将剧社积淀的秦腔艺术审美经

验传授给新一代易俗社学员，促进秦腔艺术传承发展。易

俗社尤其注重学员的因材施教，并在此基础上激励学生进

行学业竞争，招收的学生实行“年级制”。按照入学前后与

学业水平的高低，分为甲、乙、丙三个班级，符合秦腔艺术

教育循序渐进规律。仅20世纪上半叶，易俗社就先后招收

培养了13期学员，毕业学员达600余人，流布于西北五省

的秦腔剧社，在提升和引领近代中国秦腔艺术的发展传承

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时至今日，百年易俗社顺应历史潮流蓬勃发展。步入新

的百年征程，易俗社仍将以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

讲话精神为纲领，秉持先辈“弘扬正能量，用戏曲传播正向

价值观”的办社理念，不忘剧社教育、创作、演出“三位一

体”的办社思路，弘扬传统、守正创新，积极创排体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剧，力争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贯彻二十大精神贯彻二十大精神
铸就文艺新辉煌铸就文艺新辉煌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之际，我正在北京，有幸见证了这一重要历史

时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特别提到了文化艺

术，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报

告强调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

化新辉煌，强调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我理解，

“守”是守住中华民族上千年文化的优秀传

统，“创”是学习融入现代观念的现代意识，

“新”是创作更多更新更好的中国故事。

我来香港生活已经35年了，对香港中西

交融的文化与艺术艺能的精湛从来没有过怀

疑。我的根基是中国传统文化，而香港这个

特殊地域中西交融的文化也深深地影响着我

的创作。我在香港创写的话剧、电影等作品，

风格有别于内地作品，呈现了两种文化的交

融，是两地的文化滋养了我的创作。

日前，香港话剧团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公演了由我编剧的话剧《天下第一

楼》（粤语版）。一部原汁原味的“京片子”京

味话剧，改为全粤语演出，这消息引起了内地

以至海外观众的关注。很多人惊讶好奇且担

心，粤语版会不会“走味儿”，会不会难以达

意，会不会失去原意？演出前，多家采访我的

记者、专栏作家也都有此疑问，他们还问我，

这次香港粤语版的演出，剧本有没有改动？

我的回答很明确，一是不会，二是没有。此次

剧本除个别字句改为粤语，为了地域风俗化

讲法有一点改动外，原意不变，保持了此剧自

1988年首演至今，34年636场（包括香港版），

剧本一字不改的原则。

“好一座危楼”，好一个香港！粤语版《天

下第一楼》一开票，一天之内所有戏票全部售

罄，演出地文化中心大剧场开了二楼，满足不

了观众的需求，又开三楼，要看戏的人们蜂拥

而来，剧场每晚掌声不断。我留意到，他们中

大多数是年轻人。许多观众说，难得有机会

可以欣赏这么好的作品。

还有人问我，你想让观众从这部戏中看到什么？我想，一部

戏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同。这部戏可以看吃喝玩乐、三教九流、市

井风情、明炉烧烤，还有烤鸭的吃法做法、大厨的煎炒烹炸，珍馐

美味、五味佳肴，可以看业界间的竞力争夺、百年老店的经营运

作，社会各阶层、类型的人物关系，还有人的起伏上落、奋争不

息、拼搏不已，对人生的感叹、对命运的不甘不平……我不会想

让观众看到什么，倒是期待他们能看到什么。

此剧在香港用粤语演出，确有与内地不同之处，看戏的人会

比内地观众多一番感受。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香港人眉精目

企、精明能干，不论是大商家还是小市民，都有商业头脑，很多人

做过“老板梦”、当过老板，结果是有盈有亏、有赚有赔。就算不

是从商，也有为什么踏上坦途，为什么功败垂成，怎样才能东山

再起，怎样对待解甲归田生活的诘问。剧中主人公卢孟实心怀

大志，一世奋争、拼搏不已，上要应付皇上总理、衙门贵冑，下要

面对各色人等，老板伙计、外来骚扰，斗转星移、风云变幻，结果

会是什么？剧中所有人，就是一个刚入行的小徒弟也有他的风

云世界，他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能不能给人以警示警醒，不同

的观众会有不同的思考。此剧题材是写“食”，所谓“民以食为

天”，岁岁年年，“吃”一贯是中国老百姓关注的根本，而此句的上

一句，是“国以民为本”。这两句几乎人人皆知的道理我全写在

戏中，看门道还是看热闹，一席盛宴且看各位的口味、品位如何。

看了演出后，之前发问的、疑惑的都纷纷给我发来信息：“终

于明白，有些东西是可以跨越语言、文化和时代的。”这次港版

《天下第一楼》由司徒慧焯任导演，集合表演、舞台、灯光、服装一

班戏剧界精英，用现代手法再盖“新楼”。现代写意的舞台美术、

扎实生活化的表演、意味深长的结尾设计，把烤炉这个当年不准

任何人靠近的禁区都搬上舞台，明火明厨、炉火焯焯，有特色、有

深意、有心思、有驰想。一个家族的兴衰可以对应大时代国家的

兴亡，真正的艺术不受地域、文化、语言限制，可以放之四海。

这次演出也是一次很好的文化交流。党中央把香港定位为

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中心，有眼光、有见地、有远见。但这不是

一句空话、一个口号，怎样才能使香港不负这个称号？曾经，英

国人并不重视一个殖民地的文化，他们的莎士比亚剧院华贵堂

皇，而香港主要的三大艺团却和街市在一起，挤窄得不成样子。

但是多年来，香港的从艺者们却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可以和世

界一流艺术比美。

文化艺术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远比一篇文章、一纸公文大得

多的多，香港已经遭受过不重视对青年一代进行传统文化、历史

真实等正面教育的惨痛教训。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坚定信

心、同心同德，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要真正、确实地

实施，香港有人才、有资源、有能力，一定能使香港的文化艺术更

上一个阶梯。

曾经，香港的文化人是一盘散沙，自生自灭，两年前香港成

立文联，成为中国文联的一部分，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庆祝

香港回归 25周年，香港文联第一次亮相，制作了大型文艺晚会

《钟声回响》，我和两位文学写作者编写剧本，来自戏剧、舞蹈、音

乐、美术等不同界别的 150多位艺术工作者参与，没有场地，又

在严重疫情当中，仅有一天舞台彩排时间，我担心得睡不着觉，

但是演出十分圆满，这一台有着浓郁香港风情的晚会受到了香

港各界的好评赞赏，被誉为香港的“春晚”。我把这次成功的制

作归结于两点，一是所有参与人员的敬业和专业精神。所有参

加者及众位明星几乎不收酬劳，还有更重要一点是，我们的领导

者给创作者完全的信任、充分的尊重，信任、尊重是一切好的创

作的根本。

香港不仅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也是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之

一，党中央和我的同行们对香港寄予厚望，颇有期待，我们要拿

出有分量、有质量的成绩和作品，才能不负中央为香港命名特别

行政区的这一份用心，这一份重托。我此生从事文学艺术创作，

身在其职，逢此机遇，当尽其责。

党的二十大报告还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

安排，必须长期坚持。这给了香港人信心。香港背靠祖国，不论

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坚强面对。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心在哪

里，家就在哪里。祖国是我们的家，香港是我们的家，我们要建

设好香港，为香港续写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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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锤炼提升青年演员专业技能，培育壮大艺术人才队伍，以实际

行动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京剧院日前举办了“百日集

训”拜师活动，为刘习中、寇春华、李景德、李欣、卜栋根、孙明珠、马小

曼、吴建平、杨赤、赵琪、秦鹰等名家和18名青年艺术工作者举行拜

师仪式。原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蔡武，全国政协京昆室副主任、原文

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文章，中国记协原党组书记、副主席翟惠生，

全国政协京昆室办公室主任张春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司长明文

军等参加了此次活动。活动由国家京剧院院长王勇主持。

王文章代表全国政协京昆室对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表示了祝

贺。他谈到，人才建设和艺术传承是剧院的立院之本。京剧艺术活跃

在舞台上200余年，正是得益于历代艺术家对下一辈演员的倾囊相

授。明文军表示，希望国家院团青年艺术工作者要感党恩、跟党走，担

当作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心修为、追求德艺双馨，扎根人

民、服务人民，精益求精、勇攀高峰，理论联系实际、发挥实践精神，学

习戏比天大、一棵菜的集体精神，学习礼敬传统、守正创新的时代眼

光，学习不计名利、做“艺术劳动者”的从艺风度，学习无私奉献、传道

授业的慷慨风尚，希望国家京剧院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

献新的更大力量。

据了解，近年来国家京剧院积极探索新时代新形势下人才培养机

制，已实施开展了“小荷”人才培养计划、“百日集训”等一系列活动，在

青年人才培养、人才梯队建设等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此次拜师活

动的举办旨在通过以师带徒、口传心授的教学模式，进一步推动国家

京剧院整体艺术水平高质量发展。参加此次活动的艺术家、青年艺术

工作者纷纷表示，艺无止境、教学相长，以此次拜师活动为新起点，青

年演员们将牢记师恩，下真功夫、练真本事，在剧院的带领下不断提升

思想境界、强化内涵修养，争做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晓 璐）

传承艺脉薪火 国家京剧院
“百日集训”拜师活动举办

秦腔《三滴血》

艺 谭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1 日，
“互鉴—上海美术学院教师作
品观摩展”在沪举办。此次展览
由上海美术学院主办，上海美
术学院美术馆承办，冯远工作
室出品，共展出上海美术学院
58位教师的66件全国美展参
展获奖作品，以及220多张全
国美展参展获奖收藏作品图
片，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
塑、综合艺术、艺术设计、史论
等诸多专业领域的创作成果，
全方位体现了上海美术学院教
师以高水准的艺术实践促进高
标准的教学理念所做出的努力
和探索。此次展览也吹响了上
海美术学院备战第十四届全国
美展的“集结号”。展览总策划、
上海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冯远认为，展览以“互鉴”为主
题，体现的正是一种彼此独立
而又相互融合映照的文化态
度。此次展览将为学院教师搭
建互学互鉴、互促共进的学术
交流平台，有助于探讨如何面
对新时代所面临的新机遇和新
挑战，实现海派文化与红色文
化互鉴交融，创作出优秀的现
实题材作品，通过海派元素传
达细腻的生活肌理，于真挚情
感与寻常人性中表现真实上
海，讲好中国故事。（欣 闻）

屈原与楚辞（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冯 远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