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在人类艺术发展的历程中，各民
族创造了丰富多彩、风格各异的艺术形
式，而不同的文化背景也诞生了不同的
戏剧样式。古希腊悲剧和喜剧、印度梵
剧、中国戏曲，就是在不同的文化传统
中孕育出的最古老的戏剧形态，被称为
世界三大古老戏剧文化，而中国戏曲是
至今唯一仍以旺盛的生命力存活于世
的艺术。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世
界艺术宝库中独树一帜的艺术形式。戏
曲诞生于公元 12世纪的宋代。在此之
前，原始宗教歌舞、先秦优戏、汉代百
戏、唐代歌舞戏等都为戏曲的形成做出
了必要的准备，在这数千年的文化传承
和发展中，它们自身所带有的文化基因
得以不断地复制延续，使诞生后的戏曲
艺术集文学、音乐、舞蹈、杂技、武术、美
术等形式于一身。中国戏曲就其艺术价
值而言，既有“美善合一”的艺术品格，
又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艺术精
神；既有秦汉多元整合的吸纳能力，又
有唐代包容万物海纳百川的艺术胸襟，
使之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
者。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是中国戏
曲的主要艺术特征。

昆曲是至今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
一，有“百戏之祖”“百戏之师”之谓。昆曲

《牡丹亭》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经典之
作，被改编成各种戏曲传唱了数百年，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情
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亦
可生”的词句更是脍炙人口。《牡丹亭》
中，最为引人入胜的当属杜丽娘与柳梦
梅那亦真亦幻的爱情故事。因教书先生
教授了《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词，杜丽娘萌生
伤感之情，在与丫鬟一起游览了自家的
后花园之后更生伤春之情。典雅的文辞、
清丽的唱腔、细腻的表演，中国戏曲之美
在昆曲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戏曲就其文化价值而言，中
国人的哲学思想、社会理想、精神追求、
思维方式、家国情怀等，都蕴含在经典
戏曲剧目中。中华民族讲仁爱、重民本、
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
特质，这些重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内涵，共同构建了中国戏曲的价值取
向。古往今来的戏曲舞台上，塑造的精
忠报国的岳飞、穆桂英，秉公执法的包
拯，宠辱皆忘的林则徐，清正廉洁的于
成龙，舍生取义的文天祥等艺术形象，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画廊中光彩夺目、熠
熠生辉。

京剧《杨门女将》是一部创作于上世
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作品，1960年由
中国戏曲学校第一批毕业生拍摄成戏曲
电影。这部戏全力刻画出杨门女将刚毅、
坚强、勇敢的性格，突出了她们的爱国主
义精神和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

中国戏曲具有悠久的历史、独特
的魅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表现和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戏曲
艺术博大精深，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深沉
的价值追求，展现着独特的中华美学精
神，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优秀艺术作品
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
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
性、和平性。”在戏曲艺术发展过程中，
从历史传承、思想内涵、价值追求等多
方面都体现着中华文明这些特性。传承
发展好戏曲艺术，对于延续中华文脉、
提升人民文化素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戏曲艺术始终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

中国戏曲之所以源远流长，一脉
相承而不中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它始终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感情紧密
相连，一直根植于广大人民生活的土壤
之中，一直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这
也是中国戏曲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作为重要
的建设任务。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
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
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

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
出了“文化的新内容和旧的民族形式
结合起来”的主张。为了发挥戏曲行之
有效的宣传功能，各根据地先后组织
了许多专业与业余的戏曲演出团体，
倡导运用戏曲形式表现抗战新内容，
涌现出《松花江》《查路条》《好男儿》等
一批革命现代戏。1942年5月，毛泽东
以“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为核心命
题，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
产党的根本文化态度和政策主张，明
确宣布“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人民大
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
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虽然这个
时期一些剧目的艺术呈现尚处于“旧
瓶装新酒”的起步阶段，但文艺工作者
对于文艺与时代的关系、与人民的关
系有了新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延安平剧研究
院成立，其宗旨是“研究平剧、改造平
剧，进行平剧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工
作”。毛泽东为该院题词“推陈出新”。延
安平剧研究院围绕“推陈出新”展开了
京剧的整理、编演、创新工作，把整理演
出传统剧目、创作历史戏和现代戏作为
重要任务。

1943年，延安平剧研究院根据《水
浒传》中林冲的故事创作出《逼上梁山》
一剧，毛泽东看后，就该剧写信给中央
党校杨绍萱、齐燕铭，提到：“……历史
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
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
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
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
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
旧剧开了新生面，……希望你们多编多
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此番评价
对于接下来的京剧改革，对京剧历史
剧、现代戏的创作意义深远。1945 年，
又一部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在延
安公演，获得好评。延安平剧研究院几
年中创作了十几出京剧现代剧目，主
要反映人民生活生产和保卫边区等
现实生活的内容，如《难民曲》《上天
堂》《边区自卫军》等。

在毛泽东看来，革命文艺应该实
现“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
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
能高度的艺术形式统一”。可以
说，毛泽东这一文艺思想一直贯
穿到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艺发
展特别是民族文化的发展受到党和国
家的高度重视。1950年1月，中央人民
政府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
成立。1950年11月，全国首届戏曲工作
会议召开，确立了“百花齐放、推陈出
新”的戏改方针，制定了三改政策——
改人、改制、改戏。1951年4月，中国戏
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梅兰芳任院长。
毛泽东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1952年10月6日至11月4日，中央人民
政府文化部在首都北京举行第一届全
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这是亘古未有的
一次戏曲界的盛会。

中国戏曲学校以田汉先生创作的
《白蛇传》参加了此次汇演。新型戏曲学
校的开办，培养了一大批戏曲事业接班
人；新型剧院的成立，旧艺人焕发了新
面貌。这次汇演，第一次在全国人民面
前展示了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
针后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白蛇传》成为
中国戏曲学院的“校戏”，代代相传。

1959年4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
周年，刚刚加入共产党的梅兰芳创排了

《穆桂英挂帅》。已 65 岁的梅先生说：
“大家都在为国庆献礼而努力，我也不
能例外。”为此，他放弃了去外地的巡演
计划，在北京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创排了
这出引人入胜的新编戏。《穆桂英挂帅》
是梅兰芳在新中国成立后排演的第一
部新戏，该剧于 1959年 5月 25日在北
京人民剧场首演，连演数场，场场爆满，
剧场内掌声雷鸣。京剧舞台上这个全新
的穆桂英形象成为梅兰芳将一生奉献

给时代、奉献给人民的生动写照。
古老的戏曲艺术形成于古代社

会，这一艺术形式如何表现现代生活，
讴歌时代新人是一个新的艺术命题。
为了推动戏曲现代戏创作，1958 年 6
月至7月，文化部在北京举办了“现代
题材戏曲联合公演”。这次汇演，诞生
了两部影响深远的戏曲现代戏。

一部是豫剧《朝阳沟》。该剧写城
市姑娘银环和未婚夫拴保相约，在高
中毕业后同赴拴保家乡朝阳沟参加农
业生产劳动的故事。这部戏成为豫剧
现代戏的经典作品。

另一部是京剧《白毛女》。该剧由
中国国家京剧院根据同名歌剧改编的
京剧现代戏。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晋
察冀边区“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诠
释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生活把鬼
变成人。

为了进一步推动京剧现代戏创
作，1964 年文化部在京举办京剧现代
戏观摩演出大会。这是展示京剧现代

戏创作演出成果的一次盛会。从6月5
日到 7月 31日，共演出了 35部京剧现
代戏，全国有19个省市自治区的29个
剧团，2000 多人参加；涌现出了《红灯
记》《智取威虎山》《芦荡火种》《奇袭白
虎团》《黛诺》《六号门》《节振国》《草原
英雄小姐妹》等一批优秀剧目，塑造了
众多新时代的工农兵形象。这些剧目
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成
就，在用京剧艺术表现现代生活方面，
作了有益的探索，有力地证明了像京
剧这样程式严谨的传统艺术形式，也
可以表现现代生活，塑造新时代的人
物形象。

汇演之后，不少戏进入了精益求
精的加工提高阶段。今天，主要给大家
介绍两部戏。

一部是京剧《智取威虎山》，由上海
京剧院根据曲波小说《林海雪原》中“智
取威虎山”的一段故事并参考同名话剧
改编的京剧现代戏。最初的版本创作于
1958年，1970年定稿后拍成电影。剧情
跌宕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英雄杨子荣
的故事被几代人传颂，堪称一部经久不
衰的红色经典。这部戏第一次将西洋管
弦乐队引入京剧，成为“古为今用、洋为
中用”的典范。

另一部是京剧《红灯记》，由中国京
剧院根据同名沪剧剧本改编。抗战时
期，地下党员李玉和接到上级任务，要
与交通员接头并将密电码送到柏山游
击队。不料，中途却被叛徒王连举出卖，
李玉和与母亲李奶奶惨遭日寇杀害。李
玉和之女李铁梅和敌人斗智斗勇，最后
成功将密电码送上山，完成革命任务。
这部戏在探索京剧唱腔音乐的新音调、
新形式、新手法上取得了突出成就。

从上世纪50年代“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文艺方针的提出，到随后整理
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创作现代戏“三
并举”剧目政策的制定，中国戏曲在

“推陈出新”的道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然而，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

片面性、绝对化地强调现代戏的主张，
导致“一花独放”。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又重申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
的文艺方针，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
代会上发出了“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
需要人民”的号召。江泽民同志曾指出

“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
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
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胡锦涛同

志也强调“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
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
性，体现时代性”。

同时，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繁
荣发展戏曲艺术的政策，通过举办中国
艺术节、中国京剧节、中国戏剧节，开办
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等，实
施多项文化传承工程，推动出人出戏，
促进戏曲传承与发展。广大戏曲工作
者响应时代和人民的呼唤，创作演出
了一大批弘扬民族精神、反映时代风
貌的精品力作。戏曲艺术迎来了大发
展大繁荣的时期。

进入新世纪，文化艺术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开始被唤醒。
2001 年 5 月 18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巴黎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
质遗产代表作”名单，共有 19 个申报
项目入选，中国昆曲艺术不仅获全票
通过，并名列榜首。

从改革开放到新世纪，广大戏曲
工作者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一大
批整理改编的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
代戏脱颖而出，比如，京剧《蝶恋花》

《曹操与杨修》《徐九经升官记》《华子

良》，昆曲《南唐遗事》《牡丹亭》，川剧
《山杠爷》《变脸》《金子》，梨园戏《董生
与李氏》，越剧《西厢记》《陆游与唐婉》，
豫剧《焦裕禄》，评剧《母亲》，等等。

新时代戏曲人的新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以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时
代发展要求和客观具体实际，围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出了一系
列精辟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
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
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10周年。10
年前的这篇讲话，是继毛泽东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在第四
次文代会上的致祝词之后，又一篇马
克 思 主 义 文 艺 理 论 的 重 要 文 献 。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
一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的引领，文
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
可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作家艺术家
立时代风气之先，创作无愧于民族、无
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中共中央
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的意见》《关于戏曲进乡村的实
施方案》《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戏曲教育
工作的意见》《关于戏曲进校园的实施
意见》等一系列政策连续出台，使戏曲
界的文化自信被极大地激发出来，戏
曲事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前所未
有。京剧电影工程、新年戏曲晚会、剧
本扶持工程、“名家传戏——当代戏曲
名家收徒传艺工程”、戏曲“像音像”工
程、戏曲各领域人才高级研修班、地方
戏文献资料抢救保护工程，等等，既有
顶层设计，又有微观项目工程，戏曲艺
术迎来了传承发展的新时代。

对于弘扬中华文化，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
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他说，“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
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
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具体来讲，就
是需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
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
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源泉”。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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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在新时
代新的文化使命”。2023年10月召开的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
和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在党
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
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
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文化篇。

今天的戏曲人，就是要在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指引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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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践行新时代
新的文化使命，以坚持守正创新的正
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
章。对于戏曲艺术来说，就是要坚持守
正创新，紧跟时代步伐，在题材开掘和
艺术形式创新上下功夫，让传统艺术
实现现代表达，推动传统戏曲现代化。
同时，在不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的基
础上，通过融入时代精神、现代理念和
当代科技成果，实现戏曲艺术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把艺术创造力和
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
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
中华文化生命力。

在去年举办的中国戏剧节、中国
京剧节、中国校园戏剧节等一系列戏
剧展演活动中，全国各类院团、高校
创作的大量戏曲剧目，包括新编历史
剧、整理改编传统戏和现代戏，这些
剧目题材广泛、风格多样，不少剧目
广受欢迎，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景
象。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中，戏
曲人让中华文化展现出了新的魅力和
时代风采。其中，在中国戏剧节上演
出的越剧《新龙门客栈》因其出圈效
应，广受关注。

2020年 10月，在中国戏曲学院建
校 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
戏曲学院师生回信。总书记充分肯定
了学院 70年的办学成就和育人成果，
对学院师生传承好戏曲艺术提出了殷
切期望。他希望我们以建校 70周年为
新起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广大师生坚
定文化自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
创新，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谛，在
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为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戏曲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一代
代卓越的艺术家创造了戏曲艺术辉煌
的历史。戏曲虽是一门古老的艺术，但
她从未衰老过，一直以与时俱进的姿
态顺应时代的发展，反映时代面貌，唱
响时代心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历
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
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
文明新形态。今天，戏曲艺术在激发中
华文明新活力、构筑中国文化新形象、
打开中外艺术交流新局面等方面必将
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些年，中国戏曲学院勇立时代
潮头，积极推进戏曲艺术与数字技术
的融合，在守正创新的艺术实践中迈
出了坚实的步伐。我们与上海电影集
团合作用 8K 高清技术拍摄了京剧名
家、学院教授张火丁主演的 《锁麟
囊》，创作排演了元宇宙新视觉黄梅戏

《七夕传奇》，今年10月还将与国家大
剧院合作推出数字京剧《白蛇传》。

面对新时代新使命，中国戏曲学
院作为为党和国家培养戏曲事业接班
人的高等院校，必须谨遵“德艺双
馨，继往开来”的校训，培养造就一
大批既有深厚的专业基础知识，又有
跨学科的知识结构和人文素养的戏曲
拔尖创新人才，不断加强对戏曲艺术
的理论研究和阐发，提升戏曲表现社
会生活的能力和手段，在秉承守正与
创新相统一、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基
础上，以戏曲美学形态的新创造，开
拓中国戏曲的新境界，在赓续历史文
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新征程中，作出
中国戏曲学院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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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独特的魅
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表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是中华民族丰富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在赓续中华文脉中具有重要意
义。新时代，戏曲依然肩负着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重任，需要持续
释放艺术的生命力和亲和力，不断繁荣发展，更好担负文化传承发展
的使命。本期讲坛邀请尹晓东委员讲述戏曲艺术的守正创新。这是他
近期在中国戏曲学院举办的北京高校“艺术名家领读经典大思政课”
上的演讲内容，本期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编者的话——

—
—

戏
曲
艺
术
的
守
正
创
新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主讲人简介：

尹晓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戏曲
学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一级
作曲，研究生导师，中国戏剧家协会副
主席，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为 30 多部戏曲戏剧作
品担任作曲。作品曾获“文华奖音乐创作
奖”、中国京剧艺术节等奖项，入选中国艺术节、

“五个一”工程、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等。国家社
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戏曲音乐传承发展》 首席专家。著有

《毛泽东诗词唱段精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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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学院京昆系学生表演昆曲中国戏曲学院京昆系学生表演昆曲《《牡丹亭牡丹亭》》

中国戏曲学院京昆系教师和学生共同表演京剧中国戏曲学院京昆系教师和学生共同表演京剧《《杨门女将杨门女将》》

▲▲ 中国戏曲学院京昆系学生表中国戏曲学院京昆系学生表
演京剧演京剧《《白蛇传白蛇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