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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戏曲保护与传承的高校路径——以越剧为例 
 

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  章瑞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
来，国家有关部委先后发布《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关于戏曲进校园的实施意见》，

加大了对戏曲传承发展的扶持力度，同时为戏曲在高校中的传播普及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中国

戏曲第二大剧种的越剧，其保护与传承需要专业教育，更需要普及教育。因此，笔者结合近年来

越剧保护与传承的具体实践，探索越剧传承的高校路径，力图为戏曲在高校的传承提供新思路。 
    越剧独特的文化价值 
    柔美精雅的江南美学特质。中国戏曲艺术有着极其鲜明的审美特征，在世界戏剧舞台上独树
一帜。越剧起源于江南，在发展过程中借鉴昆曲、话剧、绍剧等剧种的特点，吸收江南水乡秀美

灵动的特质，唱腔上清悠婉丽、细腻有神、跌宕婉转，形成了抒情柔美的艺术风格，体现了江南

的柔美雅情，蕴含独特的江南文化，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民族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民族共
同体的精神纽带。越剧处于吴越文化圈，承袭江南特有的柔和、秀美的精雅文化形式所体现的审

美取向与价值认同。对越剧的价值认同，有助于增强区域民众对本土优秀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自觉赓续传统文脉，守护共同的精神文化家园。 
    越剧文化中的美育教育功能。越剧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民族艺术，兼具文学、绘画、音乐、
舞蹈等艺术表现形式，包含丰富的传统文化历史内涵，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丰富的

经典优秀剧目体现了越剧特有的审美趣味、道德伦理、爱国精神、思想情感等价值体系，具有全

方位、深层次、综合性的美育教育功能。 
    越剧在高校传承与保护的要素 
    有效传播是关键要素。振兴戏曲重在培养观众。有调查发现，大学生对戏曲接受度不高的主
要原因是对其艺术形式不理解及传播载体单一。任何一门艺术的理念都包含在作品的表达中，受

众能理解其艺术形式是这门艺术有效传播的前提。只有在大学生理解越剧唱词、节奏、韵律的基

础上，才能使之得到有效传播。因此，让大学生充分理解越剧艺术形式是其在高校传播普及的关

键要素。 
    价值认同是内在要素。大学生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同时，其价值取向也更为多元化。越剧的
作品内容、表现形式与传播途径缺乏创新，缺少在语言、节奏、内容上与大学生生活更契合的作

品和呈现形式。多数高校的戏曲社团数远远少于流行歌舞社团，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大学生对

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因此，越剧要针对大学生群体，找准情感共鸣点和生活关注点，才能把传

统文化的价值导向转化为自觉行动。 
    资源保障是基本要素。戏曲在高校的传承与保护往往受制于师资力量、经费投入、场地设施、
社会资源四个方面的资源不足。当前，开展越剧教育最为紧迫的问题是专业化教育人才缺乏，师

资力量相对薄弱；高校对越剧活动经费投入不足，制约了越剧教学、社团、训练、展演、竞赛的

有效开展；越剧活动开展同样需要场地、设备、服装、道具、舞台，同时，也需要社会越剧团体

对学校的支持和带动。 
    越剧传承与保护的高校路径 
    完善越剧组织构架，建立越剧教育良性互动机制。设立越剧传承与保护基地，成立越剧文化
传承与保护工作推进领导小组，整合部门、学院、研究机构等校内资源，以及地方越剧团等社会



 

第 2页 共 2页 

资源，形成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互动、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互补、校内与校外共建共享的工作合

力。高校根据课程教学、学术研究、活动指导、社团辅导等工作的需要，通过学校、剧团、企业

等多方合作的形式，形成“校—团—企”的校内、校外两轮驱动，合力推进越剧教育。高水平师

资是越剧传承与保护的核心力量。建设“校团合作、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以校本建设为主，

并通过越剧团聘任特聘教授、艺术导师；通过内培外引、校团合作、专兼结合，建设一支学术水

平高、教学能力过硬的师资队伍，为越剧教学和理论研究提供坚实基础。 
    优化越剧课程结构，以学分的形式保障越剧教学。课程结构是课程目标转化为教育成果的纽
带，是课程实施活动顺利开展的依据。越剧课程结构的优化要符合知识结构、形态结构、课时比

例的科学要求；要探索创新具有时代特征、校园特色和学生特点的教育形式；要结合学校教育实

际，强化越剧教育教学的通识性，将越剧课程纳入高校美育通识核心课程体系，成为人人必修的

美育系列课程之一。因此，要构建“普及—体验—拓展—提高”进阶式越剧课程结构，将越剧相

关课程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以学分的方式保障越剧教育的普及，使越剧教育制度化、长效化。以

“戏曲文化鉴赏”（1 学分）等美育导论课作为越剧的普及教育，以“越剧艺术赏析”（2 学分）、
“戏剧基础”（2学分）等课程作为戏曲和越剧的专项学习。同时，将越剧教育由课内向课外延伸，
通过越剧社团课“越剧演唱实训”“越剧舞台表演实训”作为学生的提高课程，以“编剧基础”“文

化产业管理与概论”等选修课程作为知识的拓展，实现越剧课程的限选与任选、理论与实践、普

及与提高、专业与通识的合理设置。 
    搭建越剧活动平台，营造越剧实践与活动氛围。学生社团是高校为大学生搭建服务成才体系
的重要载体，是越剧教育第二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戏曲社团在高校开展大学生戏曲实践活

动是戏曲普及与传承的重要路径。在戏曲教育过程中，高校可引导并扶持学生成立戏曲社团，配

备专业的指导教师对社团业务进行专业指导，按照社团品牌化、剧目精品化、活动普及化的目标，

在经费投入、条件创设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高校可依托戏曲社团开展戏曲第二课堂实践、戏

曲展演和竞赛等活动。对戏曲社团学分的认定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如通过设立“越剧文化

节”，使每年越剧活动固定化；通过开展越剧经典剧目专场演出，大力营造校园戏曲文化氛围；

以越剧为带动，通过文化大讲堂等形式定期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传播。为了让传播渠道

跟上时代发展，适应大学生的文化需求和生活习惯，高校可充分运用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

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通过社团活动、越剧交流和文化宣讲等活

动形式，引导大学生了解戏曲、走近越剧，不断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建立越剧研创基地，加强越剧文化研究与保护。地方戏曲的研究保护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戏曲文化遗产存在着物质价值和研究欣赏价值，这也是戏曲文化遗产的核

心价值。对地方戏曲研究，既包含对戏曲本体的精细考证，对剧种历史的谱系研究，也包含对剧

目、音乐、表演等进行文学艺术审美研究。越剧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艺术，对其理解、研究与传

播还有较大的欠缺。因此，在研究与保护过程中，需要加强对越剧艺术的资料收集、文献整理、

理论研究、开发数据资源利用，以及越剧保护扶持和对外传播的政策研究。高校可设置越剧传承

与保护基地，整合研究力量，形成“课程开发、史料整理、理论研究”的研究体系，为越剧传承

保护提供理论支撑。可以通过项目申报、资金扶持、社会合作等形式开展专题研究，形成一批高

质量戏曲研究成果。越剧传播的有效性研究是越剧传承保护重要环节，通过开展情境探索与实践、

教学有效性探索等理论与实践研究，使越剧理论研究反哺越剧教育实践；通过越剧传播机制与政

策的研究，加强越剧文化普及与资源保护。 
    （本文系第一批全国普通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越剧文化传承与保护基地”、浙
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基于立德树人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实践策略——以越剧进高校为

例”（JG20180290）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