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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的遗产价值及保护传承

周 秦

摘 要: 昆曲代表了中国古典戏曲曾经取得的最高成就，其遗产价值体现在文学、音乐、表

演、舞美等广泛的文化领域。昆曲兼具文化遗产和文化产品两方面的属性。遗产意义的昆曲是

历经千锤百炼而留存至今的几百个传统折子戏，而“非遗”保护传承的核心是人的传承。昆曲

艺术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15 年来，政策法规不断完善，工作思路和方法不断创新，政府扶持力

度持续加大，其在人才培养、剧目建设和市场拓展等方面都得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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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世纪中叶，昆曲萌发于苏州民间。经

过将近两百年的加工磨砺，它终以不可遏制

之势在诸腔并起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牢

固占据了雅乐 “正声”［1］( P526) 的地位，进而以

吴中为基地，风靡全国，辐射海外，形成了

数百年间“四方歌曲，必宗吴门”［2］的壮观场

面。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来，随着时代变迁，

昆曲原有的生存空间和社会影响日渐削减萎

缩。但是它不仅衰而不亡、足以自守，而且

仍然凭借自身在案头创作、场上表演、理论

研究等诸多方面长期积累的殷实家底傲视菊

坛。后起的任何一个戏曲剧种都无法在综合

实力上与它相提并论，因而不得不学习它借

鉴它，以它为师为祖。毫无疑问，昆曲代表

着中国古典戏曲曾经取得的最高成就，并在

世界文化总格局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一席。
作为一种成熟完美的综合性艺术，昆曲

具有诸多构成因素，大致包括文学、音乐、
舞蹈、表 演、妆 容、服 饰、切 末、布 景 等，

它的遗产价值也就体现在极其广泛的文化领

域中。首先是号称 “水磨调”的声腔艺术，

这是昆曲区别于其他戏曲剧种的根本特征。
换言之，就本质而言，昆曲首先是一种戏曲

声腔，是音乐化的语言艺术。其表现形式为

取材于唐宋诗词、金元诸宫调、宋元南戏、
元杂剧、元明散曲、明清时调以及宗教音乐、
民间俗曲、少数民族歌曲乃至市井叫卖声等

丰富源头的 2000 多个曲牌，将曲牌按管色、
调性分门别类的宫调，以及将曲牌组合成成

套的套式。而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

风格的音乐素材规范融合为一体的内在依据

则是汉语的音韵系统。魏良辅及其后继者们

不仅将本属南音的旧昆山腔按中古切韵系统

的四声阴阳规范合律， “声则平上去入之婉

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3］( P198) ，而且将元

人按近古中原音韵系统雅化的北曲吸收融合

到新声昆山腔的规范之中。这不仅极大地拓

展了昆曲的表现力，而且使之具备了中国曲

乐艺术之集大成者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其

曲 调 得 到 充 分 的 润 饰， 变 得 “流 丽 悠

远”［4］( P242) 了，变得“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长，

延至数息”［5］( P401) ，甚至足以使 “飞鸟为之徘

徊，壮士闻之悲泣”［6］( P83) 了; 演唱技巧也得

到极大地丰富，所谓“功深熔琢，气无烟火，

启口轻圆，收音纯细”［7］( P198) ，所谓 “转音若

丝”［8］( P774) ，所谓 “取 字 齿 唇 间，跌 换 巧 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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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以深邈助其凄唳”［9］( P423) ，呈现出雅乐 “正

声”的艺术品位。
昆曲的另一宗宝贵遗产是其文学剧本。

明清两代戏曲家创作的传奇、杂剧有名目可

考者不下 4400 余种，传世者也在 2700 种以

上，这些剧本绝大多数是按昆山腔谱写和演

唱的。加上当时人们用昆山腔改编移植的部

分宋元南戏、元杂剧以及后起的花部乱弹诸

腔的剧本，昆曲舞台曾经呈现出一派缤纷绚

丽的景象。昆曲剧本的思想内容覆盖了中华

五千年文明史的每一个时段，尤其是深刻反

映了 16 世纪到 17 世纪间席卷中国社会的反

理学、重真情的人文主义思潮，这是以当时

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快速生长尤其是江南城

市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的沧桑

变革为历史背景的，具有重大的社会认识价

值。名作如《西厢记》 《琵琶记》 《浣纱记》
《玉簪记》 《牡丹亭》 《占花魁》 《清忠谱》
《铁冠图》 《千忠戮》 《长生殿》 《桃花扇》
等“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10］( P1) ，至今

依旧盛演在昆曲舞台上，成为代表时代文化

先进水平的传世经典。
此外，昆曲的遗产还应包括它 “歌舞合

一，唱做并重”的表演体系。昆曲不像西方

戏剧那样具有精确摹仿现实的写实性，它是

以写意手法塑造形象、反映现实的。在这儿，

生活语言的自然形态被突破了，化为写意的

诗歌艺术; 生活行为与表情的自然形态被突

破了，化为写意的舞蹈与表演艺术; 生活环

境的自然形态被突破了，化为写意的布景与

道具艺术; 生活中人体的自然形态也被突破

了，化为写意的脸谱、妆容和服饰艺术。昆

曲艺术的写意手法集中体现在表演的程式化、
时空的自由化、砌末的虚拟化以及人物的行

当化等方面，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拓展上

升为南北菊坛所共同尊奉的艺术规范。
而上述构成因素或遗产价值的真正实现，

则有待于舞台搬演。六百年来，昆腔戏曲从

厅堂氍毹、会馆集市演到草台戏船，直至现

代剧院，搬演形式却无非两类: “全本戏”或

是折子戏。考之戏场实际，所谓 “全本戏”
其实只是情节连贯、头尾稍具而已，绝非文

学剧本意义上的完整搬演，因而更贴切的名

称是 “本 戏”或 “叠 头 戏”。与 之 相 对 应，

从本戏中抽选出来独立搬演 “出头戏”或

“折子戏”，至明清易代之际就已蔚为风气。
清代乾嘉年间，随着昆腔戏曲走向鼎盛，折

子戏占断舞场，成为戏曲搬演的主流形式。
这在昆曲发展史上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它

使戏曲摆脱文学附庸的传统地位，成为一个

独立的艺术门类和社会产业，从而大步走向

只属于自己的辉煌。然而，在直接缔造昆曲

场上繁荣的同时，这柄双刃剑也斫伤了戏曲

的文学命脉，间接助推了其近代以来的衰颓

沉沦。近代曲家津津乐道的“乾嘉盛世”，昆

曲场上的喧阗一度遮掩了传奇创作的沉寂，

但是无源之水，欲求其长远，其可得乎?

“舞 榭 歌 台， 风 流 总 被、雨 打 风 吹

去。”［11］( P553) 昆曲场上的百年好梦伴随“乾嘉盛

世”的没落而走向凋敝。道咸间，作为昆曲活

动大本营的苏州只剩下 “鸿福、大雅、大章、
全福四老班”［12］，生计萧条，观众流失， “统

计昆部所存不及百人……省城惟郡庙前一戏园

犹演唱昆曲，观者寥寥，远不逮城外京班之喧

嚷”［13］。至于北京，纯粹的昆班早已绝迹。光

绪三十四年 ( 1908) ，清德宗与慈禧后相继去

世。“国丧”停演之后，重新组合的苏州昆班

便只剩下一个全福班。兹后十余年间，时散时

聚，惨淡经营于苏、锡、常、杭、嘉、湖及上

海一带，直至 1923 年秋最终报散。昆曲就是

在如此风雨飘摇的境况中步入 20 世纪的。翻

检当时的报刊，触目可见这样的叹息: “自皮

黄之流行，而昆曲之不振也久矣。”［14］ “晚近

昆曲之衰颓，可谓极矣。”［15］历经 500 多年的沧

桑悲欢之后，昆曲业已颓然向老，举步维艰。
1921 年秋，苏州曲家张紫东、徐镜清、

贝晋眉等发起创办苏州昆剧传习所，延请当

时潦倒沦落的全福班老艺人为教师，招收贫

家子弟入所习艺，五年出科，先后组班新乐

府、仙霓社，辗转觅食于剧场、堂会、戏船、
草台之间，艰辛守护着昆曲的一线生机。这

就是著名的传字辈昆剧艺人。
从清末到民初，以 1923 年全福班报散和

1926 年传字辈出科为标志，自然分为前后两

个阶段。前一阶段是鸿福、大雅、大章、全

福四老班活动时期，后一阶段是传字辈组班

活动时期。有赖于两代艺人的坚守，昆曲的

命运虽危如累卵而终得以延续不坠。他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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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的昆戏剧目，研究者认为在 700 出以上。
剔除其中不具备昆腔戏声腔、文本特征的吹

腔戏、开场吉祥戏、新编自串戏以及移植自

京剧的武戏后，实际情形如下表:

表一

戏目 宋元南戏 元杂剧 明清传奇 明清杂剧 时剧 合计

四老班 72 出 16 折 458 出* 3 折 12 出 561 出 ( 折)

传字辈 55 出 17 折 481 出 3 折 10 出 566 出 ( 折)

( * 未含“全本戏”7 种)

表一中四老班戏目主要依据中国昆曲博

物馆所藏清末民初上海曲家李翥冈依据咸同

间内廷供奉陈金雀 《昆剧全目》和李氏钞藏

的“各种传奇之昆剧本”所标记 “凡今尚演

唱 者”， 补 充 以 上 海 《申 报》光 绪 元 年

( 1875) 至 1921 年间刊登的全福班戏单所录;

传字辈戏目主要依据桑毓喜编著 《昆剧传字

辈》，补 充 以 《上 海 昆 剧 志》以 及 周 传 瑛、
郑传鉴等人回忆录所记。以此对照 《缀白裘

新集》所列乾嘉间昆戏目录，既有失传，亦

有新编自串戏，总数则不仅未减，反而略增，

在严酷的市场压迫面前呈现出一种动态平衡。
尤其是从全福班到传字辈，能演出的戏目相

对稳定、变化很小，凸显了昆剧艺人逆势进

取的顽强精神和存活能力。

1955 年 8 月，当最后一名全福班老师尤彩

云走完 69 岁的人生旅程，在苏州病逝时，当

年的传字辈学员早已担当起昆曲传承的重任。
他们以新编昆剧《十五贯》唱红大江南北，缔

造了“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16］的神话，带

领昆曲艺术摆脱绝境，别开生面。2010 年 9
月，当最后一名传字辈老师倪传钺以 103 岁高

龄在上海逝世时，他们的传人———新中国培养

的以江苏继字辈、承字辈，浙江世字辈、盛字

辈，上海昆大班、昆二班为代表的第一代昆曲

演员已经成长起来。他们人数众多、行当齐

全、文化水平较高，得到的社会关注和支持也

更多，自 20 世纪 50 年代陆续入行以来，历经

半个多世纪的舞台磨砺，较好地接续了昆腔戏

曲的场上命脉。

表二

类别 作者 剧名 出 ( 折) 目 江苏 浙江 上海 北京 备注

宋元

南戏
柯丹邱 荆钗记

议亲 ●

绣房 ● ● ● ●

别祠 ●

送亲 ●

参相 ● ● ●

改书 ● ●

脱冒 ●

见娘 ● ● ● ●

梅岭 ● ● ●

男祭 ●

开眼 ● ● ● ●

上路 ● ● ●

拜冬 ● ●

男舟 ● ●

女舟 ●

钗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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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作者 剧名 出 ( 折) 目 江苏 浙江 上海 北京 备注

宋元

南戏

无名氏 白兔记

养子 ● ●
送子 ● ●
出猎 ● ● ● ●
回猎 ● ● ● ●

施惠 幽闺记

踏伞 ● ● ●
请医 ● ● ●
拜月 ● 上昆剧目，传字辈无

高 明 琵琶记

称庆 ●
南浦 ● ● ● ●
坠马 ●
辞朝 ● ● ●
关粮 ●
抢粮 ●
请郎 ● ●
花烛 ● ●
吃糠 ● ● ● 永嘉昆剧目，传字辈无

赏荷 ● ●
遗嘱 ●

剪发卖发 ● ● ● ●
拐儿 ● ● ●
赏秋 ●
描容 ● ● ● ●
别坟 ● ● ● ●
盘夫 ● ● ●
陀寺 ● ●
廊会 ● ● ●
书馆 ● ● ● ●
扫松 ● ● ● ●

无名氏 牧羊记

小逼 ●
望乡 ● ● ● ●
告雁 ●

元杂剧

关汉卿 单刀会
训子 ● ● ●
刀会 ● ● ● ●

吴昌龄 唐三藏 北饯 ●
孔学诗 东窗事犯 扫秦 ● ● ● ●
杨 梓 敬德不伏老 北诈 ● ● ●

罗贯中 风云会 访普 ● ●
朱 凯 昊天塔 五台 ● ● ●

杨景贤 西游记

撇子 ● ● 苏昆、北昆剧目，传字辈无

诉因 ● ●
认子 ● ● ● ●
胖姑 ● ● ● ●
借扇 ● ● ● ●

无名氏 货郎旦 女弹 ● 北昆剧目，传字辈无

无名氏 马陵道 孙诈 ●

无名氏 渔樵记

北樵 ●
逼休 ●

寄信相骂 ●
无名氏 十面埋伏 十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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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作者 剧名 出 ( 折) 目 江苏 浙江 上海 北京 备注

清传奇

苏复之 金印记
不第投井 ● ● ●

归第 ●
金圆 ●

沈 采 千金记

鸿门 ●
撇斗 ●
别姬 ●
乌江 ●

沈 采 还带记 别巾 ● 苏昆剧目，传字辈无

王 济 连环记

起布 ● ● ● ●
议剑 ● ● ● ●
献剑 ● ● ● ●
赐环 ● 北昆剧目，传字辈无

问探 ● ● ● ●
三战 ● ●
拜月 ●
小宴 ● ● ● ●
大宴 ● ● ● ●
梳妆 ● ● ● ●
掷戟 ● ● ● ●
杀卓 ● 无谱

徐霖或

薛进兖
绣襦记

乐驿 ● ●
坠鞭 ●
入院 ●
扶头 ●
卖兴 ● ● ● ●
当巾 ● ● ● ●
打子 ● ● ● ●
收留 ● ● ●
教歌 ● ● ● ●
莲花 ● ● ●
剔目 ● ● ●

崔时佩

李日华

李开先

西厢记

宝剑记

游殿 ● ● ●
闹斋 ●
惠明 ● ●
寄柬 ● ● ● ●

跳墙着棋 ● ● ● ●
佳期 ● ● ● ●
拷红 ● ● ● ●
长亭 ● ● ●
夜奔 ● ● ● ●

梁辰鱼 浣纱记

越寿 ●
回营 ● ● ●
养马 ● ●
打围 ● ●
寄子 ● ● ● ●
拜施 ● ●
分纱 ● ●
进美 ●
采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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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作者 剧名 出 ( 折) 目 江苏 浙江 上海 北京 备注

清传奇

张凤翼 祝髪记 渡江 ●

沈 鲸 双珠记
卖子 ● ●

投渊 ● ●

沈 鲸 鲛绡记 写状 ● ● ●

高濂 玉簪记

茶叙 ● ● ●

琴挑 ● ● ● ●

问病 ● ● ● ●

偷诗 ● ● ● ●

姑阻 ● ● ●

失约 ● ● ●

催试 ● ● ● ●

秋江 ● ● ● ●

王玉峯 焚香记
阳告 ● ● ●

情探 ● 苏昆学自川剧，传字辈无

吴世美 惊鸿记
吟诗 ● ● ●

脱靴 ● ● ●

王 錂 彩楼记

拾柴 ● ● ● ●

泼粥 ● ● ● ●

出罪府场 ● ●

饭店 ●

茶访 ● ● ●

汤显祖 紫钗记
折柳 ● ● ● ●
阳关 ● ● ● ●

汤显祖 牡丹亭

学堂 ● ● ● ●
劝农 ● ● ●
游园 ● ● ● ●
惊梦 ● ● ● ●
寻梦 ● ● ● ●
写真 ● ● ● ● 传字辈捏合

离魂 ● ● ● ●
冥判 ● ● ● ●
拾画 ● ● ● ●
叫画 ● ● ● ●
问路 ● ● ●
硬拷 ● ● ●
圆驾 ● ●

汤显祖 邯郸梦

扫花 ● ● ● ●
三醉 ● ● ● ●
番儿 ● ●

云阳法场 ● ● ●

汤显祖 南柯梦
花报 ● ● ● ●
瑶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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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作者 剧名 出 ( 折) 目 江苏 浙江 上海 北京 备注

清传奇

沈 璟 义侠记

打虎 ● ● ● ●
游街 ● ● ● 无谱

戏叔 ● ● ● ●
别兄 ● ● ● ●
挑帘 ● ● ● ●
裁衣 ● ● ●
捉奸 ● ●
服毒 ● ● ●
显魂 ● ●
杀嫂 ● ● ● ●

徐 元 八义记

评话 ● ●
闹朝 ● ●
扑犬 ● ●

许自昌 水浒记

借茶 ● ● ● ●
刘唐 ● ● ●
前诱 ●
后诱 ●
杀惜 ● ● ●
放江 ●
活捉 ● ● ● ●

汪廷讷 狮吼记

梳妆 ● ● ● ●
游春 ● ● ● ●
跪池 ● ● ● ●
梦怕 ● ● ● ●
三怕 ● ● ● ●

谢弘仪 蝴蝶梦

叹骷 ●
搧坟 ●
收扇 ●
归家 ●
脱壳 ●
访师 ●
吊奠 ●
说亲 ● ● ● ●
回话 ● ● ● ●
成亲 ●
劈棺 ●

徐复祚 红梨记

访素 ●
亭会 ● ● ● ●
醉皂 ● ● ● ●
花婆 ● ● ● ●

徐复祚 宵光剑

闹庄 ● ● ●
救青 ● ● ●
功宴 ●

叶宪祖 金锁记

羊肚 ● ● ●
探监 ●
斩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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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作者 剧名 出 ( 折) 目 江苏 浙江 上海 北京 备注

清传奇

沈自晋 一种情 冥勘 ●
沈自晋 望湖亭 照镜 ● ●
姚子翼 祥麟现 阵产 ●

吴 炳 疗妬羹
题曲 ● ● ●
浇墓 ● 浙昆剧目，传字辈无

阮大铖 燕子笺 狗洞 ● ● ● ●

李 玉 一捧雪
审头 ● ●
刺汤 ● ●

李 玉 人兽关
演官 ●
幻骗 ●

李 玉 永团圆

奸叙 ● 苏昆剧目，传字辈无

赚契 ●
击鼓 ● ●
宾馆 ●
纳银 ●
堂配 ● ● ●

李 玉 占花魁
湖楼 ● ● ●
受吐 ● ● ●

李 玉 麒麟阁
激秦 ● ● ● ●
三挡 ● ● ● ●

李 玉 清忠谱

书闹 ● 北昆剧目，传字辈无

衆变 ● 北昆剧目，传字辈无

鞭差 ● 北昆剧目，传字辈无

打尉 ● 北昆剧目，传字辈无

李 玉 风云会 送京 ● ● ● ●
李 玉 万里圆 打差 ● ●

张大复 如是观

交印 ● ● ●
刺字 ● ● ●
草地 ●
败金 ●
秦本 ● ●

张大复 醉菩提 当酒 ●
张大复 天下乐 嫁妹 ● ● ● ●

邱园 党人碑

打碑 湘昆剧目，传字辈无

杀庙 湘昆剧目，传字辈无

请师 ●
拜帅 ●

邱 园 虎囊弹 山门 ● ● ● ●

朱佐朝 渔家乐

卖书 ● ● ● ●
纳姻 ● ● ● ●
逃宫 ● 北昆剧目，传字辈无。
鱼钱 ● ● ●
端阳 ● ● ●
藏舟 ● ● ● ●
侠代 ●
相梁 ● ● ● ●
刺梁 ● ● ● ●
羞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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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作者 剧名 出 ( 折) 目 江苏 浙江 上海 北京 备注

清传奇

朱佐朝 艳云亭

杀庙 ●
放洪 ●
痴诉 ● ● ● ●
点香 ● ● ● ●

朱佐朝 九莲灯
火判 ● ● ●
闯界 ●

朱佐朝 吉庆图 扯本 ● ●

朱素臣 十五贯

杀尤 ● ●
皋桥 ● ●
审问 ● ●
男监 ● ●
判斩 ● ● ●
见都 ● ●
踏勘 ● ●
访鼠 ● ● ●
测字 ● ● ●
审豁 ● ●

朱素臣 翡翠园

盗令 ● ● ●
吊监 ●
杀舟 ● ●
游街 ●

袁于令 西楼记

楼会 ● ●
拆书 ● ● ●
玩笺 ● ●
错梦 ● ●
痴池 ●

李 渔 风筝误

闺閧 ● 北昆剧目，传字辈无

题筝 ● ●
和鹞 ● 北昆剧目，传字辈无

嘱鹞 ● 北昆剧目，传字辈无

鹞误 ● 苏昆剧目，传字辈无

冒美 ● 北昆剧目，传字辈无

惊丑 ● ● ● ●
梦骇 ● 北昆剧目，传字辈无

议婚 ● 北昆剧目，传字辈无

前亲 ● ● ● ●
逼婚 ● ● ● ●
后亲 ● ● ● ●
茶圆 ● ●

刘 方 白罗衫

贺喜 ●

井遇 ●

游园 ●

看状 ● ● ●

报冤 ●

朱云从 儿孙福 势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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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作者 剧名 出 ( 折) 目 江苏 浙江 上海 北京 备注

清传奇

陈二白 双官诰

做鞋 ● ●
夜课 ● ●
荣归 ●
诰圆 ●

范希哲 满牀笏

龚寿 ● 苏昆剧目，传字辈无

纳妾 ●
跪门 ●
求子 ● 苏昆剧目，传字辈无

后纳 ● 苏昆剧目，传字辈无

卸甲 ●
封王 ●

范希哲 雁翎甲 盗甲 ● ● ● ●

洪 升 长生殿

定情 ● ● ● ●
赐盒 ● ● ● ●
酒楼 ● ● ● ●
权閧 ● 北昆剧目，传字辈无

进果 ●
舞盘 ●
絮阁 ● ● ● ●
鹊桥 ● ● ●
密誓 ● ● ● ●

小宴惊变 ● ● ● ●
埋玉 ● ● ● ●
骂贼 ● 北昆剧目，传字辈无

闻铃 ● ● ● ●
迎像哭像 ● ● ● ●

弹词 ● ● ● ●
见月 ● 苏昆剧目，传字辈无

雨梦 ● 苏昆剧目，传字辈无

重圆 ● 苏昆剧目，传字辈无

孔尚任 桃花扇

访翠 ● 北昆剧目，传字辈无

寄扇 ● 北昆剧目，传字辈无

题画 ● 苏昆剧目，传字辈无

方成培

陈嘉言
雷峰塔

收青 ● 无谱

游湖 ● ●
借伞 ● ●
盗库 ● ● ●
端阳 ● ●
盗草 ● ● ●
烧香 ● ● ● ●
水斗 ● ● ● ●
断桥 ● ● ● ●
合钵 ● ●

陈嘉言 三笑缘

送饭 ● ●
夺食 ●
亭会 ● ● ●
三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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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作者 剧名 出 ( 折) 目 江苏 浙江 上海 北京 备注

清传奇

月榭主人 钗钏记

相约 ● ● ● ●
讲书 ● ● ●
落园 ● ● ●
相骂 ● ● ● ●
题诗 ● 北昆剧目，传字辈无

投江 ● 北昆剧目，传字辈无

小审 ● ● ●
观风 ● ● ●
赚钗 ● ● ●
大审 ● ● ●
释放 ● ● ●

无心子 金雀记

觅花 ● ● ● ●
庵会 ● ● ● ●
乔醋 ● ● ● ●
醉圆 ● ●

更生子 双红记 盗盒 ●

无名氏 鸾钗记
拔眉 ● ●
探监 ● ●

无名氏 鸣凤记

嵩寿 ●
吃茶 ● ● ●
写本 ● ● ●
斩杨 ● ● ●

无名氏 古城记

古城 ● ● ● ●
挑袍 ● 北昆剧目，传字辈无

挡曹 ● ●
无名氏 草庐记 花荡 ● ● ● ●

无名氏 千锺禄

奏朝 ● ●

草诏 ● ● ● ●

惨覩 ● ● ● ●

搜山 ● ● ● ●

打车 ● ● ● ●

无名氏 铁冠图

探山 ●
营閧 ●
捉闯 ●
借饷 ●

对刀步战 ● ● ●
拜恳 ●
别母 ● ● ● ●
乱箭 ● ● ● ●
撞钟 ● ● ● ●
分宫 ● ● ● ●
煤山 ●
守门 ● ●
杀监 ● ●
刺虎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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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作者 剧名 出 ( 折) 目 江苏 浙江 上海 北京 备注

清传奇

无名氏 烂柯山

前逼 ● ● ● ●
后逼 ●
悔嫁 ● ● ● ●
痴梦 ● ● ● ●
泼水 ● ● ● ●

无名氏 还金镯 哭魁 ●

无名氏 金不换
守岁 ● ● ●
侍酒 ● ● ●

无名氏 安天会

偷桃 ● ● ●
盗丹 ● ● ●
擒猴 ● ●

无名氏 西川图

三闯 ● ● ●
败惇 ● ●
缴令 ● ●
负荆 ● ●

明清

杂剧

四声猿 骂曹 ● ● ●
杨潮观 吟风阁 罢宴 ● ● ● ●
蒋士铨 四弦秋 送客 ●

时剧

陈罴斋 跃鲤记 芦林 ● ● ● ●
李 玉 洛阳桥 下海 ●

孙 埏 一文钱
烧香 ● ●
罗梦 ● ● ●

孙无名氏 孽海记
思凡 ● ● ● ●
下山 ● ● ● ●

无名氏 拾金 ● ● ●
无名氏 借靴 ● ● ● ●
无名氏 花鼓 ●

以上戏目系依据各昆剧院团的艺术档案、
音像资料和相关省市的戏曲史志，参考改革

开放以来历届昆剧会演、比赛、节庆、培训

活动戏目，传字辈老师和其他当事人的回忆

资料以及 1992 年以来台湾中华民俗艺术基金

会、新象文教基金会、雅韵艺术传播有限公

司以及台湾中央大学戏曲研究室摄录的昆戏

录像等文献综合整理而成的。与传字辈戏目

相比，失传 190 出 ( 折) ，增加 ( 大多为北

昆、湘昆、川昆、永嘉昆等昆剧支派传承剧

目，少数系由 传 字 辈 老 师 重 捏 恢 复) 38 出

( 折) ，近 50 年来有过演出或教学记录的昆腔

戏曲共计 414 出 ( 折) 。历经明清两代传承至

今的昆曲遗产，大抵尽在于此了。
2001 年 5 月，中国昆曲全票入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颁布的首批 “人类口述和非物质

遗产代表作”名录，获得了振兴发展的大好

机遇，同时也对这门古老艺术的保护振兴提

出了全新的要求。当年 12 月，文化部制定了

《保护和振兴昆曲艺术十年规划》，就保护、
振兴昆曲艺术明确了指导思想、基本目标、
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2004 年 12 月，文化部

在苏州召开全国昆曲工作会议。2005 年 1 月，

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制定并印发了 《国家昆

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实施方案》，第

一次将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上升到国

家文化工程的高度加以认识，进而加以全面

的部署和科学的细化。
昆曲兼具两方面的属性。首先是作为文

化遗产的属性，就遗产属性而言，昆曲没有

“创新”的理由和义务，这从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颁布“遗产”名录的宗旨以及关于如何对

待“遗产”的要求便足以说明。但是在市场

化背景下，昆曲无疑还是一种文化产品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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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商品，就这一属性而言，昆曲必须主动寻

找市场，培养观众。最有效的途径便是向以

高校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知识分子大力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

三条规定: “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
第四条规定: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注重

其真实性、完整性和传承性。”第五条规定:

“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尊重其形式与内

涵。”［17］遗产意义上的昆曲，主要是数百年来

历经千锤百炼、拣选删汰而传唱不替、留存

至今的几百个折子戏，昆曲的历史文化价值

几乎全部沉淀在这些传统折子戏中。从遗产

保护的原真性、完整性和传承性原则出发，

对其加以抢救传承，是昆曲艺术得以生存发

展的基础。《实施方案》对此作了明确规定。
在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办公

室的指导下，各昆剧院团每年制订传统折子

戏教学和展演计划，并以此作为基本教材，

用以培养青年演员并考察他们的艺术功底。
2007 年在杭州举办的全国昆曲优秀青年演员

展演、2011 年在上海举办的全国昆曲优秀中

青年演员展演，对作为传统折子戏传承成果

的检阅，产生了重大影响。据不完全统计，

近年来，各昆剧院团累计教排并演出折子戏

250 多出 ( 有重复) ，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此外，按照《实施方案》部署，各院团录制

当代名家主演的传统折子戏共 200 出，已入

藏中国昆曲博物馆。
从戏曲艺术的文化产品属性观之，昆曲

需要面对现代观众，存活于当下舞台; 需要

从内容到形式的合理更新，首先是传统剧目

的改编和新剧目的创作。《实施方案》对此也

作了精心部署，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

扶持工程办公室要求各院团每年申报改编、
新编剧目，通过专家论证，择优给予扶持。
2000 年以来每三年一届在苏州举办的六届中

国昆剧艺术节，以及 2010 年、2013 年分别在

南京、北京举办的全国昆曲优秀剧目展演，

都是这方面工作成果的检阅。各院团在历届

昆剧节和展演中推出的改编、新编剧目共 103
本，其中北方昆曲剧院编演的 《宦门子弟错

立身》 《红楼梦》，上海昆剧团编演的 《班

昭》《邯郸梦》《长生殿》《景阳钟》，江苏省

昆剧院编演的 《1699 桃花扇》，苏州昆剧院

编演的青春版 《牡丹亭》《西施》，浙江省昆

剧团编演的 《公孙子都》 《十五贯》等，先

后荣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国家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以及 “文华奖”等国

家大奖，成为 21 世纪昆曲舞台的新亮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口述与非物质

遗产代表作公告》指出: “实物性的文化遗

产，诸如古迹或其他形式的实物，既易于辨

识清点，也较少遭到更改。对于古迹保护，

不外就是保存及提升其价值。至于文物保护，

则在于将其保存于博物馆或类似场所中，令

其免于被盗或毁损。”因此，“实物性文化遗

产的寿命，比其制造者或委托者来得长久。
而非实物遗产的命运却与其创造者密切相关，

因为这类遗产往往靠口传心授。例如一个陶

匠可以把众多工艺细节教给徒弟，却无法把

个人才华及其艺术实践传递下去。他的徒弟

在师父传授的知识装备下，也会拥有自己的

一套技艺。这套技艺既来自传统，同时也具

有他自己和他所处时期的特征。”［18］( P303 － 304) 就

昆曲而言，其遗产价值或社会功利价值归根

结底是由参与其事的人所创造、传播并最终

得以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第 28 条、第 29 条和第 30 条分别规定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

承人”的遴选条件、认定程序、支持措施以

及应当履行的义务。鉴此，国家文化部先后

于 2007 年 6 月、2008 年 2 月、2009 年 5 月和

2012 年 12 月认定公布了四批共计 2046 名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其

中涉及昆曲项目的有 34 人，主要为新中国培

养的第一代昆剧优秀表演艺术家，大多年过

花甲，具有 50 年左右的从业经历，目前已经

陆续告别戏场。
“非遗”保护传承的成败关键在于人，具

体到昆曲艺术，就是青年演员能否通过自身

努力较 好 较 快 地 接 过 老 一 辈 艺 术 家 身 上 的

“活”。有鉴于此， 《实施方案》决定依托上

海昆剧团，在上海建立昆曲表演人才培训中

心，在全国范围内聘请昆曲表演艺术家，定

期对青年演员进行业务培训。自 2005 年以

来，中心先后举办分行当的演员培训班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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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培训的各院团青年演员累计 370 余人。
他们在以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为主体的师资团

队的指导下，通过剧目面授、专题讲座、观

摩学习、汇报演出等培训环节，切实提升对

本行当表演艺术的理解修为。为进一步整合

优质资源，打破院团、地域囿限，国家昆曲

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办公室还于 2012
年、2013 年两度举办 “名家传戏———当代昆

曲名家收徒传艺”活动。邀请 24 位著名老艺

术家，遴选 50 名青年演员，通过拜师学艺，

重建师徒相亲、传承有序，以师傅倾囊相授、
徒弟刻苦成才的传统教学关系，取得良好的

效果。
昆曲是综合艺术，场上表演而外，编剧、

导演、作曲、舞美、乐队缺一不可。从各昆

曲院团现状观之，从事创作编导的人才比表

演人才更显青黄不接。《实施方案》决定依托

浙江昆剧团，在杭州建立昆曲创作人才培训

中心。自 2005 年以来，中心先后举办了编剧

培训班、导演培训班、作曲与鼓笛培训班、
舞美培训班各一期，聘请相关领域著名专家

授课，累计 200 多名学员参与培训。培训班

通过讲座、研讨、观摩、交流，帮助学员开

拓视野，提高修养。
昆曲艺术的保护传承还有赖于文献整理、

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实施方案》决定依托

苏州市文广新局和中国昆曲研究中心，在苏

州建立昆曲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在文化部指

导下，中心广泛联络海内外昆曲学者，迄今

举办中国昆曲国际学术研讨会 7 届，昆曲与

两岸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 1 届，海峡两岸高

校师生昆曲学术研讨会 1 届，湘昆艺术与湖

湘文化研讨会 2 届，累计与会学者 600 多人

次，发表论文 400 多篇。议题涵盖昆曲遗产

的存活现状和保护策略、昆曲艺术的文化特

征和流派形成现象、面向 21 世纪的昆曲人才

培养工作、昆曲艺术的海外传播、近年来各

地推出的改编和新编昆剧 “本戏”以及其他

与昆曲遗产保护传承有关的问题。在此基础

上，汇集 海 内 外 最 新 研 究 成 果，编 纂 出 版

《中国昆曲论坛》，每年一辑，每辑约 60 万

字，设昆曲史论、昆腔音乐、传奇研究、场

上艺术、菊 坛 人 物、曲 学 言 论、曲 事 摭 忆、
观剧札记、新书评跋、世界之窗和新编昆戏

等栏目。自 2003 年创刊以来，已连续编出 12
辑，允为 21 世纪以来昆曲研究成果的重要集

成。在文献资料收集整理方面，中国昆曲博

物馆近年征集昆曲文物万余件，编订出版了

苏州补园张家《昆剧手抄曲本一百册》。中国

艺术研究院陆续完成了 《傅惜华藏古典戏曲

珍本丛刊》 《昆曲舞台表演文献整理丛刊》
《昆曲艺术大典》等重大项目，在海内外学术

界和戏曲界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 《昆曲艺

术大典》，全书 149 册，分设 《历史理论典》
《文学剧目典》《表演典》《音乐典》和 《美

术典》五部分，总计整理文献 2230 余万字，

影印文献 396 种 ( 套) ，另有录音录像资料

450 多小时，图片 4000 多幅，明代中叶以来

的昆曲文献几乎尽收网中。其中不乏世所罕

见的珍贵资料，如清宫档案、行会碑刻、身

段谱、曲唱谱以及老唱片老磁带等，是迄今

最为宏大的昆曲文献集成。其出版行世，必

将从遗产抢救、艺术传承、人才培养、学术

研究等诸多方面对昆曲艺术的保护发展产生

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5 年 7 月 11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提

出了令人振奋的总体目标: “力争在 ‘十三

五’期间，健全戏曲艺术保护传承工作体系、
学校教育与戏曲艺术表演团体传习相结合的

人才培养体系，完善戏曲艺术表演团体体制

机制、戏曲工作者扎根基层潜心事业的保障

激励机制，大幅提升戏曲艺术服务群众的综

合能力和水平，培育有利于戏曲活起来、传

下去、出精品、出名家的良好环境，形成全

社会重视戏曲、关心支持戏曲艺术发展的生

动局面。”并从保护传承、剧本创作、舞台演

出、生产条件、剧团发展、人才培养、普及

宣传、组织领导等诸多方面向戏曲艺术提供

政策保障和财力支持。《通知》还专门指出，

要“继续安排资金支持京剧、昆曲保护与传

承”，继续 “实施当代昆曲名家收徒传艺工

程，做好优秀昆曲传统折子戏录制工作”［19］。
北京、上 海、江 苏、浙 江、湖 南 等 相 关 省、
市政府都出台了“实施意见”。政策法规不断

完善，工作思路和方法不断创新，政府扶持

力度持续加大，昆曲艺术在人才培养、剧目

建设和市场拓展等方面都得到健康发展，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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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观众的年轻化和知识化日益成为令兄弟剧

种羡慕的一大优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昆

曲艺术正处于两百年以来最有利的发展态势。
入遗 15 年，只能算是昆曲发展史上的短

暂一页，但确乎是不平凡的一页。认真总结

成果，反思得失，为昆曲的保护传承积累经

验，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愿 600 年王者之香

永葆青春，续写辉煌。

( 责任编辑 薛 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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