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博物院珍藏的数十万件文物中，有“九大镇院之
宝”。其中，贾湖骨笛是“镇院之宝”中唯一一件史前神器。
一根不长的笛子凝结着八千年风雨。

贾湖在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那是黄淮大平原西南
部边缘。优良的生存环境为远古先民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
础，贾湖人在这里生息繁衍1200多年。

贾湖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保存最完整、文化积
淀最为丰富的史前聚落遗址。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
发掘出土了30多支用鹤类尺骨制成的古老乐器——骨笛，
其有5孔、6孔、7孔、8孔之分。经测音得知，它们已具备五
声、六声和七声音阶。骨笛的出土证明，早在八千年前，中
国先民就已经能够制作出乐器了。

1987 年 5 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居中、王胜利
主持发掘贾湖遗址中规模最大、随葬品最多的第 282 号
墓。墓中出土了两支制作精良的七孔骨笛，编号分别为
M282:21 号和 M282:20 号。出土时，一支骨笛置于墓主
人左股骨外侧，另一支在墓主人左股骨内侧。

“M282:21号骨笛出土时，断为三截。”主持发掘工作
的张居中先生说：“认真观察，M282:21 号骨笛虽断为三
截，但并非入土后所损。”它在墓主人生前已经折断。这支
骨笛即使不是墓主人的祖先所传，也是墓主人生前的骨笛
精品。两处折断处的笛壁上，主人钻了14个小孔，用细线
精心缀合，继续使用。

这支断为三截的骨笛留给后人太多想象空间。新石器
时代，制造一支骨笛绝非易事。也许它的音质、音准都为主
人钟爱，也许它曾伴随主人经历过惊天动地的事，故主人才
虽折不弃。“它，必定是主人的心爱之物！”张居中先生推断。

同时出土的M282:20号骨笛则是M282:21号骨笛的
“克隆版”。经测音得知，两只骨笛的绝对音高只差两分，
即现代乐器制造家必须依赖科学仪器才能确定的半音的
1/50。这说明，古人在对声音的自然敏感度上远远超过今
人。这两支骨笛被誉为骨笛中的“绝代双骄”。

这次发掘结束后不久，张居中先生与时任河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所长郝本性研究员拜见中国著名古乐器专家萧
兴华先生，请他鉴定出土骨笛。萧兴华对出土最完整的
M282:20号骨笛进行了音序测试,用它吹奏河北民歌《小
白菜》,其准确的音高和坚实而嘹亮的音色,使得在场人都
大为震惊,来自8800年前的古老乐器第一次重新发出动人
乐声。“骨笛”正式定名为“贾湖骨笛”！贾湖骨笛被认定为
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

岁月悠悠，遗韵犹存。如今，这对同胞兄弟中的一位落
户于河南博物院。它矗立于玻璃展柜内，在聚光灯下展示
着往昔辉煌。若凝神端详，耳边仿佛会传来八千年前的声
音：在远古的中原荒野，人们虔诚吹响骨笛祈求部落繁衍、
风调雨顺。笛声呜呜八千年，如泣如诉“好音”传！

一般认为，传统戏曲艺术囿于其特
定的美学形式和程式，是一种曲高和寡
的古典艺术，不具备现代影视艺术天然
的大众性和直观性特征，导致其在当下
艺术生态格局中竞争力薄弱。客观地
说，不同艺术形式天然存在着受众多寡
的区别，戏曲艺术同评书一样也是一门
天然的大众艺术。所以，真正值得我们
思考的是，在今天的文化产业体制下，传
统戏曲艺术如何同影视艺术、网络艺术
同台竞技、相映生辉。

笔者曾对不同社会群体做了些调
查。结果发现，60岁以上的老年人依然对
传统戏曲怀有浓厚兴趣，这种兴趣略高于
对影视艺术的欣赏热情。50到60岁这个
年龄段的人对样板戏印象深刻，怀有趣味，
但对传统戏曲的兴趣明显不如对影视艺术

来得强烈。40岁以下的人则普遍对传统
戏曲艺术不感兴趣，至于原因也很简单
——看不懂、听不惯，这与那些老年人所表
现出的对传统戏曲艺术的青睐原因——
有共鸣、有看头形成鲜明对照。对于以大
写意和追求意境为审美特征的中国传统戏
曲，年轻人看不懂听不惯是自然而然的；老
年人对其之所以有共鸣有看头，也不过是
他们从小就受到家庭、社会、文化的濡染和
熏陶，逐步积累了较多的审美经验而已。
复兴传统戏曲艺术的一个根本之策应该是
培育和夯实它的群众基础。在中华文明
5000年历史上，戏曲艺术是值得浓墨重
彩的一笔。它发端于中华民族最早的审
美生活实践，继承和凝结了中华美学形神
兼备的写意品格和载道传统，正是这一独
特的美学特质长期涵养着大众的精神和

心灵。从某种意义上说，净化心灵、陶冶
情操、滋养精神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最突
出的美学价值。传统戏曲艺术突出的净
化性和陶冶性也正是今天处在波澜壮阔
的改革实践中的人们最需要的一种审美
价值。它不是感官的刺激、神经的亢奋，
而是精神的愉悦，心灵的净化。我们今天
对待传统戏曲艺术也应做到“创造性转换
和创新性发展”。

实现传统戏曲艺术的“双创”，需要
探索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双创”策略。将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引入中小学和大学艺
术通识教育是一条基础性、系统性的策
略。国家顶层设计还应同步建构相应的
社会保障机制，明确将中国优秀传统戏
曲艺术纳入国家公益文化和公益艺术范
畴，引入竞争机制，优先扶持优秀传统戏
曲作品的创作生产和展演传播。国有剧
院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唯有多措并
举，方可从体制机制上激发中国传统戏
曲艺术的“双创”活力。

当然，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真正复

兴归根结底还要看其整体创作质量是否
能够满足社会大众日益增长的特殊审美
需求。

艺术创新是唯一选择。艺术创新包
括内容创新和形式创新两个方面。内容
上的创新主要是要与时俱进地将当代中
国正在进行的伟大改革实践作为艺术再
现和表现的重要内容，将以爱国主义为主
要标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当代中
国精神、当代中国气度和当代中国智慧作
为着力挖掘的主题。鉴于中国传统戏曲
艺术的主体精神跟当代中国的主体精神
具有密不可分的血脉承传关系，笔者认为
艺术形式的创新更为重要。最根本的形
式创新还应聚焦于对传统程式“唱念做
打”的改革和发展上，使之更加适应现代
生活，更利于展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
貌。一切改革和创新都不应损害传统戏
曲艺术的独特美学精神。要力戒形式创
新上的形式主义、庸俗主义和解构主义，
确保一切形式创新都服从和服务于中国
传统戏曲艺术独特的审美品格。

戏曲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中国数以
百计的戏曲剧种，音乐唱腔、表演形态、
审美品格各有差异，存在历史也长短不
一。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不同地
域、民族，共同滋养着中国人的精神文化
生活。那么，这样的一份精神财富，我们
的家底是怎样的？

第一个戏曲普查“国家工程”

2015年7月到2017年6月，历时两
年时间，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工作开
展并圆满完成，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第一次由国务院发文、文化部组
织实施的全国性戏曲剧种普查。之前，
也曾有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戏曲调
查，如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编纂、历时
近 20 年全部出版面世的《中国戏曲卷》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即是在调查的基础
上完成，有近万名戏曲工作者参与。

这次普查既是新时期的一次摸底，
与之前的历次调查相比，它在广度、深
度、规范性、科学性等方面又有了很大突
破。普查对象从戏曲剧种延伸到了皮影
戏和木偶戏；演出团体除了国办团体外，
也掌握了大量民营团体、民间班社的丰
富信息，这次普查还关注到了民间艺人。

这次普查的目标，是全面掌握我国
各地区、各民族戏曲剧种的数量、形成发
展历史、艺术特点、分布和流传地区、演
出团体、人才状况、演出剧目、生存现状
等，实现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对各地戏曲
文化资源的动态化、科学化管理，更好促
进戏曲艺术繁荣发展。普查从规划部署
到制定标准及落实普查，都围绕这一目
标展开。

为了保证普查数据准确、有效，由文
化部发布统一的普查标准规范。为便于
搜集记录普查数据，制定了普查数据
表。普查数据分省编制，按剧种综合立
卷。全套表格由《戏曲剧种数据表》《演
出团体数据表》《人才情况数据表》等13
个分表组成。为使数据严谨无误，在采
集结束以后，还有反复核查的步骤。数
据的采集，往往需要进行一线调查。有
的地方调查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如西藏
自治区有3个大的藏戏剧种，有130多支
藏戏队，其中各县、乡的藏戏队地处偏
远，路途艰难，工作人员不畏艰险，克服
了各种恶劣自然地理条件，完成了调查
任务。他们搭建了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
查信息平台，用于普查基础数据的录入、
报送、审核、管理、查询检索等，也为后期
的数据分析提供了便利。

厘清标准 摸清“家底”

在本次普查工作中，要面对的一个
基础性问题是戏曲剧种的认定标准。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戏曲剧种的认
定始终没有一个明确且相对科学的认定
标准。而本次普查中，中国艺术研究院
发布了《中国戏曲剧种认定标准》，从以

歌舞演故事、舞台语言、声腔音乐伴奏、
表演、服饰装扮、剧目、演出团体、群众基
础与文化认同等角度确定了八条标准来
认定剧种。各地在普查实际工作中，也
发现了疑似新剧种出现的状况，专家
委员会召开了两次增补剧种论证会。
公布的普查结果中，《中国戏曲志》 未
收入但增补至本次普查名录的剧种有
17 个，可分为四种类型。除第一种一
度衰微，现重新恢复的剧种 （仅蛤蟆
嗡一个剧种） 之外，其余三种——从
原有剧种中分立而出作为独立剧种

（怀安软秧歌、弦子腔、沙东落子、扽
腔 4 个）、在编撰 《中国戏曲志》 时未
曾发现或被遗漏的剧种 （武安傩戏、
鹧鸪戏、啀戏、仫佬剧、果洛马背藏
戏、玉树格萨尔藏戏、巴贡戏、夏尔
巴玛尼戏 8 个）、由曲艺发展演变而成
或由多个小戏融合发展而成的剧种

（郧剧、漫瀚剧、紫阳民歌剧、高跷竹
马戏 4 个），它们的识别和确定，特别
是新剧种的确立，以剧种的认定标准
为重要依据。

根据本次普查统计的结果，全国现
有348个剧种。考虑到城镇化的快速进
程、乡村戏曲文化生态的改变给剧种生
存带来的挑战和困难，348这个现存剧种
总数还是令人欣慰的，说明近些年来对
于戏曲保护传承的重视和相关工作，起
到了一定作用。

地方剧种发展不均衡

当前地方戏曲剧种的生存发展状况
很不均衡，需要分门别类地看待“大剧
种”“小剧种”（或称“少数剧种”“稀有剧
种”等）和“天下第一团”等。比如，豫剧分
布于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陕西等十几
个省市（区），在全国仍有 138 个国办团
体，是当之无愧的大剧种。2017年8月至
9月，“中国豫剧优秀剧目北京展演月”举
行，来自8个省市（区）的21个院团携25
个优秀剧目亮相北京，《焦裕禄》《程婴救
孤》《朝阳沟》等剧目引起轰动、一票难求，
可见豫剧旺盛的生命力、魅力及影响力。

地方大剧种如陕西省的秦腔，分布几
乎遍布全省城乡的专业院团或民营团体，
演出活动频繁，在西安及关中地区，创演
尤为活跃。大剧种不仅流布范围大，表演
团体多，而且相对地优秀人才多，上演剧
目多，原创剧目多，受众相对稳定。但同
是大剧种，生存状况也有所差异。如川剧
原本在四川和重庆的每个市区县基本都
有国办团体，当前萎缩之势明显。

小剧种（或称少数剧种）生存状况则
艰难得多。仍以河南省为例，2012 年
时，188个国办团体中少数剧种国办团体
仅占 22 个，比 1983 年统计时减少了 10
个，其中一些少数剧种国办团体实际上

还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近年来的政
策扶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又
为一些剧种注入了生机与活力。2017
年，河南省举办稀有剧种展演活动，大平
调、四平调、太康道情、大弦戏等18个稀
有剧种在郑州展演，其中 9 个剧种又参
加了“河南稀有剧种北京公益展演周”。

仅有一个国办团体支撑的戏曲剧种
所属院团，又称“天下第一团”。本次普
查统计的“天下第一团”数量较之前有大
幅增加，说明在近二三十年间不少戏曲
剧种国办团体逐步减少。此外，仅有 1
个国办团体或仅有民营团体（民间班社）
的剧种多达227个，占剧种总数约65%，
说明我国的多数剧种，囿于一方地域，严
重依赖于当地的文化生态。

从普查数据来看，民营团体（含民间
班社）在戏曲演出团体中的占比远高于
国办团体。这说明民间力量在传承发展
戏曲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
也需要看到，民营团体（含民间班社）所
支撑的剧种，除少数生存状况相对稳定，
多数剧种的传承发展仅为勉力维持，状
况不容乐观。

修复文化生态促进长远发展

每个地方戏曲剧种都有自己的剧种
特色，300多个剧种一起，构成富有多样
性的中国地方戏曲现状。我国的戏曲剧
种，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有着不同的
发展策略。如京剧、豫剧、越剧、评剧、黄
梅戏等大剧种早已成功登陆驻扎“戏曲
大码头”；而一些剧种如江西的采茶戏、
湖南的花鼓戏、云贵的花灯戏等，基本上
在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方面努
力保持着乡土风格，另一方面也在探求
适合城市大舞台的发展道路。

还有一些剧种，如前所说的仅有 1
个国办团体或仅有民营团体（民间班社）
的，它们依赖于当地的文化生态，尚且达
不到“走出去”的状态。这就要求根据每
个剧种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合的措施，促
进保护、传承与发展。不过绝大多数地
方戏曲剧种，不能脱离农村这块阵地。
地方戏曲由一方水土孕育出来，扎根本
地文化传统，面向本地群众，与他们互
动，实际上是稳固自身、培养观众、涵养
水源。人民也需要文艺。

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至2015年
乡村人口还有 6 亿多，农民有满足精神
文化生活的需求，同时，固有的民俗节庆
礼仪和宗教活动，也为地方戏曲的搬演
留有空间。

目前，国家重视戏曲在农村基层文
化建设中的作用，既对专业院团到农村
为群众演出提出要求，提供政策支持与
资金补贴，鼓励“政府购买”；也注重对民
营团体的扶持；还力图改善戏曲创作生
产场地条件、增加戏曲演出场所等。这
些举措，既有助于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也会起到逐步修复戏曲文化生态、
促进戏曲长远发展的作用。

当前对于包含戏曲在内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的重视和推动，
实际就是中华民族找回文化自信的过
程。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工作，为进
一步促进地方戏曲的传承和发展，有针对
性地制订扶持政策提供了数据参考和科
学依据。在正确的政策引导下，在社会各
界的共同努力下，戏曲也必然会逐步成为
人民美好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让戏曲为美好生活添彩
□ 王静波

有艺术创新，才有戏曲振兴
□ 焦亚男 马立新

贾湖骨笛——

一曲笛声八千年
□ 徐 楠

人们在讨论先秦历史时，总是要谈到商人与商业在其
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范蠡、白圭、吕不韦等为代表的一大
批富商大贾已经成为先秦中国的重要标志。商路、商帮、商
号的崛起，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商业发达的三大标志，也
是传统中国发展最为鲜活的推动力量。

丝绸之路的兴起，为汉唐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富
庶与强盛的标志。宋代以后，陆上贸易不断发展的同时，海
上贸易更是大踏步前进。从汴梁到临安，从宁波到广州，在
商业催生下一大批城市迅速发展。明清时期，中国商业经
济呈现出高速发展态势，一片商业繁荣景象。以山西商帮、
徽州商帮、陕西商帮等“十大商帮”为代表的商帮集团异军
突起。

从某种意义上说，商路不只是商贸之路，也是文化之
路、创新之路。不同地域的文化通过商路而流动传播、交汇
融合；商路上的商品和经商手段不断创新，推动着中国传统
商业文明的不断进步和中外商业文化与经营理念的更新。
商帮不仅是商人群体，也是文化群体和创新群体，他们推动
传统商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文化的传播。商号也
不只是商业店铺，它们还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创造
者。金融也不只是钱庄和票号，其文化更是光辉灿烂,仅就
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而言，其本身的制作工艺、文字书法、
图案设计等均体现出当时的思想意识和精神追求，货币文
化随商贸往来而传播各地。同时，“龙门账法”和“四脚账
法”等会计方法也反映出当时核算经济活动的簿记水平所
能达到的科学高度和先进水平。

尽管传统商路、商帮、商号、票号和钱庄不可避免地带
有时代局限性，传统会计方法也已经作古，但传统的商路、
商帮、商号、票号和钱庄以及传统会计方法，确实对中国传
统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商贸经典文化”系列教材近日由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通读《中国商路》等书目，人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商贸
的独特魅力，还能感受到商贸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文化
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商贸的力量

□ 王茹芹

珍藏在河南博物院的贾湖骨笛。 （资料图片）

戏曲是表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京剧、昆曲等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剧种承载着中国人的历史观、审美观与情感价值体系，各地方戏剧种也承载着地方

民众的集体记忆与审美趣味

艺术创新是唯一选择。艺术创新包括内容创新和形式创新两

个方面。力戒形式创新上的形式主义、庸俗主义和解构主义，确保一

切形式创新都服从和服务于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独特的审美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