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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小剧大戏化，大戏京剧化，京剧歌剧
化”。政协委员田青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非
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国家中心主任，今年
带来了提案《珍重民族戏曲遗产，维护多元
文化个性》。他不无痛心地告诉记者，在当代
舞台艺术大制作的影响下，传统文化和具有
浓郁地方特色的中国戏曲艺术，正面临着急
遽衰落的命运。

百余剧种已经消亡
田青遗憾地指出，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

中国戏曲艺术正逐渐丧失自身的艺术个性，
同化现象严重。“古老的戏曲声腔向新生的演
唱艺术靠拢，地方小剧种向地方大戏靠拢，地
方大戏向影响广泛的京剧、越剧靠拢，京剧、越
剧向时尚的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靠拢。”田
青说，现在，几乎所有地方戏的伴奏乐队都以

“增加低音声部”为名加进了大提琴等西洋乐
器，许多“创新”的地方戏都不约而同地请“知
名”的影视剧作者编剧、导演，请对此剧种并不
了解的作曲家编曲、配器，请电影、话剧出身的
舞美运用大量“声、光、电”包装，更加快了地方
剧种同质化的趋势。

统计显示，至上世纪 !"年代，中国戏曲
剧种达 #$%个。但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戏
曲艺术不断趋从于“创新”的过程中，民族戏
剧遗产正在大规模地遭到破坏。在国务院和
文化部公布的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中，只有 &$#个传统戏曲样式。也就是
说，在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戏曲剧种消失
的数量已经超过 (''个。

维护戏曲文化个性
田青说，纵观世界戏剧发展历史，丰富

多元的戏剧传统最能代表国家和民族的文
化身份和艺术品格。在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的日本能乐、狂言、文乐净琉璃，印
度尼西亚的哇扬皮影偶戏，马来西亚的马
克—扬戏剧，柬埔寨的皇家舞剧，印度的拉
姆里拉—《罗摩衍那》的传统戏剧，鸠提耶耽
梵剧等，都无不让人想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
悠久历史和品位。

田青指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受重视的
今天，在中国众多地方戏曲剧种不断接受文
化市场的淘汰和检验的今天，“需要更加珍
重各民族创造的地方戏曲遗产，维护中国多
元的戏剧文化个性，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
让中国各地方戏曲艺术的丰厚遗产得到完
整的传承，让中国各地方戏曲艺术的文化个
性得到更加充分的尊重。”

驻京记者 孙佳音（本报北京今日电）

政协委员田青为地方戏“创新”趋同忧虑———

戏曲有个性 不应被同化

! ! ! !虽然地方戏“靠拢”问题确实严重存在，
但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孙惠柱教授认为，将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归之为“戏曲艺术的创
新”有失偏颇。孙教授认为，创新可以走跨剧
种融合之路，博采众长，只是不应牺牲剧种
自身的特长。孙教授说，当年梅兰芳就吸收
了不少“小剧种”之长，使京剧更加辉煌，而
不是失去特点。“跨剧种融合别人之长并不
意味着必须九九归一，融合以后甚至可以进
一步分化，更加百花齐放。上世纪上半叶不
少新剧种诞生了，如上海地区的越剧、沪剧、
滑稽戏，都和吸收新文化尤其是话剧的营养
有着密切关系。”孙教授还认为，现在的“小
剧种”攀附“大剧种”以及话剧音乐剧，“归根
结底不是因为真正要创新，而是因为主事之

人不顾自己剧种的发展，只想借大腕之名来
得奖搏政绩。而大腕很少来自受歧视的小剧
种，有些干脆就是不谙戏曲三昧的话剧导
演，即便出身戏曲也往往被西方话剧观念过
度‘洗脑’，热衷于用大投入、大制作、大量的
声光电化来博人眼球。”

)'年前就在为“濒危剧种”呼吁的中国
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戏曲研究所所长
傅谨教授则表示，剧种消亡往往有其历史原
因，而导致近几十年来一批小剧种消失的主
要原因是这些剧种丢失了自己地方文化的
根，而不只是因为创新。傅教授说，任何一个
时代都会有创新，每一个艺术家都有创作的
冲动、都想突破自己，问题是现在缺少健康
的市场来形成“纠错机制”。傅教授认为*在一

个健康的演出市场中一些不符合观众审美
的“创新”在“碰了南墙”后就会转弯，但在市
场机制不健康的情况下，只是由少部分专家
来起主导作用，“普通观众的声音不存在
了”，这种状态下的创新就很容易“把艺术往
斜路上带”。傅教授还表示，关于从上世纪五
十年代以来已经有 (''多个剧种消失的说
法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从来没有人”对地方
剧种的现状做过完整的调查，而以三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剧种数量来代
替现有的剧种数量也是不对的，因为有一批
年轻的剧种如龙江剧、吉剧等都没有被列入
非遗名录，但列入非遗名录的剧种却又不一
定依然还活着，有的早已名存实亡了。

本报记者 王剑虹

剧种衰亡原因多 归咎“创新”不很妥
———沪上专家就剧种“靠拢”谈不同看法

! ! ! !本报讯（记者 夏琦）继去年广西坤平支教之行后，
上海东方广播今年再次与启明书社携手，于日前前往河南
省周口县王沟桥小学展开为期四天的爱心支教，在学校援
建第二支东方风云榜启明合唱团，将“看得见的慈善”进行
得更全面与深入。
此次东方风云榜践行“看得见的慈善”，将活动善款

交由慈善管理机构启明书社，由后者聘请音乐老师，每
周为王沟桥小学的学生上音乐课。东方广播公司副总经
理韩磊表示，在明年第 )'届东方风云榜颁奖典礼上，来
自王沟桥小学的孩子将带着他们的作品登上舞台。本次
由动感 ('(带队的支教小队里除了有前期从社会上征
集而来的五名志愿者，原创歌手王啸坤也以“特约教师”
的身份加盟队伍，为孩子们亲授独家音乐课程。
作为“特约教师”，王啸坤站在讲台前将耍宝的天赋

发挥得淋漓尽致，手中的小木条教鞭挥得啪啪响，朗诵
的歌词混着京韵大鼓和 +,-完美交融的味儿。小朋友们
看着讲台上上蹿下跳的王老师，很不给面子地哈哈大
笑，直到王老师终于拿出杀手锏，以专业的唱腔配合不
断变幻的肢体造型，才成功地收服小朋友。“唱歌先把调
唱准了，唱准以后谁唱得响谁就唱得好。”一番“教唆”，
小教室顿时迸发出惊天动地的歌声。
趁着课间休息，王老师又来到教室外面的台阶上，

弹着吉他和自动围成一圈的孩子们聊起了天。“他们让
我感到仿佛回到了童年”，王啸坤说起首次执教感触颇
深，“我小时候接受的是很严肃死板的音乐教育，当时对
音乐很不感兴趣，直到后来阴差阳错突然发现了音乐的
美好，才慢慢踏上音乐之路。所以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要
让他们对音乐产生兴趣享受愉快。”

据悉，第十九届东方风云榜颁奖典礼即将在 .月 /

日举行，本次颁奖典礼的主题是“真音乐大声唱”。

东方风云榜援建第二支启明合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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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林良敏）# 月 0' 日中午，上
海影城底层大厅里有几百位
观众在排队，等待着请 !'年
前荣获第一届《大众电影》
“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的电
影表演艺术家祝希娟，在现
场购买的《永远向前进：祝希
娟画传》和《红色娘子军》珍
藏版电影连环画上签名。

在随后举行的上影故事
片《红色娘子军》荣获第一届
《大众电影》“百花奖”五十周
年纪念会上，当年的“娘子
军”祝希娟、向梅、牛犇以及
导演谢晋夫人徐大雯等回忆
起 !'多年前，在已故著名电
影导演谢晋带领下，拍摄该
片的难以忘怀的情景……

《红色娘子军》还荣获
01$&年第一届“百花奖”的

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谢晋）和最佳
男配角奖（陈强）。011!年，在纪念世界电
影 0''周年和中国电影 1'周年时，该片
又荣获“中国电影世纪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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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记者 乐梦融）0.'个字的
童话故事中，可否写出童真与童趣？诸多
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日前聚在上海，研
讨“微童话”这个微博时代的文学新课题。
与会者认为，好的微童话构思精巧、

情节紧密、语言优美，凸显了幼儿文学的
特性和精髓。如今，“微童话”的概念逐步
被读者接受。今年 0月 0$日开始，新浪举
办了首届微童话大赛，《小青蛙报》也举办
微童话有奖征文，“微童话”的书刊也已经
在编辑中。

!微童话"在沪研讨

! 王啸坤颇具耍宝天赋 图 23

!印度客人考察徐家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 ! ! !出家门，向左走是徐
汇区图书馆；向右走是徐
家汇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在广告公司上班
的黄嘉周末上午陪外公
去区图书馆听评弹，下午
与男友在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约会。她前些日子还
与同事在这里看了免费
话剧。今天召开的市公共
文化建设工作会议上传
来的消息显示，代表上海
创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的徐汇区，已
经把辖区内的徐家汇、龙
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提
升到市特级标准。而作为
上海市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的嘉定区，在抽
样调查中排名前三。

设施分布很合理
黄嘉家住南丹东路

某楼盘，作为从英国回来
的“海归”，她觉得上海的
社区文化建设已经具有
国际水平。尤其是公共文
化设施的分布近在咫尺。
在二三百米的距离里，她
既能陪 /$岁的外公去听
评弹，也能找到可与男友
一起看老电影，甚至听小
型演唱会的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

据零点公司去年对
全市 0%个区县进行的抽
样调查显示，百姓觉得徐汇区公共文化设
施的布局最合理。而让图书馆、信息苑、艺
术馆、兼有剧场功能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等身边各类公共文化设施更多活动更丰
富，是创建工程的重要指标。市文广局公共
文化处副处长符湘林说，徐汇区和嘉定区
去年起分别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和上海市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名
单。这是 &'00年起根据国家文化部和财政
部的有关通知确立的活动，旨在加快推进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科学发展。

活动内容上网查
就像出门看电影要先查影院排片表，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也会把各类活动公布
上网。家住龙华地区的大学教师王毅勤透
露，她会登录徐汇终身学习网查看文化
活动信息表。每月更新的表格，罗列了西
南文化艺术中心、徐汇区图书馆、徐汇区
艺术馆、土山湾美术馆、梅陇文化馆等公
共文化设施里的具体活动时间。活动内
容五花八门。其中既有 #4纸艺展，也有
水墨画或摄影展，还有妙趣横生的科普讲
座。然后，她按照儿子、老公和父母的各自
兴趣，分别带他们去参加。零点公司黄勇
分析道，虽然年轻人多有市场购买力，还不
算是公共文化设施使用者中的主体，但是
他们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热情正在逐渐增
高。并且，由于他们的参与，使得 0%至 /'

岁的受访人群中，超过半数是通过上网了
解文化活动信息，参与文化活动的。

财政投入力度大
徐汇区自创建工程启动以来，从区级

财力中落实了 &.''万元的工作经费，嘉
定区则在“百姓系列”文化资源配送方面，
扩大了农民工的受益面。&.小时服务的
自助式街区图书馆和延伸至外来务工者
聚集区的电子阅览室最受欢迎。此外，嘉
定博物馆、嘉定图书馆新馆、韩天衡美术
馆和嘉定保利大剧院等也将在两年内竣
工。符湘林透露，在“十二五”期末，本市各
区县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都将争取达到
国家标准。 本报记者 朱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