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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之乡”地方戏过半流失之忧
本报记者 余英茂

核心提示

我省的戏曲艺术驰名海内外，说到河南的
地方戏，很多人都会随口哼唱起“刘大哥讲话
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等唱段，对《花木
兰》、《穆桂英挂帅》、《朝阳沟》等经典剧目也是
耳熟能详。

然而，如今，除了豫剧、曲剧、越调等几大
剧种外，像二夹弦、宛梆、杠天神等数十种独具
中原特色的地方戏，知道的人就很少了，已有
30多个地方戏剧种、4000多出传统剧目消亡在
人们的记忆中……

65个剧种仅存一半

河南被誉为“戏曲之乡”，是人们公认的戏
曲大省。

记者从省戏剧家协会了解到，我省地方剧
种之多、流传之盛、戏曲资源之丰富，居全国之
冠。除了全国第一大地方剧种豫剧外，还有曲
剧、越调、河南坠子、四平调、二夹弦、大平调、
道情、落子腔、豫南花鼓戏等剧种。

自明清以来，中原戏曲界可谓百花争妍，
一片繁荣。到了上世纪80年代，全省专业或业
余剧团演出的地方戏剧目仍有4000多个，常年
演出的戏曲剧团有170多个。

近年来，受现代影视和传媒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地方戏这种口传心授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渐渐被人们淡忘。众多特色鲜明的河南地
方戏曲，数以百计的曾经十分红火的民间剧
团，已是日渐式微。

2005年6月，河南大学文学院的师生看到
一则报道说，很多地方戏剧种已经流失，那么，
我省留传下来的地方剧种还有多少？没想到，
河南大学的戏曲专家也没人能说清楚，于是，
师生们决定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摸清全省
地方戏的“家底”。

当年暑假期间，文学院的 300多名师生组
成了“地方戏曲调查实践服务团”，分为开封、
南阳、商丘、郑州等 10个小组，深入到校园、城
镇、乡村寻访地方剧团与民间艺人，采取走访、
考察、收集、调研等形式，通过复印古剧本、拍
摄数码照片、摄制DV录像等手段收集资料，对
全省地方戏曲的渊源、种类、现状，进行了系统
的调查。

调查的结果令人尴尬：我省曾有 65 个地
方戏剧种流传甚广，然而，几经兴衰沉浮，目前
除了豫剧、曲剧、越调流传较广外，其余大部分
都在弱化乃至消亡，仅剩30多个剧种。我省地
方戏的传统剧目有 4000 多出，时间纵贯上千
年，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思想内容。由于
缺乏保护，绝大多数剧目已经消亡，剩下200多
出剧目，不是归于沉寂，就是后继乏人，生存环
境不容乐观。

眼下已进入冬季，昔日那种冬闲时节敲锣

打鼓唱大戏的乡村风景，在中原大地已日渐落
寞，渐行渐远。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于种类
众多的河南地方剧种，现在的青年人大多无人
知晓，地方戏演员人才不济，曾经热闹无比的
地方戏剧团也风光不再。

地方戏曲为何辉煌不再

其实，不光是河南，全国地方剧种的生存
现状都十分堪忧。

据上个世纪 60 年代统计，当时全国尚有
382 个剧种。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之后，目前
有将近一半的剧种消亡。同为戏曲大省的陕
西省，上个世纪中叶尚存 52个剧种，目前只剩
下28个。

曾经辉煌多年的河南地方戏曲，现在为何
如此不景气？

长期从事戏曲研究工作的河南大学文学
院教授张大新分析认为，地方戏曲的衰落，缘
于其存在着先天不足和后天“营养不良”。地
方戏曲的地方性比较浓，不仅受制于方言、地
方风俗，还深受地方建筑、地方民俗的影响，因
而形成了传承不便的“先天不足”。地方戏曲
仅限于民间娱乐，因而缺少政府政策、资金等
方面的支持导致“营养不良”，近年来演出市场
萎缩，地方戏曲的规模在不断缩小。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大量流
入城市，地方戏曲赖以生存的土壤大范围消
失，传统地方戏曲尤其是小剧种在现代化和娱
乐方式多样化的冲击下，正面临着被彻底遗忘
的厄运。

“杠天神”是民国时期在新蔡、正阳等地广
为传唱的一个地方剧种，如今，文化娱乐方式
丰富了，“杠天神”的吸引力日益削弱，“杠天
神”民间戏班也解散了。问及“杠天神”为何受
冷落，新蔡县佛阁寺乡吴岗村年过七旬的“杠
天神”艺人吴根荣老人说：“电视剧恁好看，谁
还听这个？”

河南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调研室的
谷小龙老师认为，地方戏曲发端于劳动歌舞，
属于一种民间娱乐方式。如今，再偏远的山村
都能接收到电视信号，在影视等现代传媒的冲
击下，传统戏曲自然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很
多地方戏都是口耳相传没有文字记录，艺人带
徒弟多少都有保留，一些老艺人已作古，造成
地方戏传承异常困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短缺、人才匮乏
也造成了地方戏剧种的传承危机。因其行腔
尾音高扬而得名的扬高戏，是陕县、灵宝等地
的一大地方剧种。清代，扬高戏曾经与秦腔、
蒲剧同场竞争，一度被奉为“神戏”，看戏的人
甚至把戏台子都挤塌了。

现在，扬高戏的境况却是岌岌可危，年轻人
都不愿意学唱，觉得还不如打工挣钱轻松。因
为没有什么经济效益，陕县峪里村的扬高戏剧

团已多年没有演出了，剧团的演员最大的80岁，
平均超过60岁，团长李超伦老人遗憾地说：“我
们唱戏全是尽义务，有时还要自己贴油彩钱。
唱戏没利可图了，谁知道扬高戏还能撑几天？”

河南省艺术学校和郑州市艺术学校是我省
培养戏曲演员的专业机构，因为生源短缺，目
前，两所学校已停办了戏曲班，各地戏曲演员的
培养只能靠一些民间途径。地方戏演员这种非
专业化的培养途径和“青黄不接”的状况，让著
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虎美玲极为忧虑：“现在，地
方剧种的演员已经普遍出现老龄化倾向，而青
年演员却很少，地方戏曲缺少青年演员，已经成
为全国地方剧团面临的共性难题。”

像保护文物一样保护地方戏

值得深思的是，多年来，尽管河南地方戏
的传承遇到曲折和艰难，但作为扎根于民间的
艺术，它一直深受大众喜爱。

河南电视台综艺节目《梨园春》的火爆，就
雄辩地证明了地方戏的吸引力。这个以传播河
南地方戏为主要内容的节目，自1994年10月创
办以来，已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戏曲娱乐节
目。据统计，该节目最高收视率达35. 7%，观众
分布于18个省、市、自治区，上至耄耋之年的老
人，下至学龄期的儿童，乃至许多都市青年都是

《梨园春》的忠实观众。该节目吸引了全国各地
的戏迷踊跃登台，一争高下，参加擂台比赛的戏
曲爱好者已达5万多人。

“地方戏寓教于乐，具有引导广大民众言

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作用。”省戏曲音乐学
会副会长赵抱衡是个“老戏迷”，他颇有感触地
说，地方戏曲产生的土壤是民间，自然而然反
映出广大民众的思想感情、价值判断和审美意
象。我省的地方戏曲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对
生活中各种人物言行的模仿及历史人物事件
的再现，表达了褒贬好恶，弘扬了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可以说是基层民众道德培养很好的

“教材”之一，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资源。
我省的地方戏剧种繁多，语言唱调各异，

乡土气息浓厚，存留着多方面的历史记忆和信
息，因此，河南大学民俗与文化研究所所长高
有鹏教授认为，地方戏曲是民族历史和文化的
有效载体，地方戏曲拥有的独特的艺术形式和
浓厚的文化精神，对小说、戏剧、诗歌等作品的
创作也很有借鉴价值。当一个剧种消亡时，就
造成了文化基因的损失、文化传承的中断，损
失无法估计。

从事民俗文化研究多年的高有鹏教授认
为，保护濒危的地方戏曲，是抢救民间文化遗
产的一项重要工作。他呼吁，我省作为“戏曲
之乡”，不能任由地方戏曲悄无声息地衰落下
去，应根据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政策，像
保护文物一样，来抢救这些“活文物”。

地方戏传承之路在何方

难能可贵的是，在人类的三大古老戏剧文
化中，古希腊悲剧和喜剧、印度梵剧都已中断，
只有中国的戏曲仍然顽强地生存着。

显然，按照当前的态势发展下去，如果不
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绝大部分地方戏曲将
成为绝唱。面对地方戏曲岌岌可危的现状，越
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呼吁要奋起抢救，避免地方
戏日渐消亡。

我省的地方戏曲当如何传承进而弘扬？
谷小龙老师曾参与了河南大学“地方戏曲调查
实践服务团”，他认为，作为地方剧种本身，不
能“等、靠、要”，要有存亡意识，不拘于地方性，
要敢于走出去开拓生存空间；对艺人来说，必
须消除保守思想，无保留地传徒授徒；对政府
来说，抢救戏曲需要实实在在的投入，同时加
快整理、研究地方戏曲的步伐。

保护地方戏需要政府出面扶持，高有鹏教
授呼吁，参照文物保护分级的做法，各地文化
主管部门应该对本地特有的剧种在历史、文化
等方面的价值，进行评估分级，制定相应的对
策分别对待。对具有一定活力的地方戏剧种，
政府要实行保护政策，鼓励它们参与社会文化
市场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

“戏曲之乡”山东省博兴县由政府给票子、
搭台子扶持地方戏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扽
腔”是博兴县土生土长的地方戏，目前当地只
有几个村还有老艺人会唱。为了让这笔宝贵
的财富不至于流失，博兴县政府出资扶持成立
了扽腔剧团。从2002年起，博兴县还连续举办

“小戏艺术节”，搭建地方戏展演舞台，唤醒濒
危地方剧种，振兴地方戏曲，目前“小戏艺术
节”已成功举办了七届。

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我省民间文化遗产
抢救工程“三项普查”活动正在进行，对所有保
存的地方戏剧目进行数字录音录像，并通过申
报文化遗产，对各剧种进行抢救性保护，民间
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立法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地方戏曲既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很好
的教学资源，河南大学等高校特意成立了大学
生戏曲爱好者协会，下乡进行文艺演出，弘扬
地方戏曲艺术，我省个别中小学也开设了戏曲

“特色课”，可是，“由于专业教师缺乏、资金投
入不足，我省多数学校并没有开设相关课程。”
郑州市教科所的王海燕老师告诉记者。

毋庸置疑，只有提高大众的戏曲素养和认
识，才是拯救濒危地方戏曲的治本之道。因
此，张大新教授提出应对之策：“应当抓紧整理
地方戏濒危剧种的剧目，研究其中蕴涵的文化
背景、社会意义，加大宣传力度。”今年年初的
省政协会议上，民进河南省委则建议，建设一
座“河南戏曲博物馆”，记载河南戏曲发展历
史，展示河南地方戏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作用。

作为戏曲界专业人士，赵抱衡先生提出，
保护传承河南地方戏曲，教育要先行。在今年
的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虎美玲
建议，应当在中小学设置相关课程，让孩子们
从小就接触、了解地方戏曲，培养大众对戏曲
文化的兴趣和爱好。

残酷无底线，又添一例。
西安一名叫药家鑫的大学生，驾车撞倒女子张

萌，又连刺8刀致其死亡，原因是药下车查看，发现张
萌试图记下他的车牌号。药家鑫为西安音乐学院大三
学生，家境殷实，当时驾其私车去会女友。

一个要去约会女友的人，一个大学生，一个音乐
学习者，后面跟着的词，应该是爱情、教养、艺术，这些
词都没有指向残忍、冷酷、嗜血。而事实却如上所述。

如果说这只是一种极端少见的案例，我们将会轻
松一些，然而，我们真的能够放心自己不会被无故杀
死，不会越是受害越会被杀死吗？

该怎样认识药家鑫杀死张萌的事件？这里没有
“我爸是某某”，没有“七十码”，于是大家不再有口诛笔
伐的把柄。这个大学生“家境殷实”，拥有私家车，似乎
是一个可资讨伐纾愤的线索，然而，“富二代”的身份毕
竟也没有更明确的材料证实。

我们在社会里生活，每个人都有着或正在寻找自
己的确定位置，完成身份认同或社会定位。“我爸是某
某”、“我女儿是某某”算是一种关于定位的明确告示，

“不要紧，杀死一个20万元就好”、“先感谢国家”等话语
也透露着说话者自我定位的信息，更多的时候人们并没
有说出来但定位仍然在心里，举手投足之间，人们在表
现出身份“相称”，这是认领相应社会关系的证据。

在这起杀人案里面，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恋爱、
刀子、驾车？你认为最重要的思考是什么，音乐学院、
大学生、家境殷实、教育失败？我想，重要的是“不可杀
人”的禁忌能如此轻易冲破，使人无语。如果我们想到
死者不过想记下车牌号，想到这个车牌号的主人原本
牵涉到了交通事故，杀人不仅是细小的缘故，而且基于
反向的心理，因为他原本应该有肇事的负疚，却举起了
杀人刀。

有越来越多的忠告告诉我们怎样避免受到伤害。
例如购物时怎样辨别商品和货币的真假，例如过斑马线
时，怎样躲避飞驰而来的车辆，例如做一个好人前应高
声大叫以免被告上法庭而法庭无法确认你是好人。

这些善意的忠告，与车祸后的杀机应该具有连续
性，那就是这个社会在伦理上的一种“反向”特性，以及
反向特性的正常化。

忠告意味着生活需要怎样的智慧。现在，车祸被
杀者张萌的遭遇，是不是又提醒我们车祸受伤后一定
要礼敬车主，千万不要记录车牌号以免被车主杀掉
呢？通过这些可免吃亏的生活智慧，能够看出社会已
经进化或者退化到了何种水平。

这当然只是一种可资感慨的现象描述，而追问这
个社会里，心中的道德律与头顶的星空何以失去，已经
超过了这篇文章的承载力，那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
题。 洪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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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挂职不能让灵魂变质
据新华社消息，自称为“作家局长”的刘长春，在浙江

台州市挂职任国土资源局局长因受贿获刑后，被中国作
家协会除名。

刘长春在台州国土局任局长期间，已经丧失了作家
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本能，而很快蜕化为贪污腐败分子。他
在台州当“作家局长”期间，在为多家房产公司办理建设用
地审批、土地证发放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房地产公
司老板财物共计75万多元，美金1万元，不可谓不贪。

我们并不否认刘长春原本是一位有才的作家，曾经
有150万字的作品问世，也曾经在文坛上红极一时，他的
作品荣获过首届“冰心”散文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
届人民文学奖提名等荣誉。然而，这些并不能掩盖其贪
腐的丑陋。

平心而论，中国作家协会及各省、市、自治区作家协
会对有创作潜质的作家给予在政府职能部门挂职锻炼，
丰富创作生活体验的机会无可厚非，对繁荣社会主义文
艺事业是十分有益的。作为组织器重的作家，能享受组
织给予的机会应当无比珍惜。但是，刘长春可能是鬼迷
心窍，竟让社会这个大染缸把自己给染成了魔鬼色。在
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环境中，让霓虹灯迷住了作家具
有穿透力的双眼，进而被金钱所俘虏。

我们不敢猜想，如果刘长春没有被判刑，虽然贪钱
和受贿却没人发现，不知刘大作家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如
何描绘像自己一样蜕变的主人公心态？不知刘作家笔下
的人物是否能让读者出神入化？然而，我们则更相信刘
作家经过自己选择的贪腐之路，真正迷失了他自己的方
向，即便他的事不东窗事发，也难以创作出好的作品。一
个失去了纯真灵魂的人，如果要面对挖掘社会假恶丑的
心灵蜕变过程，我想他是难以下笔书写这段感情心理历
程的。他顶多写一些不痛不痒的文字游戏，来糊弄读过
他原先作品的人们，仅此而已。

文学是不能被金钱所收买的。文学是人学，更是一
片心灵纯洁的心理之学。也就是说，文学决不能被“污
染”。由此，我想善良地劝告称得上作家的朋友们，有潜
质多写一些让读者满意的小豆腐块也比挂职后成为灵魂
变质的腐败分子好；有潜质，上面又给力，可千万要十分
地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决不能不小心掉进那“社会的染
缸”里把自己染黑。如果耐不住寂寞，如果老想着发金钱
的美梦，干脆不要冒充“作家”或当一个“伪作家”。那样，
会遭很多人的唾骂。我们干什么，都不能因为贪钱给父
母和祖宗挣骂名。

当作家是不能有私心的，更不能随便做什么发财的
梦。虽然《红楼梦》现在很红，有很多的红学家，但包括曹
雪芹在内的红学家却不是什么富豪榜上的人物。所以，
耐不住寂寞和清贫的人，当不了真正的文学作家，即便捞
一顶作家的帽子戴上，也会被人指认是“伪作家”。

郭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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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窝里斗”腐败案的标本价值
天津地铁公司党委书

记向中纪委举报了“老搭
档”地铁公司总经理，总经
理则在“双规”期间检举了
党委书记。最终，天津地铁
党、政两个“一把手”双双落
马，原党委书记王春清获刑
13年，原总经理高怀志获刑
20 年。(11 月 28 日《华西都
市报》)

这起腐败案，可谓是“狗
咬狗，两嘴毛”。在笔者看来，
这起“窝里斗”腐败案具有一
定的标本价值，值得剖析。

对于反腐败的党政部
门来说，这样的“窝里斗”在
反腐败的过程中能起到事
倍功半的作用——贪官狗
咬狗，更容易让腐败大白于
天下，更能防止腐败窝案。
若站在防微杜渐的角度分
析，还可以看出党政内部监
督的重要性。书记与经理
若不是腐败后的互相举报，

而是事先的相互监督，两人
最终不至于共同入狱也未
可知。当然，更重要的是，
因揽工程而导致的落马让
人看到权力过于集中的腐
败风险。

同时，要防“窝里斗”的
腐败成为厚黑学。现在那
对“老搭档”不知在狱中作
何反省：是不该举报，还是
后悔自己当初不该贪污受
贿呢？也许都有。“窝里斗”
的腐败落马，但愿别成为一
种厚黑学，让一些心存鬼胎
者早早地结成腐败同盟，从
而不敢互相举报。

有落马官员反思，行贿
者的承诺靠不住。我看，任
何腐败同盟也靠不住，说不
定哪天就被“盟友”、“老搭
档”举报，成为“窝里斗”，锒
铛入狱，让世人笑话，唯有手
莫伸、自廉洁才靠得住。

王玉初

11月27日，北京警方举办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网友答谢会，公布了北京
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自8月
1日开通以来的“成绩单”：点击量超过
1100 万次，网民留言近 4.5 万条，粉丝
超23万人，通过微博解决网友反映的
实际问题89件。

如此盛况，人们并不陌生。今年
上半年，广东就实现了全省地级以上
城市公安机关全部开通微博，目的是

“让公安机关与网民互动起来，让公安
机关的声音能迅速传播出去，也让公
众的疑问能得到迅速解答，消除误解，
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以沟通、便民
为主旨的各地警方的官方微博，更是
雨后春笋般在网上出现。

微博作为一种快捷的迷你型博
客，可让使用者通过多种方式在网上

发布即时消息并与他人进行一对多的
互动交流。从理论上说，微博让每个
普通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源，并让自己
的信息快速传遍世界。“肖传国‘锤击’
方舟子”事件，正是源于微博的“爆
料”，随后北京市公安局也通过微博公
布了该案件的侦办进展情况。此前，
济南警方通过微博成功救助了“网上
直播自杀”的女网友。而柬埔寨踩踏
事件发生后，河北省公安厅次日就在
微博上发布了图文并茂的“防踩踏事
故秘籍”。

近年来，从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
上网回答网民提问，到公安机关上网开
微博，政府与群众互动的方式与时俱进
地进入了网络时代。“平安北京”等警方
微博开通后，从其交出的“成绩单”和舆
情监测的效果看，在服务便民、提示警

情、解决问题、回应问责等方面，走在了
警务公开、警民互动的前沿。

对公安机关开微博的举动，也有个
别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这或许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某些地区或者某些事件上
警民关系仍存在的问题，而微博恰恰能
起到舒缓、沟通的作用。面对“拍砖”时
多数警方微博的宽容、理性、积极态度，
也让网民看到公安机关在提高警方整
体形象、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诚意。

当然，微博只是形式，网民真正在
意的是实质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讲已
经开通微博的公安机关，都应善意面
对批评、真诚集纳民意，使这个平台的
作用最大化、长期化；同时，人们也希
望更多部门采用各种形式的互动平
台，在构建服务型政府、提高执政为民
水平上不断迈出新步伐。 刘春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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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祸变凶杀 残酷无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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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更多政府部门与人民“微博互动”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新闻漫画：如此支出

罗天声罗天声 绘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