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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剧，是苏南浙北（即吴地）一带的传统曲艺形式，它

以传统的曲艺唱腔为“种子”，在继承传统精华的基础上，

幻化出了一种独特的戏曲形态。在全民倡导弘扬中华传统优

秀文化的环境背景下，有关部门应加大对苏剧发展的研究力

度，不断创新，以充分发挥出吴文化在传承与发展中的作用

和影响力，依托“吴文化”优势，进一步推动苏剧的发展。

一、以文化思考推动音乐改革
一个好的戏曲剧种总是蕴含着令人感动的信息，其不仅

仅在于戏曲形式的精炼，更多的是对于曲目自身对于曲词意

境的选择。苏剧最终是需要演唱与表演的艺术，词章的语言

与曲作的旋律，有赖于演唱中的声腔体现，只有当它赋予了

声情的美，它才能真正传达出听觉的美感。苏剧中的声，是

一种艺术化、规范化的艺术语言，它是演唱者运用演唱技巧

所发出的。作为一名苏剧演员，只有根据苏剧所代表的吴文

化内涵，锻炼自己的声音，驾驭它，才能实现“以声促情、

以情带声”的目的。情，在整个表演活动中发挥着导向性作

用，其是依托于思想感情指导气息发生运动，从而产生能够

传递情意的声音。

当然，苏剧在推动音乐改革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吴文化的

本质特征，包括：和谐性。吴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厚德载物，

从远古的泰伯到近代的华西村，吴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无时

不刻都在体现着尚德和谐的理念。开放性。吴文化的文化系

统是一个开放性的环境，它的发展是通过不断汲取异质优秀

文化实现的。务实性。吴文化所处地域工商业的发展，一度

带动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孕育出了吴文化特有的经世

致用的实干思想。学理性。吴文化底蕴深厚，这与吴地崇文

重教的风尚是离不开的。对于苏剧演员等来说，他们必须要

深入研究由苏南地区文化氛围所衍生出来的吴文化，培养自

身的艺术气质，才能更好地发挥情感的导向性作用，为观众

带来极具文化特色的苏剧。

二、以文化底蕴引领人才成长
改革开放后，苏剧培养了几代演员，目前这些老艺术家

们已经相继退出了演艺舞台。如何传承他们宝贵的艺术财

富，更好地调动当代苏剧演员的积极性，是我们值得重视的

问题。新时期下，我们可以借助吴文化所拥有的发展活力，

把老艺术家们数十年的舞台艺术资料和艺术成果融入到文

化体系中，长期保存起来。首先，有关部门就可以鼓励当代

青年苏剧演员树立起勤学敬业的精神和超越自我的勇气，让

老艺术家们的技艺能够在新一代青年演员中得以延续，并逐

步打造一支足以撑起苏剧剧种的名演员团队。此外，在学校

方面，也要发挥自身培育人才的教育功能，明确学科培养方

向，集中教育资源和文化资源，办好苏剧班，引领苏剧表演

队伍向前发展。

三、以文化精神引领苏剧前行
作为一个戏与曲的融合体，苏剧长期扎根民间，其具有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传播着极具民族特色的

戏剧文化。可以说，苏剧有着极其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在经

过数十年的历史洗礼和锤炼后，苏剧已成为了民族戏剧文化

的重要财富。吴文化一直以来都是植根于民族文化本身而存

在的，它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尽管在社会发展的推

动作用下，吴地一带的人民在生活习惯、民族文化以及语言

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苏剧和吴文化的本质并没有

发生改变。其次，苏剧仍旧保持着原生态。至今为止，吴地

人民仍然保留着原始的古朴民风，他们崇拜自然，同时也有

部分人有着自己的宗族信仰。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苏

剧延续着吴文化特有的文化特色，并将这些文化特色融入音

乐之中。第 13 届中国戏剧节上，一首《柳如是》以其雅致

清新的戏曲风格把“苏剧”这一形式全面展示出来，在王芳

的领街主演下，《柳如是》震撼了无数人，“苏剧”所代表

的吴文化也为更多的人所熟知。

四、结语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族艺术事业获得了

空前的发展。而苏剧作为吴地一带文化发展催化下衍生出来

的产物，其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变迁中，也呈现出了新的特

征。就吴文化的宏观视角出发，展开对苏剧发展的研究，以

依托“吴文化”的优势，推动苏剧向前发展，将有着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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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种地方艺术文化形态，苏剧完美地融入了戏曲、曲艺的音乐元素和唱腔。吴文化作为吴地

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其为苏剧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为其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基于此，文章

从吴文化这个宏观的视角出发，谈谈如何依托“吴文化”优势，发展苏剧，以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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