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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柳琴戏——脱胎于清代中叶出现的拉魂腔，20世纪50年代具有了官方文化体系下的“剧种”身份认同
，今天已成长为活跃在鲁南、苏北交界区域并在全国颇具影响的地方性大剧种。
本文借用“拉魂腔”名称中特有的时代性因素（下限于1953年）来指代这一艺术形式没有得到官方体
制认可之前所具有的艺术特性与生存状态；借用“柳琴戏”这一新中国建立初期产生的剧种名称，指
代同一艺术形式在新文化体制下的种种状态。
从拉魂腔到柳琴戏，从乞食行为的民间腔调到活跃于苏、鲁地区的地方剧种，在这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中，艺术本体的变化和社会功能的转型是本文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首先是剧种音乐的转型。
拉魂腔，艺人俗称为“怡心调”，意思是可以在基本曲调的基础上自由发挥，演唱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经历了记录整理、定腔定谱、乐器改良、丰富伴奏、创立新腔等一系列改革后
，柳琴戏音乐最终完成了由“怡心调”向规范记谱、依谱唱奏的转型。
    其次是剧目的转型。
由于没有固定的文本作为依据，拉魂腔艺人在表演时需要依据隋节梗概，通过套用“篇子”的方式，
进行一定程度的即兴创作与表演。
20世纪50年代剧目上本定词，柳琴戏完成了由“幕表戏”向“剧本制”的转型。
    艺术本体转型的同时，柳琴戏的内部组织与社会功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具体体现在表演主体身份的转换、表演机构的转型、传承方式的变化以及艺人与观众、政府之间关系
的不同等等。
文艺政策的宏观决策、新文艺工作者的具体指导、历次会演的加速催化是拉魂腔向柳琴戏转型的外力
所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柳琴戏不断推出精品剧目，多次进京汇报演出，演员入围戏曲梅花奖，剧
种入选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述种种都标志着今天的柳琴戏已经成为了具有代表性和影响
力的地方知名剧种。
如果说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转型是柳琴戏剧种史上第一次飞跃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变化无
疑已经构成了第二次飞跃。
只不过，第一次转型是一种外力作用占主导的“被动”转型，而第二次变化更多的是柳琴戏积极向大
剧种、向舞台精品工程靠拢的“主动”选择。
    从拉魂腔到柳琴戏，从地方小调到地方知名剧种，实际上是中国众多剧种成长所经历的共同历程的
缩影。
    本文以柳琴戏一个剧种为视角，以一个国营剧团为个案，以20世纪50年代戏改为中心，展示了历史
转型中戏曲艺术本体和社会角色的传承与变迁，从而揭示了社会力量与艺术形式之间的连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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