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第一团”联盟成立的
新闻，让人看了既心酸又欣慰。
心酸的是，几百年历史的戏曲文
化根脉，发展到今天，没有呈现

“百花齐放”的景象，反而日渐
凋零，成了天下“唯一团”；欣
慰的是，我们的一些艺术家、戏
曲工作者还在苦苦坚守，并千方
百计在困境中求突破。

一个地方剧种要重现昔日的
辉煌，实事求是地说，是不太现
实的。越剧电影《红楼梦》1978
年重新放映时，据不完全统计，
仅中国内地的观众人数就达 12
亿人次，成为中国戏曲史、电影
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那时在宁波
连看三四场的人并不少，看过五
六场的也不乏其人，很多人看的
是“深夜场”，晚上 10时前的场
次基本被“秒杀”。这样的盛
况，现在还可能出现吗？道理很
简单，那时正处于文化饥渴时
期，而现在社会发展了，文化呈
现多样性，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
越丰富，对文化的需求也日益呈

现出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
但是这些古老的地方戏曲，都

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艺术魅力和
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满足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需求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是地方文化的一种重要载
体。留住地方文化的根脉，既是政
府部门的职责，也要靠广大戏曲工
作者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地方剧团当下面临的发展困
境，有自身形式和内容过于陈旧、
脱离时代文化审美等方面的原因，
若想尽早走出困境，无疑需要不断
创新，在坚守传统艺术的同时与时
俱进。在创作过程中，必须从贴近
生活、讴歌时代、群众喜闻乐见等
方面入手；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条
件的运行机制，树立以大众需求为
导向的市场经营理念，力求用一流
的服务和一流的艺术产品，满足人
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
要。

但愿“天下第一团”联盟的成
立，能给地方戏曲发展带来新的契
机。 （李国民）

在坚守传统艺术的同时
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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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
政策》，中宣部、文化部召开全国
戏曲工作座谈会，全面部署戏曲传
承发展工作。2016 年，浙江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也出台了关于支持戏
曲传承发展的实施意见，对戏曲编
剧人才和剧本进行重点孵化，“戏
曲进校园”等活动蓬勃开展，政府
对戏曲传承的扶持力度越来越大。
未来如何进一步“振戏曲、兴文
化”，专家和业内人士也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

建立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针
对人才断档的问题，很多院团通过
积极探索，找到了自己的人才培养
途径。在宁波市委、市政府的支持
下，宁波市甬剧有限公司委托宁波
外事学校成立甬剧班，学员通过 4
年的学习可以直接进入甬剧团工
作，优秀学员通过考核给予事业
编制。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院
长蔡晓秋说，在当地党委政府的
支持下，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与温州大学合作，办了一个瓯剧
班，从小学毕业生中招收一批好的
苗子，通过 6 年的中专学习和 3 年
的大专学习，顺利毕业后取得大专
文凭，可以进入温州市瓯剧艺术研
究院工作。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
心则与绍兴小百花艺术学校合作，
将好的姚剧苗子送到该校学习，
有些课程由姚剧保护传承中心派
老师去教学。新昌县调腔保护传
承发展中心有关负责人说，他们今
年争取到 400万元培训经费，准备
开展第八批学员的培养工作。6月
12 日晚上，9 家院团折子戏展演
时，年轻演员表现十分抢眼，让人
眼前一亮，浙江省戏曲研究所所长
朱为总说：“他们才是地方戏曲的
未来！”

用事业编制留住人，用企业考
核的办法激励人。很多院团负责人
认为，事业编制是柄“双刃剑”，
既是留人“利器”，也会滋生惰

性。很多年轻人一旦获得事业编
制，练功、排练、演出就不那么积
极了。宁波演艺集团董事长邹建红
是这次“天下第一团”联盟的发起
人和积极推动者，他说，要打破演
职人员的薪酬完全按照编制、职称
级别和工龄长短来确定的格局，建
立以岗定薪、聘评分离、高职低
聘、低职高聘的分配制度，真正形
成“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优劳优
酬”的分配机制，这样才能激发和
调动剧团所有人的工作积极性。

要经常走出去交流，到外地
“圈粉”。大家认为，越是受地域限
制，越要积极走出去。蔡晓秋说，
长期以来，瓯剧团一直在本地演
出，几年前来宁波演出过一次，圈
了不少粉。这次借着“天下第一
团”联盟成立的契机，将在宁波上
演一台大戏。事实上，这几年瓯剧
团也在走南闯北开拓市场，足迹甚
至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利用好“天下第一团”联盟平
台，抱团取暖。9家院团负责人已
达成初步共识，每年要举办一次联
盟年会，由各院团轮流承办；每年
邀请优质师资，开展一次集中培
训；条件成熟时，组团到全国各地
甚至出国演出交流。

积极探索新技术、新手段。6
月 12日晚上，“天下第一团”在宁
波展演时，主办方进行了网络直
播，两个多小时有36.4万人次的点
击量，有效推广和普及了浙江的地
方戏曲艺术，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
轻人了解了传统文化。如何在守正
中创新，也成为很多院团负责人关
注的话题。很多人对女歌手谭维维
与一群六七十岁的农村老大爷在电
音伴奏下高唱秦腔的场面印象深
刻，大家认为，在坚守独特艺术风
格的同时，可以发动剧团的年轻演
员，用更现代化、更时尚的手段探
索传统戏曲的舞台呈现、人物造
型、传播模式，创作出一些适合年
轻人的爆款非遗戏曲作品。

振兴地方戏曲要多措并举

6月12日，浙江省“天下第
一团”联盟在宁波天然舞台正式
成立。

“天下第一团”指的是那些
经过时代冲击后保留下来而且是
唯一仍在运营的专业文艺表演艺
术团体，其中多数剧种已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浙江省，规模较大的“天
下第一团”有十来家，不少声
腔、剧种生存异常艰难，还有个
别非遗项目濒临消失。随着社会
的进步，戏曲发展也不能一味守

旧，各自守着一方土地，“圈”起
来发展。新时代新环境，戏曲发展
也应该顺势而为。

在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
省戏剧家协会、宁波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的支持下，宁波市甬剧团于
2018 年 9 月 13 日牵头召开了浙江
省第一次“天下第一团”筹备会，
让非遗剧团抱团发展。联盟成立
后，各非遗院团将取长补短、互通
有无，在人才培训、交流演出、业
务研讨等方面开展合作。

（崔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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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9家“天下第一团”汇聚甬城抱团取暖

“浙里风华”何时重现辉煌
记者 崔小明 通讯员 房炜

和京剧、越剧、黄梅戏等大的剧种比起来，甬剧、姚剧、

睦剧、瓯剧、调腔等地方戏在全国的知名度并不高，但它们

却有着几百年的传承历史，是民族文化的根脉所在。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小剧种有的已经失传，有的即将

消失，现存的几个剧种也日渐萎缩，仅剩一个院团仍在运

营，文化和旅游部因此命名其为“天下第一团”。尽管生存困

难，但一群有情怀的地方戏曲带头人却一直苦苦支撑着，希

望有朝一日能迎来地方戏曲的春天。

6月 12日、13日，我省 9个“天下第一团”在市演艺集团

的召集下，汇聚宁波，成立了“天下第一团”联盟，开展戏曲

展演、座谈交流，探讨戏曲非遗项目的传承之道。

这次成立的“天下第一团”联
盟单位分别是：宁波市甬剧团有限
公司、杭州杭剧团杭州滑稽艺术剧
院、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浙江
台州乱弹剧团、衢州市西安高腔传
习所、淳安县睦剧团、余姚市姚剧
保护传承中心、宁海县平调艺术传
承中心、新昌县调腔保护传承发展
中心。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蒋
中 琦 说 ， 全 省 共 有 16 种 地 方 戏
曲，除了越剧、绍剧、婺剧，其他
剧种绝大多数已经纳入“天下第一
团”联盟，不管是剧种所在地的区
域面积还是戏曲种类，“天下第一
团”都占全省的五分之四，“天下
第一团”联盟在全省戏曲界的地位
举足轻重。

这些古老的戏曲，有着悠久的
历史、独特的艺术魅力、丰富的文
化内涵。比如甬剧有 200多年的历
史，瓯剧有 400多年的历史，新昌
调腔更已传承了 600多年。数百年
间，这些戏曲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
文化需求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其一平一仄、一言一行早已融
入当地的文化血液，成为延续中华
文化的重要载体。但随着时代的发
展，这些剧种面临巨大的生存压

力。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数据显
示，全国的地方戏曲剧种从新中国
成立初期的 360多种下降到目前的
约 280种，而且正在以一年超过一
种的速度消亡。

浙江省的现状也不容乐观。
“文革”期间，宁波市甬剧团一度
解散，甬剧传承出现危机。在各方
面的努力下，市甬剧团于 1972 年
得以重建。淳安县睦剧团也是在解
散 20 多年后重建的，现在全团演
职人员已经发展到 40 多人。新昌
县调腔保护传承发展中心主任、白
玉兰奖获得者王莺既是行政领导，
也是主要演员；既要管几十人的吃
饭问题，又要创排精品剧目，承受
了巨大的压力。杭州杭剧团杭州滑
稽艺术剧院有关负责人说，他们剧
院有好几个非遗剧种，虽然剧院还
挂着杭剧的牌子，却以演滑稽戏为
主，杭剧基本上不演了。浙江台州
乱弹剧团有关负责人说，台州乱弹
也是停演了 20 多年后得以重上舞
台，他说，很多人对地方小剧种存
有偏见，有的认为可有可无，有的
不认可小剧种的艺术价值，他本人
为了取得参加一个专业院团会议的
资格，前后花了四五年时间。

非遗戏曲是“活化石”

记者了解到，除了各有各的苦
衷，浙江省内大多数的“天下第一
团”面临不少共性问题。主要表现
在：

传承困难，后继乏人。这是所
有“天下第一团”面临的最棘手的
问题。普遍情况是“传”的人日渐
凋零，“承”的人青黄不接。温州
市瓯剧艺术研究院院长蔡晓秋说，
对非遗戏曲来说，当前传承比创新
更紧迫。以瓯剧为例，老一辈艺术
家年事已高，很多已经离世，而年
轻的演员学了 10 年勉强出师，当
有一天在舞台上遇到挑战想“回
炉”时，却发现老师已经不在了。
宁波市甬剧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刚
说，甬剧团的唱腔设计老师已经
70 多岁了，整个团只有他一个人
懂唱腔设计，没有合适的继承人让
他十分担忧。宁海县平调艺术传承
中心主任唐洁妃说，宁海平调的绝
活是耍牙，但团里会耍牙的没几
个，耍得好的更是凤毛麟角，很多
年轻演员不愿学，觉得太苦。

地域限制，推广困难。一方水
土养一种戏，非遗戏曲大多是用方
言演唱，描述的是当地群众喜闻乐
见的故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倪乐辉
说，姚剧每年演出约 160场，主要
集中在余慈地区，偶尔会到宁波城
区来演。蔡晓秋说，瓯剧的市场演
出大多在温州地区，团里的老艺术
家一辈子在农村的戏台上演戏，从
来没有登上过现代化大剧院的舞
台，受众面小，市场不大，制约了
剧团的发展。

编制不够，经费不足。“天下
第一团”靠市场生存几乎不可能，
所以要依靠地方政府扶持才能维
持。事业编制可以稳定演员队伍，
财政经费主要用于节目创排和演出
补贴等。一个具有创排大戏能力的
专业院团，一般要配置 50 名以上
的演职人员，但大多数院团事业编
制数量只有二三十个，有的甚至更
少。按照规定，事业编制人员的人
头经费由财政保障，其他人员的工

传承比创新更紧迫

杭州杭剧团杭州滑稽艺术剧院的演员们正在表演。 （崔小明 摄）

甬剧年轻一代已经走上舞台。 （崔小明 摄）

资等开销靠剧团走市场解决。在 6
月 13 日的座谈会上，当听到新昌
县调腔保护传承发展中心主任王莺
说 今 年 她 争 取 到 了 20 个 事 业 编
制、400 万元人才培训经费时，很
多人表示十分羡慕。宁海县平调艺
术传承中心主任唐洁妃说，她们中
心在编人员只有 20 几名，编外员
工却有 40 多名，日常经营步履维
艰，而且平调的演出市场更窄，现
在只好通过演越剧来“养”平调。

保持艺术个性不易，有被同质
化的危险。6 月 12 日晚上，“天下
第一团”联盟成立后，在宁波天然
舞台举办了折子戏展演，9家戏曲
院团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唱念
做打亮绝活，多次赢得热烈掌声和

欢呼声，但也有些戏的扮相、唱腔
等看上去“差不多”。浙江省戏曲
研究所所长朱为总说，从演出情
况看，我省地方戏曲近年来取得
了长足进步，但要防止同质化倾
向。“天下第一团”有唯一性和独
特性，其文化属性、剧情结构、
舞台呈现等都不一样，正是因为不
一样，才让我们的文化样本多姿绚
丽，才让我们的文化生活丰富多
彩。所以，不能为了迎合市场而被
同 质 化 ， 要 保 持 各 个 剧 种

“DNA”血统纯正，努力把“根”
留住，保持自己的艺术个性。如果

“天下第一团”千人一面，那就没
有保护的必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