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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何要昆曲进高校 ——兼论昆曲进高校的可能性 
曹南山 

作者赐稿 

- 

     

              
     昆曲是中国艺术的奇葩，是中国戏曲美的典范，是历史 为悠

久的中国戏剧，也是享誉世界的古老剧种。但作为濒危的“人类口

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当代大学生接

受和欣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昆曲的观众趋向老年

化，普遍的大学生未曾接触过这一古老但充满活力的艺术形式。苏

州作为昆曲艺术的诞生地，在推广昆曲艺术上理应做出表率，自

2004 年苏州昆剧院推出青春版《牡丹亭》，昆曲艺术大放异彩，广

大青年观众尤其是各高校大学生在欣赏之后交口称赞，各大媒体和

网络好评如潮。在莘莘学子惊呼这一传统艺术的巨大魅力之余，我

们深感普及昆曲艺术之迫切性和重要性。昆曲艺术只有在赢得观众

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更大的生机与活力。 

      广大高校在校学生是中国未来各领域的精英人才，他们具备相

当的人文素养，同时也拥有较为充分的闲暇时间，他们有能力也有

时间品位艺术，欣赏美，他们现在所形成的审美趣味必将影响其今

后的一生，所以拥有了青年学子就等于解决了今后五十年昆曲的观

众问题。在当代大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他们会将自己的审美趣

味和欣赏习惯影响其周边的一大部分人，并且也将在对下一代的教

育中体现出来，如此良性循环，那么这对于解决的昆曲观众问题，

不仅仅是今后五十年，而是一百年，两百年，直至更加久远了。 

      典雅精致是昆曲有别于其他戏曲样式的一个重要特性。所以自

昆曲艺术诞生以来就一直是封建士大夫和广大知识分子尤为钟爱的

艺术。当代中国社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很大，广大青年学子更

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自小耳濡目染的就

是影视作品和现代流行音乐所展现的带有强烈西方化、市场化的生

活模式和审美趣味，“快餐文化”的便利和刺激逐渐替代了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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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含蓄蕴籍。这是当前的一个事实，我们无须讳言。然而，一

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当代大

学生不可能脱离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从小接受的依然是唐诗、宋

词，以及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明清文化的影响。中小学教材中古文

和诗词的比重依然很大，这就给他们学习传统的中国文化开了方便

法门，他们中有很多人开始喜欢上中国传统文化，喜欢读中国的

书，开始对国学和精通国学的大师们发生强烈的共鸣，于是很多学

生走上了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和艺术的道路。此外的很多学生虽然没

有走上同样的道路，但是他们在痴迷流行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同

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抱有一份尊重和敬畏。尊重它的

博大精深，但也因此产生敬畏，因为在他们有限的经历中，他们认

为如此厚重的文化艺术只属于古人，现在的人理解不了也欣赏不了

了。要打破这一认识，只是在口头上辩说总是收效甚微的，因为他

们有时间都坐在电视机旁看电视剧或是戴着耳机听流行音乐去了，

所以传统的文化艺术要想得到青年的青睐不能再躺在图书馆的角落

里静等他们来亲近了，而应该站起来将自己的美展示出来，用真善

美去征服广大青年们。 

      在中国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宝库中，依然具有鲜活生命的只有

传统戏曲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三千多年的历史，在深厚

的文化积累中终于催生出有别于世界上任何一种艺术样式的中国戏

曲。而作为“百戏之祖”的戏曲之母即是现在依然活跃在舞台上的

昆曲艺术。昆曲从一诞生就综合起了整个中国文化艺术的精髓，它

集诗歌、舞蹈、音乐、绘画诸美于一身，又融合儒家文化的精髓，

终于赢得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赏识而 终成为其 爱。悠悠的六

百多年过去了，历史冲淡了曾经的一切，当年的生活痕迹已经烟消

云散，只留下故纸堆里那载满了沧桑的文字，传统被尘封在了历史

的档案馆里。那厚重的大门让如今追求生活轻松的人们总是敬而远

之。 

我们被锁在了自家的后花园外，却走进了他家的菜园地。西方

文化的大量引进让我们的青年人一声声惊呼，他们沉迷在好莱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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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里，不知道那是一个梦幻的世界，他们在嬉皮士的音乐里陶

醉，在美剧的风云里感受着心跳。他们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感

动不已，为之痴迷。于是，欧美的成了经典，国产犹如敝帚。在这

样的时代里，让早已痴梦的青年回首，似乎不是简单的提倡和教育

所能做到的了。 

 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大部分人似乎已经忘记昆

曲，一个年迈但却健在的老人！但古老艺术的沉潜不等于消失，

2004 年昆剧青春版《牡丹亭》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和精心的制作，终

于出现在百年历史的现代高校——苏州大学的存菊堂，而较之前任

何一次昆曲演出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六百年的昆曲面对的都是

仅逾二十的青年。出于所有人的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出现

了！2400 多个年轻的观众在闷热的大礼堂里居然静静地注视着前台

三个小时，当上本演出结束的幕布缓缓拉起时，整个剧场沸腾了！

学生们疯狂地用他们观赏好莱坞电影时的方式狂叫着，蜂拥地跑至

舞台前狂热地拍着他们的手，嘴里喊着男女主角的名字。这从未见

过的阵势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他们从来都不知道中国也有这般

动人的艺术，他们更不曾知道古人在恋爱着也是如此地浪漫.。这之

后凡青春版《牡丹亭》在高校中演出，都是盛况空前，昆曲一度成

为高校中 为流行的话题。有媒体曾指出，青春版《牡丹亭》让昆

曲的观众普遍下降了三十岁！ 

 正如妙龄少女杜丽娘游园之后的感叹“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

许！”青春版《牡丹亭》用它精致典雅的表现形式，为青年学子乃

至社会各界揭开了昆曲艺术这座大花园春和景明的大序幕，他们跟

随着杜丽娘徜徉在园中的脚步欣赏着良辰美景，而专属于昆曲的赏

心乐事就在这种移步换形的陶醉之中慢慢浸润到每个青年观众的身

心之中，及至灵魂深处。中国戏曲艺术是诸多传统艺术的综合体，

它延续了从《诗经》开始的中国诗、乐、舞相结合生发的传统，更

是在对传统的承接与护持中，将美术、建筑、雕塑、杂技、刺绣等

诸多艺术形式的精髓熔铸其中，形成了中国戏曲独特的审美样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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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形态，而昆曲更是其集大成者的典范之作，昆曲艺术达到了戏

曲艺术形神兼备的 高境界。 

典雅优美的曲词承接唐诗、宋词而来，是中国诗性文化的延

续，一位位才华四溢的传奇作家将自己的百转情思精雕细刻，使之

始终洋溢着浓郁的诗意；以竹笛为主的音乐清丽悠扬，配合人声的

细腻婉转，在千啼百啭之间将剧作中蕴涵的浓郁诗情以及男女主人

公回环缠绕的情思一并传达出来，度尽一字几近一刻，一字一句精

研细磨，真正表现出“水磨调”的神韵；音乐是神韵的影子，舞蹈

则是它的形体展示，昆曲的且歌且舞、逢歌必舞，如流水行云，使

昆曲的舞台表现有了丰富的张力与爆发力，那秀美的手势，那婀娜

的身段，那繁复缤纷的水袖，都为各种艺术样式在昆曲之中的和谐

生发提供了一个载体；除此之外，色彩缤纷的脸谱、简约留白的舞

台设置以及刺绣的精细传神来源于中国古典美术，演员舞台上的动

静行止、闪躲腾挪则处处体现出雕塑的美感与杂技的精彩，而现在

日益发展与精进的舞台设置，使昆曲舞台不仅拥有一桌两椅的简

洁，而且有建筑设计倾向的多层次感，扩展了表演的空间感与立体

感，观众的视域随之扩展，从而使表演到达了一个新的境界。 

如果说昆曲的“形”是它令更多年轻人倾心追逐的一个方面的

话，那么让昆曲绵延六百年而至今香烟未断的则是昆曲的“神”，

即它在产生之初到整个发展历程中所吸收和积累沉淀下的中国千百

年厚重的文化与人文精神，这种文化的沉浸与积淀以及人文精神的

传承由文人运乎笔端，从而使每一部经典作品都带着浓厚的人文色

彩。昆曲中描写爱情，不仅细腻动人，缠绵哀婉，更有“与子相

携，死生契阔”的壮大，也有“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庄子般的

浪漫主义情怀；昆曲中的友情，可以义薄云天，更可以两肋插刀；

而昆曲中的亲情，则是延续了中国传统中对于孝道的遵循与阐释，

将人的 基本的存在关系予以深刻展示。中国传统道德与文化之中

的仁、义、礼、智、信等信条以及忠、孝、节、义等规范通过昆曲

的经典剧目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一直到现在还在显示着其

不朽的价值。但是舞台上的文化与道德，并不是通过教育与说教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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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来，它在各种艺术形式高度的吸纳与融合之中成为一种美的综

合体，形成自己独特的美学范式，从而带给人赏心悦目的美的享

受，引起心灵上的共鸣。 

昆曲在它虚拟化、写意化以及程式化的特色之中形成的美学范

式融通着儒家传统文化中和圆融的美学以及文化理想：它讲究和

缓，淡化了速度；讲究协调，避免了失衡；讲究和谐，摒弃了冲

突。从而使各种速食、快餐样的文化和日趋娱乐化的生活方式在它

面前显得格外仓促和匆忙，由此所带来的空虚与浮躁的弊病也显露

无遗。舞台表演与情感的酝酿和抒发在一种和缓、协调、和谐的气

氛之中让当代生活从快节奏的无所顾暇中解脱出来，人们在亲身体

验到美的同时，回复到中国古典文化所向往的从容淡定、平心静气

的状态，从而品味到生活所应该具有的本真滋味。 

昆曲艺术对美的定义与阐释，实际上是千百年来中国文化对于

美这一理念集中的总结，它对美的描摹并不是急功近利的，而是以

一种鲜活的生命意象来展现的。虽然节奏缓慢，但是却始终坚守着

美的真正内涵：大雅即美，它是一种 贴近人内心的细腻雅致、积

极向上的生活精神。 

总而言之，之所以我们要让昆曲走进高校，是因为在各种急功

近利、转瞬即逝的流行文化、快餐文化的包围之中，昆曲为自己保

留一块发展的地域以及留下一批文化的传承者与保护者是一件艰难

的事情；而对于它作为中国戏曲艺术的一株奇葩而言，其中所蕴藏

的历史与文化遗产，乃至于深层的文化精神、文化内涵与文化品

格，是经历数百年中国文人悉心积累起的，是数千年中国文化的精

髓之一，因此作为具备较高文化素质的大学生，应该在关注中国传

统文化的同时，能够真正认识到我们肩上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尤

其是像昆曲这样的文化遗产的责任，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也是能

够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