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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双城
川剧保护与传承挑战重重

川渝协同立法
助力古老艺术再现光彩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 王亚同

“自古红颜多薄命，行行复行行，走走又听听……”莫愁
湖畔，柔肠寸断，粉泪盈盈，相传，屈原与莫愁女，曾留下一段
瑰丽唯美的爱情传奇。在川剧艺术中，这段传奇得到了全新
演绎。

6月16日中午，重庆磁器口古镇花坞戏剧社，龙群川剧
团编排的大幕戏《莫愁女》首演，60多位戏迷如约赶来。多年
来，每个周日来看龙群表演，是他们的期待。

“每个周日能顺顺利利地给戏迷们表演，也是我最大的
心愿。”年过五旬的龙群，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身为重庆

最知名的民营川剧团团长，她带着她的团，已倔强地“生长”
了近30年。30年来，他们心怀梦想，克服了重重困难。

“戏迷的不离不弃，是我们坚持的最大动力。”对龙群他
们而言，演川剧不仅为谋生，也是为了艺术传承。正是在以
龙群为代表的民营院团和以重庆市川剧院为代表的国家院
团合力之下，今天的川剧艺术得以发扬光大。

就在前不久，川渝两省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了一次川剧保
护传承立法调研工作，对重庆市川剧院、龙群川剧团等单位
展开调研。

川剧的保护传承中，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连日来，记
者进行了采访。

龙群正在进行
川剧表演。
（龙群川剧团供图）

在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重大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川渝两地
川剧人正同台演出。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5月14日，沙坪坝区磁器口古镇，川剧演员精彩的表演赢
得游客阵阵掌声。 特约摄影 孙凯芳/视觉重庆

现状
“没有固定阵地，我们的心常常

是悬起的”

“昆高胡弹灯”，五腔共和形成的川剧艺
术，植根于巴山蜀水，是川渝地区共同的文化
名片。作为我国传统戏曲瑰宝，川剧已入选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
文化内涵。

川剧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与人民
生活高度融合，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
血脉。

过去，川渝地区人民逢年过节、红白喜事
等都离不开川剧。随着社会发展，文化娱乐生
活极大丰富，传统戏曲的地位逐渐式微。

对此，龙群深有体会。
“我10岁时考入重庆川校，这个学校是为

全市区县川剧团培养演员的，上学就是铁饭
碗。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璧山川剧团，谁知没
两年这个团就撤销了。”眼看着铁饭碗被打破，
龙群只好一边开餐厅寻找生计，一边偶尔参加
坐唱过戏瘾。她嗓子好，技艺精湛，很快就在
民间收获了声名。

1995年 2月，龙群在磁器口成立了川剧
团。那时，观众只需花5块钱，就可以一边喝茶
一边观赏两个多小时的川剧表演。渐渐地，龙
群川剧团有了一大批铁杆儿会员，其中年龄最
大的已80多岁。

“这30年来，我们并非一帆风顺，有朋友
仿‘北漂’说法戏称我们是‘磁漂’，因为我们没
有固定场地，几乎每一年都要为场地发愁。没
有固定阵地，我们的心常常是悬起的。”龙群
说，直至今年3月30日，花坞戏剧社发出邀请，
他们才得以迁入新阵地。

在此之前，他们在餐厅驻场，因为观众和
食客的位置不好分配，只驻场了半年。沙磁
巷也曾邀请他们驻场，因为种种原因，对方提
前结束了合同。沙磁巷之前，解放碑新华国
际好心让他们演出，又因为一些问题让他们
离开。

“待得最久的是宝圣宫，可后来因为有老
板租下场地经营，我们被迫离开。后来，我们
还在磁器口租车库自己修过剧场，可每年都被
水淹……”龙群的声音有些忧伤，她说固定的
阵地是他们最大的诉求，因为有了阵地，才能
保证演出，才能形成固定的观众群，进而吸引
更多观众。

场地不但要固定，最好选址还要对观众
友好。龙群说，川剧老戏迷众多是客观事实，
目前他们川剧团80%以上的观众都是老人，
所以演出地点的交通便捷与否就很关键，“之
前在新华国际，轨道站出来几步路就到剧场，
而在磁器口，下了地铁还要走十几二十分
钟。一些老戏迷哭着给我打电话，说想来看
戏啊，就是路太远，走不动啊……我着急也没

用啊。尽管这样，每个星期天，还是有很多甚
至从区县来的戏迷，一早坐班车换地铁赶来，
我们非常感动。”

危机
剧目陈旧人才断代，是传承中的

大问题

戏曲艺术中，剧本和演员的影响力非常关
键。

“从剧目上看，川剧早有‘唐三千，宋八百，
数不完的三列国’之说，这意味着三百多年前，
川剧就形成了丰富的剧目宝库。但随着时代
发展，随着老一辈艺术家逐渐离去，口传心授
没有了传承人，越来越多的老戏消失在历史
中。”重庆市川剧院相关负责人说，目前，重庆
地区能够演出的川剧剧目不足500个，且绝大
多数讲述的是古代故事，仅有少数作品基于近
现代题材、现实主义题材改编创作，“在紧跟时
代步伐、反映现实生活原型、体现艺术创作的
真善美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在守正创新方面，这些年重庆川剧也取
得了很大成绩。川剧《江姐》就是其中的代
表。”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相关负责人称，荣获
第十七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的
《江姐》，是作为典型的巴渝文化符号的川剧为
重庆文化史浓墨重彩书写的跨越时代的华
章。它立足经典，通过本土化、人性化、当代化
的表达，再塑经典，为诞育于斯的红岩精神作
出最生动的阐释，让红岩英雄的赞歌在新时代
余音长存，“强调了川剧的当代审美，令人耳目
一新。”

不过，更多剧团的创作，仍在固守传统戏
“老演法”，缺乏对当代观众审美的审视与回
应。比如，永川区作为全市为数不多保留有
川剧院团的区县，虽逐年加大对川剧事业发
展的投入力度，但川剧发展属于纯公益事业，
除财政资金外无其他资本投入。“而剧目编
排、舞台修缮、设备购置、人才培养等方面，都
需要持续投入大量资金。”永川区文联工作人
员说。

守正创新，基础是守正。市川剧院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守正就意味着要进一步加大对优
秀传统剧目的挖掘整理，“古老川剧的一大魅
力，就在于戏文唱词本身，比如《情探》里唱的

‘梨花落，杏花开，梦绕长安十二街’，简直美到
了极致。在传统老戏里，像这样的好东西太多
太多，但现在的川剧界，好多好东西都丢掉了，
或者说很难捡起来了。如果能深入挖掘整理，
把老戏搬上舞台，打造新作品，用戏曲艺术反
映时代要求，保护传承才真正发挥了效力。”

戏曲是一门角儿的艺术，不同行当的演
员，要综合掌握“唱、念、做、打”基本功和“手、
眼、身、法、步”五种表演技法，每个行当的表演
均具有极强的程式性。但现状是，行当不齐持
续困扰着院团。

“我们院以旦角、生角为主的文戏见长，但
川剧中的老旦、老生、丑角的表演其实也很有
看头，我们就是缺人。”市川剧院工作人员介
绍，培养一名合格的川剧演员需要8—10年，
周期长、专业性强。市川剧院现有从业人员约
500人，其中专业川剧演员不足200人，专业川
剧打击乐演奏者不足40人，川剧导演、编剧、
作曲等本土创作者不足10人，川剧理论研究
人员不足10人，人才断代已成难题。

“川剧表演行当不齐，生旦净末丑演员不
全，吹拉弹唱品质不高，头面服饰装备不足，发
展后劲有待加强。”九龙皮戏剧曲艺家协会相
关人员认为，行业前景渺茫，是造成川剧传承
出现严重断代和后备人才匮乏的根本原因。
因此，以立法的形式对川剧艺术进行保护传
承，很有必要，“希望将川剧纳入政府购买公共
文化服务项目目录，在合法合规范围内，为其
提供更多支持，让这门古老艺术不断焕发出新
的生命力。”

出路
川渝首创，探索在文化领域跨

省协同立法

今年5月底，重庆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九
次会议首次审议了《重庆市川剧保护传承条例
（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同期，四川方
面也首次审议了川剧保护传承条例。

川剧保护传承立法，是川渝两地继营商环
境、嘉陵江生态保护、铁路安全管理之后，协同
立法的第四个项目，也是全国文化领域开展跨

省协同立法的首次探索。
“从立项到调研，再到起草和审议，川渝两

地并肩而行走过了很长一段路。”市人大教科
文卫委有关负责人说。

此次川渝协同立法的“标的”，为什么是川
剧？

该负责人介绍，川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的瑰宝，也是川渝两地共享的首批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影响最大的地
方剧种，其最能体现巴蜀文化特质、最能展现
川渝人民精神风貌，也是两地民众相亲相融的
文化之根和情感纽带。然而，当前川剧传承发
展面临着严峻挑战，在市场风格快速切换中，
基层院团濒临消亡、从业人员紧缺、传承链条
断裂，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困难重重，“亟
待从制度层面解决川剧保护传承中的难题，完
善机制、强化人才培养等保障。”

据了解，2023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通过了新修改的立法法，明确赋予“区域协
同立法”的法律地位和效力，自此，川渝协同立
法在前期探索基础上走向纵深。而为中华戏
曲瑰宝川剧立法，是两地协同立法提质扩面的
重要一步。

川剧保护传承，大家最关注什么，哪些是
最急需、最紧迫的？

一位多次参加立法调研的重庆川剧界业
内人士介绍，以重庆为例，当前全市国有川剧
团仅剩4个，区县级川剧团基本消亡，川剧从
业人员锐减，专业川剧演员更少，能演出的川
剧剧目不超过500个且创新较少。同时，川剧
发展传承生态链条断裂，政策与保障力度不
足，“四川方面的情况也差不多，可能要稍微好

一些。”
除了破解困境，多数立法参与者对川剧传

承创新发展有着更高期待。围绕“有人演”“有
人看”“演什么”“怎么演”，以及提高“影响力”

“传播力”等，两地有关方面进行了深入互动
和走访借鉴。四川哪些做法有前瞻性，重庆
哪些做法提供了有力保障……点滴汇聚，逐
渐成形。

为实现立法管长远、管根本，今年3月，川
渝两省市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还分别带队，
共赴陕西省开展联合调研，这是两省市人大开
展协同调研形式的创新尝试。

陕西省在2021年出台的秦腔艺术保护传
承发展条例，是全国首部省级地方戏曲保护法
规。川渝调研组就川剧立法中关注的制定保
护专项规划、地方戏曲宣传普及和群众基础
培养等，与陕西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借鉴学习
其保护传承活化利用资源、推动创新发展等
经验。

从着手全面了解现状问题，到汇总梳理分
析，再到围绕条例的主要内容、体例结构等达
成共识，川渝协同为川剧立法的“进度条”不断
刷新：2023年预备立法项目、2024年审议项
目、今年5月底分别完成首次审议。

川渝两地采取了“条例+条例”模式：两地
条例草案在主要内容、体例结构基本保持一致
的基础上，又各自突出川渝特色，在具体保护
对象、院团发展等内容和部分表述上有所差
异，实现“大同小异”。

比如，重庆的条例草案明确了政府加强组
织领导，以文化旅游部门为主，教育、人力社保
等多部门参与；明确了财政资金、政府购买服
务和财税金融等支持政策；提出完善川剧职业
教育、学历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支持川剧代
表性传承人、艺术名家成立工作室，通过收徒
传艺、示范展演等方式培养青年川剧后备人
才。

四川的条例草案，明确了政府在川剧保护
传承中的角色，包括财政投入、设施建设、人才
培育等，特别强调对川剧艺术表演团体的支
持，包括保护和传承川剧艺术品牌，如名团、名
家、名戏、名址，并对川剧独有流派的遗产进行
保护。同时建立传习基地，注重集体传承和活
态传承。

条例草案还就两地建立合作机制和内容、
人才培养、文化交流等作出规定，明确两地建
立川剧保护传承合作机制，定期联合举办川剧
节、青年演员赛事、学术交流等活动，支持两地
在剧目传承、创作、演出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联合打造川剧艺术精品。

这些声音，都让龙群等川剧表演艺术坚守
者充满了信心，“过去很难，但我相信随着川剧
立法的逐步推进，川剧人的明天会更好。”

渝中区国泰
艺术中心，川剧

《江姐》选段演出。
首 席 记 者

龙帆 摄/视觉重
庆

5月29日，重庆科学城驿都实验学校，留学生在川剧演员的带
领下学习川剧的手眼身法步。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