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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来，萧条的环境也给话

剧从业人员带来不少冲击，“由于影视

和其他娱乐形式的冲击，话剧观众群

也有了很大的下降。”省话剧团副院长

孟祥伦直言当今安徽话剧形式，“白送

票的大家都愿意看，要自己花钱的就

不愿意去了。”

针对这一情况，省话剧团首先明

确了自己的“客户群”，在定位上将观

众层的年龄群拉低，以儿童剧为主要

的演出主体，《山里的泥鳅》是我国首

部将视角投向农民工子女，并以农民

工子女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儿童剧，也

获得了第六届全国儿童剧优秀剧目展

演二等奖。“家长对孩子舍得花钱，儿

童剧一年至少演出200多场，一年最

多的演到430多场。”

不过在这些成功的背后也有不

少问题，据了解，儿童剧的演出场次虽

然很多，但一大半都集中在外地；另外

演出的剧目大多改变自经典的童话故

事，要想有贴近生活的新剧目推出，往

往因涉及到版权问题而作罢，因此编

剧的匮乏问题也凸显出来。

目前话剧不景气有客观原因，但

话剧人也应反省自身，不是观众抛弃

了我们，而是

话 剧 本 身 始

终 不 能 脱 离

群众。一直坚持

以优秀剧目赢得市场

和观众的省话剧团未来的

道路上将再多开启一盏绿灯，孟祥伦

说，“在继续做活儿童剧场的同时，我

们打算做个成人话剧小剧场，采用制

片人负责制，单位市场化，以售票为长

期盈利方式，每月推出一部新剧，每周

五长期固定演出，主要反映当下关注

的热门话题。”

话剧：有人爱看就有人喝彩

如今人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元化，人们的娱乐方式相对多了起来。而剧场观众相对来说少了。庐剧作为合肥的“活名片”曾经

一度辉煌，而今的发展状况怎样？徽京剧、黄梅戏、话剧它们的第二个春天又有多远？

传统剧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现在的观众去剧场的少了，而真正喜欢这些剧种的观众渐渐老去。安徽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侯露认

为，“好剧本也要有知音”、“有需求就会一直存在”。

从日渐式微到重放光彩从日渐式微到重放光彩

传统戏剧的第二个春天 还有多远？

“过去一场戏可以唱一整个晚上，或连演几晚。”“过去一演就是3个月，一天就有两三场，谁出的价位高，谁给的待遇好就去哪。”“现

在你得自己去找市场，一出戏几十个人演下来3、5万酬劳还算多的，一个三流明星一个人少说还有十来万”……现在生活方式改变了，生

活节奏加快，观众选择面广了，剧场观众相对来说少了。 当现代人偶尔被舞台或者电视荧屏上的戏曲魅力所折服欢呼的时候，可曾关

注，让这些承载着文化密码的传统戏曲重放光彩，路还有多远？安徽文艺体制改革的成功，使人坚信：路在脚下！ 记者吴笑文/文

传统戏曲：
“没得宠过，但却一直都在”

11月 2日，安徽合肥市肥东县古

城乡一所小学内，千余名群众静静地

开始享受精美的艺术大餐——由合

肥市庐剧院文化惠民送来的经典庐

剧曲目演出。如今这样的享受，对喜

爱庐剧的戏迷来说，已显得越来越弥

足珍贵。

庐剧是安徽省主要的地方戏曲

剧种之一，作为少数以地方名字命名

的剧种之一，它首批进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有据可查的资料距

今已有300年历史。说起庐剧，有很多

的“第一”，解放后，省内第一个国营剧

团是庐剧团；改革年代，全省第一个开

创戏曲音乐剧先河的剧种；新世纪，第

一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的项目。

在包河公园里，时常发现有一群

执着的庐剧爱好者们聚在一起，唱戏

说戏。其中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妈告诉

记者，在她年轻的时候，庐剧表演场场

爆满。而庐剧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

代的辉煌之后，逐渐淡出市民的记忆。

2006年5月，庐剧被国务院批准

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

庐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作为庐剧艺

术工作者，合肥庐剧院副院长黄冰感

到欢欣与振奋。然而，合肥庐剧团的

生存状况也并不乐观。据了解，目前

合肥庐剧团每年的百余场演出大多为

送文化下基层，商业演出仅占三分之

一左右，演职员收入提高甚微。

作为地方特色非常浓厚的方言

戏，其实庐剧早已深深地扎根于人民

群众当中，特别是广大农村的观众。

正如安徽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侯露

所说：“对于有些人，特别是合肥周边

地区的老人来说，庐剧对他们来说不

仅仅是一种戏剧，而是一种合肥的标

志，一种对于家乡的感情依托。”

合肥市文广局相关负责人也表

示，政府也正积极制定对策，努

力争取更多的投入，“我们会把

庐剧作为当家宝贝来扶持。”

庐剧：合肥的“活名片”还能宝贝多久

今年9月初，省徽京剧院创新打

造的一部戏曲动漫剧《小红帽梦幻奇

遇记》收获如潮好评，也让京剧这个传

统剧种穿上时尚动漫的新衣后又一次

吸引了人们的眼球。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安徽省

徽京剧院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在省

徽剧院和京剧院合并建院5年来，演出

场次和演出收入均比合并前提高了近

10倍，恢复演出了数十台传统剧目，同

时还创作演出了大型现代京剧《天地

人心》和大型徽剧《一文钱》，但是因为

思想还相对保守，经营理念过于陈旧，

无论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均没有突

破性进展。”省徽京剧院院长许北雄

说，“我们不仅面临着演员的断档，更

难的是观众的萎缩，如何让青少年一

代了解、喜爱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如何

让传统戏曲在新的时代有自己的未

来，是我们需要解决的课题。

经过大量的市场调查并结合剧

院的实际情况，徽京剧院提出来艺术

经营品种多元化战略，充分挖掘剧院

艺术资源潜力，开辟全新的演出领

域。许院长说，“我们在推出的动漫剧

中适当加入了京剧元素。让小观众通

过这样的方法接受戏曲，喜欢戏曲。”

对于徽韵动漫剧的市场和前景，

许北雄院长非常自信，“戏曲动漫剧的曲动漫剧的

观众群体面很大观众群体面很大，，33岁到岁到1313岁的岁的小观

众，陪同她们上剧院的还有爸爸妈妈同她们上剧院的还有爸爸妈妈，，

甚至还有爷爷奶奶甚至还有爷爷奶奶。。摆在我们面前的摆在我们面前的

是一个巨大的演出市场是一个巨大的演出市场。”而未来两而未来两

年，在盘活京剧市场，

扩大徽剧市场，开辟

动漫市场，发展花鼓

灯及其他地方戏市场

的同时，徽京剧院还

将打造一个可以

经常性演出的徽

韵花戏楼。

徽京剧：穿上“新衣”赢市场

黄梅戏：开拓思辨绘新图

提到安徽现有的传统剧种，很多人都有“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感觉。在提到传统剧

种正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甚至面临“后继无人”的危险时，安徽戏剧的发展可谓任重而道

远，面对前进道路，安徽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侯露认为，当代戏剧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观

众去剧场少了，特别是青年观众分流了，城市观众减少了，观众“老了”。“无论过去现在，它都

没有得宠过，但却一直都在。” 记者 吴笑文/文

传统剧种“传宗接代”的问题一直是专家学

者关注的焦点，而采访中，被提到最多的就是“一

剧之本”剧本的稀缺。在侯露看来，“其实安徽不

缺好编剧，原因就在于编剧在省内没有真正的

‘知音’。简单来说就是安徽的戏剧没有上海、北

京这样的城市的戏剧氛围。安徽编剧人才流失

得比较严重。而戏剧的氛围如何培养，关键则在

于城市中市民的文化底蕴的培养，而这也是一项

长期的工作。”

不过除了客观因素外还有人为原因。“戏

剧界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尤其是体制改革后，

剧团里面排戏，首先你要搞清楚排的是‘吃饭’

的戏还是获奖的戏。”侯露直言，一些戏剧人和

文化部门，或为了评奖的功利而远离观众，或出

于个人偏爱而脱离生活，或高高在上不愿为百

姓写戏，或一味大制作大排场而失去了戏剧艺

术的本体。侯露说，“结果只能是观众没有好戏

看，造成观众的流失，阻碍了戏剧的发展。”

好剧本也要有知音

““安徽省目前有大大小小的安徽省目前有大大小小的10001000多个民间多个民间

社团社团，，还有大量的票友还有大量的票友，，乡下有句话叫乡下有句话叫‘‘锣鼓一锣鼓一

响响，，麻将收场麻将收场’。”’。”侯露经常到农村调研侯露经常到农村调研，，深感农深感农

民对传统剧种需求之强烈民对传统剧种需求之强烈：“：“农民的渴求就像干农民的渴求就像干

涸的田地盼望雨水一样急切涸的田地盼望雨水一样急切。”。”

““现在城里人不看戏现在城里人不看戏，，乡下人看不到戏乡下人看不到戏。”。”

让一个剧种逐渐寒酸起来让一个剧种逐渐寒酸起来，，甚甚

至连安身之地也得不到保障至连安身之地也得不到保障，，

无疑让人痛心无疑让人痛心。“。“而以而以33DD技术技术

为例的现代科技和传统戏剧的融合为例的现代科技和传统戏剧的融合，，是值得肯是值得肯

定的定的，，可以给予观众视听上更多的震撼可以给予观众视听上更多的震撼，，提高传提高传

统戏曲的流行度统戏曲的流行度，，让传统戏曲得到推广让传统戏曲得到推广，，但是也但是也

要注意的是现代技术的运用切不可喧宾夺主要注意的是现代技术的运用切不可喧宾夺主，，

原汁原味的唱腔和唱词还是传统剧目的真正魅原汁原味的唱腔和唱词还是传统剧目的真正魅

力所在力所在，，也是其承袭千百年来的根本也是其承袭千百年来的根本。”。”在戏剧在戏剧

的古今融合方面的古今融合方面，，侯露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侯露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对话对话

中中，，她始终有种难掩的自信和乐观她始终有种难掩的自信和乐观，，让我们相信让我们相信

安徽的戏剧会有更好的未来安徽的戏剧会有更好的未来。。

有需求就会一直存在

“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李宇春、周

笔畅，很少有人愿意花钱进剧院听戏。”

从一位老黄梅戏演员的话看出以戏剧

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显示出的无力与无

奈。

谈到现如今的发展，省黄梅戏剧

院的江松阳副院长坚定的说，“现在要

想有市场，就一定不能守株待兔，要主

动出击，对于一个剧团来说，仅仅靠演

出产生效益是不够的，要发展一个产业

链，不能总是一条腿走路。”

省黄梅戏剧院有很多做法值得传

统戏剧院团借鉴。据悉，省黄梅剧院每

年出资10万送演员去往北京、上海学

习，为剧团日后的发展储备人才。

而作为对外推介安徽本土文化、

宣传黄梅戏艺术的窗口，2005年就开

门迎客的的““天仙配天仙配””茶戏楼茶戏楼，，无疑都无疑都

具有重大的意义与价值具有重大的意义与价值。。江江

松阳自豪的告诉松阳自豪的告诉记者，从最初单位职工

自主认购股份时的满怀希望，到困扰上

座率不高，效益不景气，甚至无人问津，

而今日的“天仙配”茶戏楼已成为了合

肥市一道独具特色与品牌效应的亮丽

风景线，也成为培养与锻炼“黄梅”新人

的“练兵场”。这种将戏剧产业化的形

式不仅提仅提高了剧团的经济效益高了剧团的经济效益，，同时在同时在

黄梅戏的推广上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黄梅戏的推广上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

作用作用。。剧团剧团目前正在排练的3D版《牛

郎织女》，则将最新的视觉技术和传统

的黄梅戏融合，相信一定会给广大观众

带来不同以往的视

听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