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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宜学台

活动缘起和背景

著名学者王国维在《戏曲考源》中指出,“戏曲

一体，崛起于金元之间。”学界公认，戏曲起源于金

元杂剧，金院本催生出了辉煌灿烂的元杂剧，诞生了

关汉卿等一批伟大的剧作家，把中国戏曲推上了一个

高峰。而金中都的所在地，主要在今北京丰台所在的

区域，丰台区保留着金中都的城墙遗迹和金代现存

最大的地上文物卢沟桥。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丰台

是中国戏曲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戏曲学院、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等戏曲院校，

北京京剧院、中国评剧院、北京曲剧团等戏曲院团扎

根于此。丰台老百姓爱戏、懂戏，近年来，“隆韵戏迷

社”“长虹京剧团”“和韵京剧团”等71支群众戏曲

社团纷纷涌现，覆盖全区77%的街镇，为普及和传承

戏曲文化奠定了深厚基础。

基于此，北京丰台着眼服务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依托独特资源优势深耕戏曲文化品牌，持续开展戏

曲进社区、戏曲进校园、小戏台展演等形式多样的戏

曲活动，积极在群众中弘扬戏曲文化。2016年，创造

性利用第九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举办地园博园，

举办“北京戏曲文化周”活动，打开了中华戏曲文化

与山水园林文化融合发展的新局面；2017年，活动升

级为“中国戏曲文化周”。迄今戏曲周已在北京园博

园连续成功举办六届，成为“大戏看北京”文化名片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传统戏曲文化活化利用开启了

新篇章。

推进思路和活动情况

中国戏曲文化周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

主题，坚持“中国戏曲嘉年华”定位，突出“园林中的

戏曲、戏曲中的园林”特色，广泛开展演出、学术、互

动、共享等各项活动，全面展现戏曲艺术传承发展成

果。六年来，累计邀请表演团体260余家、演出2200

余场次，涉及30余个剧种，吸引观众约85万人，在品

牌美誉度、影响力持续提升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推

动传统戏曲传承创新的宝贵经验。

专业品质铸魅力之核

名团名家名剧的精湛表现构筑起戏曲周品牌的

根基。中国戏曲是高度综合性的民族艺术，融汇各派

技法以出新意，历经千锤百炼而显精深。戏曲周作为

“国字头”文化平台，不仅树立标杆，展现最专业、最

顶尖的戏曲精品；又放眼全国，做好地方剧种、文艺

院团展示推介，全面展现中华戏曲风采。六年来，戏

曲周共邀请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演出团体，74名国

家一级演员、34名梅花奖得主入园献艺，演出剧种涵

盖京剧、昆曲、闽剧、评剧、曲剧、黄梅戏、豫剧等30

余个，不仅有京剧《大探二》、昆曲《牡丹亭》等经典

作品，还有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评剧《金沙

江畔》等优秀剧目，给人们献上戏曲的盛宴。

2022年的戏曲周，更是呈上了多年未在舞台

演出的全本《红鬃烈马》，两天四场13折共10小时，

角色众多，行当齐全，戏迷大呼“演得精彩、看得过

瘾”。戏曲周还为河南宛梆、山西耍孩儿(咳咳腔)、福

建平讲戏、浙江新昌调腔、孝义皮腔等珍稀剧种提供

了展现风采的舞台，让人们在别样的体验中感悟戏曲

艺术的美与韵、中华文明的博与精。

群众参与夯传承之基

社团票友戏迷的巨大热情成就了戏曲文化的节

日。戏曲起源在民间、生长在民间、活跃在民间、变革

在民间，其传承发展离不开深厚的群众基础。戏迷票

友的热爱和支持历来是戏曲百花园最肥沃的土壤。

着眼于此，戏曲周突出群众性、参与性、互动性，为票

社戏迷和戏曲爱好者提供展现才艺的舞台，使戏曲

周成为欢欢喜喜、热热闹闹的“戏迷节日”。

戏曲周期间，最热闹的一个活动就是中国戏曲

票友大赛，来自国内外的戏迷每年如约而至，走上园

博园轴线改造的“梨园大道”，不仅吹拉弹唱自得其

乐，还从游客变成台上主角。大赛在京剧、评剧、昆

曲、豫剧、河北梆子等多个戏种设置名家评审团评

选颁奖，吸引众多戏迷票友奔赴盛会、上台竞演，尽

展灵感与激情。票友大赛中最抢眼的莫过于“小票

友”“小戏迷”，一大批高校与民间青少年戏曲社团

南腔北调、同台切磋，他们既有把戏曲当作爱好的，

也有笃定学习戏曲的，让人感受到戏曲艺术生生不息

薪火相传的朝气和活力。其中就有年方10岁、学戏7

推动传统戏曲文化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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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文化周的实践与思考

年的杨紫维，怀抱着专攻京剧的志向，不但在票友大

赛中凭借《活捉三郎·凄风起冷月照》获奖，还在优

秀票友展演中献上了《荀灌娘·改男装》的反串小生

表演。除了精彩的演出，还有唯美的京剧旦角艺术展

示，亲切的戏曲场景人物秀，珍贵的黑胶唱片展……

通过多维度地挖掘呈现，满足人们的多元化需求。

     情景交融显审美之髓

园林实景的相映相衬彰显出独特的中华美学风

范。园林与戏曲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两者审美意境

相近，通过构建“园林与戏曲”的艺术融合，能够带

来更为真实的传统文化体验感。戏曲周抓住园博园

多个地方园集中呈现中国传统造园审美情趣的特色

禀赋，对地方特色园林景观进行整体规划设计，并将

地方戏引入地方园，按照“移步换景、处处有戏、步

步有景”的思路，让中式园林化身小剧场、一草一木皆

入戏，让观众在沉浸式演出中赏戏曲中的园林，品园

林中的戏曲。

北京园、忆江南园、晋中园结合建筑景观特点，

推出“华彩韵京城”“昆曲丝竹吟”“非遗老戏台”

等系列演出，上演经典小戏、传统折子戏、国家级非

遗剧种和地方特色剧种，情景辉映、相得益彰。许多

优秀剧目还量身打造了园林版，如曲剧《茶馆》将北

京园聚景阁的正殿改造为“老裕泰”茶馆，观众与演

员一道作为剧中的“茶客”推进剧情进展。同样是在

闽园演出，2020年评剧《花为媒》巧借6个点位，演出

“报花名”“绣罗帕”“洞房赞”等6个片段；而今年

的京剧《古厝西游记》则对闽园进行整体利用，融入

舞剧、哑剧、杂技、魔术等形式，令人耳目一新。北京

京剧院程派青衣李林晓表示，回到实景园林演出，其

实也是回到了戏曲的最初状态，“这样的演出对我们

来说是一次复古的体验，也让我们追随先贤的脚步，

在市井空间完成艺术表达。”

融合创新开活力之源

多元开放的形式样态打开了戏曲表达的无限可

能。我国千姿百态的戏曲艺术，都是在继承前人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也都是靠创新创造焕发艺术生命力

的。只有系统梳理展示其艺术精华、美学精神、价值

精髓，与时俱进地赋予其多样化的表达、多元化的形

态，才能使戏曲艺术血脉延续、发扬光大。

活动组织者深入挖掘戏曲艺术的当代价值,积极

探索“戏曲+”融合模式，引入科技、国潮、游戏、文

创等元素，在内容、形式、话语体系上拉近与青年的

距离。任务打卡游戏、实景戏曲游戏“大破天门阵”

等活动，各类“国潮风”戏曲文化周边展示，戏曲服

装、化妆体验、汉服展示等，吸引了大量青少年前来

“打卡”。还有许多父母带着孩子或在市集“挖宝”，

或穿梭于园中寻找“关公”“岳飞”“梁红玉”，一边

游玩一边学习戏曲知识。新技术、新媒体的创新应用

也是亮点，第四届戏曲周在全国率先采用5G全程直

播，观看量超2000万；第六届戏曲周期间，在网上进

行14场戏曲表演直播和5场互动直播，浏览量超2500

万。今年又精选了21场演出在微博、抖音、快手、B站

等进行直播，联动文化达人在自媒体分享“赏、游、玩、

购”体验，相关话题浏览量超5000万。

六年来，中国戏曲文化周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

发展，反映出戏曲文化不因岁月冲刷而褪色的永恒魅

力，也凝结着戏曲业界、社会各界为传统戏曲与时偕

行而付出的心血和探索，局面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

贵。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戏曲周时间”的繁华

和喧嚣后，戏曲依然面临着安静与寂寞，面临着人才

缺乏、观众流失、传播单一的某种困境。希望戏曲周

的实践能够成为一盏灯、一面镜，映着戏曲这门古老

而青春的艺术，承大艺而开生面，含古韵而绽新芳，

吸引着更多的人喜欢它、热爱它、传承它。

调研报告

中国戏曲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魅力和鲜明的民族风格，是表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具有重大的意义。

如何让戏曲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生机活力，吸引更多的人喜爱和欣赏，是一道值得全社会思考和回答的必答题。为此，北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指示精

神，以打造“中国戏曲文化周”(以下简称“戏曲周”)品牌活动为载体，深入挖掘整合戏曲文化资源,推动专业表演与群众参与相结合、经典传承与时代创新相统一，让戏曲艺术贴近市民群众、融入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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