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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工程大学 文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地方戏凝结着某一地域的民风习俗、地缘风貌，具有不可替代的艺术魅力，是地域文化 

的重要构成和资源。河北是戏曲大省，传统戏曲剧种比较丰富，是河北省一项重要的文化资源。在 

振兴民族文化精神，提高文化软实力的今天，重新认知地方戏这个文化资源，研究其在新的社会 

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之路，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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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地方戏的文化价值 

中国传统戏曲历史悠久，戏曲的题材内容多取 

材于古代史传文学著作中的故事，历史上的大事和 

历史人物多被戏曲广泛搬到舞台上进行演绎，从而 

使戏曲内容几乎覆盖从上古一直到近世的中国历 

史。各地兴起的地方戏，在传统沿袭以及各种历史 

因缘中，通过 自编剧本及剧种、剧目之间的相互借 

鉴，题材内容也十分庞大，几乎涵盖了中国历史和 

各地不同的风物人情。有反映年代较为久远的周代 

征伐故事的题材，如 《渭水访贤》，表现西伯侯姬昌 

在陕西渭水河畔寻访姜子牙，请其辅佐灭商的故事。 

周、秦、汉题材剧 目现代仍在上演的不在少数，如 

《陈塘关》、《哪吒闹海》、《渭水访贤》、《反无关》、 

《六国封相》、《渑池会》、《将相和》、《鸿门宴》、《萧 

何月下追韩信》等等。三国故事是地方戏非常热衷 

的题材，剧目众多，主要有 《三结义》、《捉放曹》、 

《三战吕布》、《三顾茅庐》、《借东风》、《长坂坡》、 

《单刀会》、《空城计》等等，反映这一时期历史的 

剧 目是戏曲舞台的常演剧 目，很受百姓喜欢。隋、 

唐征战故事也是地方戏乐于表现的题材，有 《程咬 

金招亲》、《金水桥》等。唐代题材连台本戏 《西游 

记》，有几十种剧 目，一直受到广泛欢迎。宋代杨家 

将的故事、岳飞的故事也是戏剧题材表现的内容。 

明、清剧目更加丰富多彩，有 《金玉奴》、《玉堂春》、 

《三进士》等，反映明代激烈的党争、忠奸斗争、 

侠义武打的内容的剧目也在上演，如 《一捧雪》、《五 

人义》、《珍珠塔》、《铁弓缘》、《莲花湖》、《英雄会》 

等。忠勇爱国的岳飞，坚忍不拔的伍子胥，嫉恶如 

仇的祢衡，经天纬地的诸葛亮，执法如山、蔑视权 

贵的包拯，这些演剧的人物形象和故事蕴含着中华 

民族特有的精神追求和民族性格，浸润和影响着几 

代人的情感和理智，无形中提升着人们的精神层次 

和理想追求 。 

市井俗事、乡野风情和对敏感时事及权贵丑行 

无所顾忌的辛辣讥刺也是地方戏擅于反映的内容， 

把权与法问题、社会道德问题、恋爱观问题、政治 

弊端问题，通过戏剧舞台展现于大庭广众之下，更 

多地满足于消遣及情感的宣泄，体现着普通人的意 

识和情趣，既有趣，又有益，含意深远，在笑声中 

给人以智慧的启迪，表达了民众的喜怒哀乐，成为 
一

方百姓的精神家园。因此，地方戏既是地方文化 

的重要载体，又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资源，需要很好 

的挖掘、保护和利用。 

二、河北地方戏生存发展现状 

河北是戏曲文化大省，传统戏曲剧种丰富繁多， 

历史悠久。当前，河北流行的剧种有 30多个，其中 

土生土长的剧种有 26个，这些代表性的剧种有河北 

梆子、评剧、武安平调落子、保定老调、丝弦、唐 

山皮影、唐剧、哈哈腔等。自明清以来，梆子、落 

子、二黄等戏曲声腔，曾先后在河北唱响。河北梆 

子与评剧在 20世纪 40年代末，影响最大、发展最 

快，成为河北省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艺术形式多元化的 

影响，戏曲演出市场渐呈萧条状态，观众锐减，地 

方戏剧种逐年减少，不少剧种已濒临消亡。基层剧 

团更是陷入困境，收益低微，人才流失严重。由于 

经费匮乏，许多院团多年无力创排新剧 目，甚至瘫 

痪解体。戏曲的生态环境变得非常脆弱，戏曲的发 

展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形势。以河北武安的地方戏 

落子为例，武安落子是武安土生土长的地方戏，是 

地方舞蹈形式 “翠月檀香”、“打霸王鞭”，与当地一 

种说唱艺术 “硬歌”在发展当中结合而成。由于这 

样的发展基础，所以落子表演不以武功和戏曲程式 

见长，而是将秧歌、高跷等民间舞蹈及实际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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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些动作融于戏中，唱腔板式有慢板、高腔、娃 

子、悲腔、迷子等板式和腔调，既叙事又抒情，活 

泼 自如。唱词似在拉家常，边唱边舞，道白使用武 

安方言，语言明快，生动淳朴，整台表演庄谐兼重， 

活泼风趣，音乐感很强，而且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 

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民国二十四年 (1935年)至 

民国二十六年续 《武安春秋志》卷九记载：“武俗 

好戏，酬神演唱无 日无之，甚有一 日数台者”。 

武安落子在河北省南部曾风靡一时，在当地农村逢 

年过节、红白喜事或者遇到集市都会请落子班社来 

演出，辉煌时武安地方村村有落子班社，几乎人人 

都会哼上两句，曾是武安甚至冀南一带百姓文化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多种文 

化娱乐方式的兴起，落子演出日渐稀少，现在落子 

班社寥寥无几，落子演出次数和观众人数稀落不堪， 

落子剧种面临生存危机。 

河北其他剧种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评剧是全国 

有影响的地方剧种之一，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逢 

年过节或迎亲嫁娶，就会请评剧戏班唱上三五天， 

当时全省也有不少评剧戏班，目前全省范围内专业 

的戏班已很少见了。河北梆子由于剧种、剧 目的路 

子越走越窄，致使观众越来越少。乐亭大鼓活动阵 

地也逐渐缩小，演出市场低迷，大鼓艺人演出收入 

低，一些颇有造诣的艺人因年事已高，或逐步退出 

舞台，或相继谢世，积累一生的绝技难以传承，年 

轻艺人难以独树一帜，乐亭大鼓的传承和发展显现 

出断代危机，发展不容乐观。 

三、地方戏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对策 

作为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重要资源，地方戏 

应纳入文化研究和文化发展的视野，在繁荣发展社 

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出其文化价值。 

面对当前的市场经济形势，地方戏应把握戏曲发展 

的契机和关键，发展戏曲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的 

环境中谋求健康发展之路，扩大 自身影响力，使传 

统的艺术散发青春的活力。对此，本文提出如下对 

策，希望对地方戏的振兴和产业化发展有所参考。 

(一)以市场为导向，走产业化发展的道路 

地方戏从诞生时起就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中 

生存，从戏曲发展史来看，很多戏曲与剧种都是适 

应了百姓的趣味，审美需求，自然而然地生成、定 

位。有好的剧目，好的演员，拥有广大的观众，这 

个剧种就能生存，否则，就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不 

同剧种兴衰史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戏曲 

与戏曲剧种发展的市场之路是一条必由之路，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戏曲要找回适应市场的能力，培育 

市场主体意识，要以符合市场规律的、市场化的运作 

方式在经济大潮中一显身手，这样才具备发展的生 

命力。 

由于一些现实的原因，地方戏从业人员对市场 

化缺乏信心，市场化意识淡薄，没有很好地根据观 

众的审美需求和社会快速变化调整戏曲的演出，而 

是一贯的沿袭多年流传下来的演出程式，演出管理 

模式，如一直以来，戏曲舞台上经常演出的还是传 

统戏或者所谓的新编历史剧，简单的 “两椅一桌”， 

单一的 “梆子加板胡”的伴奏音乐，毫无生机的程 

式化的表演，节奏缓慢，内容陈旧的唱腔，这些已 

经不再适应现代观众的口味和生活节奏，很难吸引 

当代的年轻观众，很难与当下流行的文化娱乐方式 

相抗衡，地方戏在发展过程中距大众的文化需求渐 

行渐远，地方戏市场的开拓远远跟不上市场的发展。 

戏曲走市场化道路的核心是观众的审美需求， 

地方戏发展应研究当代观众的审美趣味和文化需 

求，抓住这个关键，以市场为导向，激发地方戏产 

业活力，发展演艺事业，推动地方戏产业化发展 。 

2010年由武安民营企业家郭乃群投资2000万元创排 

的大型魔幻舞台剧 《黄粱梦》，在戏剧界引起了轰动。 

在北京长安大戏院连演 7场，场场爆满；在全国各 

地巡演逾 100场，均好评如潮；他们还参与了国家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与北大学子如约相见。 

这是戏曲艺术与市场化道路相结合很好的范例。中 

国少数民族戏剧协会会长谭志湘曾这样评价该剧： 

“融合当今舞台艺术的各种长处，采用当今世界舞 

台科技最先进的手段，满足当今观众的多种审美需 

求，好听、好看、好玩，在惊奇、美妙、戏谑和笑 

闹中演绎人生悲喜，发人深省。”文化部某位专家评 

论该剧：“看的是戏曲，传承的是文化，得到的是教 

育，带来的是效果。”这部戏，就是民营企业出资， 

大力支持，出资包场，从而扩大平调落子的演出市 

场，把中国的戏曲和 目前中央文化体制改革结合在 
一

起，把观众吸引进去，把剧场推向市场，满足了 

观众的审美需要、文化需要。令人欣喜的是，河北 

不少地方戏机构和团体也已经在市场化的探索中走 

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地方戏演出集团纷纷成立， 

剧本创作、舞台演出、演出管理逐渐配套，地方戏 

演出经纪人也应运而生，演出分配形式更体现出市 

场化的特征，地方戏文化资源渐现整合的态势。可 

见，地方戏发展以市场为导向，在注重戏曲的自身 

艺术规律的前提下，走产业化发展的道路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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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助现代传媒手段，增强文化影响力 

传统戏曲演出往往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只在 

特定地域、群体中流传。由于传播手段有限，因而 

受众面较窄，地方戏的传播范围狭小。随着现代科 

技手段的不断发展，电子媒介以及网络成为传媒的 

重要载体，传媒已发展成多种媒体共存的局面，现 

代传媒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 

角落，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因此，对于地方戏曲的保护和宣传，应该充分 

发挥现代科技手段的传播作用，通过各种传媒形式， 

扩大戏曲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如可利用电影、电视 

剧、动画等现代媒介进行传播，培养戏曲观众群， 

形成弘扬民族民间文化的社会氛围，从而影响整个 

社会的文化环境，促进地方戏产业的科学发展，使 

地方戏跳出过去 自我封闭、自求发展的思维，让地方 

戏走向民众，走进社区。还可以成立专门地方戏文 

化传媒集团，进行地方戏品牌的公关策划 ，规划完 

善地方戏生产、加工、宣传一体化的建设，集中开发 

地方戏影视动漫、地方戏纪念产品、戏曲服饰加工 

等开发，加强商业化运转模式，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 

戏文化产业链。地方戏在发展中要重视加强艺术与 

经济的联合，积极寻求与其他产业的合作关系，还可 

以借其他剧的成功经验，争取获得全社会的支持，共 

同开发具有艺术特色的各类市场，扩大地方戏的影 

响力，发挥戏曲艺术的多种功能，实现地方戏产业的 

飞跃发展。 

(三)探索戏曲人才培养的新途径 

戏曲人才的培养有其自身特殊的规律，戏曲人 

才要有 “童子功”，此外，对于以人物塑造为主的戏 

剧而言，要求演员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够更深 

入地理解人物，再加上高超的表演技能，才能刻画 

好人物形象，因此，戏曲人才的成熟是一个相对漫 

长的过程，这给戏曲人才的培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近年来地方戏演员队伍严重老龄化，优秀艺术人才 

大量流失，业余剧团数量在逐渐减少，优秀的戏曲 

编剧、戏曲导演极少，戏曲舞美、灯光、音响类人 

才供不应求，更不用说专业的演出推广机构和经纪 

人队伍，在后继人才培养方面，地方剧团、戏曲学校 

都作了不懈努力，但是在现实中依然问题重重，难以 

吸引优秀生源，从事地方戏事业的人数很有限。人 

才匮乏已经成为制约地方戏发展的主要因素，人才 

培养问题迫在眉睫。 

戏曲人才培养关系到戏曲的生产和可持续发 

展，应积极发挥政府、学校、剧团和地方戏产业集 

团的整体协调作用，加强后备人才培养。要确立有 

效的人才引进政策，鼓励优秀的专业人才加入地方 

戏艺术的发展事业，理顺疏通人才流通渠道，以优厚 

的条件吸引优秀生源。出台地方戏专业学生就业扶 

持政策，加强地方戏学校教育和管理，提供完善的保 

障体系。学校教育与剧团培养相结合，提供推出新人 

的政策基础。树立地方戏的名人品牌效应，进一步培 

养现有地方戏表演艺术人才，使他 (她)们集中全力 

为发展地方戏艺术做出更大贡献，带动地方戏及其 

产业的整体发展。要形成一定的发展激励机制，鼓励 

优秀剧本的创作，优秀演员的培养，还要寻求优秀的 

管理人才、策划人才和经纪人才。总之，艺术人才 

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解决人才需求问题也不 

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政府主管部门、艺术院团和 

艺术类学院携起手来，共同探讨艺术人才培养的合 

理机制。相信，随着政策的完善，戏曲教学改革的 

深化，艺术人才的培养会形成一个 良性的循环，为 

我国戏曲艺术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四)正确处理地方戏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戏曲既是传统文化，也是当代艺术，它既传承 

着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又期待着在时代精神的表 

现中实现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优秀的传统戏曲 

艺术是发展现代戏剧事业的基石，在地方戏发展中 

要继承其独有的艺术规律，没有继承这个深厚的基 

础，发展就难免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建议各 

级政府在政策资金上给予支持和帮助，进行传统剧 

目的整理，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尽快抢救和保护现 

有的戏曲遗产，及时整理在民间的珍贵资料。可以 

向剧团演职人员和老艺人征收购买演出抄本和音乐 

资料，或请老艺人口述记录传统剧目和音乐曲牌， 

或把老艺人的表演通过录相制作成光盘保存下来， 

并按照档案资料的管理办法，妥善保管，专人负责； 

搜集有关戏曲的文物资料，编辑出版文字音像资料； 

加强戏曲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做好继承工作的同 

时，积极进行新编戏的创作，创新是戏曲在新时代 

的重要课题，戏曲与剧种正是在经历了一次次吐故 

纳新、整合变革，才产生了充满魅力的戏曲人物和 

戏曲内容，适应了当地观众的趣味和要求，演绎出 

美轮美奂的戏曲精品，从而确立 自己的地位，如平 

调落子新编古装武安平调剧 《雁门关》，在平调落子 

的改革创新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使平调落子在演 

唱、表演、伴奏、题材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该剧内容在保留传统剧杨家将保家卫国，镇守边关 

的同时，又反映了宋辽时期人们厌恶战争，渴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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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祈盼统一的意愿，将国情、家情、母子情、夫 

妻情融为一体，是在战争背景下写和平，从骨肉分 

离中写团圆，暗合了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盼望祖国 

和平统一的时代主题，编者以此立意，别具匠心， 

视角新颖，该剧表现手法既气势恢宏，又感情细腻、 

剧情跌宕起伏，场景宏大，引人入胜。更值得一提 

的是该剧唱腔在武安平调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又不乏 

新意，高亢激昂，优美动听，是一部难得的好剧。 

新编历史剧 《黄粱梦》以 “推陈出新”的科学态度， 

对平调落子传统的旋律、节奏、帮腔等形式进行了 

全面大胆的创新和丰富，它既严格地遵循平调落子 

曲牌的规律，又有所突破，改革后的平调落子旋律 

更优美，节奏和帮腔形式更丰富。这些戏曲改革的 

成果为传统戏曲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健康发展探 

索了道路。因此，在地方戏产业化发展中，正确处 

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尤为重要。 

(五)加大政策扶持的力度，发展地方戏文化产业 

党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伟大战略部署，给戏 

剧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各级政府应该发挥积极 

作用，完善地方戏发展的软环境，保护鼓励地方戏 

艺术事业的良性发展，把地方戏作为地方文化的重 

要资源，从文化发展的整体布局考虑，统筹规划地 

方戏事业的格局，推动地方戏产业的振兴发展。比 

如建立专门的发展保护政策，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 

支持保护地方戏艺术的发展。另外，市场经济的运 

作下，在关注戏曲文化市场化的同时，更要强调戏 

曲艺术化，注重戏曲自身的艺术规律，发挥主观能 

动性、积极性以及创造力，使地方戏能够不断改进， 

推陈出新，出精品占领市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健康成长。例如，武安平调落子剧团在走市场化的 

同时，按照 “一年一部精品戏”的工作思路，每年 

创作一部精品戏，在市场中站稳脚跟，为普及和振 

兴武安平调落子，引导群众了解家乡戏、热爱家乡 

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武安有关机关对平调落子的 

扶持力度正在加大，为保障武安平调落子的弘扬和 

发展，该市财政每年拨付 100万元用于武安平调落 

子演员的工资、设备更新和剧目排演。地方政府还 

要帮助剧团完善深化体制的改革，使剧团稳步走向 

市场。各级剧团要根据体制改革的政策，结合自身的 

特殊情况，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改制方针，合理安排剧 

团的人员配置，实行专职和兼职相结合，注重人才带 

动效应，施行较为自由灵活的管理模式，稳定有效 

地落实改制精神，促使改制平稳着陆，积极有效地走 

向市场。地方戏还可以充分利用文化交流的方式， 

学习借鉴，大胆吸收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艺术资源， 

丰富戏曲的表现手段，建构具有现代品格和强大艺 

术感染力的符号体系，增强戏曲的辐射力，让古老 

的戏曲焕发青春，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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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resource of local 

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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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act：The local drama coagulates folkway，convention and the scene in the area，and is cultural resource and 

composition of the district culture．Nothing can edge out the art charm of local drama．Hebei is the big province 

that has passed down various traditinal dramas．Nowadays，in order to brace up the inspirit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enhance the soft strength of culture，the cultural resource of local drama is cognized over again and will play a 

academic and practical role in impelling hug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socialism cultue． 

Key words：local drama；conservation；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