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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顾星欣

时代呼唤优质的评论，也呼唤优质的平台。如何建设好文艺
评论阵地，更加充分地发挥文艺评论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
迪的作用？12月21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文联主办，省
文化艺术研究院承办的“文艺评论阵地建设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与会专家围绕文艺评论阵地建设、文艺评论写作与传播、文艺评论
与文艺创作的关系、文艺评论人才培养等问题交流发言、各抒己
见，为江苏进一步推进文艺评论工作“添砖加瓦”。

会上，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
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中国文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胡
一峰作了主旨演讲。

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是文艺批评的任务。在深入剖析了中国
文艺评论的发展史后，傅谨在视频演讲中指出，对于文艺评论的发
展而言，文艺评论阵地建设很重要，我们要努力建构具有独立品格
的平台。“好的文艺评论阵地一定是多层次的，既能体现深刻的艺
术规律，同时也有对当代创作的一些直言不讳，这才是好的文艺评
论生态。”

当前，随着越来越丰富的文艺生活，文艺评价方式正走向多样
化。汪政演讲的主题是《新技术环境下文艺评论的新形态》。他提
出，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在茶馆里、饭桌上、公共汽车、地
铁和写字楼里听到文艺评论，“文艺生活应该成为一种公共生活，
文艺评论应该成为一种公共交流。”他呼吁，文艺评论应该与时俱
进，多些“破圈”，从行业报刊与传统媒体中走出来，从学院学术体
制中走出来，从精英与专家的职业中走出来，从理论与学术话语体
系中走出来，充分利用新技术环境中媒体传播形式多样、速度快、
更新频率高与受众广的特点优势，产生更大影响。

胡一峰围绕“中国文艺评论期刊阵地建设”主题进行了视频演
讲。他指出，当前我们文艺评论阵地获得了整体性提升，刊登文艺
评论的传统刊物比以前增多了，同时很多综合性刊物增加了文艺
评论的栏目或者专栏，文章的质和量都有所提升，让我们对文艺评
论阵地建设充满信心。但同时他也提醒，当前文艺评论刊物阵地
的“高原”可以说还没有真正形成。这个阵地的改善，会更加形成
有利于文艺评论发展的整体氛围。

接下来，围绕当前文艺评论阵地建设中的热点问题，到场的各位
专家纷纷展开热议，朱恒夫、方标军、罗周等人则发表了书面发言。

江苏是戏曲重镇，而戏曲评论又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评论。
南京大学教授孙书磊认为，戏曲评论需要更多的专业性，如像戏曲
叙事的说破原则、戏曲装扮的行当化与脚色制、戏曲排场的文武与
冷热、戏曲表演的虚拟性与程式化等内容，不能用其他系统来套
用。他提倡，戏曲评论要提前介入作品的制作过程，才能从实践上
发挥更大的作用。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周飞指出，如今的戏
曲作为高雅艺术很大程度上与普通观众产生了一定距离。评论工
作者应当承担缩减这个距离的责任，将普通老百姓看不懂的高雅
舞台艺术解读成易于理解的欣赏内容，打通“最后一公里”。“对此
我们要注重理论与实践三结合，即戏曲理论与导演舞台实践案例
相结合，剧目观摩和剧目研讨相结合，剧目生产过程和剧评撰写相
结合，培养第一时间将观剧感受转化成理性评论的能力。”

文艺批评的价值导向何在？苏州大学教授王宁提出“建设性
文艺批评”：有意义的文艺批评，必须是让文艺变得更好，而不仅仅
是一种情绪的发泄。这当中作为评论家要注重坚守良知底线，具
备合格能力与素养，同时还需懂得相应的技巧，比如言说方式、切
入角度，才能做到更有效的沟通。东南大学教授甘锋指出，要建设
更有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的文艺评价体系，我们应当坚持马克
思主义的观点、理论和方法，着力打造中国特色文艺批评标识性概
念，提出能够为文艺界所广泛理解和接受的范畴体系、表述体系，
不断提升文艺批评的话语权。

文艺评论的着眼点在哪里？新华日报全媒体文化新闻部主任
薛颖旦认为，文艺评论要聚焦时代现场，面向现实发声，要在火热
的文化中去发现问题，与百姓文艺生活同频共振。“目前圈子化评
论、任务性评论、喝彩性评论比较多，文艺评论一方面要承担引领
创作、提升审美的功能，另一方面要回归百姓的日常生活，真正把
文艺写在大地上，而不是书斋里。”她提议，文艺评论家要在专业性
和大众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做到感性与理性兼具，既要有理性的光
芒，也要有感性的疼痛，更多面向社会、大众，提升文艺评论的传播
率。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网络文艺研究所所长董水荣说，文艺批评
不能仅仅浓缩为艺术批评。文艺批评需要勇气、也需要能力，我们
要对各个艺术门类的理论体系、价值体系有所把握，好的批评家首
先得是一个理论家。

学术期刊是文艺评论的重要阵地。《江苏师范大学学报》执行
主编吕靖波教授提出，传统刊物要加强约稿，点燃和激发人们参与
文艺评论的热情。此外还要加强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和引导，从而
更好发挥文艺评论阵地的美育和德育功能。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艺术百家》编辑部主任陈娟娟指出，面对新媒体传播，传统期刊一
方面要找准自己定位，稳扎稳打，不断提出基础性问题、前沿性理
论，从而真正树立起新时代文艺理论、文艺评论风向标；另一方面
不能固步自封，在坚持学术性、专业性同时也要适应新环境，利用
公众号等话语传播新方式，推出更多有影响的文艺评论。

作为阵地应该有自我建设，要随时代的进步而自我改变。省
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衡正安表示，我们要做到把人民作为文
艺审美的鉴赏和评判者，从手段上既要巩固好传统的平台，如电
影、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研讨、对话等阵地开展文艺评论，同时
更要充分利用好现代网络技术这个平台，通过微评、短评、快评技
术优势，对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及时发声，引导大众取向。江苏艺
术基金管理中心规划部主任陈俊池则倡议，要以互动式的评论形
式吸引大众参与。“互联网时代，我们人人都可以是评判者和鉴赏
家，一些新创的舞台艺术、电影等作品，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弹幕等
形式互动留言，以话题式评论，引发更多的大众关注和热议，生发
更多微观细节、碎片式的回应，构建双向互动。”

“文艺评论阵地建设需要从多个领域、多个角度、多种平台、多
种载体上协同推动。”省文旅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常胜梅表示，接下
来我省将打造文艺评论的品牌栏目，力推接地气、聚人气、有温度、
有力量的文艺评论作品，形成矩阵式、立体化评论格局。

“文艺评论任重道远。”省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刘
旭东指出，当前的文艺评论阵地要具有新时代的特点，我们要打破传
统观念的窠臼，创新思维和方法，推动我省文艺评论阵地面貌一新。

阵地扩容，
助力文艺评论“破圈”
——“文艺评论阵地建设研讨会”在宁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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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文艺评论

文化自信·艺术谈

12月3日，昆剧《1699桃花扇》在深圳南山文体中
心大剧场上演。谢幕时，看到台下座无虚席，听着剧场
内掌声雷动，我的内心一时间百感交集。15年前，我
们这一代昆曲人正是凭借《1699桃花扇》“闯”进昆曲
世界的。15年光阴荏苒，作为从业者我切身感受着昆
曲行业的巨大变化：大量年轻观众涌入昆曲剧场，古老
的昆曲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这样的改变源
自于对昆曲传统的扎实传承与积累，更离不开几代昆
曲人的不断探索和开拓。

时至今日，我仍能记得初排《1699桃花扇》时，老
师们在排练场一招一式、一字一腔地为我们教学，帮我
们排戏，将自己的昆曲艺术积累倾囊相授，一点一滴地
搭出一台大戏，也搭出了我们的未来。《1699桃花扇》
的舞台呈现是充满新意的：以南都繁会图为素材在舞
台上竖起三面屏风，舞台灯光配合镜面地板复刻出秦
淮河的桨声灯影，似梦非梦，亦真亦幻；同时它又极为
传统：声腔、曲律、身段、调度无一不在昆曲的规范之
内。根植传统，推陈出新，这样的创作思路是省昆一直
以来所秉持的，它也指导着此后我的全部创作实践。

根植传统，在前辈艺术家的严格把关下不断丰富
传统程式的累积、深入把握昆曲艺术的本质规律，才能
使我们的艺术创作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回到传
统里找办法”是我近年来经历了多部新戏创作得到的
最宝贵的经验之一。创作新戏就像搭积木，所有传统
程式的积累都是积木的元件，在新戏创作的过程中，这
边拿一个手势，那边加一段圆场，这里用一个技巧，那
里用一个眼神，念白要用怎样的力度才能准确地传递
人物情绪，唱腔应该如何处理才能更好地表达人物情
感……正因如此，传统程式的积累越扎实丰厚，传统的
根扎得越深，创作的手段就越多，创作就越自如。

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创作了一系列古典题材的作
品，早期的《红楼梦》系列折子戏是由前辈老师们“捏”
好，再手把手教给我们；随着我们传统剧目的不断累
积，创作经验的不断增长，我们逐渐掌握了创作的方

法。在近两年来《世说新语》系列中，越来越多地开始
用自己的传统程式储备去“捏戏”，去创作。这些作品
既保留了传统老戏的质感，做到“新戏如旧”，又融入了
现代性的思考，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在古老和创新间形
成密不可分却又具有辨识度的新形态，得到了广大观
众的认可和喜爱。

同时，我们也有《南柯梦》《浮生六记》这样新编戏
质感的大戏创作。在这些剧目的创作中，我们首先掌
握好一个“度”：以表演为本体，坚持昆曲“一桌二椅”的
本质特色，声腔、曲律、程式技法都约束在昆曲的规范
之下。在此基础上充分运用现代技术，为剧目加上制
作精良的华丽舞美，辅助营造氛围、烘托情感。昆曲折
子戏擅长抒情，节奏很慢，加上曲词都是文言文，对新
观众来说有很高的门槛。新编大戏更侧重于剧情，用
一到两个晚上的时间讲完一个故事，易于理解，加上美
轮美奂的视觉呈现，吸引了大量新观众，特别是年轻观
众走进剧场里来，其中很多人因此与昆曲艺术结缘，成
为了昆曲艺术的爱好者、追随者。

不断推出新的作品、不断涌入新的观众，
古老的昆曲艺术正是在这样创新性发展的实践
中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和活力。这些创作实践
都证明了传统是根基，是能够绵延不绝地给予
昆曲文化滋养的源头活水，只有夯实传统的
根基，昆曲才能枝繁叶茂。传统，就是祖先留

给我们的文化自信。
遵循传统绝不意味着固步自封。关于实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方
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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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
文化人、以文育人。”古老昆曲在当代的创
作也绝不仅仅是生搬硬套前人的程式法
则，而应是在有序传承的基础上找到当
代适合昆曲表达的题材，认真思考后再
进行创作。

以经典文学名著为基础进行改编
创作的《红楼梦》《世说新语》《1699桃
花扇》《南柯梦》《浮生六记》等作品蕴含
着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正
是昆曲艺术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
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创
作实践。

在此基础上，昆曲能不能再向前走一
步？古老的昆曲艺术能不能回应现实、对
话当下？

以《梅兰芳·当年梅郎》为起点，我
们开始了对昆曲现当代题材作品创
作的探索。从选材方面，《梅兰芳·
当年梅郎》讲述了一代艺术大师
梅兰芳先生青年时期不畏艰

难、迎难而上的求索精神；《眷江城》以昆剧这样的古
老剧种致敬了不畏生死、无私奉献的抗疫精神；《瞿
秋白》则刻画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凛凛风骨
与革命精神……这样的题材正是当代文艺工作者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的题中之义，体现着昆
曲人的时代担当与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在守住昆曲
品格的基础上，对昆曲现当代题材不断探索与突破
是昆曲当为、可为的艺术空间。承载传统，立足当
代，对话现实，将昆曲的题材空间不断扩展，也是我
们当代昆曲人应有的文化自信。

正是抱着这样坚定的文化自信，依靠传统艺术的
有序传承和累积，我们才有勇气在昆曲现当代题材方
向上去拓展、去尝试。事实证明，“回到传统里找办法”
是古典题材创作行之有效的基本方法，在现当代题材
的剧目创作中也依然适用。例如在原创昆曲现代戏
《梅兰芳·当年梅郎》的《白夜》一折中，在舞台上如何呈
现出黄包车夫李阿大拉车载着少年梅兰芳夜游上海
滩，我们做了诸多尝试，也购置了真的黄包车揣摩在舞
台上表演的可能性。最终我们选择了回归昆曲虚拟写
意的程式化表演，车夫手执挂着车灯的皮绳模拟车把
手，设计出登车、行车、停车等程式动作，在观众心中构
筑起类似传统戏中手执马鞭跑圆场即是骑马行进的规
定程式情景，在空灵的舞台上化无形为有形，少年梅先
生随着车夫的步伐演绎出坐车而行的状态。再比如原
创革命题材昆剧《瞿秋白》的第一场《溯源》中要表达狱
中的瞿秋白先生思绪回到母亲离世的夜晚，在创排的
过程中，围绕如何体现出思绪飘荡、亦真亦幻的气氛，
我们做了很多尝试，最终在恩师石小梅先生的点拨下，
我们选择了借鉴《牡丹亭·惊梦》中杜丽娘情思昏昏恍
然入梦时的身段，在此基础去掉花旦的柔美，加上书生
的儒雅，最终取得了很好的舞台效果。

无论是《红楼梦》《世说新语》这样的新编昆曲折
子戏创作，还是《1699桃花扇》《南柯梦》《浮生六记》
这样的新编古典历史剧创作，抑或是《梅兰芳·当年
梅郎》《眷江城》《瞿秋白》这样的现当代题材昆剧的
探索，都是对昆曲艺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创造
发展的创作实践。

如果只能演绎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这样的传统题
材，那么昆曲注定只能让极小一部分人欣赏，且最终的
归宿就是走进博物馆，让人瞻仰曾经的辉煌。昆曲不
应该成为这样一种博物馆艺术，我们历代昆曲人所做
的努力便是在小心翼翼守护它的过程中，不断精进对
它的理解，在符合艺术规律的基础上，加入每一代人的
创造，让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形成一代一代可以往下
延伸发展的良性循环。只有这样，昆曲才能永葆生机
与活力，昆曲艺术才能薪火相传。这既是对总书记提
出的“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
任务”的实践，也是我们当代昆曲人应有的作为。
（作者为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国家一级演员）

回到传统里找办法，

让昆曲艺术
薪火相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特别强
调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从哪里来？我作为一名基层艺术工作者、一个昆曲演员有着
深切的体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六百年来绵延不息的昆曲艺术便是当代昆曲人的根基，
是当代昆曲人文化自信的底气；根植传统、推陈出新，结合新时代的条件将昆曲艺术传承好、弘扬好，不
断拓宽昆曲艺术的空间，实现昆曲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当代昆曲人应有的使命与担当。

□ 施夏明

施夏明在昆剧《瞿秋白》中饰演瞿秋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