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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

10月 20日晚，第五届重庆青年戏剧演出季暨“双城剧
汇”2023成渝戏剧创作展演周，在重庆市川剧艺术中心大
剧场开幕，开幕大戏便是川剧《忠义烈》。

“重庆青年戏剧演出季始于 2014年，孵化了一批优秀
作品，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是青年戏剧人成长的沃土，已
成为我市重要的文化品牌活动。此次同时推出的‘双城剧
汇’成渝戏剧创作展演周是成渝两地戏剧界交流合作的重
要平台。”重庆市剧协主席程联群告诉记者。

近年来，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建设大背景下，以川剧为主的成渝双城戏剧交流与往来
日趋频繁。

“张秀才提乌盆在长街发卖，玉美人抱银瓶闯将过
来……”10月4日，中国剧协副主席、重庆市文联主席、重庆
市川剧院院长、“三度梅”艺术家沈铁梅在朋友圈上传了一段
川剧高腔《出北塞》经典唱段。“这是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
——文化和旅游部像音像工程录制的一个片段。《出北塞》是
我老师竞华先生的代表剧目，其中的120句无伴奏高腔绕口
令，非常考验唱功。”沈铁梅说，为此她整个9月都在忙碌。

同一天晚上，与重庆相隔不远的四川省宜宾市，第三届
四川艺术节（宜宾分会场）精品剧目展演正在酒都剧场进
行。当晚与戏迷见面的是由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艺术职
业学院院长和四川省川剧院院长、“二度梅”艺术家陈智林
主演的“文华大奖”获奖剧目——川剧《草鞋县令》。演出精
彩不断，观众叫好连连。

作为巴蜀文化同气连枝的精神纽带，有着 300余年历
史的古老川剧，正在新时代迎来全面振兴，并以崭新姿态为
世人讲述着川渝大地生生不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火爆出圈
川剧加快“走出去”

川剧艺术博采众家，源远流长，是川渝文化艺术中一张
璀璨的名片。虽然川剧主要流行于以四川省和重庆市为主
的川渝地区，但其赫赫声名早就广泛传开。

70年前，川剧频频“火”出大西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川剧迎来“黄金时代”。1953年，一批川剧演员随部队
文工团赴朝鲜慰问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1959年，成渝两
地演员联袂出访波兰、保加利亚等国，带去大戏《谭记儿》《焚
香记》《芙奴传》，折子戏《秋江》《拦马》《柜中缘》《水漫金山
寺》，吸引了欧洲观众的目光；1960年初，老舍给刚成立的成
都市川剧院写信，“北京有许多川剧迷，我是其中之一，每逢
川剧来京，我和其他川剧迷就高兴得像过新年似的。”

川剧最近的一次高光时刻，是在2022年9月15日举行
的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闭幕式上。当晚，第十七届文华奖
颁奖，重庆市川剧院的《江姐》和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四川省
川剧院的《草鞋县令》双双斩获文华大奖。作为一个地方剧
种，川剧在同届的15部获奖作品中占两席，可谓独领风骚，
川渝携手展现川剧魅力，令全国戏曲界瞩目。

今年以来，伴着文旅市场复苏，川剧“走出去”的步伐重启。
3月初，作为重庆市唯一一部参加“新时代舞台艺术优

秀剧目展演”剧目，川剧《江姐》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连演两
场，场场爆满，座无虚席。这是此版《江姐》首演 5年来第 4
次与北京观众见面，也是该剧获得文华大奖后首次进京演
出。沈铁梅诠释的江姐细腻动人，川味十足。她“腔中有
人，人活腔中”的声腔神韵和精湛的表演艺术，让江姐这位

有血有肉的优秀
女共产党员的舞台形象光
芒万丈。

同为“新时代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剧目的《草鞋县
令》，也在 3月中旬亮相北京。该剧剧情跌宕起伏，唱词诙
谐幽默，主演陈智林以深厚功底和精湛技艺，将主人公纪大
奎的儒生气质、草根情怀、慎思笃行刻画得淋漓尽致，成功
塑造了清廉朴实、仁德亲民、践行践诺、勇于担当、有爱有畏
的“草鞋县令”形象。

结束北京的演出后，《江姐》和《草鞋县令》还分别前往
山东和江浙沪等地展开巡演，均大获成功。

事实上，重庆市川剧院在沈铁梅的积极推动下，早早启
动了“走出去”的步伐。2002年，她携川剧《金子》赴韩国连
演 8场，引发轰动。她的代表作《李亚仙》在海外更是备受
追捧，曾在2016年匈牙利“布达佩斯之春”艺术节和2019年
锡比乌国际戏剧节上惊艳亮相。20多年来，沈铁梅和重庆
川剧人的足迹遍及欧美3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越来越多外
国观众折服于川剧艺术魅力。

如今，川剧“走出去”的步子正在迈向更远：今年，重庆市
川剧院于4月底受邀在香港西九龙戏曲中心连演三天，带去
《李亚仙》和一台折子戏；四川省川剧院于6月底携《白蛇传》
《和亲记》以及《川剧经典折子戏专场》献演香港“中国戏曲

节”，9月两度赴韩
国，分别在全州和忠清南道

演出，将川剧艺术带到韩国观众面前。

守正创新
不断探索实践

“川剧在出人出戏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既有以
沈铁梅、陈智林等川剧领军人物为代表的一批著名艺术家，
也有以《金子》《江姐》《草鞋县令》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剧
目。近年来川渝两地川剧人频频走出大西南，展示了川剧
魅力，但如果要跟上个世纪川剧的‘黄金时代’相比，仍有不
小差距。”谈及当代川剧，著名川剧剧作家、中国文联终身成
就奖得主魏明伦坦言。

“在我看来，当代川剧已拥有足以超越‘黄金时代’的名
家名作，但总体生存环境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前所未有
的。根本问题在于，网络时代人们的生活、娱乐方式已经发
生了迭代，尽管戏剧仍是人类社会主要娱乐方式之一，我们
要怎样才能真正吸引观众聚焦于舞台？”魏明伦说。

在沈铁梅看来，无论面对机遇还是挑战，对于一个川剧
工作者来说，敬畏艺术、守正创新是最重要的。“我们有好演
员好作品，这就是当代川剧最大的底气。多年的出访演出

经验让我看到，原汁原味的川剧艺术有种极致美感，
哪怕语言不通也能让观众震撼。”此前在匈牙利演出

时，为了让外国观众更好地欣赏川剧的音乐、表演、服装、方
言等艺术，沈铁梅和同事们甚至大胆采用剧情提示而非逐
字翻译字幕来辅助演出。“以表演为中心足矣，这也是川剧
艺术的文化自信。”沈铁梅说。

“要实现川剧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核心是
守正，在守正的基础之上再谈创新。”沈铁梅说，川剧的艺术
性永远是第一位的，但艺术性也会随着时代进步而发展。
我们要保护传统，要修旧如旧，同时也要注入现代意识，这
个过程切忌脱胎换骨，切忌基因变异。每个川剧人都应该
有忧患意识，要知道什么是好的，努力的方向在何处。

对此，陈智林也表示认同，“守正创新，关键是守正，如
果不守正，剧种就失去本源；而如果不创新，也一定会走入
死胡同。要深入挖掘川剧中蕴涵的中华文化精神、中国价
值观念，反映中国人的审美追求，努力将思想性、艺术性、观
赏性有机统一。”他注意到，近年来川渝两地川剧界在创新
方面花了不少心思，从业人员都在用发展的眼光思考剧种
的未来，无论是《草鞋县令》还是《李亚仙》，从川剧传统来说
都是一脉相承的，是在把握传统根基的基础上对不同形式
文化展开的思考探索和实践。

携手共赢
唱响艺术“双城记”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川渝之间的文化
交流更加频繁。如何更好地推动川剧艺术传承与发展，进
一步擦亮川剧这张文化名片？近年来，川渝两地川剧人一
直在探索和实践。

2022年6月29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
联席会议第五次会议召开，首次落地重庆的第五届川剧节正式
启动。6月29日至7月13日期间，以“唱响艺术双城记，共谱川
剧新华章”为主题，川渝两地名家携手，创新活动层出不穷。

两地川剧人还携手推进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今年5
月，四川艺术职业学院二级教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
代表性传承人、“梅花奖”得主肖德美策划发起了“群星璀璨·
生生不息——川剧文生名家名戏专场”，不但聚集起川渝两地
多位艺术家，还特别邀请了与川剧声腔有关的剧种代表——
京剧和秦腔的梅花奖艺术家加盟。“我为这场川剧文生专场策
划了3年，邀请了川渝两地以及跨剧种的艺术家互动，彰显了
川剧文生艺术，进一步扩大了川剧在全国的知名度。”

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颜芬认为，随着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推进，川渝川剧人以及众多专家学者在
川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积极工作，作为川渝
两地的传统文化名片，川剧正在走向振兴，承担起以文促
旅、文旅融合的发展重任。

“只有携手，才能共赢。”陈智林说，四川和重庆都是孕
育川剧的土壤，川剧是我们共同的文化符号和表达语汇。
从本质上说，川渝川剧是一个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们要齐心协力为传承民族文化作贡献。传统戏曲的振
兴，须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不分彼此。”

“这样的携手，是文化的交流，是情感的凝聚，更是坚定
文化自信、助力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沈铁梅说，在
川剧的传承与保护等方面达成共识，川渝携手就有了更坚实
的基础和更明确的方向。“我们要用心用情去思考川剧艺术
如何精进，思考在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中，如何实现
真正的文旅融合，让传统戏曲文化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唱响川剧“双城记”

中国剧协副主席、重庆市文联主席、重庆市川剧院院长、“三度梅”艺术家沈铁梅（中）主演的川剧
《江姐》。 （重庆市川剧院供图）

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和四川省川剧院院长、“二度梅”艺术家陈智林（左二）主
演的川剧《草鞋县令》。 （重庆日报资料图）

“ 蓉 宝 ”川
剧 变 脸 系 列 手
办 。（成都大运
会执委会宣传
部供图）

20222022年年66月月2929日日，，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重大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重大活动启动仪式现场。。（（重庆日报资料图片重庆日报资料图片））记者记者 郑宇郑宇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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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29 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重庆四
川党政联席会
议第五次会议

召开，首次落地重
庆的第五届川剧节
正式启动

2022 年
9 月 15 日 ，
重庆市川剧
院的《江姐》
和四川艺术

职业学院、四川省
川剧院的《草鞋县
令》双双斩获第十
七届“文华大奖”

今 年 4
月底，重庆市
川剧院受邀
在香港西九
龙戏曲中心
连演三天，带

去《李亚仙》和一台
折子戏

今 年 6
月 底 ，四 川
省川剧院携

《 白 蛇 传 》
《和亲记》以
及《川 剧 经

典折子戏专场》献
演香港“中国戏曲
节”，9 月两度赴韩
国，分别在全州和
忠清南道演出

重庆市
川剧院近年
来 复 排 了

《御 河 桥》
《白 蛇 传》
《玉簪记》等

传统大幕戏，累计
复 排 传 统 折 子 戏
130余折

四川近
年来已举办
10 余届振兴
川 剧 调 演 、
会演以及川
剧艺术节等

活动，推出改编、新
创剧目300余个，有
100 多台剧目获国
家级、省级大奖

重庆大足第二届川剧文化艺术节在雍溪古戏楼开幕重庆大足第二届川剧文化艺术节在雍溪古戏楼开幕。。（（新渝报资料图新渝报资料图））新渝报记者新渝报记者 瞿波瞿波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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