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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广大戏曲工作者精神

振奋，积极努力，回答时代和人民提出的考题，

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并正以坚定的信心和

决心向新的高度攀登。

新思想引领新的航程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文艺事

业的繁荣发展增强了物质基础，但物质利益的

诱惑、外来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冲击、各种思潮

的兴起、体制改革阵痛带来的实际困难等因

素，一时使许多戏曲从业者辨不清方向，在思

想上产生了困惑和忧虑，创作中的“浮躁”现象

也普遍产生。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于2014年10月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

会，并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总书记指出：

“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

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

有生命力。”总书记明确指出：“在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

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

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

的”，“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

服从社会价值”，“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

要沾满了铜臭气”。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和传达

的同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总书记拨正了文

艺发展的航向，使一段时间人们困惑和忧虑的

问题得到了解决。

8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论述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和

“如何为”的问题，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指

出了明确的方向，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在新的时

代环境下，继承和弘扬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思

想，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

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

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

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总书记在这

次讲话和后面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

开幕式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

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以及关于文艺问题的

一系列论述中，对文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的作用、对中国精神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的内涵、对“人民”这一概念的理解、对文艺批

评的标准、对如何加强党的领导等问题，都做

出了深刻的阐述。他充满深情地说：“希望大家

坚持服务人民，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文艺

创作的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

键、最牢靠的方法是扎根人民。”他号召文艺工作者

努力攀登高峰，创作出艺术精品，创作出经典性的、

史诗性的作品。总书记在给牛犇等老艺术家的回信

中，在给中央美术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国家

话剧院的同志们的回信中，都表达了深深的嘱托

和殷切的期望。这些都使戏曲工作者受到巨大鼓

舞，使戏曲工作找到了根本遵循。十年来，戏曲艺

术事业正是在习近平文艺思想指引下不断前进的。

反映时代生活 歌颂英雄人物

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曲现代戏创作一直受到重

视。经过一代又一代戏剧家的不断努力，现代戏创

作已突破种种难题，取得了显著成绩。党的十八大

以来，全国各戏曲院团和戏曲艺术家在现代戏创作

中表现出更为高涨的热情。习近平总书记说：“祖国

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

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戏剧家积极响应习近平

总书记的号召，对中华民族的英雄心怀崇敬，浓墨

重彩地记录英雄、塑造英雄。首先是歌颂革命历史

中和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英模人物。李大钊、毛

泽东、瞿秋白、杨开慧以及蔡和森、向警予、彭湃等

中共建党初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在戏曲舞台上都有

生动的表现。剧作家、艺术家深入研究文献资料，许

多作品体现出对革命历史人物独到的理解。如昆曲

《瞿秋白》中的瞿秋白，既是一位革命者，又是一位

新“旧”文化根底都很深厚的文化人。他的就义不像

夏明翰等烈士那样慷慨激昂，而是一种视死如归的

坦然。导演和演员对人物性格的把握与昆曲剧种特

色的发挥相得益彰，因此作品有较深的意蕴。评剧

《相期吾少年》不仅表现了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

手著文章”的一面，而且表现了其与妻子赵纫兰之

间温馨的家庭生活，表现了李大钊提倡新文化与他

深谙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有些作品在真实人物的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

艺术虚构，使作品更具典型性，如评剧《母亲》以抗

日战争期间北京市的英雄母亲邓玉芬为原型，又把

同时期其他英雄母亲的事迹概括进来，写出了生动

的戏剧情节，作品真实感人。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习近平

《念奴娇·追思焦裕禄》）由河南省豫剧院三团创作

演出的《焦裕禄》表现了广大人民对焦裕禄的情感。

创作者认真深入生活，努力读懂英雄，并选取最有

力的艺术手段，塑造了焦裕禄这一“生也沙丘，死也

沙丘，父老生死系”的人民好干部的艺术形象。

沪剧《敦煌女儿》塑造了把毕生心血献给敦煌

的樊锦诗，河北梆子《李保国》塑造了把论文写在祖

国大地上的教授李保国。这些作品都给观众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还有越剧《山海情深》、歌舞剧《扶贫路

上》等作品，生动描写了脱贫攻坚战中的感人事迹。

在革命年代，有无数无名英雄为民族的解放事

业做出了奉献和牺牲，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

淮剧《送你过江》、苏剧《国鼎魂》、闽剧《生命》、河北

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评剧《革命家庭》、京剧《燕

翼堂》等，表现了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人民群众的感

人故事。残酷的斗争给他们带来了凶险，他们也在斗

争中成长，作品多是悲喜相乘，把观众带入历史的氛

围中。从这些作品中还可以看到，人民革命行动的产

生，既是得到了新的思想的指引，又是对优秀传统文

化的继承与弘扬。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

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爱恨、有

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当代戏剧家认真践

行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了解各式各样的人物，

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在沪剧《挑山女人》

中，在秦腔《花儿声声》中，在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

问题》中，在淮剧《小镇》中，在越剧《核桃树之恋》

中，我们看到许多普通民众默默耕耘，在困难面前

不退缩，承担起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在是非善恶

面前，他们有独立的思考并做出自己的抉择。他们

的命运值得关注，他们的精神值得赞美。

发掘历史蕴含 增强文化自信

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悠久的历史，给戏曲创

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戏曲的传统剧目中，有一

半以上是各朝代的历史故事，它们在培育我国人民

的民族性格和审美观念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

可避免的是，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时代的局限性。

从延安时期起，党领导的戏剧创作便提倡用新的历

史观观照历史，20世纪60年代又有历史学家介入历

史剧的讨论，强调尊重历史真实。自此，新编历史剧

成为有别于传统戏的一个戏曲门类。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党中央重视民族历史文化思想的指导下，新编

历史剧创作呈现更加繁荣的态势。各地着意打造地

方“文化名片”，把很多从前舞台上没有出现过的历

史人物都挖掘了出来。这些作品丰富了群众的历史

认知，在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

时实践也证明，戏曲历史剧创作的难度很大。第一，

要真正读懂历史人物。创作者对历史人物和其所处

的时代必须有深入的研究和理解，要掌握比较全面

的历史资料并了解历史研究的新成果，这样才能对

历史人物做出正确的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第二，

要有艺术创作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要有较高的戏曲

艺术修养。许多历史人物，如思想家和学者，戏剧既

要表现他们的学术成就，还必须写出戏来，才能

为观众所欣赏。虽然有些作品还不能尽如人意，

但大量历史剧作品的出现，必为今后的创作积

累有益的经验。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已有多部作

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京剧和晋剧两部《于成

龙》，不仅表现了这位封建时代难得的清官，而

且写出了他们对不利环境的独特应对方式，写

出了他们痛苦的灵魂和高贵的品格，能引起当

代观众的心灵共振。湘剧《谭嗣同》把清末慈禧

太后及一伙顽固派反对维新变法的行动看作滑

稽的喜剧，透过喜剧的表面写出了谭嗣同悲剧

性的崇高。京剧《游百川》表现游百川这位被夹

在帝后之间的小官吏处境的艰难，在艰难的环

境中表现了他绝不“欺人欺世欺上苍”的品格，

人物身上具有鲜明的山东汉子的特点。

新编历史剧与传统戏有着斩不断的血缘关

系，有些作品可看成介于新编历史剧与改编传

统戏之间。如昆曲《景阳钟》取材于传统剧目《铁

冠图》，对崇祯皇帝的悲剧命运进行了新的思

考，做出了冷峻的拷问。传统戏《昭君出塞》有精

彩的表演艺术，在群众中有深刻影响，它产生于

民族矛盾激烈、国势衰微的时代，反映了特定时

代人们的认识和情感，今天看来，剧作在民族关

系的处理上存在偏颇。20世纪80年代曹禺先生

根据周恩来总理当年的嘱托，创作了话剧《王昭

君》，表现了王昭君在促进民族团结上发挥的历

史作用。近年广东汉剧和西安易俗社都创作演

出了表现王昭君的剧目，体现了新的历史观点。

表现少数民族杰出人物如冼夫人、孝庄太后等

的多部作品丰富了中华戏曲人物的画廊。

一些新编古代故事剧，如芗剧《保婴记》，汲

取了传统戏的养分，生动表现了邻里之间以及

陌生人之间的相互关心，写出了人情的温暖、人

性的美好，充满了正能量。湖南花鼓戏《蔡坤山

耕田》在传统小戏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创造，在

清新活泼的喜剧风格中表现了人物的善良与淳

朴，使观众得到愉悦和精神上的提升。

解决好保护、传承和发展的关系

戏曲艺术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必须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同时它又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需要着力加以保护和传承。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创造性保

护和创新性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

加大对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力度。

文化和旅游部（原文化部）、中国文联和中

国剧协以及各地文化主管部门都采取了多项举措，

以保护、传承和发展戏曲艺术。如在各剧种流行地

区举办该剧种（京剧、昆曲、评剧、越剧、秦腔、黄梅

戏、蒲剧、二人台等）的艺术节，举办剧种的研讨会；

福建、广东、河南等省还举办了稀有剧种和濒危剧

种的会演和学术研讨，以引起社会对这些剧种的关

心和支持。文化和旅游部举办基层戏曲院团的会

演，一些省市举办民间戏剧的会演，努力促进戏曲

艺术培养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文化和旅游部与江

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昆山市人民政府，在昆山连续

三年举办中国百戏盛典，使全国现存的348个戏曲

剧种都能在国家级的艺术平台上进行展示，促进了

艺术交流并增强了各剧种的文化自信和自觉。

从剧目的层面说，戏曲的传承发展要力争积累

更多优秀保留剧目。一些优秀传统剧目，包括新编

剧目，在演出中不断加工提高，因此能长期在舞台

上流传。昆曲《牡丹亭》是得到公认的经典，各昆曲

院团以“青春版”“大师版”“缩编”，三本等演出形式

使经典得以广泛流传。京剧各流派的代表性剧目也

为一代代演员搬演。还有许多剧种都有优秀剧目演

出了数十年和数百上千场，如晋剧《富贵图》演出超

两千场，陇剧《枫洛池》、瓯剧《高机与吴三春》保留

在舞台上数十年。优秀的现代戏剧目的传承具有更

特别的意义，如河南省豫剧院三团的《朝阳沟》、山

东省吕剧院的《李二嫂改嫁》，在传承中培养了新的

演员，也加深了群众对戏曲现代戏的认知。

移植兄弟剧种的优秀剧目是繁荣戏曲艺术的

一种好的做法。吉剧《桃李梅》被十数个剧种移植，

在各地都受到欢迎。近期国家京剧院移植了越剧保

留剧目《五女拜寿》，使多个流派的青年演员得到表

现的机会，增强了京剧艺术的活力。

广西的《刘三姐》有广泛影响，但20世纪60年

代创作的剧目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如对“秀才”的

嘲讽就与今天观众的情感有距离。广西的同志们曾

想进行修改，但如把有关情节改掉就不成为这个戏

了。后来他们创作了彩调剧《新刘三姐》，表现新时

代青年们的创业精神，洋溢着新的时代气息，保留

着《刘三姐》那人们熟悉和喜爱的旋律，在主人公身

上，人们看到了当年刘三姐那种聪明活泼和敢于斗

争的精神，让观众把新“旧”刘三姐联系起来。这是

新的创作，同时又具有保护传承传统的意义。

十年的时间不长，但我们取得的成绩值得在历

史书中书写，它标明戏曲艺术在新时代的良好开端，

它使我们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要创作出艺术精品、

经典性的作品和史诗性的作品，我们还任重道远，回

顾来路，戏曲人还将继续奋勇向前。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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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的10年，我们和中国青年一代共同成长，在戏曲艺术的

传承弘扬上走出了一条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路。”日前，青年编

剧罗周的两部作品相继亮相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在中国规格最高、

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级综合性文化艺术盛会上同时有两部原创编剧作品

参评，且均为难度很大的戏曲现代戏、红色题材剧目的创作，“80后”的

罗周用作品再一次标定了她10年跋涉之路的又一里程碑。

从2012年以编剧的第一部昆剧《春江花月夜》和京剧《将军道》（合

作编剧）同时入选“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并最终凭《将军道》获奖，

到2014年以锡剧《一盅缘》、2021年以昆剧《梅兰芳·当年梅郎》三度荣

获曹禺剧本奖，在罗周心中，“10年来行进在戏曲艺术创作山道上”的

她，却更像是从一名戏曲写作的爱好者、小学生，自起点开始一直向上

攀登，“经历了从追求文辞优美、故事完整，到渐渐对舞台、对戏曲有了

更深理解，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再到努力实现自如创作的认知与实践

的过程”。

在古典的沃土上生长出现当代的鲜艳花朵

从前期更多古典题材的创作，到近年来现实题材领域的创作居多，

在罗周看来，“戏曲艺术要想发扬光大，一定要能与当代人的生活、情感

产生共鸣；而要实现这种‘转化’，又一定要从古典戏曲中汲取有效养

分”。2019年罗周开始创作《梅兰芳·当年梅郎》时，江苏省昆剧院已有

30年没有创排过昆曲现代戏大戏了。“在很多人眼中，甚至昆曲能不能

演现代戏、表现当代生活都仍是一个课题”。从这部戏开始，罗周一口

气接连创作了三部昆曲现代戏，除本次参加艺术节的《瞿秋白》，还有一

部于2020年疫情期间创作的抗疫题材剧《眷江城》。“我想以此来做出

我的回答：即便如昆曲这样古老的剧种，只要我们掌握了艺术规律，并

且有着攻坚克难的决心，就一定能在古典的沃土上生长出现当代的鲜

艳花朵。”

从历史剧到现代戏、从自选题材到越来越多的“委约”创作，10年

来，罗周很感谢越来越多的剧院团给了她把剧本搬上舞台的机会。在

此过程中，她也更加懂得了“案头之本”与“场上之本”的差异以及创作

与目标的距离。“一次次的合作就是一次次学习、实践与被检验的机

会。”在罗周看来，她在用创作丰富剧种建设、张扬剧种特色的同时，对

不同剧种、不同题材的探索又能不断拓展她对戏剧认知的边界。“特别

是在文本完成后的二度三度创作中，你会更深刻地感受到，戏曲是无数

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大家为了同样一个目标——出优秀作品而相互补

取。”只有经过这样不断的学习，“才会对中国戏曲的体系有更全面深刻

的了解，才能在创作上持续提升、突破”。

在舞台上展现那些高尚的皎洁的无私的灵魂

2021年，罗周完成了编剧生涯中的第100部大戏、话剧《新华方面

军》的创作。戏剧理论家傅谨在回望这一年的中国戏曲时写道，罗周将

毫无悬念地成为有史以来戏曲编剧数量第一人。回顾百部创作，罗周

将它们比作了自己的“黄冈题库”，“每一部都有每一部的难，只有写过

了这么多，我才能写到这样‘好’。”于是，她珍惜每一次写戏的机会，对

每一位塑造的人物都怀着敬畏之心，“随着不断地前行，向上的每一步

难度就会越大。要更好地把握史料、体味情感，要下更多的笨功夫，以

此真正接通人物内心世界，并因此获得新的启发与思考。”

比如写京剧《孔圣之母》、秦腔《望鲁台》，“那种古典的、传统的磅礴

的文化气象”给罗周带来了内心的开阔、舒朗与充盈；整理改编元杂剧

《梧桐雨》，她用昆曲演绎元杂剧文本，“打开了元杂剧文本的宝库”；创

作锡剧《烛光在前》，作品从革命者张

太雷的妻子陆静华的视角切入，以片

段式的回忆勾勒人物形象、追溯共产

党人初心，罗周从张太雷的年谱及其

女儿所写的回忆录中寻找陆静华的身

影，写出了人物身上坚持、坚韧的力

量，在平凡中彰显伟大、实现永恒。《烛

光在前》的写作让罗周清晰地感到，在

经过了90几部戏曲的创作后，“就我

而言，现代戏和古装戏创作之间的那

层壁垒被打破了。不管是古代还是当

代题材，都是写人的题材，都在写人和

人所处的时代，都要面对人物真实、深

刻、丰富的内心和他们的情感、承载与

坚韧，都要在舞台上展现那些高尚的

皎洁的无私的、与每个时代的观众都

能产生强烈共鸣的灵魂。”

戏剧正在走向一个更开
阔的审美境界

“写戏是一件将个体生命与世界

连接起来的事情。”有记者曾问罗周，

你的戏是写给谁看的，她说：“是写给

过去看的、写给当下看的、写给未来看

的。”10年来，“成为”一个专业的编剧

让罗周曾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和纠结的时刻”。在她眼中，10年来整个中国戏曲创作

的环境在变得越来越好，演员、剧团和受众之间的观演关系，剧目和整体社会审美品格的

提升，都体现着戏剧受众面的扩大化和年轻化，这一切都在向着一个更好的、鼓舞着所有

从业者的方向前行着。而在此过程中，戏剧对于人的刻画、对人性的开掘、对个体生命的

尊重，也在不断地稳步推进。“观众在督促着我们前行。戏剧在接通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

情感选择时，也正在走向一个更开阔、更饱含情感的审美境界。我们在最平凡的人性中呼

唤着人们对于光明的向往、追索，以艺术实现人类自身的精神超越，这是我们当代戏剧编

剧要做的、正在做的并且已经一定程度上做到了的事情，也是推动着我们继续在这条路上

坚定前行的强大动力。”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延续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血脉。”2020年疫情期间，在舞台演

出最困难的时期，罗周注册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开始以每天一篇的速度更新着她10年间

一路走来的创作体会与思考，这既是一种主动的自我总结与梳理，也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分

享：“我经历过的难题，也有很多人正在面对。”在罗周看来，与戏曲表演艺术的传承不同，

每一代的戏曲编剧似乎都要从起点开始，往往会把上一辈写作时走过的弯路再走一遍，因

此她特别希望通过她的分享带动，“让后来者也能踩在我们的肩膀上，把我们从前辈手里

接过的那些善意、温暖、经验与智慧传递给更年轻的一代又一代。”

“10年来，青年戏曲创作者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提升及其蓬勃朝气，正是这10年来中

国戏曲最大的收获。”罗周动情地说。10年来，从青年编剧到中生代剧作家，从剧本创作

到扶持剧本创作，罗周亦逐渐实现着从“以作品跟世界对话”到“以作品跟作者对话”的身

份转变与责任担当。“从江苏省戏剧文学奖到紫金戏剧文学奖，我们始终拢住了一支青年

创作者的队伍，通过作品跟青年创作者交流，来实现互相的了解、对话与关注。通过作品，

可以看到他们在关心、关注着什么，并用尽全力给那些在摸索中前进的同伴更多的支持、

帮助和更多与舞台、与院团对接的机会。”因为，“那些写作的困难、寻求突破的艰辛，我也

曾一一品尝过。”回忆起10年前从江西来到南京，守着一方书桌、一片舞台，始终心怀热

爱、欢喜仰望，她说：“要相信，所有的艺术都会在巅顶相逢。每一个字、每一部戏、每个不

眠之夜、每回悲欢激荡，都是引我们走向巅顶的阶石。”

戏曲艺术在新时代的良好开端戏曲艺术在新时代的良好开端
□安 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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