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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涅槃的“火凤凰” 

—兼论戏曲电视剧的意义与价值 

孙丽萍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3） 

【摘 要】伴随现代传媒——电视应运而生的戏曲电视剧，曾经在上世纪后半期兴盛一时，但新世纪以来由于种

种原因又销声匿迹。本文以“浙产”戏曲电视剧为核心，通过简要回顾、观察与总结，对戏曲电视剧创作的价值与

意义提供若干浅见，希冀这一亲近现代又接通传统且已积累了一定成功经验的“火凤凰”能涅槃重生、再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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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的春天，媒体曾传出消息：“‘戏曲电视剧名著改编工程’日前在浙江省正式启动，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梁祝》、

《九斤姑娘》、《白蛇传》、《牡丹亭》成为首批改编剧目，将拍摄成每部 20 集的长篇戏曲电视剧。”
①
 

随后，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在该省宁波市的宁海举办了一次戏曲电视剧创作会。与会的 30 多名剧作家在讨论了浙江戏曲电

视剧创作的现状与得失、分析了戏曲电视剧巨大的潜在市场后认为，浙江有丰富的文化资源，特别是越剧、绍剧、甬剧等观众

十分喜爱的剧种，拥有几百年积累下来的戏曲名著，是我们创作戏曲电视剧的丰富资源，是浙江省推出“戏曲电视剧名著改编

工程”的重要保证。 

然而，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宏伟目标却随着时间的消逝不了了之，没有下文了。直至近日笔者在走访省剧协相关负责人时

才了解到，真正操作实施这一工程，一个最大的现实难题是资金；与之相随而来的是预期中的投入与产出将不成比例，当然，

还有播出平台缺乏等。凡此种种，无不折射出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语境下市场化、产业化对文化的一种撞击。 

戏曲电视剧是伴随着电视这一大众化的现代媒体的诞生而产生的。它主要运用电视的技术和手段，融入戏曲的一些元素（唱、

念等），通过采用实景拍摄及镜头的组接，创造出一个新的虚实结合的戏曲电视剧时空。 

虽然有不少人经常将戏曲电视剧视为舞台戏曲延伸的附属品，从而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对它的考量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倾向

于从戏曲美学的角度来要求，但我们认为，戏曲电视剧作为屏幕艺术的新门类，理应是作为电视剧类型之一。正因为是属于问

世时间并不久长的电视剧一类，这种艺术现象显然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认真思考的新课题。 

从电视剧角度而言，在中国已成为电视剧生产大国的当前形势下，及时总结及研究电视剧生产创作的规律及趋向显得非常

必要。而戏曲电视剧作为电视剧中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作品样式，对其以往创作规律的总结与研究以及生存发展的探索与思考

也极具深远意义。从戏曲角度而言，中国戏曲源远流长。随着历史的演进，依托于现代科学技术而诞生的戏曲电视剧则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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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传统戏曲在当代寻找到的可以依附其获得继续生存与发展的一类艺术品种，这种品种的艺术完整性的特点与戏曲电影相类似。

它的诞生与发展，对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戏曲艺术，使之插上时代的翅膀，促进戏曲的再生与重兴颇具重大意义，与此同时，

对于创造独特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电视剧样式和品种也将起到积极作用。 

目前业界公认的戏曲电视剧肇始于浙江电视台拍摄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越剧电视剧《桃子风波》。之后的 20 年间，由浙

江电视台与浙江越剧团影视部出品和领头的戏曲电视剧创作生产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尤其是 90 年代，与安徽的黄梅戏音

乐电视剧、上海的戏曲电视剧分别被誉为“浙派”、“皖派”和“海派”，是戏曲电视剧创作生产的“三套马车”。
②
 

之所以形成这三派，众说纷纭，有说是从这三个地区生产的戏曲电视剧数量和质量（主要看获奖）来评判得出，有说是从

观众认可结合专家评价的结果而得出，也有认为是由于当时这三地各出现了一个戏曲电视剧的领军人物（导演）而得出。
③
 

论及各派的艺术特点，林辰夫的归纳较有代表性：“浙派的特点是，基本采用实景拍摄，在表演上，适当综合了载歌载舞的

戏曲特点，唱腔上有改革，但基本上是原汁原味的。”“皖派的特点是改编文学名著较多，在艺术上，戏曲的东西基本上服从电

视剧，保留戏曲的东西只有一个唱腔。而且唱腔是黄梅调，对话却是普通话。在表演上按电视剧的要求。”“海派的特点是大胆

采用电视特技手段，运用音乐电视的表现形式。时空转换处理明显区别于‘浙派’和‘皖派’。”
④
这种艺术特点显而易见，因此，

也是广大观众对这三派戏曲电视剧的共识。除了对胡连翠的黄梅戏音乐电视剧颇有争议外，其他两派的创作特点也都得到了观

众的认可和专家的肯定。其实，当时还有人提出尚有山西李希茂的“晋派”，河南路振隆的“豫派”，但似乎不及前三派影响力

大。不管其时究竟有几派林立，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戏曲电视剧的确曾迎来过它的黄金时期。 

有资料显示，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电视剧创作呈蓬勃旺盛态势，其生产和播出数量早在好几年前就已位列世界第一，2010 年

我国电视剧生产量为 436 部 1.47 万集
⑤
，2012 年更是创下历史新高 , 产量达 1.7 万集。至 2015 年，全年全国共计生产完

成并获得《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剧目共计 394 部 16540 集。而其中的戏曲电视剧从 2006 年至 2011年也只有 24 部 181 

集
⑥
，在这六年里，浙江戏曲电视剧也只生产了 7 部 44 集

⑦
，反差何其大。同样的，笔者从 2005 年就开始对此进行了一系列

的走访、调查、了解，发现戏曲电视剧的收视率（或音像制品的购买率）不容乐观。戏曲电视剧对于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

还有待进一步了解。这些现象不由得我们引发深思：在其他类型电视剧创作和出品愈来愈走向多产与辉煌的趋势下，戏曲电视

剧为什么反而会萎缩？从新世纪初浙江省有关部门雄心勃勃地在全国范围内叫响启动“戏曲电视剧名著改编工程”的创举到后

来的不了了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一工程没能顺利开展下去？戏曲电视剧到底受不受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没有观众就没有电视剧；正是观众的消费需求，才导致各大电视台的收购需求，才使得眼下的中国一下子跃升为电视剧创

作和生产大国。对于戏曲电视剧也是一样的道理。作为从事电视剧生产的文艺工作者，不能仅仅为了收视率，把传统艺术抛掷

一边，任其消亡。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收视率并不是唯一赢得观众喜欢的客观标准，里面潜藏着许多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因素

和规律。 

谈及戏曲电视剧，一定绕不过谈论戏曲。戏曲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艺术形式和东方美学的一大内容，显现了中国人（以

及东方人）审美把握世界的优势，这种优势就在于戏曲有它独具的多方面的功能。仲呈祥说：“民族艺术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

如果还有生命力，它就会主动地吸收它艺术、它民族优秀的东西加以交融整合，促成它新的生机并向前发展，甚至于它会改变

原有的形态，但是骨子里仍是它的生命的延续
⑧
。”戏曲电视剧正是顺应时代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这样一种新的电视剧类型。无可

否认，此种新的电视剧艺术类型创造方式，离不开戏曲的滋养；对戏曲的吸收、交融和整合，正是它的最显著的艺术特点。 

笔者以为，浙江等地目前均在进行文化大省的建设，坐拥强大的经济实力，又有深厚的文化资源，在电视剧整体创作愈来

愈成熟和多产的今天，其中的戏曲电视剧创作理应继往开来，再度创造并且保持这一独特的深具民族风貌的艺术辉煌；换句话

而言，在各地文化大省的创建中，绝不能缺失戏曲电视剧这一亲近现代又接通传统且已积累了一定成功经验的宝贵财富。这既

是历史的使命，也是时代的需要。由此，我们真诚希望不久的将来能看到戏曲电视剧这只涅槃的“火凤凰”重回视线、再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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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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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三位领军人物分别是三位导演梁永璋（“浙派”）、胡连翠（“皖派”）、张佩利（“海派”）. 

④摘自马风的《浙江戏曲电视剧艺术研讨会综述》，原载《中国电视》1999-8-20. 

⑤张海潮、张华主编 .《剧领天下——中外电视剧产业报告》“总论”，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4. 

⑥参见国家广电总局官方网站的历年电视剧备案批示统计数据 . 

⑦笔者从浙江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及浙江越剧团等生产单位等途径综合获得 . 

⑧仲呈祥著 . 审美之旅 .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