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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说得十分具体
。

总 的感觉是
,

戏 曲研

究将 由微观研究走向宏观研究
,

从单一

学科研究走向交 叉学科研究
,

由纯理论

研究走向理 论与实践并重的研究
,

并且

将进一步引进现代科学技术所提 供 的

各种新的手段
,

以 促进戏曲研究进一步

走向科学化
、

现代化
。

这种大 的走 向
,

决

定了 目前和将来的戏 曲研究 的科学性
、

综合性
、

实践性
、

交又性的特点
。

曰 世纪将是一个发展的 世纪
。

为

了 迎接戏 曲艺术和 戏曲研究的新 的 发

展
,

适应新世纪人类文 明新发展 的要

求
,

戏剧 �曲 � 学科领域中学科的设立
、

研究方法
、

研究手段毫无疑问要作 相应

的调整
。

建议戏曲研究所设立戏曲文化

研究室
,

它的 中心 任务不是研究戏 曲艺

术本身的 内部规律
,

而是研究古代 戏曲

与古代戏剧文化环境
、

近现代戏曲与近

现代文化环境
、

当代 戏曲与当代文化环

境这样三对关 系
。

其中
,

自然应当包括

戏剧人类学
、

戏曲社会学
、

戏 曲经 济学
、

戏 曲观众学
、

戏 曲心理学
、

戏 曲 民 俗学
、

戏 曲宗教学以及戏曲生态 学等方 而的

研究
。

如 能实现这一设想
,

戏 曲研 究可

望取得 突破性进展
。

无 论是 重点学 科
、

新兴学科
、

交 又学科
、

边缘学科
,

还 是

信答
及 其它 学科研究领域中持续的

“
文化

热
”

的影响
。

戏 曲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有些时候

与热点是重合的
,

有些时候则 不尽然
。

目前 以 至今后相 当长的 一个时期 内
,

戏

曲 现状与对策研究
、

戏曲文化研究依然

是戏曲研究的重点
。

此外
,

广义 的中国

戏曲史
,

即 中国戏 曲文化史
、

戏曲文化

学
、

当代戏曲史
、

戏曲声腔发展史与声

腔埋论
、

戏 曲文物与文献学
、

戏曲美学
、

戏曲观众学等
,

也应当成为当前和今后

戏曲研究的重点
。

我觉得
,

中 国当代戏
曲研究工作者有两大学术任务

,

一是创

立我 们 民族 自 己 完 整的 中 国戏曲学理

论体 系
�
二是对当代中国戏曲改革和转

型建构作 出 自 己 的理论 贡献
。

上述重

点
,

正是与这两大任务 密切相关的
。

至

于说到难点
,

则是相对的
。

客观的说
,

所

有重点或非重 点的戏曲研究课题
,

都有

一定的难度
。

比较起来
,

中国戏 曲文化

史
、

戏曲文化学
、

戏曲文物 与文献学
、

戏

曲美学 等
,

研究起来困难一些
。

因 为
,

上

述研究 内容涉及的学科较 广
,

对研究者

的知 识结构
、

思辨能 力
、

理想素养等有

更高的要求
。

三
、

戏 曲研 究的未 来走向
,

一时尚

重大基础课题
、

专题对策研究课题
,

根

本的一 条
,

是努力实现戏曲研究思维方

式或 思路的变革和飞跃
。

可 以也应当 有

一部分人坚守既往的清代朴学训话
、

笺

解
、

考据的 门径
,

可以也应 当有一部分

人继续从事文艺学
、

社会学 角度的作家

作品研究和鉴赏
、

批评
,

继续深入地从

事戏曲史和戏曲理论的通史
、

断代史
、

专史
、

通论
、

分论
、

专论的写作
。

但是
,

还应 当有一部分人依托宽 广的 文化视

野
、

理论襟怀
,

具备现代化的知识结构
、

学术 目光
,

建立起两个
“

打通
”
�纵 向的

古 代戏曲研究与现当代戏曲研究打通
,

横 向的西方戏剧艺术研究与 东方戏 剧

艺术研究打通 � 的意识
,

在尽可能丰富
、

详尽占有各种资料的基础上
,

在尽可能

高 的哲学层 次上 确立 自 己 的理 论和 逻

辑的起点
,

实现对中国戏 曲的微观分析

与宏观研究 的统一的把握
。

那种研究古

代戏曲 的
一

与研究现当代戏 曲的
、

研究中

国戏曲的与研究西方戏剧的
、

研究戏剧

的 与研究哲学
、

文学
、

文化的人们之间
“

鸡犬之声 相闻
,

老死不 相往 来
”

的状

况
,

到了应当结 束的时候 了
。

多
年来

,

广大文 艺工作者在极 艰

苦的 条件 厂
,

以 强烈的责任感

不断探索和实践改变 之路
。

由

于经验不足等等原 因
,

改 革之路步履艰

难
,

人 员难畅其流
,

队伍臃肿庞大
,

资

金匾 乏
,

陷 入 只能勉强维持的 尴尬境

地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
,

文化部门抓 住时机
,

把体制改革工作作
为重点积极布置和 落实

,

通过政府的政
策倾斜

,

保护和扶持民族文化
,

培育演

出市场
,

引 导艺术消 费
,

使民族的高雅

艺术 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 中 占 主导地

位
,

而这一改革需要 启动资金
,

除 了国

家和地方有关部门大力扶持外
,

也很需

要来 自社会 各方面特别 是企业界 的 鼎

力相助
。

近闻
,

中 国 文化艺术总公司赞

助 � �� 万元
,

用于启动艺术表演团体体

制改变
,

繁荣社会 主义文艺
�
上海万 丰

集团 拨出 专款设立
“

万 丰企业文化丛金

会
” ,

让支持 高雅艺术成 为企业 的 长期

行 为
。

江泽 民同志指出
� “

对民族文化 精

粹
、

优秀高雅艺术
、

有较高学术 价值的

著作
,

要给予扶持 和保护
。
”
最 困难的时

刻所给予的 帮助
,

是雪 中的炭
、

旱 天的

雨
。

中国文化艺术总 公司和万 丰集 团 的

义举
,

无疑应载入 当代中 国艺术 的编年

史
。

他们对文化艺术事 业无偿 的捐助
,

是 出 于对祖国文化艺术强烈 的 贪仟感
,

是 为文化艺术表演 团 体的改革
,

抛砖引

玉
,

以感 召 海内外
、

全社会都来 关心和

抢救中国的文化艺术 事业
。

艺术 表演团

体要彻底摆脱困境
,

就要向长期高度计

划体 制下形成的生存状态
、

布 局方式和

供需结构冲击
,

必须从体制上进行 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
、

精神文 明建设要

求 及文化艺术 自身 发展 规律 相 符合的

改革
。

企业 为文化 艺术 事业改革捐资
�

亦表明企 业对文化艺术事 业改 革的期

待和信心
。

近 几年
,

越来越多的企业支待社会

公益事 业
,

支援教育
、

支援科技
、

支援

体育等
,

受到社会 的称道
,

也提高了 企

业在 社会上的声望
。

其本身就是改革的

成果
,

它 为文化企业以 自 己的实力 养文

化提 供了值得探索的成功经验
,

对文化

艺 术事业的 改革起到 了积极 的推动作

用
。

当然
,

作为被捐助的文化艺术演 出

团体亦应以此作为动力
,

充分调动单位

内部的积极 因 素
,

真 正 敞开 门 来搞改

革
,

在市场经济 中实 现其 艺术 创作价

值
,

以真正建立一个 良性的
、

有 生命力

的文化艺术市场机制
,

使 艺术表演团 体

走 出困境
,

繁荣和发展社 会主 义文化艺

术事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