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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空间转换与戏曲文化的走向

———基于山西戏曲剧种演变的定量分析

柴国珍

(太原师范学院 基础部,山西 太原 030012)

[摘 要]受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结构空间转换的影响,不同戏曲文化之 间 会 引 起 交 融、

互动与整合,进而导致戏曲文化生存空间的演变。对农耕、工业、知识三个时期(10-21世

纪)影响山西戏曲文化生存空间因子权 重 值 的 定 量 化 分 析 可 知:戏 曲 在 社 会 空 间 中 由 占 主

导地位演变为次要地位;宗教、礼乐和娱乐走向纯娱乐形式;全民性参与并获得社会认可的

戏曲活动转化为少数人的“商品”;不同地域文化之间“距离”的消失发展为文化的同质化并

且造成戏曲文化原有的地域性、多样性与丰富性的艺术特征的消失。戏曲文化的生存空间

呈现萎缩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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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人类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产品,存在于人类活动的一切空间中,空间由此构成了人类生产

实践的场所。包括自然空间、社会空间、经济空间、文化空间、政治空间等诸多空间要素,并具有社会性、历史性与周

期性等特质。因此把握文化的这些特质,必须置于其生存空间的关怀之下。一旦离开其生存空间,文化的内在价值

与意义必然丧失。戏曲作为中国文化的重 要 组 成 部 分,不 仅 自 身 随 着 生 存 空 间 的 变 化 而 变 化,而 且 随 着 时 间 的 延

续,其所处的生存空间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是在不断型塑与更新着自我空间的过程。本文以中国戏曲文化最具代

表性、地域性和丰富性的山西戏曲剧种的演变为研究个案,基于10世纪至21世纪的山西戏曲文化发展脉络及其社

会空间结构变化,对其戏曲文化生存空间的各种影响因子做一定量 化 的 统 计 与 分 析,以 此 还 原 戏 曲 文 化 生 存 状 态,

解读戏曲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结构空间中的地位转换,揭示戏曲文化生存空间的演变规律,为我们认识戏曲文

化发展提供参考依据与启示。

一、戏曲文化社会结构空间构成因子

社会结构是指个人或群体之间通过文化而结成的长 久 关 系,主 要 是 由 经 济、文 化、政 治、人 口、宗 教 和 科 技 等 各

个领域的空间构成。戏曲文化作为社会结构的主要组成要素,不是孤立存在于自我空间,而是与社会结构空间形成

的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且在时间延续中不 断 型 塑 和 重 构 自 己 的 空 间 形 态,因 此 探 究 戏 曲

文化在社会结构转换中的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下页表1中戏曲文化生存空间构成及其影响因子是通过征求戏曲学界的专家学者意见汇总遴选而来的。本文

选取最能影响与决定戏曲文化空间的 构 成 因 子,主 要 由 自 然、经 济、政 教、人 口 与 文 化5大 类 及 其13个 子 项 构 成。

评价因子权重值是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山西戏曲文化 影 响 因 子 数 据 处 理 而 获 得 的。为 了 确 定 评 价 因 子 的 权 重,向 省

内戏曲界学者专家发出问卷调查32份,收 回28份,对 其 中 有 效 问 卷26份 经 过 定 量 化 的 数 据 处 理,获 得 有 效 原 始

数据。

把表1数据转换为图1,可以直观地看到戏曲文化空间构成因子随着不同的 历 史 发 展 阶 段 和 社 会 变 革,其 权 重

值的影响力也随之发生变化。

对图1中三个时期的戏曲文化空间构成 因 子 权 重 所 做 的 趋 势 线 分 析 来 看,通 过 数 学 函 数 模 拟 可 以 揭 示 戏 曲 文

化的发展趋势。山西戏曲剧种数量 的 演 变 趋 势 线 公 式:y=-17.184x2+60.974x,R2=9961,其 权 重 自 变 量 系 数

为-17.184。显示戏曲剧种数量呈先升后降、开口向下的发展趋势,印证了任何文化必然经历孕育、兴盛到衰 落 的

这样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表1 山西戏曲文化社会生存空间构成因子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农耕时期

(宋元明清)
(因子权重值)

工业时期

(1911—1979年)
(因子权重值)

知识时期

(1980—2010年)
(因子权重值)

社会结构

自然 地形地貌气候水文 0.251 0.186 0.134

经济

区域经济水平 0.834 0.808 0.716

水陆空交通 0.101 0.198 0.294

合计 0.935 1.006 1.01

人口

人口流动 1.342 0.746 0.374

戏曲受众体 1.251 1.015 0.835

剧作家与演艺家 2.803 2.783 2.607

合计 5.396 4.544 3.816

政教 政治与宗教情境 0.427 0.303 0.251

文化

土著方言 1.536 1.476 0.685

戏曲文化政策 0.413 1.038 1.528

本土戏曲艺文积淀 0.508 0.479 0.473

异域戏曲文化 0.327 0.387 0.257

非戏曲文化影响 0.124 0.281 0.783

戏曲传媒手段 0.082 0.30 1.062

合计 2.99 3.961 4.788

图1 戏曲文化及其在社会结构空间中地位的演变

  依据表1与图1,从三个时期社会结构的五大类因子权重值来看,经济、自然与政教因子权重构成的空间总体上

弱于人口与文化因子权重对戏曲文化的影响力,在低位缓慢上升和下移。人口空间与文化空间因子对戏曲文化发挥

着重要作用,其中前两个阶段,人口因子权重值均高于文化因子权重值。到第二阶段,人口因子权重值逐步走低,而文化因

子权重值逐渐走高。第三阶段,文化因子权重值超越人口因子权重值。与之相应的戏曲剧种数量经历了上升到下降的发展

轨迹。为了科学、准确定量化地揭示戏曲文化发展的趋势。依据图1建立一个戏曲文化生存空间演变的函数关系式:

Ds=f(P,C,Pr,E,N,…)t
其中,Ds代表戏曲文化生存空间状态;P代表人口空间构成因子;C代表文化空间构成因子;Pr代表政治与宗教空间构

成因子;E代表经济空间构成因子;N代表自然空间构成因子;t代表时间。

此函数关系式告诉我们:戏曲文化生存空间是在历史时间中演变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影响戏曲文化生存空间状态的

是多种构成因子使然。各个因子与戏曲文化生存空间的关联度表现在其前后位置排序上,其影响力也表现出由强到弱的变

化。但它们却同等重要和不可替代地参与了戏曲文化的兴衰发展过程。虽然每一个单独的影响因子都是同样重要,但各个

因子的“同等性”、“关联度”绝不意味着每个影响因子始终都在同样地影响着戏曲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变化,必然是某个

影响因子在戏曲文化生存与发展空间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主导作用。因为在戏曲文化生存空间构成中,每一个影响因子

都会随时间的延续而发生着改变,它们不仅是独立的,而且在时空上也是可变的,因子之间及因子与戏曲文化之间时刻都处

在作用与反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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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戏曲文化在社会结构空间转换中的地位

1.农 业 社 会 时 期 戏 曲 文 化 在 社 会 结 构 空 间 中 的 地 位

古代中国是皇权统治下的专制社会,形成了极少数权贵居于社会的上层,而绝大部分农民处于社会底层的两极

分化的金字塔型社 会 结 构。社 会 结 构 具 有 超 稳 定 性、单 一 化 和 社 会 流 动 性 差、流 动 速 度 慢 及 缺 乏 活 力 的 典 型 特

征[1]1-2。此种社会结构背景也使得戏曲文化的发展相 对 具 有 稳 定 性、保 守 性、不 易 变 化 的 特 征。此 时 期,山 西 戏 曲

文化得到孕育、发展和繁荣,戏曲剧种由早期的傩戏发展到四大梆子、道情戏、秧歌剧、外来戏以及众多地方戏,戏曲

剧种数量稳步提高,戏曲文化满足了广大民众的精神所需,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表现出在社会结构中主要

由人口与文化空间构成因子决定戏曲文化的发展走向。其中人口空间构成因子权重值为5.4,文化构成因子权重

值不足3,自然、政治与经济空间构成因子权重值相加不足1.7。

(1)戏曲的伦理教化和娱乐功能渗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阶级崇尚程朱理学,重 视 以 儒 家 思 想 为 主 体 的 政 治 教 化 手 段,把 文 化 管 理 与 皇 权 稳

固、社会安定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其“礼兴乐成”的儒家思想与戏曲的联姻便经历了历代统治者由排斥到宽容再

到推崇的认识过程,戏曲文化最终成为统治阶级利用与控制的工具,并 使 之 渗 透 进 中 国 社 会 结 构 的 各 个 方 面,担 当

起调节社会矛盾以及“礼乐教化”、“家国一体”和“等级和谐”的主导职责与社会重任。雩祭迎神、谢雨仪式、祭祀拜

祖、节日庙会和祈福避灾等活动都广泛留下了戏曲活动的足迹。

山西民间有四月初三为玉皇诞辰,三 月 二 十 八 为 东 岳 诞 辰,九 月 十 三 为 关 帝 诞 辰 等 等 祭 日,届 时 都 要“刑 牲 献

戏”,来推行礼乐教化。如沁水 县 南 瑶 村 玉 皇 庙《致 祭 诸 神 圣 诞 条 规》记 载:“三 月 十 五 日 致 祭 山 神 土 地 圣 诞,猪 一

口,依烟民摊钱。三月二十日致祭高媒神母圣诞,猪一口,依人口摊钱。四 月 初 三 致 祭 玉 皇 大 帝 圣 诞,戏 三 台,猪 一

口,依地亩摊钱。……”[2]18-19

另外,民间普遍 存 在 的 罚 戏①更 是 把 中 国 戏 曲 礼 乐 教 化 的 功 能 发 扬 光 大。如 山 西 平 顺 东 河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1773)《重修九天圣母庙记》:“凡我乡党,各宜凛遵,举凡赌输赢等事,皆在所禁之列。……敢藐视法纪,横行强赌,

一被人知,罚戏三朝。”蒲县克城镇下柏村三官庙内乾隆四十六年(1781)《下柏村合社公立禁赌碑》亦规定:“容留匪

棍□②及男女混杂弄赌者,罚猪一口,大戏三天,面一百斤,酒十个。”[2]18-19

罚戏不仅在民间基层具有调解邻里关系、保护 百 姓 财 产、维 护 乡 规 民 约 和 感 化 教 育 的 功 能;而 且 极 大 地 拓 展 了

戏曲的礼乐教化的社会功能,进一步使戏曲文化的生存空间渗入社 会 的 各 个 阶 层 与 领 域,担 当 着 和 谐 社 会、稳 定 国

家的重要职责。

(2)戏曲成为全民参与的文化活动

农业社会时期,社会结构的人口构成因子权重值近5.4,权重值所占比重高,反映出人这一主体始终是戏曲生存

与发展的不竭源泉与动力。在生产力低下的农耕时代,不仅上 层 贵 胄 对 戏 曲 欣 赏 备 至,就 是 作 为 金 字 塔 底 层,占 总

人口95%以上被束缚于封闭土地空间的广大农民,看戏也成为他们最直接、最重要的精神生活与民族信仰。当然,

任何一个空间的存在都不会仅是一种单一因子的认 同 与 建 构 方 式。中 国 作 为 一 个 等 级 制 度 严 格 的 社 会,地 方 戏 曲

文化所承载的意义不仅仅是娱乐,还担负着传统文化的延伸和纲常 伦 理 的 构 建;不 仅 为 权 贵 阶 层 所 热 衷,也 成 为 广

大底层百姓的精神食粮与个人身份的社会建构与认 同 的 主 要 方 式 之 一。在 某 一 阶 段,戏 曲 文 化 空 间 内 部 以 及 外 部

的权利关系会影响到基于个体以及群体的戏曲文化身份认同的建构形式层面上。表现在统治阶层甚至可以通过对

文化空间的塑造,将基于某一阶层群体对戏曲文化的喜好与认同强加于整个社会群体的认识之上。

自明代以来,尤其是清乾隆、康熙年间,皇宫修建宏大 戏 楼,组 建 御 用 皇 家 剧 团,伶 人 达 上 千 人,演 出 规 模 宏 大。

统治者从重视戏曲的教化功能逐渐发展为身体力行,使得各级官吏和士大夫也纷纷效仿,从而带动整个社会广大民

众参与到欣赏戏曲的热潮中。尤其在广大的乡村,戏曲成为祭祀求雨、庙会节日等公共仪式活动中民间广大百姓最

主要的情感寄托空间。这种具有强烈的民间仪式色彩的地方 戏 曲 演 出,使 得 各 级 官 吏、乡 绅、士 大 夫 与 广 大 百 姓 自

然汇聚到乡村或特定的仪式公共空间,形成一种人人参与、费用自 担 的 全 民 性 的 地 方 性 戏 曲 活 动。“山 乡 庙 会 流 水

板整天不息;村镇戏场梆子腔至晚犹敲”,这副来 自 晋 西 旧 戏 台 的 楹 联,生 动 而 集 中 地 描 绘 了 清 代 山 西 各 地 戏 曲 演

出的繁荣景象,显示了戏曲文化生存的广阔空间。

自戏曲诞生以来,戏曲活动就离不开艺人的积极参与。此时期剧作家与表演家 因 子 权 重 值 最 高,占 到2.8。就

山西本土而言,戏曲作家人才济济,作品丰富多彩。此外,戏台作 为 戏 曲 文 化 空 间 展 示 的 重 要 平 台 一 直 是 广 大 民 众

的“精神中心”[3]。山西作为中国戏曲发源与繁盛地之一,自宋 代 以 来,各 种 风 格、式 样 与 功 能 的 戏 台 就 遍 布 山 西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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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早期戏曲传播方式是在露台场地或在宽敞的田 野 上 表 演 祭 祀 神 灵 的 仪 式 性 乐 舞。据 称,清 代 山 西 就 存 有 戏 台

上万座[4]。修建戏台成为官吏、乡绅、商人、士大夫和乡民热衷的事情,广大民众可以足不出村,甚至足不出户,在村

里、庭院就能够欣赏到戏曲表演。而舞台形制多种多样,演 出 空 间 更 加 开 放,十 分 便 于 观 众 的 聚 合 与 离 散。戏 曲 传

播空间更加广阔,从而使得戏曲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越重要、越巩固和影响力越大。

2.工 业 社 会 时 期 戏 曲 文 化 在 社 会 结 构 空 间 中 的 地 位

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工业化时期,社会结构具有较强同质性的社会特征,表现出 国 家 的

政治、意识、经济合为一体,资源和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国家具有很强的动员与组织能力。所有的社会组织均由政府

控制和管理,并以此从政府那里获得按计划分配的资源。另外,此时期的社会结构明显分化为城乡两大社会群体和

城市内部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体间的划分。这种分化不仅是职业和阶层的差异,更是一种身份等级的差异[5]。

此时期与农业社会相比,社会结构中的人口空间因子对戏曲文化的影响力逐步下降,权重值为4.54,下降近1;

相反,而文化空间因子对戏曲文化的影响力在上升,权重值接近4,提升近1。经 济 空 间 因 子 权 重 值 缓 慢 上 移,政 教

和自然空间因子权重值在低位缓慢下移,但幅度不大。此时期,山西戏曲剧种数量不仅没减少,反而大幅攀升,诞生

了众多的地方小戏并引进了外来戏,戏曲剧种达到历史最高值54个。戏曲文化在社会结构中居于主要地位。其原

因在于:

(1)戏曲文化纳入国家文化管理体制并成为政治的代言

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社会动荡,戏曲文化的发展还没有正式纳入国家统一管理中。1949年以后,

国家才对包括文化、人口等在内的各种社会结构和资源予以 统 一 管 理、分 配。在 此 社 会 背 景 下,戏 曲 文 化 走 向 了 政

治化的发展轨道,表现出两方面的特征。

其一,在1949至1956年新中国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各项事业的发展都纳入了统一计划,集中管理。同

样,戏曲文化被纳入国家文化计划发展之中,剧作家与表演家享受国家工资与福利待遇,生活有保障,不再需要为生

计而奔波。戏曲在国家文化政策的扶持下焕发了新的生命与活力。加之1958年为配合政治上的大跃进,戏曲也开

始了“大跃进”式的发展,戏曲文化的生存空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在此期间,出现了本土戏曲文化与异域

戏曲文化相互交流与整合的艺术兴盛的现象,地方小剧种纷 纷 诞 生,新 的 戏 曲 剧 种 数 量 不 断 增 加。但 其 戏 曲 剧 目、

内容、表演等具有很强的政治化色彩。至1960年代,山西戏曲剧种数量达到历史最高的54种。这种表面上的繁荣

实则是一种违背戏曲艺术的发展规律,戏曲文化的生存发展不是一种与自然、社会、市场的和谐存在。

其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文化管理体制 形 成 了 从 中 央 到 地 方 实 行 条 块 分 割 封 闭 的 管 理 模 式。不 仅 在 城 镇,

就是在戏曲赖以生存的农村社会,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家政权力量对于农村社会渗透日益深入,国

家权威在农村生活中日益强大[6]。文革期间,在“左倾”思潮影响下,戏曲完全沦为政 治 的 附 庸,“样 板 戏”的 盛 行 是

中国戏曲发展过程中“政治化”演变的必然结果。造成了对一切所谓的“封、资、修”艺术的极大伤害以及民间众多戏

台的损毁。这一“全 面”的 政 治 化,体 现 在 戏 曲 的“三 改”运 动 中,即“改 人、改 制、改 戏”,从 而 使 主 导 戏 曲 创 作 的

“人”、影响戏曲生存和运行环境的“制”和作为戏曲本体的“戏”彻底地革命化了[7]。

(2)戏曲成为全体国民政治生活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

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确立了阶级、城乡二元结构、干部与工人以及不同所有制等身份系列,社会结构基本 上

形成了中国城乡社会的政治与阶级结构。1957至1977年,国家又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四清等政治运动,不同阶

层的民众被标上了政治地位与社会身份的标签。城乡差异与阶级差别直接影响着戏曲文化生存空间的生态状况以

及戏曲观众参与戏曲文化的形式。

在此背景下,戏曲观众与戏曲剧目都成了政治化标签的产物。每一位个体在思想精神需求上受到钳制,每一个

体的欣赏趣味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个体没有自由选择各种文化艺 术 的 空 间,只 能 服 从 政 治 意 志 的 安 排,因 为 这 直

接关系到每一个体的政治生活的价值乃至生命存在的意义。一方面,“文革”十年期间,可供大众选择的娱乐方式很

少,八个“样板戏”成为中国广大民众唯一选择的戏曲艺术以及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另一方面,为了教化全体国民的

思想,在国家统一管理与号召下,文艺工作者宣传队、各地方剧团通过电影、广播和舞台把戏曲文艺传播到广大的城

市乡村、田野山庄,把戏曲的流布也发挥到极致。

3.知 识 社 会 时 期 戏 曲 文 化 在 社 会 结 构 空 间 中 的 地 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开始向橄榄型等级结构过渡。社会结构分化为两 种 基 本 形 式:一 是 社 会 异

质性增加,即结构要素(如群体、阶 层、组 织)的 类 别 增 多;二 是 社 会 不 平 等 程 度 的 变 化,即 结 构 要 素 之 间 差 距 的 拉

大。从社会阶层来看,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多元化方向发展。此时期,社会结构中人口空间因子权重值对戏曲文

化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数值为3.82;而文化空间因子权重值的影响度却进一步提高,反超人口空间因子权重值的

影响度,数值近4.8。山西戏曲剧种大幅减少,古 老 的 傩 戏 以 及 一 些 地 方 小 戏、秧 歌 戏 和 一 些 外 来 戏 退 出 了 戏 曲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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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戏曲剧种数量锐减到28个,戏曲文化在社会结构中居于次要地位,究其根由有以下几方面:

(1)戏曲成为偏居一隅的怡情艺术

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全面启动,以及在“文化走向市场”的指引下,文化也如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一样发

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把越来越多的文化资源配置权让位给市场。剧团演职人员的工资、待遇等都参与到演出市场

的竞争之中。以往由国家统一管理的文化剧团如今也陷 入 发 展 的 困 境,使 得 更 多 本 无 生 存 活 力 的 戏 曲 团 体 在 时 代

大潮里处于自生自灭之中,以致 大 批 原 已 建 立 的 文 化 机 构、艺 术 剧 团 纷 纷 解 体,并 同 时 导 致 大 量 优 秀 演 艺 人 才 的

流失。

与此同时,戏曲承担的政治教化之责已然消失,戏 曲 演 出 已 经 不 再 是 所 谓 主 流、大 众 文 化 消 费 体 系 中 的 参 与 者

和竞争者,被边缘化的态势使得它很多时候只能作为一种 与 民 间 各 种 仪 式 相 结 合 的 较 为 原 生 态 的 娱 乐 样 式 寄 居 于

城乡一隅。代之而起的是外来文化侵入本土戏曲文化空间,稳 定、均 衡 的 戏 曲 文 化 空 间 被 打 破,从 而 使 文 化 的 社 会

价值理念进一步向一种感官放松与低俗娱乐的兴趣倾斜。这是种被经济收入、政治地位、文化背景等因素影响和控

制下的广大民众更多地去关注市场化的消费娱乐节目所 带 来 的 轻 松 愉 快 的 瞬 间 享 受,这 种 单 向 度 的 消 费 娱 乐 文 化

空间使得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陌生,人 与 人、人 与 自 然 之 间 的 友 情、集 体 意 识 被 消 解,从 而 导 致 在 现 实 社 会 结 构

中,戏曲的社会价值功能被严重弱化。由此造成了充满强 烈 人 文 内 涵 和 浓 郁 地 方 气 息 的 戏 曲 文 化 在 广 大 民 众 的 内

心渐渐淡去,人本缺失下的戏曲文化生存空间被挤占与剥夺的局面。近十几年来,虽然国家与地方加大了对戏曲文

化的扶持与提振力度,如戏曲表演与创作奖励政策等,这对一些影响力大的本土戏曲剧种以及戏曲文化遗产产生积

极效果外,但对挽救众多地方小剧种而言收效甚微。

此外,城乡在经济与文化层面上的差距依然存 在,国 家 把 大 量 资 金 投 入 到 中 心 城 市 几 个 高 规 格 剧 院 建 造 中,成

为所谓的城市文化形象名片。而乡村戏台缺乏资金维护 而 损 毁 殆 尽,民 间 一 些 地 方 戏 曲 艺 人 生 活 窘 困 而 无 钱 排 演

剧目。那些起源于集市神庙、村落田间,发展于勾栏茶肆、官舍会馆的戏曲演出却越来越远离乡村,远离广大百姓的

日常生活,商业化的戏曲文化演出趋势愈演愈烈,成为偏居城市一隅的高雅艺术。虽然文化空间的消失并不一定导

致文化的彻底消失,但是空间的消失通常便是文化消失的过程。作为根基的戏曲文化生存空间的萎缩和消失,必然

影响民族及其传统文化的命运。

(2)戏曲成为少数人欣赏的“商品”

“空间总是被身体所占有。身体是空间性 的,而 空 间 也 是 身 体 性 的。从 身 体 的 空 间 性 或 空 间 的 身 体 性 来 看,身

体是空间生产的主体,是空间的原点。身体在空间中所展现的行为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空间的建构具有决

定性的影响。身体的改变即是空间的改变;反之,空间的改变亦即身体的改变。”[8]170亨利·列斐伏尔在其《空间的

生产》中揭示了空间与人的紧密联系,给我们认识当代中国戏曲文化生存空间与观众欣赏需求之间关系以深刻的启

迪。因为空间总是生存性的空间,空间总是人之存在的空间,是 具 有 生 存 意 义 与 价 值 的 人 的 空 间,特 定 空 间 中 戏 曲

观众的改变必然影响着戏曲文化生存空间的改变。

这一时期,在经济利益与文化管理体制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城乡戏曲设施损毁众多,演职队伍频临解散,排演经

费短缺,创作热情消失。戏曲在戏曲剧目、戏曲内容、表演形式、审美方式等方 面 不 能 与 时 俱 进,难 以 满 足 当 代 年 轻

人的欣赏趣味与审美所需,只是成为一些中老年人的专属。同时,异域文化和多元文化也在与本土戏曲文化争夺着

各自的观众与生存空间。纯娱乐消费文化进入当地人们的生活中,深刻改变了大众的欣赏趣味,戏曲成为少数人的

欣赏对象,本土戏曲文化面临被淘汰或边缘化的发展困境。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曾经在工业社会时期影响人们的“身份”、“户 籍”制 度 也 正 逐 渐 退 出 历 史 舞 台,许 多 身 份 性

因素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中被不断弱化。出现了 像 学 生 求 学、打 工 谋 生、移 居、商 人 异 地 经 商 等 人 口 流

动现象,尤其是城市空间聚集了大量的外来农村务工人员。其中1979到2001年间,中国正在经历有史以来规模最

大的从农业到工业、服 务 业 的 劳 动 力 人 口 的 大 转 移[9]。第 六 次 全 国 人 口 普 查 结 果 显 示,中 国 有 流 动 人 口2.6亿

人[10]。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村 进 城 务 工 人 员。近 年 来 山 西 流 动 人 口 也 在 逐 年 递 增,由2000年 的100多 万 增 加 到

2010年的300万①。主要以求学、移居和经商流出人员为多,年龄主要以“70、80”后为主。流入人口主要为本省周

边地区以及偏远省份的外来务工人员。如此人口流动景象,其文化背景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异域性也必然使得戏曲

文化的生存空间发生较大格局的变化。人口流动并没有 带 给 戏 曲 文 化 的 百 花 齐 放,反 而 容 易 导 致 城 乡 地 方 戏 曲 观

众的流失和本土戏曲文化生存空间的萎缩,使戏曲文化演变为少数阶层群体欣赏的“商品”。

其原因在于:首先,城市文化空间对来自异 地 的 外 来 务 工 者 而 言 是 排 斥 的。户 籍 身 份 制 度 虽 然 弱 化,但 在 城 市

空间里,城乡文化冲突、歧视等现实问题已然存在,尤其是在方言、语汇、知识素养等 文 化 素 质 层 面 上 表 现 出 的 城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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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还会带给城市阶层群体以旧有的惯性思维,即无法容纳来自乡村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文化习惯、文化行为。城市

文化空间已然演变成为某些精英强势群体的私有空间,城市戏曲文化空间被某些阶层群体所享用。其次,经济上的

差异也导致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无力承担 高 昂 的 戏 曲 票 价,并 且 也 无 法 把 家 乡 的 戏 曲 文 化 移 植 到 城 市 文 化 空 间 里。

第三,政治地位的弱小使得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话语权极其 微 弱 和 有 限,文 化 权 利 难 以 主 张。第 四,从 文 化 背 景 来

看,城乡在物质上的差距可以在短时间内弥补,但文化上的隔 阂 是 根 深 的,其 差 异 是 长 久 都 难 以 弥 补 的。现 实 的 情

况是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更多是从居所、服装、饮食、电器等外在 的 物 质 层 面 上 融 入 城 市 阶 层 群 体。但 大 量 城 市 外 来

务工人员的身份、地位在城市文化空间难以获得认 同 与 接 受。因 为 城 市 外 来 务 工 者 的 文 化 根 基 在 家 乡。尤 其 是 作

为乡民从小获得的社会身份、文化价值观,在异域戏曲文化空 间 里 难 以 找 寻 并 实 现 之。他 们 只 有 回 到 故 乡,在 家 乡

的节日、庙会等民俗节日里,才能够延续与展示自己曾拥有的文化知识、行为、语言 与 价 值 观,真 正 找 到 属 于 自 己 身

份的群体归属感和自信心,找到自己的态度和行为的坐标,这正是一种由于“无家可归”和“人性处于疏离状态”而产

生的怀旧心理,即家乡象征着稳定、安全、生命意义与价值[11]。

(3)“距离”的消失与文化同质化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已成为 各 种 空 间 转 换 的 重 要 诱 因 之 一。中 国 经 济、政 治、科 技、文 化 等 诸 多

社会构成因子的变化正改变着地方戏曲文化的生存空间及地位。航空、高铁、高速公路与水运共同构成四通八达的

立体交通网络,使得山西“表里山河”自然环境对文化扩散与人员交 流 的 阻 隔 已 然 消 失。人 口 流 动 的 空 间 扩 大 加 速

了异域文化传入本土,一些地方戏曲文化固有的生存 空 间 与 文 化 边 界 不 断 受 到 异 域 多 元 文 化 的 入 侵。尤 其 是 近 几

年来,随着出版、影视与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 了 戏 曲 文 化 的 传 播 手 段 与 戏 曲 观 众 的 观 看 方 式。由

此造成了地方戏曲文化空间被异域文化同质化消解的局面,表现出文 化 之 间“距 离 的 死 亡”。正 如 美 国 著 名 新 马 克

思主义者戴维·哈维在其《后现代的状况》指出:全球化时代处于一个史无前例的“时空压缩”之中,经济与文化力量

超越了传统的空间限制,在一个更大尺 度 上 对 空 间 和 地 方 的 建 构 方 式 与 组 织 形 式 进 行 着 重 构。[12]260-283在 一 个 流 动

的、网络化 的 空 间 里,人 们 所 面 对 的 是 一 个 无 特 定 空 间 形 态 的 戏 曲 文 化,因 为 权 力 与 社 会 本 质 是 去 地 方

化的。[13]407-460

空间“距离”消失带来三方面的影响:第一,为戏曲 观 众 提 供 了 观 看 异 地 戏 曲 艺 术 的 极 大 便 利,戏 曲 观 众 可 以 跨

越时空界限,人们端坐家中就可观赏不 同 时 期、不 同 地 域 的 戏 曲 节 目,无 须 承 担 看 戏 成 本,戏 曲 传 播 空 间 反 而 无 限

大;第二,民众居家看戏成为独立的个体,不再需要聚集到某一公共场所观戏,戏曲 凝 聚 人 心、培 养 集 体 意 识 和 增 进

友情等社会功能已悄然失去。戏曲文化的生存空间从本质上而言是在缩小的;第三,“距离的消失”使得戏曲文化面

临被“同化”的困境。封闭的地理环境极易保存本土戏曲文化,而面对外来文化的入侵,由于没有及早建立中国地方

戏曲文化发展、保护与资源分配体制,中国传统地方戏曲文化的生存 空 间 面 临 被 大 幅 破 坏 和 被 压 缩 的 窘 境,极 易 造

成一个民族原有的文化习惯、民族情感和价值观生存空间的被侵占、被“同化”的局面。

三、结 语

历经千年发展的戏曲文化正迈着艰难的步伐走来。时至今日,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的空间转换,戏曲文

化改变了均衡、自然的自我发展道路。

第一,文化的全球化导致文化生存空间的萎缩。因此,全球文化与本土地方文化之间如何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

是一个重要课题。全球地域化应重视地域文化独特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色。全球力量与地方性力量相互融合、

共同作用,并非简单导致地方化消亡,而是地方意义的重构[14]。

第二,戏曲文化是基于大众的、民族的历史文化的 积 淀,它 反 映 和 记 录 着 民 众 的 生 活 情 感、价 值 观 和 民 族 信 仰。

地方戏曲文化空间为个人与群体的社会化过程提供 了 文 化 与 社 会 关 系 的 本 底,使 之 成 为 定 位 身 份 认 同 的 基 点。因

此,娱乐、精神、信仰与价值观的培养应该是戏曲文化兼备的,这样才能够体现戏曲 文 化 在 社 会 结 构 中 的 地 位、价 值

与意义。戏曲文化应以大众性、民族性和价值观为根基,戏曲一 旦 流 于 娱 乐 形 式,那 么 其 生 命 力 必 将 是 短 暂 和 难 以

长久的。

第三,从人本主义理念出发,公正性、开放性、文化平等与价值尊重的社会结构特征是构建戏曲文化和谐自然的

生存空间的基石。过多的行政干预或推向市场化,在当前是不利于戏曲文化发展的。

第四,戏曲文化与社会、自然一样都有其周期性的兴衰发展规律,我们应该尊重其发展演绎规律,立足于继承与

发展相结合,吸收精华与摒弃陈旧相结合的艺术创作规律,贴近大众 需 求,这 样 才 能 够 创 作 出 反 映 时 代 潮 流 的 戏 曲

精品,戏曲文化才能够获得长久的发展空间。

第五,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21世纪人类之间发生的冲突,根本原因主要不是意 识 形 态 或 经 济 因

素,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将是文化层面上的差异。文化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化的冲突将是人类各种差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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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最根本的。可见,我们的戏曲文化不应仅仅是娱乐人 的 心 情,还 应 担 当 构 筑 社 会 价 值、民 族 理 想 的 重 任。良 好 的

戏曲文化生态系统作为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是保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基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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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艺术学院获赠苏国荣先生藏书

本刊讯  日前,著名戏曲理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所长苏国荣先生遗孀,中国作家出版社李

玉英女士向我校艺术学院图书馆捐赠了苏先生的483册藏书。

苏国荣先生生前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博士和硕士点通讯评议专家组成员、文化部博士生导师评审委员

会委员等职,主要从事戏曲文学和戏曲美学研究。作为常务副总主编,苏国荣先生主编了全国艺术科学“九·

五”规划重大课题《中华艺术通史》。1994年1月,苏国荣先生被国务院表彰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

出贡献”的专家。
(艺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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