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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

要讲话发表十周年，包括戏曲界在内的文化艺术

领域怀着巨大热情，通过宣传、演出、研讨等多样

活动，总结10年来文艺创作成绩，探索新时代文

艺发展前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

“文艺之声”制作的融媒体节目《梨园新韵·十年

华章》，将10年来具有深远影响的创作者、创作

团队、精品力作、创作现象等予以推荐，节目包括

了广东粤剧院、浙江小百花越剧院、上海京剧院、

河南豫剧院三团、浙江婺剧院、江苏淮剧团、广西

戏剧院、湖南花鼓戏剧院以及编剧罗周、导演张

曼君在这10年中的艺术创作，较为突出地呈现

了新时代丰富的戏曲艺术空间，展示了戏曲人用

多样的艺术探索来回应时代命题、张扬戏曲艺术

的新作为和新气象。

以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回答
“为谁创作”和“怎么创作”

10年来，随着文化和旅游部“戏曲振兴工

程”的推进和落实，戏曲工作取得了全方位的成

绩，推动戏曲全领域整体的发展。仅以文化和旅

游部艺术司在2024年度组织的戏曲工作即可见

其一斑：“2024－2025年度中国戏曲像音像工

程”“2024年全国戏曲表演领军人才培养计划”

“2024年京剧艺术表演人才提升计划”“第十届

中国京剧艺术节”“第九届中国昆剧艺术节”

“2024年中国秦腔优秀剧目会演”“第三届全国

曲艺木偶皮影优秀作品展演”“2024年戏曲百

戏（昆山）盛典”“第十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

节”“第八届中国戏曲文化周”“2024年第三届全

国采茶戏汇演”“首届全国小戏小品展演”“2024

年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等。这些重点项目工程

和戏曲展演活动大多行之有年，随着工作的深入

而在内容、形式上多有拓展，其影响广泛，涉及数

量众多的戏曲剧种，也让戏曲传承和发展获得了

持续的政策引导。

戏曲人通过理论和实践领域中的探索，查问

题、解难题，写答案、交答卷。在面对10年来文

艺创作的“高峰”与“高原”之问时，当然有探索，

有进步，更有创作中的困惑和误区。在戏曲创作

中，“为谁创作”和“怎么创作”始终是创作能否成

功的重要前提。事实证明，按照戏曲艺术创作规

律进行多样题材、多样风格、多样个性的创作，可

以避免主题创作落入简单化、模式化、公式化、概

念化的宣传窠臼，推动戏曲行业良性发展。

本年度呈现出多个热点现象，构成了具有全

域性的戏曲发展图景：越剧《新龙门客栈》仍然热

演，“君霄组合”带来的明星流量影响到了越剧、

浙江省小百花越剧院的创作演出，特别是哔哩哔

哩（简称“B”站）2025年跨年晚会上，网络虚拟歌

手洛天依和陈丽君同台演唱《戏游九州》，单视频

播放在短短几天就近700万，让更多年轻受众有

效理解传统戏曲文化；粤剧《白蛇传·情》迎来其

创作面世十周年，10年巡演300场，线上线下、

海内海外，备受关注，演出市场依然火爆，由舞台

而电影所带来的粤剧效应不减；浙江婺剧艺术研

究院持续推动海外演出，涉及四大洲60多个国

家340多场演出，尤其是2024年出访19个国家

和地区，演出频次创新高，成为中国戏曲的一张

国际名片；具有国际影响的泉州木偶戏，持续探

索旅游与非遗的深度融合，以公益养市场，培养

出良性市场空间，本年度全年演出900场，观众

人数达到45万人，门票收入突破2200万元；甘

肃万安秦腔艺术剧院作为民营剧团，用传统的秦

腔艺术，在西安、兰州等地引发现象级轰动效应，

说明秦腔的传统生态空间仍具活力，基层民众对

于优秀传统仍然执着……

诸如此类的热点演出现象，真切地回应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

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的广泛性、“市场”

的广泛性，实际需要文艺创作充分利用科技、网

络、空间等多元手段，密切回应更广泛的社会群

体及其更趋多元的艺术诉求。在近年的戏曲创

作中，由于存在着对“主题”“命题”的理解偏颇和

对创作的无序干预，在创作中频繁出现对非艺术

化因素的趋奉，艺术创作在整体上投向政策、项

目，而不能向观众、市场和传统负责，导致创作成

果出现作品艺术水平低、群众不喜欢、市场没效

应、传统难为继的问题。当前的戏曲生态实际面

对着两个维度的艺术空间，一是力图寻求政府空

间，二是力图寻求观众空间，由此形成两种不同

的创作导向和生态结构。戏曲创作应该从“主

题”“命题”的单一化倾向，走向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定位，这是新时代戏曲长效

发展的必需，更是让戏曲生态更加完整有序发展

的必需。

以体系建设实现戏曲艺术的完
整发展

本年度戏曲工作中突出的亮点是戏曲在制

度化保护方面持续推进。《金华市婺剧保护传承

发展条例》《温州市永嘉昆曲保护条例》《甘肃省

陇剧保护传承条例》《四川省川剧保护传承条例》

《重庆市川剧保护传承条例》《上饶市弋阳腔保护

传承条例》《绍兴市越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等地

方法规相继推出，继本世纪初昆曲的地方法规推

进以来，更多剧种通过戏曲立法保护，让保护成

果惠及地方和基层戏曲的整体发展。这些制度

化的方式与各省区、市在区域戏曲工作所形成的

各种机制，例如艺术节、戏剧节、评奖活动等，一

起构成比较稳定的制度保障，实现戏曲稳定有序

的传承和创作。2024年比较突出的省级戏曲活

动，如第八届湖南艺术节、第四届山西艺术节暨

第十八届山西省“杏花奖”评比展演、第十三届山

东文化艺术节、第十届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

第九届福建艺术节、河南省第十六届戏剧展演、

2024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第五届湖北艺术节、

第四届陕西戏剧奖评奖等，这些活动在相关省区

一直发挥着对于创作、人才的促进作用，涵养了

生态，多年来也成为衡量展示戏曲艺术高度、推

出优秀人才的重要标准。中国戏曲在实现一个

不能少、每个都要强的剧种发展远景时，需要从

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最终落实在地方基层的切

实保护，“制度化”的工作要与“在地化”的立场密

切相连，充分发挥地方党委政府在戏曲工作中的

守土有责，充分促进基层群体在维护戏曲生态的

社区参与，努力做到一剧一策、一团一策，让戏曲

艺术的根脉始终扎在文化乡土中。

本年度戏曲工作的重点是由纪念梅兰芳周

信芳诞辰130周年系列活动带来的文化思考。

梅兰芳、周信芳是中国京剧艺术的

两座高峰典范，两人一旦一生、一

北一南，一求美一求真，分别代表

了京剧走向繁荣之际截然不同的

艺术实践，他们跨越时代的演剧观

念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戏曲的整

体发展。本年度从中国艺术研究

院、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以及

相关机构前后相续的纪念推广工

作，即可看到中国京剧艺术完备的

艺术体系和艺术辩证法则所在。

事实上，梅兰芳文化研究和推广工

作在近年来颇为隆盛，而包括周信

芳在内的京剧各流派的艺术、学术

工作都显得不足，扩展至中国戏曲

众多剧种的理论研究和艺术传承，

更显示出后继乏力的困境。文化

和旅游部2024年推动组织实施对

于濒危剧种的公益演出，经由中央

财政安排资金，按照每个剧种 50

万元100场的标准，支持无国办团

体的剧种和“天下第一团”剧种进

行公益性演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推动剧种剧团的传统剧目

演出。这从一个侧面也能看到，数

量巨大的戏曲剧种还不能自觉地

实现艺术和理论的体系化建构。

包括中国剧协推动的“艺苑撷

英——2024年全国优秀青年艺术人才（戏曲净

行、乐队主奏）展演”，继武戏、生旦、丑行等青年

人才展演之后，又一次对弱势行当、幕后群体做

了一次展示；而中国剧协推动“稀有剧种保护计

划”，则针对相关省区发展态势比较低迷的剧种，

采用专项创作扶持，来推动传统剧目的挖掘复排

和后继人才的培养展示。这些工作都在中国戏

曲客观的不平衡态势中，努力以更加完备的体系

建设理想，来实现戏曲艺术的完整发展。

当然，本年度涌现的在区域剧种保护传承的

有效实践，例如历时8年完成的《粤剧表演艺术

大全（全5卷）》胜利竣工，海内外粤剧人发挥全

行业力量，将存留在记忆中的活态艺术挖掘整理

出来，形成对表演艺术的精准梳理和记录；浙江

省文化厅推动浙江传统戏剧音乐曲牌数字化应

用，全面记录浙江18个戏曲剧种、58个省级以上

传统戏剧类非遗项目的近3000支曲牌和3000

多条视频，将传统挖掘和艺术推广结合起来，为

戏曲传承提供基础数据；福建泉州梨园戏剧团策

划推动“2024全国南戏展演”，通过连续3年的

展演、研讨和交流活动，将古老特色剧种的剧目

表演荟萃到泉州，加强以“表演”为中心的戏曲交

流总结和规律研究。这些工作对于挖掘剧种独

立的文化品格无疑具有重要推动价值。倘若每

个文化区域、每个剧种、每个剧团都能够做好自

身的体系建构，中国戏曲整体性的强势发展才会

真正实现。因此，本年度对于“梅兰芳周信芳

130周年”的重点纪念，也成为观照京剧乃至中

国戏曲艺术体系和传承规律的最好参照，激励戏

曲界更加深入地做好传承和发展工作。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在本年度主办全国京

剧创作座谈会，对多年来京剧有什么样的传统、

京剧创作什么样的作品、如何才能符合京剧本体

的创作、如何规避京剧传承创作误区等艺术命

题，进行集中的总结和探索。座谈会冷静的探索

实际折射出本年度戏曲创作发展的焦虑、困惑。

当前的创作不是没有精品，但是整体创作导向又

与戏曲艺术规律多有违悖，大量投入与精品产出

存在极大反差；当前的创作产生了很多弊端，适

应人民需求的创作与国家、政府层面的项目扶持

多有抵牾，真正能够兼顾艺术品位和群众审美的

戏曲优秀作品尚属有限。

以“古典”为师，从传统中获得
剧种绵延拓展的底气

多年来在“戏曲现代化”的理念中，戏曲创作

强化了“现代化”所面对的人文理性、现代品质和

当代审美，但也忽略了戏曲传统品质与时代发展

的关系。戏曲艺术遗产整体呈现的“古典性”，即

极具民族个性的艺术体系及审美范式，实际既体

现在旧有传统中，也同样渗透在当代审美中。在

80多年的戏曲改革进程中，戏曲的古典性从来

是现代化的重要参照，也是戏曲艺术体系实现拓

展的前提和基础。戏曲形态不论大小，舞台作品

不论雅俗，演出空间不论草台、剧场，都始终将古

典品质作为传续、创新的根基，由此，数以百计的

剧种在大踏步地寻求现代发展时，总是以“古典”

为师，从传统中获得剧种绵延拓展的底气。戏曲

艺术的良性发展在广泛吸收古今中外优秀的艺

术营养之时，始终以其谱系鲜明的有序性，呈现

着千年不衰的艺术脉络。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

戏曲生态空间出现比较严重的断裂分割，而戏曲

在基层演出和海外推广中仍然以古典品质的传

统剧目、新编历史剧、经典保留剧目作为重心，显

示了“古典性”应该成为新时代戏曲长效发展的

艺术立场。2024年在新创作品中，即涌现出多

部契合剧种艺术规范、张扬古典品质和现代追求

的精品：

《大汉母子》（晋城市上党梆子剧院演出）是

新时代呼唤艺术高峰的背景中历史剧创作的突

出力作。剧作聚焦在吕后与刘盈、戚妃与如意两

对“母子”的情感纠葛，探索人性异化、心性成长

与诗性张扬的过程。剧作为两对母子铺设的明

暗两条线索，接通了大汉王朝建章立制时不可避

免的血腥暴虐，以及用这种极端方式走向文明自

新的伤痛异化，展示了历史洪流在冲刷生命个体

之时所呈现出刀刃向内的特有痛感，和人文归于

大定长治的涅槃升华。该剧将宏大的历史浓缩

成极具思想震撼的艺术作品，也以历史的寓言紧

扣当代普通情感关切，显示了历史剧的文化和艺

术高度。

昆剧《家》（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高度浓缩巴

金文学名著的经典场面，契合昆曲行当家门、歌

舞抒情的表达手段，是昆剧现代题材创作的又一

部力作。剧作通过设定“巴金”和大哥“李尧枚”

的人物关联，用灵动的笔触来展示现实空间，挖

掘巴金文学世界的现代立场，通过生命的陨落凸

显人在大家族中的命运变化，用主人公自残式的

生命状态展现社会转型期里人的价值追求。全

剧塑造出独属于一个时代的人物群像，在个性交

织、人物勾连中，突出了文学名著带给当代人生

的启迪。

闽剧《幻戏图》（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

演出）根据宋代名画《骷髅幻戏图》的视觉意象，

精心编织故事，将图文所涉画师、文人、场境等，

以超人的艺术想象能力和精妙的艺术结构能力，

创作转化成为亦真亦幻、独抒性灵的戏曲佳作。

剧作演绎的由人而灵的生命转化，在一灵不灭的

情感守护中，铺设了剧中人陆偃引出的情感主

线，和楚楚、王英因边疆征战而阴阳两别的悲情

故事，在突出社会动荡带给人的伤害时，也把至

情大爱带给人的深沉关怀寄寓其中，显示出沉浮

于世俗伦常的普通人不可被淡忘的真情真性。

河北梆子《密云十姐妹》（北京市河北梆子剧

团演出）通过主人公王秀兰60年来与五代人的

情感谱系，展示了对青山绿水美好生活的追求。

剧作的主体情节并不复杂，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密云水库建设中的“人搬家”，和八九十年代为维

护生态的“鸭搬家”作为主要叙事内容，展示生命

个体在现实利益和永世生存的辩证立场中融入

时代和国家的情感抉择，贯穿其中的正是人对土

地的深沉依恋。剧作充分发挥河北梆子的艺术

优势，带着乡土质朴特质，让现实生活始终流动

着人的心灵情感，始终在艺术化的表达手段上着

力，为当代现实题材赋予了艺术高度。

上述作品的创作机缘不一，但是都高度保持

着艺术化的创作路径，都将文学书写与剧种个性

做了更好的适应，保持着剧种乃至戏曲自身的古

典气质和思维特点。在这些作品之外，还有不少

剧种和剧院团，按照其固有的艺术旨趣来推进历

史题材、传奇故事、古装剧目的创作，例如大同市

晋剧院的《魏碑往事》、西安三意社的《无字碑》、

海丰县白字戏剧团的《小民宋世杰》、广州粤剧院

的《精忠魂》、泉州市高甲戏传承中心的《罗刹

记》、仙桃市花鼓戏传承保护中心的《烂柯外记》、

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的《田耕牛本传》、湖南省花

鼓保护传承中心的《火宫殿》等作品，都显示出良

好的艺术风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度剧作家魏明

伦、刘锦云去世，同时对剧作家顾锡东百年诞辰

纪念、对郑怀兴去世周年追思纪念等活动，都一

再引发人们对于优秀戏曲创作的深入探讨，他们

创作的优秀剧目至今仍然被移植改编、重新复

排，显示出优秀的剧本创作带给戏曲的良性影

响。在呼唤戏曲优秀青年人才时，青年剧作家罗

周、颜全毅、余青峰在本年度做了很好的示范。

罗周本年度首演剧目达到14部，包括昆剧《世说

新语·情之所钟》《诗宴·唐才子传》《家》《太和正

音》《六道图》，京剧《皿方罍》《梅兰芳·丹桂记》，

还有扬剧《子胥过江》、越剧《织造府》、秦腔《无字

碑》、粤剧《双绣缘》、闽剧《幻戏图》、木偶剧《东方

白鹳》、舞剧《英歌》，这些作品在首演时即体现出

良好的艺术品质。颜全毅本年度首演剧目4部，

近年作品仍然保持上演的有9部，总计13部，包

括首演的越剧《风梅图》、庐剧《铁面无私》、黄梅

戏《孟姜吟》、话剧《联大往事》，以及继续保持演

出的越剧《一钱太守》《游子吟》《鹿鼎记》和京剧

《樱桃园》、昆剧《林徽因》、云南花灯戏《花花世

界》、黄梅戏《七夕传奇》、庭院戏《圆圆曲》、歌舞

剧《解忧公主》，这些剧目用舞台演出的生命力展

现了其持久的艺术品质。上述绝大多数戏曲作

品均将古典性赋予在题材开掘中，回应着观众长

期积淀而成的审美趣味，保持着成功的戏曲创作

应有的实践道路。而剧作家余青峰在连续推出

个人数部小剧场戏曲作品外，还策划了“好腔调·

第二届新古典戏曲季”，以“古典”为标榜，通过向

全国戏曲院团征集的方式，将众多戏曲剧种的新

创古装戏和优秀保留剧目悉数收罗，并借助奖励

机制在线下、线上进行遴选推荐，将戏曲“古典

性”品质进行推广宣传，为戏曲的古典品质营造

独立的艺术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小剧场戏曲”从新世纪以来

逐渐成为年轻群体进行戏曲实验的重要形态，

2024年由中国剧协等单位在苏州主办的第二届

全国小剧场戏剧优秀剧目展演、在上海主办的

2024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由北京市剧协等

单位主办的第十一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等，

绝大多数作品承载了青年创作者的古典理想，以

更具探索性、更具艺术性的古典题材剧目，推出

优秀的青年创作人才，推出优秀的戏曲作品，回

应着青年群体对于古典戏曲艺术的追踪和想

象。这无疑对戏曲传统的有序发展具有良好的

助推效果。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

中国戏曲学会会长）

本报讯 1月 8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召开

2025年演出剧目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2025年

全年演出计划。2025年北京人艺5座剧场将同

时发力，推出一系列优质剧目与丰富活动。

从新年到春节假期，根据老舍同名自传体小

说改编，由李龙云编剧，濮存昕、梁丹妮等主演的

话剧《正红旗下》，由任鸣导演、以寻常人的生活

折射大时代发展的京味话剧《全家福》等多部人

艺精品剧目，以及徐昂执导的人艺跨年新作《迷

幻》等新创作品陆续与观众见面。其中，瑞士剧作

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罗慕路斯》作为北京人艺

今年首部新排作品，将于1月18日在人艺实验

剧场首演。这部由冯远征执导，陆璐、杨明鑫、金

汉、周帅等主演的小剧场新作，以西罗马帝国存

续的最后一个历史阶段为创作题材，通过丰富的

哲学式思辨为观众带来一出“严肃”的喜剧。

“新的一年，新排剧目仍是北京人艺的工作

重点。”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介绍，今年“北京人

艺经典恢复计划”将正式启动，计划近三年内，每

年对一两部经典剧目进行重排上演。今年，由戏

剧家吴祖光1942年创作的经典剧作《风雪夜归

人》和老舍名作《骆驼祥子》将分别于4月底和7

月中旬焕新呈现。此外，在纪念抗日战争暨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和“大戏看北京”展

演季、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期间，也将有多

部新排作品与观众见面。包括由人艺青年创作力

量排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由唐烨、龚丽君执

导，卢燕翻译，首次在国内授权上演的《小郡之

秋》等。

今年，北京人艺将以多剧场演出模式进一步

丰富假日演出市场，6月12日院庆之日，人艺4

个剧场将同时演出，与观众一道为人艺庆生。围

绕今年的重要纪念日，人艺还将策划推出多场专

题纪念演出。9月，曹禺诞辰115周年之际，濮存

昕、唐烨导演的《雷雨》将在曹禺剧场开启纪念演

出；12月，焦菊隐诞辰120周年之际，由林兆华

任艺术指导、杨立新任执行艺术指导的《茶馆》将

在首都剧场开启纪念演出。此外，在高清戏剧电

影领域，北京人艺的《茶馆》《哗变》《正红旗下》等

剧目已完成录制，并有部分取得放映许可证，计

划于年内与观众见面。未来，北京人艺还会继续

为经典、精品剧目拍摄影像版，吸引更多观众走

进剧场、走近戏剧。

2025年，北京人艺在“走出去、请进来”的文

化交流方面还将持续发力，并让外出巡演实现常

态化。国内巡演方面，《悭吝人》将参加在天津举

办的“蹦豆儿”喜剧节，同时还将选派剧目赴陕西

参加第十一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国际巡演方

面，北京人艺将继续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

事。10月，2025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在戏剧

展演、艺术讲座、专题展览等板块基础上将继续

拓宽戏剧交流维度，同时还将首次举办国际戏剧

大师工作坊，助力本土创作。

新的一年，人艺将继续深耕公共文化服务，

打造形式更丰富、参与更广泛的戏剧文化活动。

如围绕全年上演剧目及重大戏剧纪念主题举办

创作分享会，持续举办“人艺之友日”活动和“致

敬与传承”群众戏剧展演活动等。“‘京’彩文化·

青春绽放”行动计划今年还将首次面向京津冀各

高校招募优秀剧目，由人艺专业团队进行指导合

成并在人艺剧场演出，为京津冀三地大学生戏剧

交流创造条件，探索成立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的

“流动剧团”，为剧团创排出反映当下大学生生活

的戏剧作品。 （路斐斐）

北京人艺2025全年演出计划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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