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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小剧种的发展及现状调查
——以江苏“天下第一团”丹剧为例

郭　婧

（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05）

摘要：作为江苏地方戏曲小剧种，丹剧历来受到的关注不多，

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甚少。在丹剧定名（1959 年）之后的三四十

年间，剧团创作、移植上演了近百部剧目，丹剧在当时的剧坛兴

盛一时。我国学者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了对啷当调、丹剧的

研究，此时的研究主要停留在资料的记录层面，为以后奠定了重

要的研究资料基础。没过多久，丹剧的理论研究还没深入开展，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丹剧便像其他小剧种甚至一些大剧种一样，

在现代文化和市场经济双重大潮的冲击下逐渐式微了。近些年来，

国家及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在丹剧从业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丹剧逐渐走出了困境，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和研究，取得

了一些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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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丹剧历史发展脉络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49-1966 年）

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作为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方式，

人们开始重视精神文化的丰富。在此背景下，在丹阳，啷当业余

歌手和“滩簧班”在当地大受欢迎，啷当调随着当地的发展进步

和人民群众的休闲需求而广为传播，为丹剧创作奠定了良好的观

众基础。

1949 年成立的戏曲改进局，将“改人”放在了“改人、改

制、改戏”的戏改工作的重要位置，随之 1951 年周恩来周总理签

发“五五指示”，各地为推进“戏改”工作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

培训班，并派出文化部帮助老艺人们学习新政策，促进剧种内部

的变革。丹阳文艺工作者大规模搜集、挖掘、整理丹阳民间音乐、

民歌，并根据其戏剧特征，结合部分啷当调来制定曲谱、音乐调式、

唱腔等，这对后来丹剧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

1. 改人

1953 年，丹阳职工艺术剧团成立，但在 1956 年下半年至

1957 年初，剧团人才逐渐流失。在 1950 年代末受“大跃进”“大

鸣大放”的影响，1957 年，为做好大跃进前期准备，丹阳开始开

运河、铁路复线等工作。丹阳宣传部成立了水利指挥部，为了推

进宣传、展览等准备工作，将丹阳职工艺术剧团剩余的人员组成

水利指挥部文工团，由王锡春等三位宣传部干事带领吴振生、张

月华等十几位文艺工作者到工地上做宣传。

有一次，在严岭工地上，农民工们提出要听啷当，因为严岭

每年春天有盲人来唱啷当，于是文工团的孙以发和卞兰萍二人便

向啷当艺人学习唱啷当。将啷当调整理成戏曲音乐后进行演出的

节目受到了群众的喜爱。1957 年下半年，宣传部部长范志豪决定

把啷当搬上舞台，着力把啷当改成丹剧。于是 1958 年，丹阳县文

化馆面向啷当盲艺人和啷当业余歌手创办了“啷当”培训班，推

广啷当曲牌，学习音乐常识和表演技艺，在培训合格后，成为县

文化馆管理下的丹剧演员，以实现“改人”的目标。

2. 改戏

与此同时，文化干部和艺人们一起搜集、整理丹阳地方民歌、

小调、号子等民间音乐，并将啷当调与戏曲特点相结合，创作出

以严岭工人为原型的《张木匠上京》及《闹革命》《能不够》等

小戏，以戏曲的形式对啷当调的唱本、表演、曲调以及伴奏乐器

等进行了较大的改革，1959 年元旦首次公演时被称为“啷当戏”，

得到热烈反响。

1 月 10 日，文化馆在培训班的基础上，成立了国有性质的云

阳剧团，此后移植演出其他兄弟剧种的剧目，9 月啷当戏定名为

丹剧，云阳剧团更名为丹阳县实验丹剧团。12 月，该团参加江苏

省专业剧团汇报演出活动，自此丹剧作为新剧种得到社会的普遍

承认。1960 年 2 月，丹阳县丹剧团成立，此后创作、移植上演了

一大批剧目，如《砻糠记》《懒婆娘》《长工记》等。

3. 改制

改制主要是对戏曲组织形式和所有制结构的改造，即将原私

有性质的民间班社进行改革，变更为集体所有或者国有的剧团。

在这一点上，啷当调显示除了独特的优越性。首先，哪当调的历

史较短，啷当艺人二至三人一组表演，不存在较大的班社组织。

其次，啷当向丹剧转型的过程中，新文艺工作者在团结啷当艺人

接受改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 1959 年，丹阳县文化馆将啷当

培训班改组为剧团，改制的目标在丹剧内也顺利实现。

（二）特定时期（1966-1978 年）

1966 年，丹剧团在镇江影剧院演出《欧阳海之歌》时被“革

命小将”们叫停。1969 年 1 月，丹剧团撤销，并入文工团，开始

了宣传革命队的任务。十年间，移植上演了《沙家浜》（1967）、《智

取威虎山》（1968）、《平原作战》（1970）、《红灯记》（1971）、

《东风吹开向阳花》（1972）、《支农图》（1974）。1977 年，

成立文工团丹剧演出队。

（三）新时期（1978-2001 年）

在改革开放初期，丹剧借助不断在国家、江苏省、镇江市组

织的戏曲会演和文艺作品评选获奖的趋势，迅速实现在丹阳地区

的普及，并将影响扩大至周边地区，进入丹阳艺术学校学习丹剧

成为热门的职业选择。1982 年 5 月丹剧团恢复原建制。从 70 年代

末到 90 年代末，丹剧团创作、改编上演了近四十部剧目，其中绝

大多数都是大戏。

1987 年，丹剧团曾在上海大世界连续演出六个月，深受观众

好评，在当时的剧坛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90 年，现代戏《野

塘婚礼》作为新剧目在江苏省首次演出，一举夺得多个省级奖项。

1992 年 5 月，该剧作为江苏的代表剧目参加 " 天下第一团优秀剧



250 Vol. 3 No. 07 2020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探索与创新

目展演 " 大赛，在福建泉州夺得优秀剧目奖和演员奖，就此树立

了丹剧团“天下第一团”的称号。

1996 年，在江苏省第三届艺术节上，现代丹剧《大哥你好》

荣获“优秀演出奖”，获得了广泛关注；而后在第六届艺术节进

行展演，并再次获得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此外，小丹剧《称

婆婆》同时也备受人们关注，并荣获全国第十一届群星奖。

除此之外，这段时期丹剧创作移植的剧目还有：《雷电颂》

《叔嫂怨》《三凤求凰》《哑女告状》《攀弓带》《真假驸马》等，

这些创作剧目和移植剧目的上演，对丹剧的传播和剧种的发展提

高，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凭借贴近生活、乡土色彩较浓的特点，丹剧团常赴扬州、泰

州、无锡、上海、安徽等地巡回演出，在大江南北享很高的知名度。

这是丹剧形成以来最为辉煌的一段时期。但是伴随着整个戏剧市

场的萎缩，丹剧也开始走上下坡路，21 世纪初，甚至到了丹阳本

地人也不知“丹剧”为何物的程度。

（四）“非遗”保护政策时期（2001-2019 年）

受文化市场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丹剧团同其他一些兄弟剧种

一样，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发展困境。剧团演出市场持续低迷，

经营状况难以维持，丹剧的传承面临后继无人的困难局面。为抢

救丹剧艺术、振兴戏剧总团，丹阳市文广新局积极贯彻落实省委

办公厅《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实施意见》，抢抓机遇，积极

开展专题调研，向市委、市政府大力呼吁对丹剧的扶持。在市委、

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相继出台《关于抢救保护丹剧的规

划方案》等，明确了丹剧传承发展的总体方向。市戏剧总团财政

年度预算增加至为 407.2 万元，用于开展丹剧艺术创作、送戏下

乡和丹剧的传承补助等，使剧团彻底摆脱困境，有力保障了丹阳

地方戏曲的传承弘扬和市戏剧总团的协调发展。

2005 年，丹剧团面临停办的困境，此时丹剧团的名字出现在

丹阳市第一批事业单位改革的名单中，体制的改革创新使得丹剧

再次获得了生机。2006 年，改制后的丹阳市戏剧总团承担了丹阳

市“三送工程”的送戏下乡任务，将舞台演出成功实现与新农村

建设的有机结合。此后，剧团又陆续排演了各类新剧目。

2008 年，剧团实现演出经营收入 50 多万元，较 2005 年增长

了 128％，职工年收入大幅提高，还连续引进了 7 名年轻演艺人员，

剧团办公、舞台设备得到了初步的改善，演职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2015 年，在剧团经营发展再次陷入困境、人心不稳的形势下，

剧团领导人对剧团进行整改，提倡一人多用，一专多能，一人多岗，

通过不懈努力，剧团每年都超额完成全市送戏下乡演出任务。

2016 年全年完成演出 160 多场，2017 年演出 180 多场，自主

收入 130 万元，观众人数超 20 万人次，这给剧团和丹剧演员生存

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

这段时期，丹剧团及丹阳市相关政府部门开始重视对新生代

丹剧演员的培养，加强与江苏省戏剧学校、扬州市戏曲学校等校

的合作，定向委培丹剧班学生，联合培养丹剧从业人员，给丹剧

和剧团振兴带来新的活力。

二、丹剧等小剧种的生存困境

（一）江苏戏曲剧种众多

研究者往往更为关注相对较大的剧种，而丹剧作为小剧种则

偏居一隅，在文献资料的挖掘与保存方面都有明显的不足。丹剧

等小剧种基本以当地观众为主要服务对象，曾在娱乐形式较为匮

乏的广大农村地区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是农村文化生态环境不可

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音像保存技术不发达剧的过去，丹剧的相

关文献和影音资料极少，其更多的演出状况存在于当时观演者的

记忆中，需进行田野调查，难度较大。

（二）丹剧等小剧种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够

与大剧种严格的程式化表演不同，丹剧的舞台表演相对自由

灵活，随意性较大，再加上戏曲理论的研究始终比戏曲表演艺术

的自身发展滞后的历史规律，社会及学界对其关注不多，因此丹

剧等小剧种尚未真正进入理论研究领域，也没被充分认识其中所

具有的历史、社会及美学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丹剧等小

剧种艺术的发展和进步。

（三）丹剧等小剧种“同质化”倾向严重

保护文化生态的完整性，其前提是要保护小剧种的多样性，

但是就目前小剧种演出情况来看，存在着比较突出的“同质化”

问题。

三、地方小剧种的保护和传承

（一）加强小剧种戏曲从业人员培养

近年来，虽然丹阳剧团及相关政府部门开始重视对新生代丹

剧演员的培养，加强与江苏省戏剧学校、扬州市戏曲学校等校的

合作，联合培养丹剧从业人员，但是仍或多或早存在阻碍丹剧发

扬和传承的问题，比如后备力量不足、缺少名角儿等。

（二）加强小剧种创作

像丹剧等一些小剧种剧团，自身的创作班底不够强大，有些

会请其他剧种专家搞创作，这就可能因不了解此剧种的特点、演员、

观众喜好等而导致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创作。小剧种创作在现阶

段应该坚守本剧种的传统特色，保留经典剧目和唱段，栽培代表

性演员，避免剧种趋同现象。

（三）培养戏曲观众群体，是小剧种长期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丹剧基本以镇江丹徒区和丹阳当地观众为服务对象，丹阳市

戏剧总团常年坚持送戏下乡、戏曲进校园等活动，得到了较好的

效果，但作为小剧种仍需积极参与到当地民俗活动中，使丰富多

彩的民俗活动推动小剧种的发展。

（四）加强小剧种与现代元素的融合、新媒体的融合

在融媒体环境下，应合理运用现代元素，善于借助新媒体的

传播特点，打造小剧种的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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