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剧，是川渝地区独有的传统地方戏
曲。平日闲时，择一处小剧场，花上十五、
二十元钱，泡上“盖碗茶”，看一场熟悉的川
剧，一度是四川人最为惬意悠闲的生活方式
之一。而今，剧团难寻。在川剧陷入“尴尬
时期”的十几年里，四川各市、州、县级剧团
极度缩减、人才青黄不接，难见旧时盛况。

近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四川省人大
常委会在广安市召开协同助力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第四次联席会议，会上提出，
今年两地人大常委会将协同推进川剧保护
传承立法列入工作要点，力争在年内形成
法规草案初稿。

川剧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盛”与
“衰”，现今县级剧团的状况如何，将川剧保
护传承提到立法高度的必要性在哪，应针
对哪些紧迫的问题进行立法……5月2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分别对话了四
川省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唐文金，四
川省川剧理论研究会会长、研究员杜建华，
广安市文联副主席、广安市戏剧家协会主
席蒋晓明，一起探讨川剧的振兴之路。

盛与衰
几起几伏后的川剧

县级剧团已难现当日辉煌
在杜建华所著《问道川剧》一书中，将

川剧称为“奇观”。书中称，我国有三百多
个地方戏曲剧种，一个上亿人口的大省
（含重庆）只有一个剧种，这是其他任何
省、市都不曾有的独特的戏曲艺术现象。

川剧有300年的历史，被业界所公
认的是，川剧的兴盛和系统化、包容性和
地域文化特性的形成，与数百年前的“湖
广填四川”密不可分。杜建华认为，那个
时候，清代江西、湖南的高腔，湖北的汉
调，陕西的梆子等各种声腔先后进入四
川，在这样的移民文化土壤中形成了五
腔共和的川剧。

植根于巴山蜀水的川剧，和民众日
常生活高度相融，岁时节日、行帮会期、
红白喜事等都离不开川剧。改革开放之
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民众习俗对于戏曲的依附性
逐渐弱化。如今的川剧更多的是留存了
文化、审美、对外交流等价值。

社会环境的变化给川剧带来了莫大
的冲击，好在，这一问题很快被意识到。
杜建华细数道，1982年四川开启了“振
兴川剧”之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新创
剧目《金子》《变脸》《易胆大》进入国家舞
台艺术精品工程，《死水微澜》《山杠爷》等

获得多项全国性艺术大奖，更是培养出了
一批走向全国和国际的表演艺术家。

即便有“振兴政策”的助推，21世纪
之初川剧还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由于大多数川剧团缺乏经营能力，
再加上各种原因，导致了大量的剧团解
体，从业人员规模不断减少，川剧的社会
影响力持续下降。”杜建华说，“以前川内
几乎每个县都有剧团，而今县级剧团却几
近‘全军覆没’，还能够上台演出的，一只
手就能数得过来，有的地方甚至一个市都
没有一个川剧团。”

得与失
年轻人愿意看戏了

川剧在孩子堆里受欢迎起来
在发展进程中，川剧的一边是“失”，

另一边却是“得”。
随着国家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的重视和“文化自信”的提出，越
来越多年轻人的目光投向了川剧。“近些
年的感受尤其明显。过去，舞台下的主要
受众是中老年人。现在但凡排了新戏，台
下就会坐着不少的年轻人。”杜建华说。

在广安市邻水县，有这样一个属于
“巴渠河流派”的川剧团。川剧团注销
后，被纳入文化馆一并管理。现在的“川
剧表演班子”，是川内为数不多有舞台可
寻、有演员登台表演的。蒋晓明曾任该
川剧团的团长，当记者问到班子现状时，
他直言：“现在的团队只剩下十来个人，
大都是五六十岁的演员了。如果我们要
演一出戏，需要去别的地方借演员。”

在六年的时间里，邻水县文化馆试
图“扭转”川剧的现状。“2016年，广安市
出台《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实施意

见》后，我们就开始了戏曲进校园、进景
区、进社区、进乡村和进企业。因为广安
距离重庆很近，我们每年还要赴渝开展
不同主题的交流展演。”蒋晓明说。

在邻水县鼎屏小学，川剧进校园的
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蒋晓明给老师们上
课，老师再给孩子们上课。唱川剧歌，跳
川剧操，教孩子们画脸谱、舞水袖、变
脸。“川剧在孩子堆里很受欢迎，不少家
长想让自己孩子进行专业训练。人才青
黄不接，既是川剧界最大的痛，也是当务
之急，下一步，我们打算在培养人才上下
功夫。”蒋晓明说。

进与退
活态传承发展川剧

优化县级剧团现状迫在眉睫
立法保护川剧传承，是一件大好

事。这是杜建华和蒋晓明的共识。
提起川剧目前面临的难题，杜建华

给了三个关键词——剧团、人才、演出场
所。杜建华表示，扭转县级剧团的生存
现状迫在眉睫。“川剧是服务基层民众的
综合性民族传统艺术，根就是县级剧
团。川剧的忠实观众，也都扎根在县剧
团。县剧团解体后，出现了不少民营剧
团，但他们普遍存在人才短缺、经费拮
据、缺少演出场地等难题，观众也面临想
看戏却找不到地方的状况。”

“一个民间戏班，加上演员、演奏
员、服装等，需要二三十人才能维持演
出。按照成都30元/场次的票价来算，能
收回本钱已是很不错了。虽然目前各地
都新建了一些大型剧院，但对川剧团来
说，租金成本太高。往往只能租一个拥
挤的小舞台，或者搭建简易演出场所。”

杜建华说。
对于如何立法，杜建华建议，要坚持

政府主导的原则。明确地方部门的职
责，加强政策导向。在各市州合理布局，
以“一市一团”为目标，先恢复一定数量
的剧团。同时，要坚持守正创新，活态传
承发展川剧。

对于如何扭转缺乏剧场的窘境，杜
建华建议，应逐渐恢复“一团一场”，各地
修建一些中小型展演舞台，给剧团基本
的艺术生产、生存条件。

杜建华呼吁，对于不适宜川剧发展
的政策应“逐步取消”。如至今在部分地
方尚在执行的“退一减一”政策等。

保护传承
凝练固化有效经验做法

立法调研工作将在6月开启
记者从四川省人大常委会获悉，协

同推进川剧保护传承立法，已被列为川
渝两地人大常委会今年的工作要点。

说起川剧，唐文金这样评价道：“川剧
是川渝地区最具地域代表性的文化资源，
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川渝地理
同域、历史同脉、文化同源、人缘相亲的重
要标志。近年来，两地在川剧传承发展工
作中形成了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有
必要通过地方立法予以凝练固化。”

因此，擦亮川剧这张文化名片，既是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重大战略、加强优秀传统文化保
护传承的具体举措，也是从法治建设的
角度助推川剧振兴发展、强化川渝两地
文化协同发展的务实之举。

据介绍，四川省人大常委会计划于
6月在资阳市雁江区、南充市顺庆区重
点调研川剧传承发展经费保障不足、人
才培养不足且流失严重、群众意见多、发
展困难多的问题。

“两地人大教科文卫委将充分发挥
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采取‘领导小
组+工作专班’模式，组建部门为主的立
法专班，扎实开展立法调研。我们将力
争在2023年内形成法规草案初稿，于
2024年提请审议。”唐文金说。

在制度设计上，两地考虑各自出台
条例，在体例结构、重要制度安排上保持
一致，推动建立相对统一、相互衔接的法
规制度。同时，条例可结合本地实际，研
究解决各自问题，以确保立法的针对性
和可操作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澜

正在教学身段的蒋晓明。

07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3年5月4日 星期四 责编杨弘农 版式易灵 总检张浩四川

“更阑静，淡月色，怀玉低头心忐忑
……”5月3日晚，福建泉州梨园古典剧
院，随着川剧表演艺术家肖德美的高腔
唱响，巴蜀文化“活化石”——川剧，亮相

“首届海丝泉州戏剧周·2023年全国南
戏展演”闭幕式的舞台。

当晚，四川省文联主席、著名川剧表
演艺术家、中国戏剧“二度梅”获得者陈
智林，携梅花奖得主肖德美、刘谊、张燕
和其他演职人员一起，为泉州戏迷献上
了两场经典折子戏《刺目劝学》和《石怀
玉惊梦》，现场观众叫好声、掌声不断。

演出前夕，四位梅花奖得主分别接
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分享
参加此次展演的期待与感受。

此次展演中，陈智林搭档刘谊为观众
带来了经典折戏《刺目劝学》，该剧讲述了
郑元和与李亚仙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

——一日，元和行乞市上，与亚仙重逢，亚
仙劝其苦读。但元和恋情，用心不专。亚
仙刺目励志，元和遂发奋攻书，终于高中
状元。

舞台上，陈智林饰演郑元和，刘谊饰
演李亚仙。刘谊称：“这出戏中有很多川剧
特有的蜀韵风情，包括语言、表演，都非常
生活化，烟火气十足。”刘谊直言：“我跟陈

院长（陈智林）还没有配合过‘生旦戏’，这
次是第一次，期待我们的合作，给泉州观
众留下一个灿烂、完美的印象。”

据悉，作为经典大幕戏《绣襦记》中
的一折，《刺目劝学》有多种版本的演
绎。此次，陈智林和刘谊呈现的版本，则
是老一辈艺术家一招一式传承下来的传
统版本。“我们要在守正的基础上谈创
新，要让符合传统戏曲生命力的精神复
苏，灵魂再现。”陈智林说。

《石怀玉惊梦》是《淮河渡》之一折，
根据《聊斋志异·武孝廉》改编而成。讲
的是石怀玉上京应举，行至淮河渡，染病
疾危，幸遇狐仙胡莲娘相救，二人结为夫
妻。怀玉高中武状元，被王丞相招赘为
婿。莲娘千里寻夫被怀玉谋害。一夜，
怀玉梦见莲娘索命，遂至惊骇而亡。

专攻“小生”表演的肖德美，此次出

演石怀玉一角，可谓是得心应手，该折子
戏也是他当年为角逐梅花奖演出的主
要剧目之一。肖德美坦言：“本次展演
有利于川剧与其他地方剧种借鉴交流，
有助于川剧表演者与各地的梅花奖得
主同台切磋，进一步在全国戏剧界弘扬
川剧艺术。”

肖德美的“老搭档”张燕，此次在《石
怀玉惊梦》中饰演“胡莲娘”，她希望为泉
州观众呈现这出川剧经典折戏，让更多
观众了解、熟知川剧的魅力。

纵使不同剧种在语言、文化底蕴、地
方特色等方面不尽相同，但刘谊始终相
信艺术是相通的，“川剧走出去也是一种
重要的学习交流的机会，包括这次可以
观摩很多名家表演，不断提升自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荀超
实习生 汪灵福建泉州报道

《刺目劝学》剧照。

历经百年兴衰川剧如何振兴再出发？
川渝今年将协同推进川剧保护传承立法工作

四朵“梅花”携经典川剧亮相泉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