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and Art 

Volume 39 Number 3 Article 5 

May 2019 

How Traditional Chinese Theatre Reflected Modern Life: How Traditional Chinese Theatre Reflected Modern Life: 

Discussions during the Seventeen Years Discussions during the Seventeen Years 

Jingfeng Hu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Recommended Citation 
Huang, Jingfeng. 2019. "How Traditional Chinese Theatre Reflected Modern Life: Discussions during the 
Seventeen Year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9, (3): pp.124.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iss3/5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iss3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iss3/5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utm_source=tsla.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39%2Fiss3%2F5&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https://network.bepress.com/hgg/discipline/1081?utm_source=tsla.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39%2Fiss3%2F5&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iss3/5?utm_source=tsla.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39%2Fiss3%2F5&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戏曲如何表现现代生活&! 对%十七年&时期相关讨论的考察

黄静枫

摘!要! %十七年&时期!对应戏曲现代戏创演的三个高潮!出现了三次关于%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集中讨论# 第一次出
现在 %VWX 年!它的标志是%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的召开# 第二次出现在 %VY# 年!它由文化部举办的现代题材戏曲
观摩演出大会衍生而出# 第三次出现在 %VYF 年!为配合全国范围内的现代戏运动!北京)上海等地持续举办座谈会)各
报刊纷纷开辟专栏为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讨论提供阵地# 三次讨论对戏曲现代戏创作方法的思考!是继清代戏曲学方
法论后!对戏曲创作理论体系的又一次全面增补和修缮# 话题涉及文本和舞台两个维度的各方面!其中!%如何把握现代
戏剧本构成的核心质素&%如何继承和改造传统程式为表现现代生活服务&等参与度极高# 三次集中讨论不仅具有实践
层面的价值!即为现代戏创作提供理论指导$同时也具有观念史层面的价值!即戏曲本体观念和戏曲唯物史观通过论争
被进一步推广和稳固# 作为提供理论依据和批评标准的戏曲观念!其对讨论发生隐形操控作用的过程亦是其再次获得
审视和认可的过程#
关键词! %十七年&$!%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程式$!新曲调$!戏曲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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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期间#剧种发展的市场推力开始萎
缩#政府引导成为主力% 就在于国家政权开始将
意识形态建设的部分希望寄予在戏曲这一大众娱

乐样式上#并准备充分发掘它的政治功用% 而培
养民众政治意识$树立全新的价值观#创演反映革
命战争$社会建设时期的戏曲现代戏被视作,终
南捷径-% 倡导$组织甚至指令戏曲现代戏创作
是,十七年-时期执政党与人民政府参与社会主
义新戏曲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他们交给新
中国戏曲工作者的一项,无比庄严的光荣的任
务-% 就在于现代戏能,向人民宣传共产主义思
想#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

在,十七年-时期的不同阶段#政府政策和领
导讲话都未曾将戏曲现代戏搁置% 尽管此期也出
现了,分工论-"

的论调#但强有力的呼声仍然是
古老的戏曲艺术可以胜任现代题材的搬演% ,怎
么能现在就断定哪个剧种只能把现代戏压在次要

地位#哪个剧种的现代戏只能与传统戏0并重1
呢;-,什么剧种表现什么题材也不可能截然划
分-%#

尤其 %VWX 年之后#伴随官方政治动机的日
益迫切#表现现代生活被认为不再是戏曲艺术自
身发展的问题#演不演现代戏#是否以现代戏为
主#,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是个反映阶级性$反
映政治方向$反映道路的问题-%$,以现代剧目为
纲-口号的出台#%

更是造成了地域无分南北#剧
种不分新老竞相创排现代戏的局面% 而官方的正
式表态',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应当既能表现历
史生活#又能够表现现代生活2334表现现代生
活是今后戏曲工作的发展方向-#&

无疑又让,分
工-论调不再被轻易地吐露#,关于剧种分工思想
的进一步理清工作也便被搁置了起来-%'

正是因为,如何用各种戏曲形式恰当地而不
是生硬地来表现人民的新生活#成为戏曲工作者
当前的也是长期的一个严重的创造性的任务-#(

戏曲评论家$理论研究者$戏曲工作者等关于,戏
曲表现现代生活-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分析也从未
缺席% 伴随着 %VWX 年之后戏曲现代戏创演的三
个高潮#),十七年-时期出现了三次关于戏曲表
现现代生活的集中讨论% 三次集中讨论与编演现

代戏的三个高潮的呼应#正说明理论界和戏曲界
在政府的引导和组织下始终保持相互补益的关

系% 一方面#舞台实践需要理论批评反馈修改意
见#另一方面#经验总结需要演出团体展示代表
案例%

本文首先介绍,十七年-时期关于,戏曲表现
现代生活-三次集中讨论的基本情况#包括讨论
的时间段$相关阵地以及主要话题% 其次#选取三
次讨论中参与度较高的话题进行系统梳理#并客
观评价相关结论% 最后#充分发掘这三次讨论所
具有的观念史意义%

一" 三次集中讨论

第一次集中讨论在 =<T> 年*它的标志是%戏
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的召开.

%VWX 年初文化,大跃进-被发动#,伟大的社
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正在要求出现一

个与自己相适应的规模宏伟的社会主义文化高

潮-%*
戏曲现代戏创作也因之渐趋炙热% $ 月山

西省晋南专区举行了戏曲现代剧目会演$& 月 %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在南宁举办戏剧展览周!以戏
曲现代戏为主"$& 月中旬北京燕鸣京剧团和中国
京剧院一团先后演出的*白毛女+引起了巨大反
响% W 月 $# 日至 $" 日浙江省嘉兴专区举行了现
代戏观摩演出大会% 随着戏曲现代戏引起各界的
关注#一系列研讨活动也相继开展% F 月#*戏剧
报+开辟,关于民族艺术的继承和革新的讨论-专
栏#旨在组织关于运用民族艺术形式表现现代生
活的讨论% 随即引发了,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
谈会% %VWX 年 Y 月 %& 日至 " 月 %F 日中央文化部
委托中国戏曲研究院召开了,戏曲表现现代生
活-座谈会% ,除了召集各省市的戏曲工作干部
来参加座谈之外#还调来河南豫剧院三团$湖南省
花鼓戏剧团$上海人民沪剧团$武汉市楚剧团$屈
建省闽剧实验剧团#加上北京各剧院剧团的现代
戏节目#进行一次联合演出%-+,-

会议期间举办的

这次,现代题材戏曲联合公演-目的在于配合讨
论#为具体分析提供案例%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与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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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代表和晋京参加现代题材戏曲联合公演的剧团

人员对,建国以来戏曲艺术事业中现代戏的发展
动向-,如何正确地继承和发展戏曲艺术传统-等
问题进行讨论#第二个阶段是结合联合公演的现
代戏#,分成编剧$表演$导演$戏曲音乐等专业#
比较深入地讨论现代创作及演出上的一些艺术问

题-%+,.,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上的专题发
言#和 %VWX 年戏曲工作,大跃进-以来发表在北
京报刊上的有关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文章#被编
成了两个文集' *论戏曲反映伟大群众时代问题+
!第一$二辑"%

第二次集中讨论在 =<@B 年*它由文化部举办
的现代题材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衍生而出.

%VY# 年 F 月 %& 日至 $V 日文化部在北京举办
现代题材戏曲观摩演出大会% ,在现代题材戏曲
观摩演出期间#文化部还组织全国各地部分戏曲
艺术骨干来京参加观摩#同时举行座谈#对现代题
材戏曲剧目创作和演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戏
曲工作者如何进一步深入工农群众#加强学习#改
造思想#提高艺术技巧等问题进行讨论和研
究%-+,/

为了配合上述观摩和讨论#*戏剧报+旋即
开辟了,关于戏曲艺术革新的讨论-专栏#陆续推
出戏曲现代戏的讨论文章% 目的是,集思广益#
更快更好地来克服戏曲艺术往前发展中所碰到的

问题-#+,0
提升戏曲表现新生活的能力% 首先在

%VY# 年第 %# 期上发表了马彦祥$红线女$洛汀三
位同志关于戏曲艺术革新的三篇文章#引起不小
反响% 为了深入讨论#*戏剧报+编辑部在 Y 月 %W
日召开座谈会#邀请常香玉$童芷苓$彭俐侬$刘秀
荣等十余人参加%

第三次集中讨论在 =<@U 年*为配合全国范围
内的现代戏运动*北京"上海等地持续举办座谈
会"各报刊纷纷开辟专栏为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
讨论提供阵地.

%VY& 年元月柯庆施,大写十三年-的口号一
出#华东六省一市戏曲现代戏创演掀起高潮%
%VYF 年初至 & 月底#历时 & 月#在上海举行了华
东地区六省一市戏曲现代戏优秀剧目轮流演出%
在华东地区的榜样作用下#%VYF 年 Y 月 W 日至 "
月 &% 日#中央文化部在北京举办了京剧现代戏观
摩演出大会% 此后#戏曲现代戏创演风生水起逐
浪高% 截至 %VYF 年 %# 月#,北京$山西$陕西$甘
肃$辽宁$吉林$山东$江苏$安徽$福建$河南$湖

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等省$市$自治区都先后
分别举行了本地区各剧种的现代戏会演或观摩演

出-%+,1
到 %VYW 年#各大区以及各大军区#都举行

了戏曲现代戏观摩会演% 其中#华东区$华北区$
东北区$中南区$西北区$西南区六个大区举行了
八次大规模的现代戏剧观摩会演或调演#其中京
剧剧目 "Y 个#其他地方戏剧目 VY 个%+,2

概言之#
%VY& 年至 %VYW 年#华东现代戏高潮蔓延开来#最
终发展成为全国范围内各大区各省市各剧种的现

代戏运动%
在戏曲现代戏运动期间#关于戏曲表现现代

生活的讨论也异常激烈%
%VYF 年 $ 月 $F 日$& 月 $# 日$F 月 $ 日中国

剧协上海分会举办了三次京剧现代戏座谈会#上
海京剧界的主要编剧$演员$导演$演奏员$舞美等
参加讨论#就现代戏,编剧$表演艺术$服装设计
等如何从生活出发#又结合京剧传统艺术的特
点-#+,3

进行了初步讨论%
%VYF 年北京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期间#,为

了进一步探讨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有关问题#大
会研究处分别召开了编剧$音乐$表演等专题座谈
会-%+,4

此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
充分发挥媒体优势#为戏曲现代戏讨论提供阵地%
它们不仅积极发表汇演剧目评论文章#做到,每
剧必评-#还开辟版块组织讨论% 如*人民日报+
辟设了*京剧现代戏随感+栏目议论如何正确看
待京剧现代戏% *光明日报+则用了更多的篇幅
进行讨论#涉及人物塑造$表演技巧$舞蹈艺术$唱
腔$音乐$布景等各方面% *北京日报+开辟了*观
摩杂感+*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栏目组织戏曲表
现现代生活的讨论% 其余如*大公报+ *解放军
报+*工人日报+等也都辟设了专辑$专栏组织
讨论%

%VYW 年 %% 月 %Y 日*戏剧报+编辑部邀请北
京戏曲界的演员$编剧#,就京剧武戏如何更好地
表现革命斗争生活#更鲜明$深刻地塑造工农兵英
雄人物形象进行了座谈-%+,5

同年年底#*南方日
报+第三版不定期的,文艺评论专页-近两个月集
中讨论,革命现代戏以什么题材为主$如何写革
命现代戏以及粤剧音乐的继承与革新等问题-%+67

另外#各省市日报$晚报#各省市文联或剧协$
剧目工作室的综合性戏剧期刊#*戏曲研究+ *学
术研究+等学术期刊这一时期也都积极刊发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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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戏的讨论文章%

二" 代表议题

针对,戏曲如何表现现代生活-这一议题#
,十七年-时期的评论和研究者基本在,形式和内
容-的思维框架下展开讨论% 他们对解决这一问
题秉持着一个根本原则' 革新旧形式#创造适应
新内容的新形式% ,不在自己民族传统的基础上
创造同新内容相适应的新的民族形式#就不容易
在广大群众中生根开花-%+6-

他们还为改革在理论

上寻找到依据' 戏曲舞台艺术传统是一定客观条
件的产物#如分场不分幕与传统,出将入相-式舞
台有关#民间戏曲音乐中打击乐比重大是为了适
应农村野台演出#而人物上场念引子$定场诗和自
报家门是说唱文学在戏曲艺术中残留的痕迹等%
假如客观条件变化#它们本身存在的合理性是可
以质疑的% 因此#传统并非不能改变% 在现代戏
演出中更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都要继承或

应继承哪些% ,需要继承的就继承#不需要继承
的就不一定继承#不能说因为不曾继承其中某一
种表现形式就是脱离了传统%-+6.

下文将对主要论

题进行集中梳理#总结当时讨论的成果#指出已达
成共识的比较客观和科学的观点#为当下戏曲现
代戏创作提供借鉴%

!一" 剧本写作
%k如何把握现代戏剧本构成的核心质素
评论和研究者认为' 戏曲现代戏首先得有一

个戏曲的剧本#换言之#它们的剧本必须保持中国
传统戏曲优秀剧本的基本特点#如主题鲜明$开门
见山地将矛盾揭示出来$情节曲折$脉络清晰$场
次主次分明$唱白精炼$人物性格集中鲜明$在舞
台上通过行动而不是语言正面表现矛盾等% 而部
分现代戏剧本确实未能充分体现戏曲艺术特点#
存在着诸如,场面拉杂#作者往往不能抓着主要
矛盾#根据一条主线#像我们民族戏曲所特有的那
样简练的艺术形式来表现主题-)+6/

人物性格不统

一$面目模糊),很多正面冲突都放在幕后去-+60
等

不足%
评论和研究者还指出' 戏曲现代戏的剧本其

次还得体现出,现代-% 他们所谓的,现代-实际
是指作品应该基于鲜明的政治立场书写社会主义

新生活#即,编演好以工农兵生活斗争$以社会主

义思想精神为内容的革命的现代剧-%+61
它可以是

,表现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斗争事迹的-#也可以是
,表现全国解放以来阶级斗争和生产建设的-%+62

这本身是站在戏曲为政治服务立场上的发声% 他
们强调旧剧可以不管内容#但现代戏对剧本有要
求而首要是政治倾向% 甚至到了第三次现代戏创
演高潮期间#表现工农兵生活$讴歌政治理想和信
念的主题被视为戏曲剧本创作的唯一方向% %VYF
年 " 月 % 日彭真在京剧现代戏演出大会上讲话时
曾严肃$坚定地指出',京剧要就是灭亡#要就是
主要演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两条道路选一条#没有第三条道路%-+63

不难发现#
从新中国成立初的,戏改-到现代戏创演高潮再
到,样板戏-#政治功利主义对戏曲的拥抱越来越
热情%

$k如何以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主要戏剧冲突
评论和研究者指出' 现代戏不能只是写革命

战争时期的敌我斗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矛盾
是新问题#涉及领域更广阔#极具当下性% 而且这
种内部矛盾并非表现出激烈的针锋相对#如果能
够完美详尽地呈现出来#比起敌我矛盾更有吸引
力% 而在表现这一矛盾时#应着眼于思想和性格
的冲突#而不要把人与环境的冲突当作重点% 过
多地介绍人与外部环境的对抗实际是一种模糊主

要矛盾的做法% 原因就在于从内在矛盾入手#可
以更清晰地展现观念和思想的异同#通过否定与
颂扬#可以更直接地揭示时代与政治的主题% 上
述观点兼顾了戏曲剧本冲突鲜明的特点和意识形

态建设的需求% 这一时期的评论和研究者也正是
以此作为重要标准开展戏曲现代戏文本批评%

评论和研究者同时还强调在揭示思想观念冲

突时#应采取层层推进的方式#不能问题一出现就
迎刃而解#这会极大破坏作品的张力% 相反#迂曲
的解决过程不仅能提升戏剧性#而且恰好反映
,实践(认识(实践-的认知过程#这正是戏曲舞
台对宣传和树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作

用%+64
他们进一步指出矛盾解决的过程也应是对

立面人物转变的过程% 要对反面人物自身矛盾进
行充分揭示#这才能为他们的转变作好自然的铺
垫% 他们还希望戏曲现代戏创作在处理正反双方
关系时#能够以一种,内部-的姿态去执行% 即
,既要写出尖锐的戏剧冲突又不能丑化对立面人
物-#+65

以分寸得当的批评正确解决矛盾#强调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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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感化的作为#而非暴力的征服%
&k如何创造现代戏唱词词汇
评论者指出现代戏唱词写作存在一个明显的

缺陷#就是剧作家会很习惯地套用陈词$水词或典
故词汇#如,因此上- ,为何情- ,说端详-等% 这
些词汇从现代人的口中说出显得不伦不类% 针对
如何进行现代戏唱词写作#他们也提出了具体的
意见' 首先#应保持戏曲语言的节奏性$动作性与
音乐性#不能不考虑戏曲语言的特点进行随意写
作#这只会是对戏曲本体的人为破坏% 其次#在坚
持语言写作规律的基础上#应注重使用现代人民
生活中的新语汇#避免陈旧词汇#同时尽量形象口
语化#按通俗的要求写出活生生的语言% ,从民
歌或从工农的口语中吸收了营养#尽管用的是整
齐的排句$也显得生动$活泼而含有生命力%-+87

另

外#还应注意尽量不要把歌颂新社会的口号放在
戏里% 应从每个人具体思想活动去写词% 比如
,用现代新的工具和新的事物来作形容比喻-#+8-

既真实又亲切%
!二" 舞台表演
%k如何继承和改造传统程式为表现现代生

活服务

评论和研究者基本认识到 %VFV 年之后的戏
曲现代戏在传统技术和固有程式的运用上#存在
着两个明显的极端' 一种是一成不变地按照传统
表现规律进行#无视表现内容已经是现代生活#
,硬搬传统技术和固有程式的结果#往往使技术
和程式脱离了生活基础-)+8.

另一种是过于强调生

活真实#基本使用话剧或新歌剧的表现方法#摒弃
传统形式#造成,话剧加唱-的不协调局面% 不仅
削弱了艺术表现力#还消解了戏曲的品质%

评论和研究者一致向,两点论-的辩证法取
经#认为戏曲现代戏在程式化表演上应遵循一个
,既要不0背乎成法1#又要不0拘泥于成法1-+8/

的

指导原则% 这样才能打破两极化所造成的,四不
像-局面% 他们指出' 尊重传统表演的虚拟性与
程式化#但,也不能机械地照搬-%+80

以人物的真实

塑造$情感的自然流露和场景的恰当再现为目的#
合理地借鉴旧程式$创造新程式% 这本身是尊重
戏曲表演体系的做法% 截取$借用旧程式和重组$
提炼以创造新程式曾被马少波概括为 ,化-和
,补-%+81

同时#评论和研究者还指出可以适当借鉴
姊妹艺术如话剧$歌剧$电影等的生活化表演#取

缔部分相对固定和死板的表演方式#避免平板臃
肿% 比如他们认为沪剧*罗汉钱+人物上场介绍#
打破惯例,自报家门-#,只考虑在媒婆出场时用#
其他人物的介绍就用别的方法了-#+82

这是向话剧

学习$活用的结果% 而在具体展示时#评论和研究
者借鉴斯坦尼体系的,体验-理论#强调无论是选
取的旧程式动作#还是创造的新程式#抑或是借鉴
而来的话剧表演形式#在展示时都,要分析它#找
到它和内容的关系#而后要体验地运用#也就是身
历其境地运用-%+83

无论是评论家$学者还是演员#在 ,化-和
,补-的问题上#都有一个孰先孰后的统一认识%
他们坚信让戏曲舞台上的现代人和事拥有艺术真

实的关键方法是创造新的动作程式% 即,补-是
第一位的% 就在于一方面没有了髯口$水袖和盔
靠的现代人#日常的举手投足不能再因袭旧程式#
另一方面#古人不曾有的现代劳作更没有可以搬
用的抽象表演% 工农建设新题材在程式表演上有
着太大的,刚性需求-#即迫切需要从新生活中总
结$提炼并创造出展示独特工农生活的新程式%
因此#评论和研究者呼吁首先应从创造出发#不能
,钻到传统的戏曲艺术领域中去#先考虑传统的
能否运用-%+84

当然#在创造新程式时#不能突破戏
曲艺术的内在规律和旧有传统#,应该以丰富和
加强本身的艺术特色为前提-#+85

应坚持使用现实

主义创作方法#树立,解决艺术上的问题#首先要
解决生活问题-+97

的观念#并始终致力于解决,如
何像传统戏曲那样从生活中提炼#概括出洗炼$鲜
明的语言$动作$神态#综合成精美的表现形式-
!郑亦秋 Y"这一重要课题%

对于日常习惯动作#戏曲工作者!导演$演员
等"和理论家们认识到传统的出场亮相$台步和
手势必须结合人物身份进行适当的改造% 把生活
动作经过舞蹈化后搬上舞台#这样#才会,有生活
的真实感#又不完全像生活一样- ,比生活夸
张-%+9-

当农村老太太不能再迈着传统老旦的台步

上场#当青年女英雄不能再像传统旦角那样摆弄
兰花指#当农村妇女不能再像闺门旦那样移动小
碎步#当中年男干部不能再迈出方正有序的台步
时#行当表演体系势必会受到冲击% 这种冲击在
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大胆的改革#是现代戏塑造人
物的特长% 因为,如果照用传统戏曲的行当来表
现今天的人物和生活#就势必矛盾百出- !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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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某个角色无法归入某个行当被认为是如实
塑造人物的体现% 这一时期的很多演员在谈到她
们塑造人物心得时#都在强调打破行当束缚对于
表现现代人物的重要性% 京剧演员刘秀荣称自己
也不知道自己在*四川白毛女+中所塑造的何长
秀,究竟属于什么行当-#认为,这样一个形象#光
用旦角的传统表演程式是难于表现的-#+9.

必须综

合运用旦角$武生和花脸的动作$身段)粤剧演员
马师曾也把他同时借鉴武生和丑行的程式表演塑

造恶绅凌贵卿的,越行-行为作为经验之谈% 在
他们看来#,现代戏中#女角吸收男角的东西#生
行吸收花脸$武生的东西#各个行当相互吸收$综
合运用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阳友鹤 &Y(
&""%

对于新生活中的现代劳作#评论和研究者希
望能在工人操作机器动作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

的程式动作#重新设计更能符合工人生活特征的
谈话$生产$行路等的表演形式)能根据现代新式
武器的特点创造出表现现代战争场面的新形式)
能根据现代交通工具的特点#坚持写意的原则#完
成全新出行的呈现%+9/

京剧*晴空迅雷+中#演员将
,旋子-,小翻提-等武功技巧和其他程式进行组
合#设计出以一套表现工人安装$操作机器的表演
动作% 这被评论和研究者认为是一种成功的实
践% 他们指出从传统汲取养分#结合实际生活#发
挥抽象加工#实现工农生活的舞蹈化#并非不可触
及% 而京剧*踏破东海千层浪+$淮剧*万街红+$
京剧*晴空迅雷+等作品中让演员在舞台上手握
自行车$卡车或汽艇的方向盘#进行各种象征性的
全套舞蹈表演#则被评论和研究者认为是创造出
行新程式的重要突破% 他们认为以方向盘代替车
船#正是对传统戏曲中以马鞭$木浆$画有车轮的
旗子替代马$车$船的继承#并指出上述虚拟表演
虽然还具有极大的舞蹈倾向#但可以沿着这个方
向设计出一套比较完整$实用的程式% 而对于创
造新式武器交战程式#评论和研究者则认为仍大
有文章可做% 关键要充分发挥想象在传统武打技
巧的基础上恰当创造#不能总是让双方枪支打掉
然后再赤手空拳地按照传统武打技巧开打%

当然#,化-也作为现代戏程式运用的一个重
要原则被提出来% 一些评论者和导演$演员结合
成功案例#强调在现代戏中汲取传统程式表演的
重要性% 他们认为现代戏对待传统程式不能一笔

抹杀% 假如能够从生活出发#而非从程式出发#基
于人物与情景合理地截用或者是重组#不仅不会
生硬$别扭#反而会很熨帖% 可以增强表演感染
力% 更为关键的是#还能消除,四不像-的尴尬%

李少春在京剧*白毛女+中适当地采用,抢
背-,硬僵尸-等传统表演技法表现杨白劳的悲
怆#几乎被此期评论和研究者一致视为截取传统
程式恰当表现现代生活的,教材-% 而李仲林在
京剧*智取威虎山+中选择性地运用,走边-和跌
扑等传统技巧#表现杨子荣深入虎穴时的行动和
心情#也受到了广泛的称道% 评论和研究者还肯
定沪剧*罗汉钱+表现行路时使用,三插花-$跑圆
场等传统方式#是,以传统的表现形式来表现新
的内容-的可贵尝试%+90

认为京剧*林海雪原+在表
现少剑波带领小分队驰马救援鞠县长时#手拿马
鞭$肩挎冲锋枪#集体趟马#这一传统趟马表演形
式的运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肯定闽剧*海上渔
歌+中渔家父女采用传统行船程式较好地表现出
一叶轻舟在茫茫大海中颠簸行进的情景#和淮剧
*一家人+中渔翁组合,泅水-,前扑-,爬虎-等传
统技巧有力地表现水中搏斗的场景% 指出京剧
*奇袭白虎团+中侦察排长严伟才利用传统戏中
三个,小翻-接一个,抢背-的程式表现翻越敌人
铁丝网#使,旧的东西获得了新的生活内容- !胡
双宝 %W"% 花鼓戏演员张建军则强调传统丑角
的,偷步- ,矮步-技巧被他借用后运用在*三里
湾+的王满喜身上#收获了强烈的喜剧效果%+91

评论和研究者也指出' 在继承和发挥程式表
演的同时#也可以尝试无程式的真实表演% 虽然
虚拟程式是戏曲艺术的特色之一#但,没有运用
虚拟动作也不能认为就是脱离了戏曲传统- !马
彦祥 ""#使不使用虚拟程式应视剧本的规定情
境而定% 他们认为安徽泗州戏*两面红旗+$评剧
*张士珍+中在舞台上推着真实的车子进行生活
化的表演与戏曲表演体系并非格格不入% 当然#
如果盲目地在程式表演中参入过多的写实动作#
不仅会破坏戏曲艺术的形式感#还会因不协调而
丧失艺术真实%

$k如何创造既不脱离传统又能反映现代生
活的新曲调

讨论者认为在表现现代人物复杂情感时#剧
种传统曲调并非全都能够胜任#需要进行创新%
他们批判将传统曲调$伴奏$唱腔与现代生活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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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论调#更强调应,在传统的基础上以新的
作曲法创造出既不脱离传统风格#又适合反映现
代生活的新曲调新唱腔-%+92

评剧演员张德福在*三里湾+中扮演村长范
登高#针对评剧传统男腔相对简单不适合表现当
代人复杂情感的现状#他从梆子$大鼓和京剧中吸
收有用的唱法进行创新% 他据此总结出评剧现代
戏唱腔设计的经验'

在现代戏中需要创造一些新腔#可
是一定要结合人物感情的需要#同时还
要注意到演员的音色$音域的条件#先尽
量从传统唱腔中挖掘#不足之处再创新$
吸收#并要与原来的唱腔糅合#以保持评
剧的风格% &张德福 $W)

其他剧种现代戏音乐设计也提出过与张德福

类似的观点% 于会泳在对传统戏曲音乐程式生成
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创造新的音乐程式
的具体方法% 这是对戏曲演员经验的理论提升%
他认为不仅可以使用传统的,链锁派生法-和,借
入融化法-#还可用,新创法-#即将,新创作的与
皮黄风格相近的曲调#通过广泛沿用而得到集体
加工提炼的过程后相对定型下来#成为新的板腔
!或曲牌"单位-%+93

于氏还强调应善于抓苗头进行

创造% 他结合京剧*审椅子+ *柜台+等指出可以
从中提炼出旦行的<二黄流水板=<二黄二六板=$
生行的<反二黄导板= <反二黄垛板=$净行的<二
黄快板=等%

讨论者还进一步指出' 无论是选用旧板式$
旧旋律还是谱写新腔调#都需要基于新生活中人
物的气质与身份展开% 即以表现人物为出发点%
切忌堆垛各式曲调#这会造成凌乱感% 将提升唱
腔表现力作为现代戏音乐的核心工作% 这不仅可
以提高戏曲现代戏的艺术质量#还能克服,话剧
加唱-的缺陷% 结合人物恰到好处地安排唱#能
正常发挥唱在戏里的作用#使,唱-自然熨帖地成
为,戏-的有机构成% 基于此#京剧*智取威虎山+
中通过选取$配合不同板式呈现不同情境中少剑
波的复杂情绪#以及京剧*沙家浜+在人物情感爆
发处而非剧情高潮处安排大段抒情唱腔#被视作
合理使用唱腔刻画人物性格的成功案例% 他们结
合该案例进一步指出' 在板腔选用恰当和安放场

合正确的前提下#还应注意尽可能地多使用各种
板腔$设计段幅大的唱腔$,不要因频繁地插用数
板$短白和拉散节奏的腔法而把唱段的音乐组织
切得零零碎碎-#+94

而唱段内容也不一定都是以抒

情为主#,还可以叙事#可以对话#叙事和对话#其
内容当然主要是话#而不会是抒情-%+95

戏曲音乐

研究者之所以强调音乐的表现作用#就在于他们
认识到,曲-宣泄内心情绪$揭示人物性格$塑造
舞台形象的重要作用% 这正是从戏曲本体出发#
基于其核心质素功能的把握#思考现代戏创作的
合理路径%

现代戏在表现群众运动场面时#借鉴了其他
演唱形式如合唱$重唱等#而外来曲调和乐器的加
盟也成为现代戏创作中一种相当普遍$不可避免
的现象% 这些被视作一种合理的,纳新-方式#是
现代戏必须触碰和正视的问题#但仅是直接拿来
还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能实现本土与外来的完美
融合#对于提升现代生活的艺术表现力无疑是一
种,有效的$良好的手法-%+:7

而在吸收民歌$革命
歌曲等外来曲调进行唱腔翻新时#如何做到与原
有腔调的听觉效果一样% 研究者也根据实际处理
方式总结出一条,唱调底-的规律#即,起音落音
不离开那个基本调% <西皮摇板=也好#<二黄散
板=也好#只要是从原调的音起#最后归在原调的
音上#中间变化再多#它仍然是那个调- !胡双宝
%W"%

总而言之#,十七年-时期对,戏曲表现现代
生活-的讨论本身具有两个鲜明特征'

%k讨论群体构成丰富#戏曲现代戏成为政
治$艺术和学术的共同聚焦#这是戏曲地位在新政
权下迅速崛起的重要标志% 在政府和相关协会安
排下#调动各方力量建言献策#参与讨论的人员身
份多样' 他们有的是戏曲工作者!编剧$导演$演
员$乐队和舞美"#有的是文艺评论家#有的是戏
曲研究者甚至还有文化部门的负责人% 戏曲界之
外的政治界$批评界和学术界的介入#使得戏曲现
代戏创演不再只是戏曲自身发展的问题#更关涉
意识形态建设$戏曲学发展和文艺评论取向等诸
多问题% 和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相比#戏曲现代戏
一跃成为最能代表戏曲艺术时代价值的作品类

型% 它提升了戏曲在各文艺样式中的热度%
$k讨论话题涉及维度全面#关于戏曲现代戏

创作方法的思考#是继清代戏曲学方法论后#对戏

&%&#&



,戏曲如何表现现代生活-' 对,十七年-时期相关讨论的考察

曲创作体系的又一次全面增补和修缮% ,十七
年-戏曲现代戏讨论#在回顾传统$总结经验和环
视周遭$寻找新路中出入#话题涉及现代戏创作各
方面' 编剧$导演$表演$音乐$舞美等% 并且在三
次讨论中深度逐次攀升% 很多方面既提出了创作
总体原则#也给出了基本方法#甚至是可操作性的
小技巧%

三" 观念史意义

三次集中讨论不仅具有实践层面的价值#即
为现代戏创作提供理论指导#还具有观念史层面
的价值#即戏曲本体观念和戏曲唯物史观参与到
讨论中#并通过论争被进一步推广和稳固% 作为
提供理论依据和批评标准的戏曲观念#其发生隐
形操控作用的过程亦是其再次获得审视和认可的

过程%
现代戏讨论虽不是直接的,戏曲-概念研讨#

但它需要以此期关于戏曲本体的最新认识#作为
评判现代戏剧目,像不像戏曲-的标准和如何做
到,戏曲化-的根本指导% 因此#全国范围内的戏
曲现代戏讨论#对已确立的戏曲本体认知起到了
进一步推广和稳固的作用% 或者从某种程度上
说#,戏曲-概念能在,十七年-达成基本共识#关
于戏曲现代戏的三次集中讨论也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 任二北$文众$黄芝冈等戏曲史学人经过商榷
完成了,戏曲-,戏剧-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确立)而
在对戏曲现代戏如何既固守戏曲本体又拓展表演

体系的讨论中#戏曲必备构成质素作为需要坚守
的底线被强调%

,十七年-期间从,戏曲是否能表现现代生
活-到,戏曲一定要表现现代生活-的认知变化#
是唯物史观作为理论依据进入到讨论中并发挥作

用的结果% 换言之#讨论者从上层建筑应随着经
济基础而变更并与之相匹配的理论出发#强调以
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其人其事为主的戏曲现

代戏的出现与发展#是符合历史规律的#是戏曲历
史前进的重要推手% 周扬$田汉等文化官员#把文
学艺术比作时代的镜子#强调,现在的镜子应该
照出我们的时代-!江东 &"% 他们立足社会历史
发展的革命理论#将,革命-视作为戏曲史演进一
以贯之的红线#并指出创演现代戏是新中国成立
后戏曲艺术的,第二次革命-% ,第二次革命说-

不仅将现代戏的精神传统远绍晚清以降的,小说
界革命-#还肯定了现代戏对戏曲未来进程的,肇
绪-作用% 换言之#此期讨论者对戏曲现代戏创
作的肯定#不仅因为它能拓展题材$提升戏曲表现
功能#更在于这是一个顺应历史趋势$推动历史发
展的活动% 上述论证过程#与其说#是一个依据唯
物史观界定现代戏戏曲史地位的操作#不如说#是
指导,十七年-戏曲史家历史书写的唯物史观#在
戏曲现代戏讨论中又获得了肯定与推广%

注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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