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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川剧是中国戏曲宝库

中一颗光彩照人的明珠，许多优

秀的传统剧目经久不衰。然而时

代在发展，古老的川剧又岂能止

步不前？“振兴川剧”的口号已提

出了 30多年。这 30多年来，经过

政府、川剧文化传承者以及社会

各界人士的努力，川剧已有了很

大的丰富和进步，还迈向国际，让

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人，也

能领略到川剧的魅力。

谋发展
政府政策资金支持

2011 年 11月 6日，四川成都

市委宣传部、成都市文化局与成

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印发

《关于促进我市川剧发展的意见

（试行）》，从八个方面制定政策，

促进成都市川剧发展。这个文件

被业界亲切地称为“川剧八条”。

“川剧八条”主要涉及推进发

展机制创新、培养引进川剧人才、

支持创作鼓励夺奖、推动川剧欣

赏普及、促进川剧传承传播、鼓励

社会力量参与、设立发展专项资

金、建立发展协调机制等方面。

2012 年是四川省委发出“振

兴川剧”号召30周年，成都市按照

“保护、继承、改革、创新”的方针，

制订促进川剧发展实施办法。全

年安排全市川剧发展专项资金

600万元，以项目管理的方式，对

川剧艺术的人才培养、创作展演、

推广普及、传承研究等方面给予

扶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

川剧发展。

2017 年，成都市文广新局公

布了成都市促进川剧发展第一批

13项立项扶持项目，涉及川剧剧

本创作，新创川剧剧目或提升、复

排剧目，川剧演出活动等六大门

类，累计投入扶持资金300万元。

其中，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共获得

200余万元资助，新创川剧《四川

往事》、复排优秀川剧剧目和川剧

折子戏、川剧文集出版等项目获

扶持。

获得资金扶持的还有梅花川

剧演艺中心、群生川剧团、简阳市

文化艺术中心、大邑县群英川剧

演艺中心、郫都区石牛川剧团等

基层、民营院团，主要用于川剧驻

场以及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演

出活动。

近年来，在地方政府的重视

和扶持下，川剧才能紧跟时代脚

步，稳定发展。

受青睐
走得更远，唱得更响

从阿姆斯特丹到布达佩斯，

从德国科隆剧院到美国林肯艺术

中心，近年来《凤仪亭》《李亚仙》

等传统川剧名段进入西方艺术殿

堂，获得好评。

“没想到语言并没影响海外观

众对表演的理解，这充分体现了

川剧的迷人之美。”有着“川剧皇

后”之称的重庆市川剧院院长沈

铁梅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川剧代表性传承人，曾三获

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沈铁

梅是国内川剧界的“领军人物”。

“走出去”让川剧赢得越来越

多的外国“粉丝”。爱尔兰姑娘席

德专程跨越万里前来拜师，在重

庆川剧院一学就是几个月；瑞士

男孩瓦伦丁边学边演，迷上了《白

蛇传》中许仙的角色……

近年来，借助“一带一路”建

设机遇，重庆积极探索让传统文

化“走出去”。“优秀的艺术能跨

越国界与种族，希望能有更多人

关注川剧，丰富它、美化它，让这

个有三百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世代传承下去。”沈铁梅说。

成都市川剧研究院的演员叶

长敏表示，在国外演出最大的感

受就是，观众的热情让人感动。很

多外国人对于中国的传统艺术都

非常感兴趣。川剧表演中的变脸

尤其让当地观众喜爱。

当川剧走到国外，不仅没有

默默无闻，还开辟了属于自己的

新舞台。

开“洋腔”
川剧吸引外国学员

去年年底，由成都市川剧发

展促进工作组主办的“2017川剧

推广活动——川剧开洋腔”吸引

了来自委内瑞拉、孟加拉国、喀麦

隆、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12名外

国学员参与。他们与中国川剧艺

术家们同台飙戏。

“我原来只学过意大利歌剧，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川剧，我感受

到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点。”来

自委内瑞拉的弗朗哥在结束了

《三英战吕布》以及戏歌《静夜

思》的表演后如是说。

“川剧和歌剧的相同点在于

不同的角色都有不同的服装和妆

容。”弗朗哥表示，但是川剧特别

的唱腔及武术等元素是西方歌剧

所没有的。“回国后，我会积极推

广川剧，我相信委内瑞拉的人们

会十分喜欢川剧。”

参加表演的12位外国友人成

为了“2017 川剧文化交流形象大

使”，他们将向更多的外国人推广、

弘扬川剧，拉近他们与川剧之间的

距离，让川剧走得更远，唱得更响。

谈及此次活动举办的初衷，

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副院长王超介

绍，作为四川传统文化的代表之

一，川剧早已走出国门。但由于

“变脸”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力度

更大，不少人误认为“变脸”就是

川剧。“实际上，川剧拥有多种声

腔和表演形式。希望外国朋友在

亲身体验了川剧表演后能够改变

这一认知。”王超表示。

“川剧文化的传播实际上是将

四川文化乃至中国文化推向世

界，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王超说，

成都市川剧研究院每年都会到不

同的国家推广川剧，而未来还将

加强推广的力度。“在现在的表演

中，我们会将‘变脸’与其他类型

的节目相结合，在吸引外国观众

的基础上，逐渐将川剧的其他元

素推向世界。” （本报编辑综合）

7 月 26 日—29日，在韩国江陵

第十七届国际青少年艺术节展演

上，来自四川省德阳市孝泉民族小

学的孩子们表演了戏曲《孝乡戏

园》和《梨园新秀》。

据了解，此次艺术节旨在为全

世界青少年搭建对外文化交流平

台，邀请了全球范围内中国、俄罗

斯和日本等 10 个国家 15 个团队

12-13 周岁的青少年表演团队参

加，主要演出内容为各国(地区)传

统和现代音乐、舞蹈、民俗表演、摇

滚乐等，同时还开展了文化体验、

交流派对等活动推介会。

该校负责人张勇介绍，《孝乡

戏园》融入川剧“变脸”绝活和京剧

梅派唱腔，《梨园新秀》则以川剧的

表现形式，运用了民间歌舞、说唱

和滑稽戏。这两个节目融合了京

剧、川剧清音、变脸和滚灯等精彩

特色于一体，赢得了高度赞誉，传

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

出中国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艺术

才华。 （据四川在线）

3 月 31 日，四川省川剧院登上

温哥华第九届《春绽》晚会现场，在

加拿大温哥华伊丽莎白女皇剧院带

来一场盛大的演出。

《春绽》晚会前身是温哥华春晚，

在当地的华人圈内具有极强的影响

力。八年来，温哥华《春绽》致力于打

造能够体现中西方文化结合、打动人

心的艺术平台，已成为连接中加友谊

的纽带和中国艺术在加拿大文化土

壤上绽放的开拓者和守望者。

据了解，此次温哥华的《春绽》

演出节目将分为四个篇章，而四川

省川剧院带来的节目会在最后一个

篇章“春之绽放”中压轴登场。

（据《华西都市报》）

2月16日至20日，美国芝加哥交

响乐团音乐中心响起了阵阵川剧锣鼓

声。为进一步增强中国和美国文化交

流，应美国芝加哥旅游局、芝加哥交响

乐团及圣迭戈—烟台友好协会邀请，

享誉中国及欧洲的重庆市川剧院，在

美国进行了中国川剧新春交流巡演。

精彩的特色川剧打击乐表演揭

开了此次演出大幕；川剧《宫会》中，

“照镜”的演出环节，情感细腻妙趣横

生，让现场观众拍手叫绝；经典折子

戏《滚灯》集俏皮的川剧原生态灯调

唱腔和精彩的杂技柔术为一体；《长

生殿》中，“与天地共长久”的爱情誓

言冲破语言的阻碍让现场的外国朋

友为之动容；《金山寺》更是及川剧变

脸、踢慧眼、吐火、钻火圈、翻打等特

技，精彩绝伦。 （据《华西都市报》）

川剧是我国戏曲宝库中的一

颗光彩照人的明珠。它历史悠久，

保存了不少优秀的传统剧目，和丰

富的乐曲与精湛的表演艺术。它也

是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几省人

民所喜见乐闻的民族民间艺术。

在 戏 曲 声 腔 上 ，川 剧 是 由 高

腔、昆腔、胡琴腔、弱腔四大声腔加

一种本省民间灯戏组成的。这五个

种类除灯戏外，都是从明朝末年至

清朝中叶，先后由外省的戏班传入

四川。外来的各声腔戏班原本都是

各自演出，后来，由于陕西、山西、

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省在四川

各地的会馆每年在演出本省来的

戏曲时，为了同时看到别的好戏，

因此也请其它声腔的戏班同台演

出。这种同台演出，不但满足了观

众的要求，还给了几种声腔戏班的

艺人有了互相观摩、学习的机会。

清朝末年，成都、重庆等城市新建

起一批较为正规的剧场（当时叫

“茶园”“戏园”）之后，高、昆、胡、

弹、灯等剧种的班社，纷纷从农村

涌入大城市进行联合经营与同台

演出，从而更增多和增强了各剧种

班社间的艺术交流。他们为了生活

及其艺术的发展而积极地互教互

学，大胆吸收不同剧种的剧目和演

唱的方法、技巧，并作试验性的演

出等等。经过一定时期的实践，在

有些戏班，几种声腔便首先是在语

言上，尔后是表演、音乐及舞台美

术等方面，逐渐融汇在一个统一的

艺术范畴里，形成了共同的艺术风

格。为了区别于在四川流行的京

剧、汉剧等其它外来的剧种，这种

统一演出的戏曲形式便称为“川

戏”，后改称“川剧”。

川剧的剧目十分丰富，早有

“唐三千，宋八百，数不完的三列

国”之说。经四川省川剧院和川剧

艺术研究所搜集的剧目有近两千

出之多，已记录的剧本约有一千

本。1955 年到 1957 年间，成渝两市

川剧界，对所搜集的剧目进行鉴定

演出，演出的传统剧四百个。这些

剧目中除“荆、刘、拜、杀”以外，属

于 高 腔 系 统 的 有“ 五 袍 ”“ 四 柱 ”

“江湖十八本”，还有川剧界公认的

“ 四 大 本 头 ”。川 剧 的 昆 、高 、胡 、

弹、灯五种声腔的音乐都各有自身

的特点。

川戏锣鼓，是川剧音乐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使用乐器共有二十多

种，常用的可简为小鼓、堂鼓、大

锣、大钹、小锣（兼铰子），统称为

“五方”，加上弦乐、唢呐为六方，

由小鼓指挥。锣鼓曲牌有三百支左

右。“装龙像龙，装虎像虎”，这一

句形容和要求川剧表演的话，在川

剧演员中代代相传。川剧表演具有

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又运用

大量的艺术夸张手法，表演真实、

细腻、优美动人。

川剧舞台上所以能出现众多

富有的艺术形象，还与它的行当划

分较细有关。川剧的行当总的方面

分生、旦、净、末、丑五大类。川剧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声

腔流行地区不同 ，艺 众 的 师 承 关

系不同，大约在清同治和光绪年

间，逐渐形成了一些流派。在这些

流派中，除了象旦行浣（花仙）派、

丑行傅（三乾）派、曹（俊臣，武生、

武丑，有“曹大王”的赞称）派等以

杰出艺人称派外，主要则是按河道

（即流行地区）分为川西派、资阳

河派、川北派、川东派四派。川剧

不仅行当多，流派多，而且精彩的

特技多。如《水漫金山》中的白娘

子和小青的“托举”，《打红台》肖

方的藏刀，《治中山》中乐羊子的几

次变脸等。 （据中国文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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