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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historical deposi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Kunqu Opera has an ex-
tremely rich cultural and artistic value. The art of Kunqu Opera has been in 
recession for a period of time. Since May 18, 2001, when Kunqu Opera was 
officially listed by UNESCO as one of the first “Masterpieces of Oral and In-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ssued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actively taken effective measures to rescue, protect and 
support Kunqu Oper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t is thriving again. In the 
current era of global integration, westernized and modernized forms of 
Kunqu Opera have forcefully emerged and have had a considerable impact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s a result, the traditional Kunqu Opera form is 
constantly challenged and faced with the choice of whether to transform. 
Nowadays, when talking about the heritage and preservation of Kunqu Op-
era, there are generally two voices: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 and “reform and 
innovation”. The debate between “conservatism and reformism” in Kunqu 
Opera has intensified as the nation’s attention to Kunqu Opera has grown. In 
this paper, I will present the basis of the two directions of nationalization and 
westernization of Kunqu Opera from a dichotomous perspective, and explore 
the tendency of the two directions: “conservatism” or “reformism” to find out 
a suitable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of Kunqu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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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1 年，昆曲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

产代表作”，在此之后的 20 余年内，我国文化主管部门和各昆曲院团及昆曲

艺术家、戏曲理论工作者也持之以恒地围绕国家政策开始系列工作，致力于

发展一种可资借鉴的现代模式[1]。虽初具成效，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一定

程度上减弱了几支日趋消衰的地方昆曲剧种特色，影响了昆曲的“原汁原味”

性，初步显露同质化的趋向。笔者希望通过梳理中国传统昆曲发展进程，结

合自己所学有关其与西方戏剧的区别和联系，分析昆曲民族化和西方化各自

的优劣势，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昆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2. 昆曲介绍 

昆曲，原名“昆山腔”，现又被称为“昆剧”，是汉族传统戏曲中最古

老的剧种之一。它历史悠久、剧目丰富、文辞典雅、曲调优美，被称为“百

戏之祖”。现如今，昆曲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积累了不少有影响力的剧目

如：王世贞的《鸣凤记》，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

柯记》，沈璟的《义侠记》等。 
昆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昆山千灯顾坚“擅发南曲之奥”推动

了昆山腔的流播。明代嘉靖年间，以太仓魏良辅为首的曲家群落对南曲进行

了大规模的改革，以“苏州－中州音”(即苏州官话)为选定的舞台语音，引

进了北曲和先进的北曲乐理以及传统的声韵学说，改良了昆山腔。因其婉转

流丽，又被称为“水磨腔”。清代嘉靖末至隆庆初，昆山剧作家梁辰鱼依照

昆曲音律填写了《浣纱记》传奇，把限于清唱的昆曲运用于舞台表演艺术。

《浣纱记》的成功，标志了一个新的剧种——昆剧的诞生。随着职业戏班的

流动，昆剧沿着运河北上南下，沿着长江西进东扩。明代万历末年，昆剧已

进入北京。同时，也借机在全国各地落户，远至东北、云贵，很快成为全国

性的大剧种。明末清初，昆剧名家辈出，杰作如林，开始了两个多世纪的昌

盛。清代乾隆以后昆曲逐渐走向衰落，昆曲只在民间曲社中一息尚存。而到

了现代，自 1921 年成立苏州昆曲传习所、新乐府、仙霓社以来，传字辈昆曲

艺术家所能演的戏已较清末苏州四大昆班少了许多，而建国后新一代昆曲工

作者所学到并能演出的传统剧目则更见凋零。 
昆剧主要由歌，舞，表演和故事四个艺术要素组成。“歌”，是指昆剧

的音乐唱腔部分。“舞”，一般指的是身段；“表演”，指的是叙事或代言

过程中的唱、念、做、打。昆剧以载歌载舞为专长，配有抒发心理或是诠释

词义的幽雅美视的身段动作。“故事”，指情节，以传奇文本为载体，融诗

词赋赞于一炉。昆剧把音乐、文学、舞蹈、歌唱、绘画、雕塑、杂技和武术

等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样式有机地化合为自己的艺术本体，而在表现上强调

写意，即强调“意、趣、神、色”。 

3. “传承传统”为主的民族化道路 

笔者曾前往昆曲发祥地苏州，实地探访了昆曲博物馆。虽然如今戏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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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衰弱，苏州人受其浓厚的地域文化的熏陶，对戏曲依旧保持着相当程度的

热情，营造出了相当浓郁的文化氛围。该馆常年开展丰富多彩的戏曲活动，

这使笔者及团队成员有幸采访到正在教授儿童昆曲棍花表演的龚老先生。退

休多年的龚老师有着丰富的昆曲表演和教授经验，一直热心昆曲传播事业。

在采访中，他既表达了对青年一代所展现出的昆曲学习热情的欣慰，也谈到

了对昆曲大范围传承难度的担忧。 
同龚老先生一样，大多老一辈经验较为丰富的昆曲工作者还是更趋向于

“传承传统”为主的民族化道路，他们的选择是基于诸多现实因素的考量： 

3.1. 昆曲自身学习难度大 

其一，昆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昆曲中不仅涉及到古文、汉赋、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等元素，还保留有传统音乐、舞蹈、杂技、武

术、书法等。其中任一元素都很难在短时间内学习掌握。 
其二，昆曲所呈现的主题一般是封建统治、封建礼教和文化专制。以明

朝剧作家汤显祖的浪漫主义代表作《牡丹亭》为例，明清时期的中国，讲究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模式，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代价往往是巨

大、难以承受的，人只有死后才能和自己的爱人团聚。《牡丹亭》就是在这

种民族文化中产生的，作品带着极其明显的明清传统封建礼教的时代烙印。

在当今自由、包容、开放的政治文化环境下成长的中国青年一代对于此类主

题的理解和演绎都会相对困难。传统昆曲剧本的历史背景与当今时代背景之

间的巨大差距给了青年传承者解读戏剧文本极大的挑战。 
其三，唱腔是昆曲学习的重点和难点，六百多年来，昆曲以其独有的唱

腔所带来的艺术魅力征服了世界，使人们陶醉其间，忘乎所以。刘明澜在《论

昆曲唱腔的艺术美》中阐述道：“唱腔是最能体现出中国古典音乐线条的美，

唱腔在昆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2]昆剧属于曲牌体戏曲，由若干支曲牌组

合成套数为一出，由数十个套数联合成完整的故事为一剧。每支曲牌有自己

相对固定的主腔和结音，曲牌体的程式主要体现在词式、乐式和套式三个方

面。“昆曲在唱腔上是对我国古典音乐的一种继承和发扬，因而它兼具了元

朝时期和宋朝时期的戏曲文化特点, 借鉴了民间用于宗教信仰等事仪时所用

音乐的曲调。”[3]在唱法上，昆曲注重节奏、声音的控制，咬字的头、腹、

尾，也就是每一处吐字、过腔及收音都十分讲究，“平、上、去、入”都要

逐一考量[4]，歌唱时歌者必须“依字行腔”。 
因此，难以掌握的唱腔是让很多昆曲爱好者对学习昆曲望而却步的最重

要原因之一。 

3.2. 昆曲孕育缺少肥沃的土壤 

在昆曲初步发展形成的过程中，众多民间艺术家为昆曲在明清时期的兴

盛提供了培育的基石。诸如明代戏剧家梁辰鱼创作了《浣纱记》，同一时间

段，李开先的《宝剑记》和无名氏的《鸣凤记》出世，掀起了一小股昆曲浪

潮。而到了明代末期，“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以他非凡的创作天赋和才华

直接将这股浪潮推向了最高点。他的“临川四梦”作为传统昆剧经典长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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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其角色内心刻画之细、艺术造诣之高、探索人生境界之深均足可媲美莎

翁四大悲喜剧。康熙年间，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也相继

问世。随着大量优秀作品的出现，许多地区出现了专门演出昆曲的民间职业

戏班。明晚期时，昆曲进入宫廷，与此同时，在北方也开始得到广泛的传播。

可昆曲在经过了三百年的兴盛繁荣之后，在清代乾、嘉时期则开始走向衰落。

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才的凋零，汤显祖、孔尚任等引领过时代思潮的知识

精英消逝在历史的地平线之后，他们的后继者却鲜有达到他们的艺术水准。 
笔者看来，人才凋零背后暴露出的是昆曲学生生源稀缺的问题，新鲜血

液无法及时补充，无法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这大大影响了昆曲的代代

传承，并进一步导致了当前昆曲表演者水平断层的问题。加之，在艺术欣赏

上，细腻优雅缓慢的昆曲与大众快节奏的审美需求相违背，观众对昆曲唱腔

的主观接受度下滑也是“土壤”缺失的表现之一。 

3.3. 昆曲改革创新将承担昆曲变味的风险 

传承是创新的基石，目前昆曲代代传承的基石还摇摇欲坠，一系列创新、

跨文化改编所要承担的风险是相当大的。首先，昆曲西方化、现代化自身将

是一个艰难的进程。此类创新形式需要克服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极大差异，

于创作者翻译改编，于表演者解读演绎，于海内外观众理解欣赏，都会非常

困难。 
更加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任何形式的“改革创新”都有可能带来“质”

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好是坏，在真正落实之前都是未知的。在创新创作的过

程中，“传统剧本的改编必然伴随着原意的损失或新意的增加。”[5]不成熟、

不恰当的改编会让原汁原味的昆曲变味，让中国传统昆曲艺术失去自己的本

色。因此，只有先做好传统的传承，打好牢固的基石，原汁原味的昆曲才能

得以保留，中华百年历史沉淀下来的艺术、文化才能得以延续。 
基于上述提到的现实因素，让有一批人在这场昆曲的“保守与改革”之

争中选择坚守民族化道路。只有时刻保持一颗对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敬畏之

心，才能保住它原有的光彩；只有打好代代传承的基石，才能让这门艺术永

不没落。 

4. “改革创新”为主的西方化道路 

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西文化交流密切，且中国的综合国力

在全球范围内显著提高，让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彰显我国文化自信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之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昆曲现代化改革

创新以适应跨文化交际需要乃大势所趋。昆曲的现代化与西方化使这项逐渐

陷入沉睡的中华传统艺术得以复苏，使中国昆曲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再现其独

特光芒。五四时期，陈独秀等有识之士展开新旧文化的“保守与改革”之争，

最终向西方学习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引导中国走向了现代化，实现了人民思

想、个性的解放。类比新文化运动的成功经验不难看出传统昆曲也应当勇敢

地迈向现代化之路。细想传统昆曲的日渐式微不正是从现代戏剧的发展和兴

起而开始的吗？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8677


X. Y. Zhou 
 

 

DOI: 10.4236/oalib.1108677 5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余秋雨曾与青春版《牡丹亭》的导演白先勇交谈并指出：“一个对异邦

同行非常重要的步伐完全感到陌生的民族，在现代这种日新月异的环境中，

是不可能有健全的文学和艺术产生的。开阔的胸襟、辽远的视野是必需的，

有了广角的国际视野后，才能更加确定我们自己的文化定位，能全盘了解国

际上的动脉，才能发挥我们自己的真正魅力。”[6]而到现在为止，也已经有

了相当丰富的证据、成功的案例得以证明随着跨文化交际学科逐渐兴起，昆

曲现代化、西方化的可实现性。 
1998 年彼得·勒斯将昆曲与西方现代元素相结合导演了歌剧版《牡丹亭》，

1999 年陈世铮导演了“传奇”版《牡丹亭》，尽量还原了“原汁原味”的完

整版昆曲。虽然这两部剧作褒贬不一，但它们成功地让中国昆曲《牡丹亭》

在海外掀起了一股汉学的研究热潮，在中外跨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 
将目光聚焦于 21 世纪，在昆曲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些有志者在

成功带领优秀的中华昆曲文化“走出去”、登上国际舞台的同时，证明了昆

曲本土化和全球化两者的联结性。本土化和全球化并不矛盾，我们不一定非

要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通过合理的跨文化改编和剧本的巧妙编排，做

到契合西方审美同时兼顾传统的原汁原味性也不无可能。 

4.1. 跨文化改编以融合西方文学及艺术审美 

翻译是最直接的跨文化交际方式。2002 年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刊行了白

之翻译的《牡丹亭》第二版，这是《牡丹亭》迄今为止最完整、最受欢迎的

英文译本。耗时八年翻译的《牡丹亭》在保证译本尽可能保留原著原意的同

时，为应对中西跨文化交流做了不少努力。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

白之跳开了素体诗的束缚，在深度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采用自由诗，秉持“节

律对应”的原则，准确还原原作本身。白之注意把握人物语言的差别，对不

同角色的语言翻译都精心设计，在错综复杂的语言中都能找到恰如其分的词

汇还原原著。并且在“语体、意象、双关、诗意”等方面也做到尽可能不破

坏原文的美感。为了帮助西方读者了解中西文化差异并深刻理解文本之后的

文化内涵，白之在翻译时添加了注释说明自己对文本的理解，指导读者更好

地拨开中国传统文学的面纱，体会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而反对封建礼教、

追求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主题适应了西方文化的背景，宏大清晰的结构、

跌宕起伏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华丽饱满的语言又使他的译作契合了西

方审美，降低了西方以及中国年轻一代的欣赏门槛，中外观众对于《牡丹亭》

的演出反响热烈[6]。 
昆曲的传播不能只停留于文本，表演才是其最重要的艺术形式，受白之

译本的启发与鼓舞，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于 2004 年首演并在国内和国

际巡演。白先勇先生以其国际性学术视野和现代化的视角审视中国传统文化，

摆脱昆曲传统制式的束缚，大刀阔斧地剪掉旁枝末节的拘束，兼容中西。青

春版《牡丹亭》创下了二百多场演出的历史记录，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该剧

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年轻昆曲演员，还收获了一众铁粉观众，为推广昆

曲摇旗呐喊。白先勇在角色演员的选择上改变了由年长的资深老演员独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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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的习惯，大胆地启用富有青春气息的年轻演员作为主演；在主题选择上，

选用“青春与爱情”这一共通海内外的主题以引起观众的共鸣；在剧本编排

上，在传统的十二个女花神的基础上，增加了三个男花神角色以突出“青春

版”的特色，吸引年轻人注意到曾经被他们忽视的中华传统艺术形式。白先

勇遵循“古典为体，现代为用”的原则，形成了独特的新古典主义风格，造

就了一出兼具古典与现代的昆曲表演[7]。白先勇的跨文化编排，缓和了传统

和当代传播之间的矛盾冲突。让传统昆曲作品在国际舞台上不失传统本色的

同时，更加贴近本土年轻观众的艺术审美，适应海外观众的西方文化背景，

进一步扩大昆曲的观众群，将新鲜血液注入中华传统艺术，帮助促进昆曲的

传承、保护事业。 

4.2. 跨文化改编能兼顾保留昆曲的原汁原味性 

威廉·莎士比亚是当时欧洲人文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他所作的戏剧成

就了欧洲戏剧发展史上的一个巅峰，被称作西方文化的杰出代表。不但如此，

中国文学、现代戏剧一直以来也深受莎士比亚戏剧艺术的滋养和影响，如莎

士比亚戏剧在人物、情节的丰富性、生动性、语言的诗意化、风格的浪漫化

等方面直接的影响；如莎士比亚悲剧最独特最根本的审美方式对中国现代戏

剧所形成的间接的影响等。 
2016 年是威廉·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巧合的是素有“东方莎士比亚”

之称的剧作家汤显祖是于同年逝世的。更加令人称奇的是，在他们离开后的

400 年后，二人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同一时空相遇了。在英国爱丁堡新城剧

院中，上演了一场由湖南省昆剧团排演，极具中国特色的昆曲版《罗密欧与

朱丽叶》演出。针对于昆曲现代化改革是否会丧失传统昆曲本色的质疑，湖

南省昆曲剧团以精彩的演出呈现和优秀的观众反馈打消了一部分顾虑。昆曲

《罗密欧与朱丽叶》在爱丁堡新城剧场上座率高达 80%。这证明了其实对昆

曲经典本意的把握和当下的跨文化交流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不能以单一的

评判标准来恒定其价值。昆曲《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演绎形式像是一种嫁接，

剧名《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形式上的西方化，其内核还是中国地道的昆曲表

演。正如该剧的编剧陈超教授所言：“莎剧名称《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外衣，

是形，脱去此外衣，内容是昆曲，确切来说，内核是昆曲，精华是昆曲。”

此剧在编写上，严格遵从传统套曲的规范，“步步娇”后面紧跟的是“折桂

令”而不随意更换，每场词牌均为一韵，每个字都押平仄；此剧在用典上，

糅合了许多神话传说和传统诗词，包括西施与范蠡的典故、杜牧的诗作以及

李璟的《摊破浣溪沙》等；此剧在主题和人物刻画上也选择了保留中国本土

化的特征。区别于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所表现的人文主义和现实生活的

矛盾，昆曲《罗密欧与朱丽叶》所表现的仍是对中国古代“存天理，灭人欲”

的封建礼教、封建皇权的反抗[8]。 
昆曲走向现代化和西方化是一种契合当下时代大背景的选择，更是一个

让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提高昆曲国际知名度的良机。据上文，已经有

很多人在默默做出努力，让国人喜爱本国的戏剧并对其充满信心，让海外世

界认可中华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优秀艺术文化并对其接纳欣赏。因此，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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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重重，也不应排斥改革给昆曲带来的无限可能。 

5. 总结和建议 

到底如何展开昆曲的传承与保护，在这场“保守与改革”之争中的双方

都各执一词，很难在“传承为主”和“改革创新”中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

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保护、传承、弘扬昆曲的道路上，无论持有何种论断的

人都是中国昆曲的爱好者，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都是中华传统艺

术文化的守护者。让中国昆曲艺术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是双方共同的目标。

笔者认为，双方应当彼此尊重、相互鼓励、通力合作，摸索出一条最适合昆

曲发展的道路，把握好“保守”与“改革”之间的度。在全球一体化、中西

文化交流密切的大背景下，昆曲通过跨文化改编实现西方化与现代化，不但

能促进昆曲发展，更能彰显和弘扬我国文化自信，进一步实现中国文化“走

出去”的伟大目标。但其前提条件是不凭空创造，不改变其本质，使之成为

一种“似昆非昆”的艺术形式。 
中华文化“走出去”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

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9]。但在当今全

球一体化的大浪中，中华文化“走出去”面临艰难复杂的局面，需要我们着

眼长远，充分把握好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形式和方法。长期以来，我们的

传统文化走出去，主要依靠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等官方渠道进行海外传

播，事实证明在中西“对立”的政治语境下，这种被动的传播方式的实效并

不理想。 
笔者针对如何让“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如下几点建议：其一，开拓创

新渠道将中华文化送入西方视野中。笔者认为北京冬奥会期间，“冰墩墩、

雪融融”IP 成功“出圈”火遍全球就是一个值得思考借鉴的成功案例。将目

光投向文化产业，通过各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人喜闻乐见的 IP 内容产品来呈现

中国故事，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影响力。其二，充分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蓬

勃发展，主动搭建中外合作传播平台。当下不少外国青年、留学生活跃在各

大社交平台。积极开展“外国青年讲中国故事”系列活动，以他们的个性化

思维和表达方式展示他们眼中的中国，为他们的原创作品提供内容、技术、

传播推广等支持。其三，加强文化自信，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文化自信是中

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精神动力。当某个民族具有文化自信时，就会为本

民族文化而自豪和骄傲，并自觉传承、弘扬和创新本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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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 Keywords in Chinese) 

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中国昆曲的“保守与改革”之争 

摘要：在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下，中国昆曲拥有极其丰富的文化价值和艺术

价值。这一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艺术虽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萧条，

但自 2001 年 5 月 18 日，中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为首批“人类

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积极采

取有效措施对昆曲进行抢救、保护和扶持，昆曲发展又重新焕发生机。在当

今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大潮中，西方化、现代化的昆曲形式不断涌现，在海内

外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传统昆曲形式不断受到挑战，面临着是否转型

的抉择。现在，谈及昆曲传承与保护，往往伴随着“传承传统”和“改革创

新”这两种声音。昆曲的“保守与改革”之争，随着国人对昆曲关注的加深

而愈演愈烈。本文将从二分法的视角，分别陈述昆曲走向民族化和西方化两

种方向各自的立足点，探索中国传统艺术昆曲未来传承与发展之路的选择—

—“保守”或“改革”两个方向的趋向性。 

关键词：昆曲，莎士比亚戏剧，民族化和西方化，跨文化交流，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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