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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戏剧发展问题的思考关于当前戏剧发展问题的思考
□□陈涌泉陈涌泉

要营造健康的戏剧生态

建设好戏剧生态，我们每个人才能

全身心地投入创作、投入表演，把最优

秀的作品奉献给时代，奉献给人民，形

成一个人才辈出、佳作迭出的大好局面

来北京工作前，我在河南留下的一个最新作

品是曲剧《鲁镇》。《鲁镇》根据鲁迅的几部小说改

编，其中我提炼了这么一句话作为题记：“病态的

环境下，人人都是受害者。”过去，无论是传统的

中学语文课堂还是大学文学史里，每谈到鲁迅笔

下的人物，像阿Q、孔乙己、祥林嫂、狂人，等等，

都认为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在《祝福》中，被定

位为封建统治阶级典型代表的鲁四老爷，则是造

成祥林嫂悲剧命运的直接元凶。我把这些小说结

合在一起进行改编，为什么会提炼这样一个主

题？因为八部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没有善终。时

代夹缝中，这些小人物都面临着悲剧的命运，这是

时代使然。包括鲁四老爷，虽然他在小说中结局没

什么不好，但我想，在那样一个典型的时代背景下

必然好不到哪里去。于是在《鲁镇》中，我做了一

个新的改编。小说中，鲁迅先生写到，鲁四老爷有

一个没有出场的孩子叫“阿牛”，我把他写进剧本

中，立上舞台，并且还作为一个主要人物，起名为

鲁定平。从某种意义上，这个人物就是夏瑜的化

身，更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大户人家投身革命而

牺牲的革命先驱的代表。鲁四老爷的儿子最终也

因革命被推向了刑场。这亦是时代使然，哪怕是鲁

四老爷这种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只要环境不改变，

他的儿子同样也可能面临着被杀头的命运。

所以，当我讲戏剧生态的时候，同样也想说

这样一个道理。当我们的戏剧生态出现问题了，

受害的将是全国的戏剧同仁。当埋头苦干、创作

精品、在舞台上长期奉献的艺术家们得不到公平

对待，真正优秀的作品不能脱颖而出时，戏剧界

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创作一部作品真的特别不容易，剧作家创作

很难，艺术家排演很难，还要找机会筹措资金，获

得主管部门的支持，等等。可以说排一部戏就像

脱了一层皮。然而，当作品立上舞台后，即便是部

好戏，赢得的也未必都是喝彩，甚至可能还会遭

到同行间的一种“棒杀”。这就是不健康的生态环

境导致的。今天你“棒杀”别人，明天你也可能遭

别人的闷棍，受伤害的是戏剧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

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

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我们这一代戏剧人究竟要给时代留下什么

样的“文明”？这个问题值得深思。我认为，首先要

从构建良好的戏剧生态做起。建设好戏剧生态，

我们每个人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创作、投入表演，

把最优秀的作品奉献给时代，奉献给人民，形成

一个人才辈出、佳作迭出的大好局面。

就我过去的长期工作来说，一方面是创作，一

方面是做管理。这让我也产生一些思考。过去我说

戏剧要“四化”：传统戏剧现代化、民族戏剧世界

化、戏剧观众青年化和戏剧生态平衡化。最近我又

加了“一化”：戏剧传播全媒化。当然，从宏观上来

说，这条可以列入传统戏剧现代化里。而我始终把

戏剧生态的平衡化作为最重要的压轴来看待。

戏剧事业是一项系统工程，戏剧生态涉及组

织领导、院团管理、人才培养、创作演出、传播推

广、理论评论等方方面面，要靠我们的共同努力

来营造。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构成

了戏剧生态。戏剧生态健康，我们的戏剧事业就

能良性发展；如果戏剧生态出现问题，整个戏剧

链条上的任何环节、个体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所

以一定要压实戏剧的发展责任，坚持问题导向，

运用系统思维、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

推进，致力于构建健康平衡的戏剧生态。

当然，繁荣戏剧事业关键在人，培养造就大

批德艺双馨的人才，是戏剧事业发展的长远大

计。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编、导、音、美、演门类齐

全的人才队伍和现代管理人才队伍。管理人才真

的很重要。一个好的院团长就会带动一个剧组，

甚至改变一个院团的命运。有了好的院团，进而

可能会带动一个剧种的发展。所以不仅要注重主

创、表演人才，也一定要注重现代管理人才的培

养和选拔。同时，要致力于构建科学精准、公平公

正的戏剧评价体系。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评奖。中

国剧协的梅花奖每届有15名，曹禺戏剧文学奖

每届有5名，现在我们还在争取在中国戏剧节

上恢复相关奖项。但是，比奖项名额更重要的是

怎么来评奖，在保证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

把真正优秀的作品、优秀的人才评选、推举出来。

如果评选结果不具备公正性、专业性、权威性，评

出的是比较平庸的作品，就会严重挫伤院团和

创作者的积极性，进而严重影响戏剧事业的高

质量发展。因此，建立科学精准、公平公正的戏

剧评价体系，不只是相关主管部门的责任，而是

人人有责。我去常香玉常派表演艺术培训班授

课时就讲过，要发扬常香玉大师戏比天大的精

神。我说：“你们60个同学就是60个兄弟姐妹，

要好好练功，学习大师的精神。当你们中有同学

出作品的时候，在身边的，就到场由衷地祝贺；

不在身边的，可以发个短信表达一下祝贺之情。

从点滴做起，构建良好的同学关系、同事关系，

大家相亲相爱、相互捧场、相互支持。”

要大力加强对著作权的保护

保持剧作的完整性，直接关系到戏

剧金字塔的基座是否坚实，最终也是在

保护戏剧的尊严

我除了做戏剧管理，还有两个专业，一是剧

本创作，一是研究著作权法。中国剧协作为党和

政府联系广大戏剧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有16

字工作方针，也是我们的核心职责：“团结引导、

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中国剧协必须

给全国广大戏剧工作者维权。在中国剧协机关和

事业单位的15个处室部门中，有权益保障处，它

跟会员处是联合办公。著作权法、知识产权的保

护同样是戏剧发展的重中之重，保护戏剧原创的

积极性，戏剧才能健康有序地传播、传承。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共有17条，一

是规定了人身权，二是规定了财产权。其中人身

权共有4项：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

的完整权。任何人都不能抹杀、侵犯剧作家的这

四项权力。第5到17项是财产权，包括复制权、

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

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设计权、改编权、翻译权、汇

编权，以及著作人享有的其他权利等。修改权和

保护作品的完整权，这两项权利已经决定了，当

一个剧本形成之后，谁要改动它，都得经过作者

的同意。一部作品在排演过程中被大拆大卸，改

得面目全非，这就是侵权，是绝对不可以的。当

然，剧本不是不可以改，而是二度创作团队一定

要和编剧一起商量、沟通，最终通过编剧的手来

完善、提高剧本。戏剧是综合艺术、团体作战，集

体创作的情况下可以商量着来。但任何人在进行

改编时，一定要取得原作者的许可。

我为什么要提保护著作权？一是党和政府赋

予剧协这样的职责，我们要保护著作权；二是鼓

励原创、提高戏剧原创率、推动戏剧健康有序的

发展是根本；三是我在思考，为什么文学史上留

下那么多经典的文本，《牡丹亭》《西厢记》《桃花

扇》，等等，而当代许多“好作品”又能否经得起时

间和历史的考验呢？再过几百年，它们也能成为

戏剧史上的经典吗？这还真的不好说。原因有很

多，但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即现在的剧本常常

是被改坏了。戏剧文本是融思想性、文学性、独创

性于一体的，它要提供逻辑严谨的情节，要塑造

鲜活的人物，要保持念白、唱词的文学性，但现在

这些东西在二度创作上常被肢解。一些作品只重

场面，不重内涵；只追求形式，忽视内容，这样被

“阉割”过的文本如何能成为经典？所以，保持剧

作的完整性，直接关系到戏剧金字塔的基座是否

坚实，最终也是在保护戏剧的尊严。

文学功力的养成绝非一朝一夕。从保护著作

权的角度来说，院团、二度创作团队一定要有这

种意识。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都是为了把戏排

好。编、导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毕竟

术业有专攻。一个导演可以把一流的剧本拍成三

流的作品，但再高明的导演，也不可能把三流的

剧本拍成一流的作品。

总之，保护著作权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原创，

催生出更多优秀戏剧作品。

要保护剧种的多样性

同质化是对剧种个性的严重扼杀，

也是对表演艺术家形成流派的一种严

重制约

中国戏曲有348个剧种，它应该是戏曲百花

园中的348种花。姹紫嫣红、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而不是同质化的348朵花。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戏剧界出现了一种泛剧

种化、同质化的现象，包括演员、表演艺术家们个

人的风格、特色在逐步流失。导演好像也可以“通

吃”，似乎所有剧种都能排演。这让我想起豫剧界

的两大编导：一个是被喻为豫剧现代之父的樊粹

庭先生，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西安工作，现在的西

安豫剧团就是先生当年率领的狮吼豫剧团。樊先

生长期深耕一个剧种、一个剧团，现在还留下几

十部作品，叫“樊戏”。另一位是杨兰春先生，他长

期深扎在河南省豫剧三团，排出了《朝阳沟》《李

双双》《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等一大批现代戏，

从而确立了豫剧的“三团风格”。他们都是因对一

个剧种的深耕，才确立了风格流派。

同样，表演艺术家也是如此。无论是京剧的

四大名旦还是豫剧的五大名旦，他们之所以能形

成流派，就是因为其表演艺术具有鲜明艺术特

征。他们的唱腔，都是在充分继承本剧种特色的

同时，融入了自己的个人创造，结合自己嗓音条

件和音质、音色、音高，突出优势和特点，把个性

发挥到极致，让长处得到了充分张扬。这都是我

们今天的艺术家需要学习借鉴的。

目前，我的作品立上舞台的有50部。在合作

了几十个院团后我发现一个问题：一个剧本，剧

作家反复地修改、打磨，往往要经过一两年的创

作周期，但是一交给剧团、交给作曲家，半个月唱

腔就“设计”出来了。我给我的作曲战友们说过，

一个唱段如果能流传，我愿意把70%的功劳给作

曲家。为什么过去总能留下一些经典唱段，现在

却留不下呢？很大原因是设计的唱腔不过关。正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唱腔设计就叫唱腔设

计，他们知道要尊重剧种、尊重传统。现在，唱腔

设计也开始叫“作曲”了，其本人叫“作曲家”倒没

问题，但在节目单上，唱腔设计都署名为作曲，那

就是戏曲发展的一场灾难。还是举豫剧的例子，

豫剧本身又分为祥符调、豫东调、豫西调、沙河调

四大“剧种流派”，另外光旦角就有常、陈、崔、马、

阎五大“表演艺术流派”，每个流派又有不同风格

的表演艺术家，怎么可能半个月写一台戏，唱腔

就流传下来成为经典了呢？至于把甲剧种写得像

乙剧种、乙剧种写得像甲剧种，这种同质化是对

剧种个性的严重扼杀，也是对表演艺术家形成流

派的一种严重制约。

今天，我们辛辛苦苦等几年排一部戏，结果

却因为草草推上舞台，各方面都不到位，最后演

几场就束之高阁。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院团长是一部作品排演的第一责任人，我发现有

一些院团长，剧本一改完、剧组一建立，就成了甩

手掌柜，责任心不足。这就导致了创作的“失控”，

能否排出具有院团风格、剧种特色，并充分发挥

阵容优势的戏，就不好说了。所以，保持剧种的多

样性，让它健康有序发展，我们任重道远。

2024年，中国剧协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

稀有剧种保护传承工程。我们将投入大量的人

力、物力、财力，结对帮扶。要请专家带团，从题材

选择、剧目打造到创作过程全程参与指导。

我到剧协工作后，调研过多个省，去了很多

院团，接触到几十个剧种。我发现，现在很多剧种

真的是举步维艰。我在浙江丽水市松阳县调研松

江高腔剧团时，得知这个剧团曾瘫痪了几十年，

在上一届县委、县政府的帮助下终于恢复了，可

一个团只有15个人。我一去，他们很高兴，因为

中国剧协关注到了基层的小剧种、小院团。他们

太需要帮助了，对这样在基层挣扎的“天下唯一

团”，我们如果不拉他一把，对不起我们的良心，

更对不起我们的职责。现在我们有国家队、大团、

省级院团，他们是很幸运的，但同时我们也一定

要看到这些在基层渴望阳光的小剧团，这些戏剧

人同样可亲可爱，但他们更艰更难。现在我们只

剩下348个剧种了，其中有120多个剧种已经没

有剧团，只有几个民间艺人，还有约100个剧团

是“天下唯一团”。在这种情况下，对少数剧种、稀

有剧种一定要给予更多帮助和支持，以实际行动

给予它们足够的重视和保护。

要重视戏剧文学、重视剧本

形象对人的感染力，永远是最强

的，因为它有思想的支撑、文学的支撑、

情节的支撑，所以必须高度重视文本

剧本是一剧之本。一个好剧本是构建一部戏

剧精品的基础、根基。重视戏剧文学，首先要重视

作品的思想性、文学性、独创性。如果一部作品失

去了它的思想性、文学性，那么灯光再绚丽、服装

再华丽、我们的演员再漂亮，也上升不到人物形

象、文学形象塑造的高度。真正能感动观众、催人

泪下、启迪人心的，肯定都是作品所赋予、所承载

的思想和文学价值。有了文学的支撑，演员在台

上就是鲜活的，就能塑造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

了。形象对人的感染力，永远是最强的，因为它有

思想的支撑、文学的支撑、情节的支撑，所以必须

高度重视文本。只有剧本扎实、戏剧文学成立了，

戏才可能成立。过去我们说，戏分两种，一种叫

“人保戏”，一种叫“戏保人”。如果这么说的话，其

实还有第三类，就是人和戏相得益彰、各美其美，

“1+1>2”，而这种戏才是真正的精品力作。

不要盲目追求大制作

我们观众看戏，是来看故事、看情

节、看人物、听唱腔的，只有这些好，观

众才能看得津津有味

现在戏剧制作的投入越来越大，但排出来的

戏成活率却越来越低了。有一大部分作品，立上

舞台之日，就是寿终正寝之时，获奖之日就是马

放南山、束之高阁之日。这样一来，我们投入的大

量人力物力财力，都白白浪费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其中有一点就和

大制作有关。我在调研过程中，有院团告诉我，他

们有的戏装台就要五天，少说也得两三天，往剧

场拉“景”要六卡车，卸台又花两天。假如'在一个

剧场演出两三场，前后光装台、卸台得一个星期，

关键拆完台，这六卡车“景”拉回去怎么放？团里

没有地方，还得租仓库，租一个仓库一年又得花

许多租金。这样算来，演一场戏成本有多大？再好

的戏能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吗？演一场，赔一场，演

得越多，赔得越多。演出成本太高，戏就演不长。

而我们观众看戏，是来看故事、看情节、看人

物、听唱腔的，只有这些好，观众才能看得津津有

味。戏不够，景来凑；戏不行，灯来凑，凑来凑去成

为一个大拼盘，往往就丢掉了精品创作的要义。

我们院团长作为第一责任人，对此需要把控反

思。我在北京看安徽黄梅戏经典剧目《天仙配》，

景很简单，却充分体现了中华美学精神，七仙女

和董永一上场，自然的山水和戏曲的服饰相映生

辉，老百姓却看得如痴如醉，怎么拍怎么美。

催生新的流派

对传统充分继承、对剧种特色充分

张扬、对自身特点充分发挥，只有不忘

本源，才能发展好未来

形成流派的要素很多，最重要的是唱腔。我

认为，新时代的表演艺术家们一定要有创腔能

力，否则将会成为表演艺术家形成流派“最后一

公里”的瓶颈。而这个唱腔是有标准的，首先就是

对传统的充分继承、对剧种特色的充分张扬、对

自身特点的充分发挥。

只有不忘本源，才能发展好未来。过去的表

演艺术家都有很强的创腔能力，当然她（他）不是

孤军作战，上有师父口传心授，身边还有个战友，

即乐队的主弦。主弦掌握很多调门、过门，他们都

很清楚怎么衔接过渡。艺术家们在乐队主弦的协

助下吊唱，密切配合，反复琢磨，不断完善，把自

己的嗓音条件发挥到极致，就这样，一个有创腔

能力的艺术家和乐队主弦就创造出了经典永流

传的唱腔，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流派也雨后春笋

般形成了。

以豫剧皇后陈素真为例，她的代表剧目之一

《三上轿》原本是老戏班的“送客戏”，即正戏唱完

后，出来个唱旦的，再唱一出一般的戏，把台下观

众唱走为止。刚学会这出戏后，已经是个小红角

的陈素真不敢上演，怕把观众唱走、唱睡了。因为

这出戏太枯燥无味了，上场念几句白后，就一个

人唱了起来，坐着唱，站着唱，整唱八十多分钟，

唱腔平淡，剧情单调。后来她想为什么不能把这

《三上轿》唱成个“留客戏”呢？从改变唱腔做起，

“于是我就又琢磨起来了。心里苦思苦想，口里不

住地哼唱，在《三上轿》原腔的基础上，我这么唱

唱，那么哼哼，左唱右唱，瞎哼胡哼，去厕所也唱，

睡梦里也哼，就这样入迷似地哼来唱去的。痴诚

感动了上帝，上帝赐给我一套从前没有过的新唱

腔。”上场演出就得了个满堂彩。就这样死戏被陈

素真唱活了，送客戏变成了压大轴戏。试想没有

陈素真的苦思冥想，绞尽脑汁的创造，哪会有《三

上轿》的走红和陈派的诞生。陈素真说出了唱腔

设计创新的原则“我改变唱腔，可不是东拼西凑、

生搬硬套别的剧种的唱腔硬加在豫剧中，更不是

偷窃人家的唱腔硬吹成是自己的唱法。我全是在

传统唱腔的基础上加工发展的，怎么唱，也没出

豫剧的范围。”

另外，还有些客观的评价标准。如程砚秋早

就说过好唱腔的三个标准，其中“好听”是第一位

的。成为作曲家容易，但想保持一个剧种的特色，

不容易。你细听，京剧就是京剧，秦腔就是秦腔，

越剧就是越剧，这是最基本的标准。听着要舒服、

顺畅、酣畅淋漓。几年前我曾在南京中国京剧节

上和裴艳玲老师一个组评戏，她说：“现在的京剧

唱腔，上一句还是西皮，下一句就找不到北了，不

知道拐到哪儿了。”异化、不顺畅、疙疙瘩瘩的唱

腔怎能流行呢？

第二就是“好唱”。好听是对观众的，而好唱

首先还是对艺术家而言的，能唱着舒服、游刃有

余，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观众听着也舒服。讲

个真实的例子，某剧种本身唱腔就比较高亢，某

演员也很有功力，但在排某个现代戏时，一个好

演员硬是被作曲家写的唱腔给蹩的声带小结，去

南京找大夫扎针治疗几个月才缓过来，这还是一

位梅花奖获奖演员。所以，在好听的基础上，好唱

是对艺术家的尊重，也是对观众的尊重。

第三就是“好学”。这点很重要。你看老一代

艺术家多高明，所谓经典唱段、流行唱段，没有其

他同行和观众的传唱是传不开的。经典唱段就是

被传唱得多，老百姓喜欢的唱段。很多流行唱段

的词并不见得有多少文采，但是唱腔好听，且不

复杂，戏迷张嘴就能唱。所以唱腔设计要肩负起

这个责任，怎么把唱腔写得好听、好学、好唱，这

样唱段就容易流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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