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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浅析地方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王良鑫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体育与文化产业学院  山东济南  250300） 

 
摘要：本论文提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必要性，以地方戏曲为

例，罗列了地方戏曲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并且提出了解决措施。笔者

通过本篇论文呼吁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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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悠久，从传说中的黄帝到现在，已经“上下五千年”。

在这上下五千年里，中华民族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路，才得以铸
成如今的中华文明。在华夏广袤的大地上，我们伟大的祖先凭着
他们的创造力、生命力和凝聚力繁衍生息，历尽磨难，从远古走
来，向未来奔去。 

我们的祖国民族文化光辉灿烂，传统音乐更是源远流长。中
国的传统音乐体裁形式多样，音乐种类丰富，有民歌、曲艺、戏
曲等，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笔笔宝贵的财富。 

为什么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像是水，
但是水没有味道，我们更爱喝饮料，可是饮料的制作也需要水，
没有水，哪来的饮料？就像我们现在的生活，和过去有着割不断
的联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只是现在社会在
进步，我们的生活也在不断地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我们的
意义我们没有去发现和重视，我们需要一点时间让他们融入我们
的生活。不要等有一天，水已干涸，我们只剩遗憾。 

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现如今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苑金生老师在《历史的见证 文化的载体——介绍被列为我国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石雕艺术》一文中对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作出了深刻的解释。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
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
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
要而深远的意义。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计 518 项，其中，民间音乐
有 72 项，传统戏剧有 92 项，曲艺有 46 项，可见传统音乐在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比重。 

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重视，很多地方的地方戏曲又
开排练起来，并且在排练原有剧目的同时编排了很多新剧目，在
不断地进行传承以及创新。比如严可老师在《探索柳琴戏文化产
业发展之路》一文中提到：“在国家发展文化产业、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等相关政策的指引下，柳琴戏在艺术创新、人才培养等
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这说明，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
的重视，制定了相关政策，并且一些地方戏曲剧团享受财政拨款，
这些措施都在促进着地方戏曲的发展。另外，严可老师还提到了
柳琴戏在剧目方面，挖掘整理了原有剧目的同时，推出了诸多新
剧目。原有剧目的复排是一种传承与保护，新剧目的推出使得柳
琴戏，没有停滞不前，这是一种发展。 

可是现如今，文化产业快速发展，艺术形式不断创新，地方
戏曲的发展也遇到了诸多问题。一些地方戏曲形式后继乏人，没
有稳定的演出队伍，且不受观众喜爱。以柳琴戏为例，柳琴戏有
着相对稳定的专业演出队伍和较好的后备力量培养条件，但也面
临发展的问题。就此问题，严可老师找出了三点问题，笔者从中
引用两例。一是“柳琴戏总体产量偏小，缺乏内生发展动力。” 产
量不够是头等问题，观众不会总是去看重复的剧目，剧目不更新，
可能会失去很多原有观众，因此需要不断创作。二是“柳琴戏与
其他产业的联系还不够紧密。” 柳琴戏的发展应该与相关产业结
合，比如地方旅游业，在景区开发有关柳琴戏的体验式产品，让
游客深入了解柳琴与柳琴戏，让柳琴戏成为当地的名片。其实不
只是柳琴戏，其他地方戏曲形式也是一样，同样会受这些问题的
制约，从而影响其发展。 

昆曲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而昆曲如今的创新发展就做
得很好，值得借鉴。类似于这种地方戏曲，一般是老年观众居多，
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苏州昆剧团与白先勇共同打造了青春
版的《牡丹亭》，在苏州大学进行首演，又相继走入更多大学进

行演出，大受欢迎！后又走出国门，到了美国进行巡演，掀起国
内国外的“昆曲热”。在田牧笛老师的《“传统版”与“青春版”
〈牡丹亭〉比较研究》一文中提到白先勇在汤本的基础上对《牡
丹亭》的二次创作：将其制作成符合现代舞台艺术要求和适应大
众审美趣味的新型舞台剧。这种适应当下文化市场需要的创新形
式已经获得了成功，其他地方戏曲也可以尝试借鉴，比如徽剧、
扬剧、锡剧、柳琴戏等。 

当今社会，解决地方戏曲的保护与发展问题迫在眉睫，但是，
如何能够让地方戏曲得到更有效的保护与发展？笔者认为，首先
应该顺应时代发展，满足大众的审美要求。当代年轻人对流行音
乐的接受程度更高，所以在地方戏曲中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现代
元素，甚至是相结合。如此创新能够收获更多的观众，得到更好
的发展。这一点，严可老师在《探索柳琴戏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一文中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加大创新力度，突出地域特色。” 
创新就是要融入现代生活，从而扩大地方戏曲的受众范围。另外，
严可老师还提出：“应以现代审美进行包装，在舞美、服装、音
效等方面下功夫。”现在很多演出，都着重打造舞美、灯光、音
效，尤其是一些大型实景演出，效果的确非常震撼，也吸引了很
多观众的眼球，所以在舞美、灯光、音效方面，地方戏曲的确可
以借鉴。  

其次，地方戏曲也应该学习昆曲“走进校园”的方法，青春
版《牡丹亭》走进大学校园的成功，打破了年轻人难以接受地方
戏曲的惯例。大学生受教育程度高，素质也相对较高，普遍接受
能力也很快，因此大学生是最有潜力的市场。另外，如果能将地
方戏曲列入高校素质教育中，就更有利于中国地方戏曲的发展。 

最后，可以利用电视剧来宣传。许多电视剧都在植入广告，
并且效果都不错。最近有一个电视剧《都挺好》，里面多处背景
音乐都是苏州评弹，并且每一段开始都会有字幕做个大体介绍，
追剧的人如果有兴趣就会去了解一下，原来这就是苏州评弹。其
实现在追剧的人不在少数，利用电视剧来扩大宣传不失为一个好
办法。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载着中国过去，也承载着中国的未
来。这些宝贵的财富，需要我们共同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
护，让它得以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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