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林的戏，大有文章。这里有始于明末清初、
拥有 300 多年历史的桂剧，也有被誉为“散发着
泥土芬芳”、活色生香的彩调，还有唱词优美、曲调
清丽的广西文场。2006 年，桂剧和彩调双双入选
国家级非遗名录。2008 年，广西文场申遗成功。
此外，颇具悠久历史和地方特色的桂林渔鼓、零零
落，至今仍在口口相传中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桂林的戏曲繁花朵朵，常开不败，桂林的戏剧
更是在中国戏剧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抗战时期，
桂林作为西南大后方，集聚了欧阳予倩、田汉等戏
剧人士以及戏剧团，几乎每月都有一个甚至多个
剧目上演。1944 年 2 月 15 日，集合半数中国戏
剧团体参与的西南剧展在桂林广西省立艺术馆开
始了首场演出。西南剧展堪称中国戏剧史上的一
次壮举：3 个月的时间内，参演剧展的单位多达
30 个，演出的话剧有 23 部，歌剧 1 部，京剧 29
场，桂剧 8 场，此外还有舞蹈、傀儡戏、魔术、马戏
等等。总共的演出数量达到 170 场，观众超过 10
万人次。桂林的戏院发展也进入了繁盛期，乐群影
院、大众影院、三明戏院、桂林戏院、百乐门剧场等
都有固定的剧种上演。“到桂林听戏，到国民看文
戏，到三明看武戏”，是百年前“内行人”总结出来
的“追剧指南”。
　　百年戏剧，百年戏人。戏剧戏曲的繁盛，离不
开有心人的传播与传承。从方昭媛、筱兰魁、何红
玉、罗桂霞、陈秀芬、覃明德、张树萍，到新一代的
“梅花奖”获得者伍思亭、何红玉嫡传弟子陆絮彬、
广西师范大学望道剧社的年轻的成员们，再到去
年冬天桂林首届艺术节在 9 天内上演 29 台、128
场精彩剧目，戏剧的火种生生不息。
　　千年山水，山水作骨；文化为魂，桂林有戏。

山水阅千年，无戏不桂林

　　崇祯九年，地理学家徐霞客开始了人生的最
后一次壮游。次年抵桂时，恰逢靖江王府结坛礼
“梁皇忏”，置栏演《木兰传奇》。他在游记里这样记
载看戏的盛况：“市酒传餐者，夹道云集，静闻果在
焉。”
　　城内鼓乐喧天，城外人声夹道，在熙熙攘攘的
人群中，徐霞客感受到了桂林人对戏曲的热爱，称
之为“不数见之盛举”。
　　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年代，古人们既无手机，
也没有电视，看戏便成了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消遣
活动。无论是家有良田数顷的名门贵族，还是荷锄
而归的平民布衣，大家对方寸舞台上的戏的痴迷
都是一样的。
　　作为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秦开始，桂林
便汇集了南来北往的商贾和文人墨客。丰富的方
言、频繁的文化交流，让桂林成为了孕育戏剧萌芽
的沃土。桂剧、彩调、文场、桂林渔鼓、零零落……
戏曲艺术哺育了一代代人，一代代人又将戏曲口
传心授，延续下去。
　　在桂林，哪能不说说桂剧呢？桂剧，又名“桂林
戏”“桂班戏”，始于明末清初，至今有 300 多年历
史。以其词细腻委婉，曲质朴动人，唱作皆传神的
特色闻名。在桂剧艺人的接力下，桂剧衍变出了
“大小本杂八百出”剧目。
　　在桂剧的发展史上，有一个人得隆重介绍一
下，他就是晚清的唐景崧。唐景崧曾任台湾巡抚，
中日甲午战争后拒不割弃台湾。战争失利后，他回
到家乡桂林，醉心于戏剧改革，在榕湖南岸设五美
堂别墅，创作了 40 多部桂剧剧本，还创立了广西
第一个戏剧班社——— 桂林春班，招收了 30 名女
学徒，并对桂剧的辙韵、服装、表演风格都进行了
规范化。唐景崧因此也被誉为“桂剧第一剧作家”
“20 世纪中国戏曲现代化的先驱”。
　　民国时期，桂剧演出兴盛，名家迭出。马君武
和欧阳予倩大胆对桂剧进行改革，不仅系统收集
整理了大量桂剧剧目，还对演出形式进行了革新。
尤其是新桂剧《梁红玉》，借戏宣扬爱国主义情操，
讽刺汉奸卖国行径，在桂林连演 28 场，场场轰
动。此外，桂剧《桃花扇》《木兰从军》《渔夫恨》《人
面桃花》被公认为抗战时期桂剧的“四大名剧”。
　　这厢桂剧才唱罢，那厢彩调又登了场。彩调属
于灯戏系统，所以又称调子、彩灯，源于桂林地区
农村歌舞、说唱衍化而成的“对子调”。彩调的起
源，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当时，不少湖南花鼓艺
人移民到广西，花鼓戏与民间俚曲小调相结合，形
成了彩调的雏形。从清朝中后期开始，彩调融入了
云南花灯戏、湖南花鼓戏、江西采茶戏以及桂剧等
剧种，逐渐自成一派。彩调剧目多以劳动、爱情、家
庭生活等为主题，有大量的口传和手抄本在民间
流传。表演时采用桂柳方言，小生、小旦、小丑（三
小）载歌载舞，幽默诙谐，行腔婉转细致，戏曲韵味
十足，极富生命力与感染力。《荔浦县志》（康熙四
十八年修）这样记载：“元宵自初十至十六，各门悬
一灯，选清秀孩童艳装女服，携花篮唱采茶歌或演
故事，耍龙灯嬉戏以为乐。”《兴安县志》（乾隆五年
修）则记载道：“上元各神庙燃灯，自十四夜至十六
夜间，有狮象，龙凤各灯，及装扮采茶者。”可见逢
年过节，彩调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彩调剧《刘三姐》的风靡
全国，彩调这一“充满泥土芳香”的剧种也从“乡
野”登上了“大堂”。由桂林市彩调团编演的《王三
打鸟》《娘送女》《地保贪财》等传统彩调剧目唱红
了半个世纪。一组数据可以作为佐证：2001 年，
各大音像出版社为桂林彩调出版了 88 张 VCD，
放眼全国地方戏出碟情况，当时很流行的黄梅戏
出碟也不过 30 余张。
　　 2006 年，桂剧和彩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问世间，情为何物？是《陈姑追舟》中，陈妙常
一叶轻舟，千里秋江追潘郎？还是《游湖借伞》中，
许仙与白娘子结缘上演的一出世俗难见的生死情

缘？抑或是《宝玉哭灵》中，宝玉与黛玉无法继续木
石情缘，思而不得，大梦初醒的痛断肝肠？“十支小
调九支情”，围绕着一个“情”字，广西文场唱出了
百姓的悲欢离合，时代的荣辱兴衰。
　　诞生于清代中叶，广西文场的历史已经超过
二百年。它盛行于桂北官话地区，在桂林、柳州、宜
山尤为流行。因为脱胎于江浙民间小调的缘故，文
场的唱词秀丽端庄，很有书卷气，曲调清新雅致、
婉转流畅。按照唱腔分，文场有大调和小调。大调
有“越调”“丝弦”“南词”“滩簧”“四大调”；小调有
“叠断桥”“剪剪花”“寄生草”等近 50 首。经过多
年的传唱，文场的经典曲目有《琵琶记》《西厢记》
《红楼梦》等十余种成套唱本，《双下山》《王婆骂
鸡》等六十余种单出唱本和《武二探兄》《贵妃醉
酒》等近百个段子。2008 年，广西文场成功跻身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有这么多好戏，自然而然，戏班子、戏院在桂
林也就跟着遍地开花。据史料记载，1902 年以
前，桂林人要想看一出戏，可以选择各大会馆，比
如湖南会馆、广东会馆、江西会馆，或者是到庙宇
去看，如关帝庙、城隍庙、三姑庙等等。“庙戏”是属
于群众家门口的活动，因此热闹非凡，观众如云。
讲究一点的官绅人家，就会在私宅里请戏班演戏，
叫做“内台戏”。位于五美堂的唐景崧公馆和位于
依仁路的范公馆都筑有演戏的内台，是当时上层
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
　　而在市郊农村，农历初一十五，便是看社戏
的好日子。特别是秋后或春节期间，一乡或几乡
联办，借酬神、祝醮名义，请“穿山班”(也叫
“草台班”即在乡间走串，不在城内开班的戏剧
班社)演出十天或半月。气氛好不热闹。
　　到了光绪二十八年，桂林开办了第一所发售
门票的戏院景福园，由桂剧名艺人林秀甫自任教
习，地址就在三皇街。随后，世镜园、秀峰戏院、西
湖戏院、三都戏院等如雨后春笋般开办起来。有不
少戏院最多的时候可以一次性容纳 500 人，丝毫
不比现在的剧场逊色。

戏剧火种点亮民族危亡时刻

　　戏剧，不仅仅是百姓的离合悲欢的艺术化展
示，更与时代兴衰沉浮紧密相连。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后，大半国土落入日寇手中，在上海、武汉、广
州、香港等地相继失陷后，大批文化人士和文化团
体涌入西南大后方桂林。在桂林的戏剧文化工作
者迅速组成了专业的戏剧文化团体，如广西省立
艺术馆戏剧部、广西省抗敌后援会宣传话剧组、国
防剧社等。此外，不少机关、学校、民间团体也组织
起了业余戏剧团，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中
去。一大批戏剧人奔赴到前线，甚至开赴海外，以
演出团结各方力量，掀起了抗战文化运动的高潮。
　　在众多的戏剧社团中，一支支由儿童组成的
戏剧文化团体至今令人久久不能忘怀。炮火连天
的年代，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孩子剧团和新安旅行
团，喊出了“全广西的儿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参
加抗战工作”的口号。桂林的孩子们应声而起，与
他们一同开展宣传、义演、义卖、募捐等爱国活动，
并组建了广西省抗敌后援会儿童工作团、儿童教
育团、广州儿童教育剧团等，演出了《没有祖国的
孩子》《小战士》《孩子们起来》等剧目，展现出了不
可遏制的抗日热情和力量。
　　“小朋友要学习岳飞的精忠报国精神，不学秦
桧卖国投降行为！大拳头、小拳头、一齐对准敌人
汉奸的头！”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驱动下，当时
的桂林大中小学学生也组建起了各大剧团，如西
大青年剧社、西农剧社、桂中话剧社、桂林女中话
剧团等。大家以戏剧作为战斗的武器，上演了《面
子问题》《湖上的悲剧》《没有祖国的孩子》等剧目，

引发巨大反响。
　　一大批知名剧作家也扎根在了桂林。据统计，
1938 年至 1944 年底，2000 多位中国和世界反
法西斯进步文化人士聚集桂林。田汉、欧阳予倩、
朱琳都在桂林留下了足迹。1944 年 2 月 15 日，
西南剧展轰轰烈烈拉开了帷幕。这是中国戏剧史
上的一次壮举。此次剧展集合了半数中国戏剧团
体参与其中，而桂林作为抗战时期的文化城，正是
这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戏剧盛会的策源地。今
天，我们依然能从史料中一瞥当年的盛况：1944
年 5 月 19 日，《大公报》报道了西南剧展的圆满
落幕，其中写道：在历时 3 个月的时间内，参演剧
展的单位多达 30 个，演出的话剧有 23 部，歌剧 1
部，京剧 29 场，桂剧 8 场，此外还有舞蹈、傀儡
戏、魔术、马戏等等。总共的演出数量达到 170
场，观众超过 10 万人次。来自粤、湘、桂、黔、滇西
南五省以及相邻的闽、赣、鄂三省戏剧工作者汇聚
于此，相互观摩，持续展演，碰撞出了空前耀眼的
火花。戏剧运动，在此时被推上了高潮，直到 1944
年底桂林城疏散。
　　“北有延安，南有桂林”，多年后，学者们研究
抗战时期的中国，桂林是怎么也绕不开的一个里

程碑。桂林的戏剧文化，也如同那一豆燃烧的炬
火，在黑夜里持续发光、发热，为中华民族独立
解放的漫漫长路带来了希望。

延续戏剧之城的荣光

　　描眉、点唇、戴冠、披蟒……大幕升起，“贵
妃”梳妆完毕，端庄地往台上一亮相，收获了
热烈的掌声。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演出中，一
段段粉墨华章联袂登场，既原汁原味地展示了
传统地方戏的精粹，又融合了时尚元素、时代
风貌。古曲新声，别样动人。
　　市戏剧创作研究院院长、桂剧国家级代
表性传承人张树萍介绍说，《桂林有戏》是
创作研究院与青年戏曲导演李卓群及其领衔
的主创团队用了 5 年时间打造的文化精品，
它融合了桂剧、彩调、文场、弹词等桂林地
方戏，集中在一个舞台上展示，就是想要带
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桂林自桂林市戏
剧创作研究院推出《桂林有戏》厅堂版以
来， 200 余场演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中
外政要、八方来宾来桂林也要看《桂林有
戏》。我们就想告诉大家：桂林有山，桂林
有水，桂林有戏。”
　　而花桥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望道话剧社
的演员们，声情并茂地上演着桂林籍作家白先
勇的《花桥荣记》。望道话剧社成立于 2014
年，牵头成立话剧社的，是广西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桂学
研究院院长黄伟林。黄伟林介绍说，他从
2012 年开始，投入抗战桂林文化城研究工作
中，在大量阅读史料后，发现田汉的《秋声
赋》无论是戏里戏外都充满了戏剧性，重排这
一经典剧目的冲动就此萌生。“我当时的愿望
不是仅仅想演一台戏，而是想用一批话剧来呈
现一个活态的桂林文化城。”为此，黄伟林组
建了望道话剧社，并于 2014 年同时推出了
《秋声赋》《桃花扇》《旧家》三台大戏。当
新西南剧展的宣传视频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播出
的时候，黄伟林在现场能很直观地感受到观众
所受到的那种冲击和震撼。“是时候把桂林文
化城通过戏剧重新排演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了！”
　　黄伟林说，戏剧如同一个桥梁，将一座城
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结起来。“在排演和
观看话剧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不再是一个抽
象的、概念的桂林文化城，同时也能理解当年
的文化人为什么做出那样的人生选择。”
　　《广西地方志述略》作者、影视及地方戏
曲专家王福近，在谈到桂林的戏曲、曲艺保护
与传承时给出了四点建议。他说，如今，以桂
林为中心向南广泛流布的桂剧、彩调、广西文
场、桂林渔鼓均已入选了国家级非遗名录。想
要进一步传承与保护这些地方戏，有关部门可
以建立戏、曲数据库以实现文献汇集和保护，
同时，在城市打造戏、曲公共艺术如戏曲雕
塑、戏曲文化街等，培养城市浓厚的戏曲文化
氛围。同时，鼓励戏曲文化进校园，从娃娃抓
起；加大戏曲下乡演出的频次和力度，让非遗
“飞入寻常百姓家”。
　　而在八桂路 2 号的桂林鑫韵文场艺术团
内， 80 多岁的国家级非遗广西文场代表性传
承人何红玉与嫡传弟子陆絮彬，正在进行排
练。陆絮彬介绍说，艺术团成立已经 8 年，
团队里有 60 余人，大家都抱着宣传文场、传
播桂林文化的目的聚在一起。哪里有文艺志愿
活动，大家就到哪里去，目前已经在社区、校
园、乡村等地展演了 500 场。
　　更令人欣喜的是，艺术团里很多老师的孩
子，甚至是孙子、孙女都加入到了传承的队伍
中来。年龄最小的是一位叫秦丰凯的小小传承
人，今年还不到三岁。“广西文场是极具代表
性的地方曲艺品种，也是中国曲艺宝库里的一
颗明珠，和桂林秀美的山水相得益彰。我们希
望有更多小小传承人出现，把非遗的种子种
下，静待开花、结果。”陆絮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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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桂林新篇

　　桂林的戏剧文化，可谓遇上了非常好的发

展机遇。一个是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

重视，其二就是桂林艺术节的应运而生。但同

时，我们也要看到，桂林戏剧文化目前存在的

一些问题，比如戏剧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双方互

不了解。一方面是有供给，另一方面是有需

求，但供给和需求互相缺少沟通。因此，专业

的戏剧供给有时找不到他们的知音，但实际上

是有知音存在的。今年春天我与桂林一批戏剧

爱好者做了一个沙龙。我发现，桂林有一批戏

剧发烧友，他们会去全国各地看戏，如果戏剧

从业者们能够抓住这一群体，有针对性地去提

供他们喜闻乐见的戏剧戏曲剧目就更好了。再

次，当下桂林的专业戏剧团体能够提供的是桂

剧、彩调和文场等中国传统戏曲，但现代戏剧

的专业团体相对少。

　　在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的背景下，我觉

得桂林首先要营造一个艺术文化浓郁的大环

境，通过各种机制引起艺术家，创造文化人

适宜的人文环境。其次有必要加强艺术教

育。比如，加强桂林高校艺术专业的学科建

设，在高校开设戏剧专业，我印象中桂林高

校尚无戏剧专业。此外，还要加强桂林与国

内外艺术界大咖、戏剧界领军人物的联系，

建立一些有效的平台，建立一些常态的机

制，提高桂林整个城市的艺术水准和艺术品

位，让世界级旅游城市能够给市民和游客提

供世界级的艺术体验。

      （记者韦莎妮娜 整理）

■专家访谈

营造浓厚艺术氛围
提升城市艺术水准与品位

□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桂学研究院院长）







  图①： 1944 年，西南戏剧工作者大会
与会人员合影。

  图②： 2022 桂林艺术节开幕式，演出
再现了 78 年前西南剧展盛况。

  图③：我市文化精品项目《桂林有戏》
演出剧照。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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