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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京剧的传承与发展、京剧艺术人才培养的创新之举——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创办
十年回眸、三思京剧现代戏、“新编京戏”三题、欧阳予倩的戏曲改革观、创作观念的悄然变革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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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较好作品放映，其实这些作品只是他们创作的一隅，都只不过是他们创作的“这一个”。
他们题材的多样化，涉猎面的宽泛性，抓住热点问题迅速反映的及时性等等，是我们的艺术作品所缺
少的。
这正是如谢晋导演生前在一次谈话中只用两个字总结的“好看”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他们每一部作品所反映的狭窄性、社会作用的有限性也是极明显的。
应该指出，由一件文艺作品的走红，到其余同类作品一窝蜂而上，趋之若鹜，以大赚其利为目的，这
种雷同化的功利创作与“典型论”的创作方法不是同一概念。
后者即使作品类同，也是囿于艺术圈内，不可混同于金钱目的。
对这一问题，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文化产品，受市场需求的影响而不能免俗。
中外的大量文学艺术名著可以说都是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这一个”，天才、庸才、蠢才的差别也可
以此权衡。
但传统戏的精彩剧目，革命现代京剧的成功之作，舞台美术的任何一个创新，毫无疑问，也都会在民
族艺术大家庭中争奇斗艳。
西方人看待我们的民族表演艺术，除了那些认真研究中国文化艺术的学者，一部分对中国民族艺术有
着浓厚兴趣的人之外，一般观众欣赏中国戏曲，不能说没有“猎奇”的成分。
他们了解中国某一剧种的特色，大约看过几出之后即得到满足，因为千百出剧目，基本上是套在较为
固定的框子里，规范又很严格，这对于强调个性、长于求变、喜新厌旧的现代西方社会来说，无疑存
在着矛盾，并进而影响中国戏曲真正走向世界，这不能说是不值得一提的。
美国夏威夷大学戏剧系教授魏丽莎向中国师傅学习了京剧《醉酒》，被誉为“洋贵妃”，很使我们兴
奋了好一阵。
但有次在中国戏曲学院讲学时曾经说：“我们排京剧，不是为了继承，而是为了借鉴。
”这和我们国家的诸多艺术团体排演话剧，跳芭蕾舞，欣赏交响乐不同。
总之，如果“典型”不是“共性”和“类型”的同义语，那也不是个性的同义语（不是指“寓共性于
个性”之中的“个性”，这样强调的结果还是共性）。
如此看来，不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典型”的真义，就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作还没有诞生。
愿我们对“典型”的理解能日益深入，以利于今后新编剧目的包括舞台美术的创作，并用实践证明不
是“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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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京剧与现代中国社会:第三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套装上下册)》是第三届京剧学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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