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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戏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教 育 从 肇 始 到 现 今，可 以 分 成 三 个 阶 段。目 前，由 于 戏 曲 的 不 景 气 与 我

国教育体制上的缺陷，其生源与培养 质 量 迅 速 下 降，已 不 能 为 戏 曲 振 兴 事 业 服 务。为 了 改 变 这 种 状 况，需 要

采取多种措施，包括把好招生关，宁缺勿滥；遴选具有较高戏曲艺术素养的人员做导师；积极探索与戏曲院 团

联合培养研究生之路；坚持论文选题要和戏曲实践相结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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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戏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始于上个世

纪的五十年代中期，在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取
得了显著的成绩。它在建构戏曲学学科，提升戏曲

艺术的地位，厘清戏曲的发展历史，探索戏曲的艺术

规律，促进戏曲艺术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为了

使戏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能够健康地发展，真

正地为戏曲事业培养出高精尖人才，总结一下历史

的经验和教训，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戏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三个阶段

根据导师的学术素养、招生的状况和毕业研究

生的学术成绩，可以将我国戏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教育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１９５６年 到１９８６年，除 去 文 革 十

年，实际时间为二十年。这一阶段可谓是精英教育

阶段。导师大多是闻名海内外的戏曲理论家与戏曲

史家，其中 许 多 学 者 是 戏 曲 学 某 个 领 域 的 开 拓 者。

如南京大学的陈中凡、钱南扬、吴新雷，复旦大学的

赵景深，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张庚、郭汉城、刘念滋，中

央戏剧学院 的 周 贻 白、祝 肇 年，上 海 戏 剧 学 院 的 陈

多，杭州师范学院的徐朔方，扬州大学的任二北、胡

忌，中山大学的王季思、黄天骥等。这些先生指导的

学生在本科读书时，大都出类拔萃，品学兼优，出于

对学术的热爱与对戏曲事业的迷恋，才报考戏曲学

专业的研究生。他们毕业以后，绝大多数在高校与

研究机构从事戏曲教育与研究，几乎每个人都出版

了戏曲方面的学术专著，继承或光大了其导师的学

术事业，他们的名字和导师的名字往往连在一起。

第二个阶段从１９８７年 到１９９９年，为 泛 精 英 教

育阶段。这一阶段的导师基本上是上一阶段毕业的

研究生，虽然他们大都不像其老师那样，因是某一领

域的开拓者而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但由于是站在

巨人的肩膀之上，视野开阔，又受到西方哲学思潮与

学术方法的影响，能在世界戏剧文化的坐标系中，审
视中国的戏曲，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比起业师来

说，无论从广度、深度，还是思维、方法上，都前进了

一大步。他们的教学，也和其老师的“放羊式”或“师
徒式”有着很大的区别，设计了系统而具有逻辑关系

的课程，理论努力联系实际，扣紧论文写作的每一个

环节，应该说，用学术与教育的水平来衡量，这一阶段



的指导教师大都是优秀的。但是，他们所指导的学生

质量，却和自己的学术与教育水平不相匹配。其原因

主要是这一阶段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和戏曲的

地位每况愈下，造成了所招的学生质量大幅度下降。
从１９８８年开始，我国社会涌动起一波波的经商大潮，
所谓“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高校的教

师与研究机构的人员，薪水微薄，居处局促，甚至“研
究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一些在职的教师或研究

人员，耐不住寂寞与贫寒，纷纷下海经商，而从事戏曲

教育与研究的人员，因戏曲的不景气，其社会地位更

低，经济收入更差。在这样的情况下，报考戏曲专业

研究生的人数极少，许多名牌高校的导师年度招收的

名额为两个，报考的却只有一个，有的一个报名的也

没有。而当时教育主管部门又有这样的规定，若两年

内招不到学生，须取消导师的资格，害得一些导师到

处求人推荐学生来报考。这样的生源质量，即使不遗

余力地指导，也很难培养出高端人才来。
第三阶段 是 从２０００年 到 目 下，为 大 众 教 育 阶

段。由于博士点的增多，第二阶段的研究生导师大

多升格为博士生导师，虽然他们也指导硕士研究生，
但他们的精力更多地投注在博士生的身上，有的仅

仅是挂个名而已，指导教师的主体基本上是他们的

学生辈。尽管这些指导教师大多是在泛精英教育阶

段接受了研究生教育，但他们都是经过百里挑一的

选择，才受聘到高校任教的，有做好戏曲专业的决心

与热情。后又在职或脱产攻读博士学位，凭着自己

的学术成绩获取了副教授或教授的职衔，经过多年

的努力，夯实了专业的基础，发表或出版了自己的学

术成果。就学术水平来说，大多达到了硕士生导师

的标准。遗 憾 的 是 生 源 质 量 比 起 第 二 阶 段 更 加 下

降，许多已经被招收的学生没有读过全本《牡丹亭》、
《长生殿》、《桃花扇》等经典名著，不知道“麒麟童”、
“盖叫天”为何人，没有到正规的剧院看过一场演出。
出现这样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国普通高校的招生规

模迅速扩大，大学生就业率连年下降。由于希望在

毕业后能找 到 工 作 或 找 到 一 个 薪 酬 比 较 丰 厚 的 工

作，现实迫使“一流的学生考工科，二流的学生考理

科，三流的学 生 考 文 科，四 流 或 不 入 流 的 学 生 考 艺

科。”本科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或找不到薪水较为

丰厚的原本三四流或不入流的学生，为了获取更高

的文凭，便想到了报考研究生，但传统的文史哲相对

难考，便报考戏剧戏曲学专业。由于戏剧戏曲学专业

硕士点大量增设，各学校为了能招满计划名额，考试

的题目出得简单不说，在判卷时，还尽量打高分，以使

考生不会因专业成绩低而落榜。即使如此，有许多学

校的硕士点还需要靠调剂才能收到学生。这些学生

入学以后，多数人没有专业思想，不打算一辈子走研

究戏曲专业的学术道路，原先就没有养成静下心来整

日读书的习惯，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依然浑浑噩噩地

混日子，等着三年之后获得一张硕士学位的文凭。当

然他们中间也有人为了日后的工作，刻苦学习外语或

找机会增加人脉。这样的生源，即使指导教师费尽九

牛二虎之力，他们也进不了学术的堂奥。出现这种状

况，现行的研究生教育体制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因为

现行的研究生教育体制明里暗里形成这样的评价：学
生如果不能顺利拿到硕士学位，一定是老师没有指导

好。于是，在学生完成论文之后，老师便找来学术圈

内的三朋四友组成答辩委员会，答辩自然就成了一个

过场的形式。学生悟到其中的奥妙，论文还没动笔，
早就将学位证书视为囊中之物了。

上述三个阶段的划分，或许并不能得到大家一

致的认同，但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三个阶段的差异。
在第一阶段深造的研究生，尤其是１９７８年实施新的

研究生教育制度之后，几乎每一部硕士学位论文日

后都正式出版，成了著者的成名之作。在第二阶段

学习的研究生，其学位论文大概只有三分之一日后

正式出版，出版后的学术影响也远逊于第一阶段研

究生出版的学位论文。而第三阶段则几乎没有一部

硕士学位论文在正常的情况下得以出版。

二、现状：专业方向与课程设计厚古薄今

迄今为止，设立“戏剧戏曲学”专业的高 校 共 有

２７所［１］，在“古代文学专业”的名下培养戏曲专业研

究生的高校有１８所。“戏剧戏曲学”所包含的话剧专

业，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而挂在“古代文学专

业”名下招考的戏曲方向的研究生，因古代文学专业

的性质，决定了他们的研究偏向于“古代”和“文学”，
远离舞台表演艺术，因此也不是我们讨论的内容，我
们只以２７所高校的“戏剧戏曲学”中的戏曲专业作为

研究对象，来看看戏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现状。
这２７个培养戏曲学专业人才的硕士点，其专业

方向共有８１个，其中中国戏曲史或类似于戏曲史方

向的有２９个，占３５．８％。戏 剧 理 论 与 批 评 或 类 似

的方向 有１１个，占１３．５％。历 史 与 理 论 这 两 个 方

向加 起 来，占 到４９．３％。其 它 的 方 向 则 有：广 播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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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戏曲、编剧理论与创作实践、戏剧管理、戏曲表演

研究、戏曲器乐演奏、作曲技术及作曲理论、戏曲导

演、舞台美术设计、戏曲动漫创作与研究、戏曲教育

理论、东方戏剧艺术、中国少数民族戏曲、戏曲人类

学、戏曲文物 与 民 俗、吉 林 省 地 方 戏 曲 发 展 历 史 研

究、东北二人转发展历史研究、比较戏剧学、剧团剧

场管理、戏曲音韵学、表演教学研究等等。在２７所

高校中，戏剧或艺术学院为８所，其它１９所为综合

性大学或师范学院，而这些学校的硕士点又多设在

文学院或中文系内，其导师的学术背景多数是古代

文学的元明清方向。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我国戏曲学硕士点上有

那么多的“中 国 戏 曲 史”和“戏 曲 理 论 与 批 评”方 向

了。因为许多教师除了这两三个方向以外，其它的

无法胜任其教学工作。编剧、导演、作曲、表演、舞美

等，既没有实践的经验，更无理论的探索。检查一下

三十多年来接受过戏曲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学者所发

表的戏曲方面的论文与著作，其探讨的主要是中国

戏曲史、戏曲的作家作品以及一般的戏曲理论。由

于很多从事于戏曲研究的人员不懂戏曲舞台艺术，
他们将戏曲史等同于一般的历史，研究的方法和一

般历史的研究方法相似；将戏曲的作家作品等同于

古代文学的作家作品，所探讨的无非是剧作家的生

平思想、创作的时代背景、故事情节的来历、作品的

思想意义和 能 够 套 用 在 许 多 剧 本 上 的 几 点 艺 术 特

色，从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的数量上看，戏曲史

与作家作品研究的成就相当的辉煌了，其实，这只能

算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与文学上的研究成果，不能

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戏曲研究。研究戏曲史和作家作

品当然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是一定要从“戏曲“的角

度去研究，否则，就无法揭示出真正的戏曲发展的艺

术规律，所总结出来的经验与教训不但不能给予今

天的戏曲界有益的借鉴，反而会起误导的作用。
比之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戏剧与艺术学院

的戏曲专业硕士点的方向更切合戏曲的本体。如果

说，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的硕士生教育侧重于“向
后看”的话，戏剧与与艺术学院的硕士生教育则多是

为了“向前看”。由于戏剧与艺术学院麕集了编剧、
导演、表演、作曲、舞美等方面的许多高级人才，这些

人才又常常和戏曲院团合作编排剧目，积累了丰富

的实践经验，因此，他们培养的学生能够在振兴戏曲

事业中直接发挥积极的作用。不过，从这些学校学

生的硕士论文来看，普遍存在着文史知识欠缺、理论

水平不高、写作能力较差的不足，没有将“手”与“脑”
有机地结合起来。

戏曲研究和古代的诗词曲赋研究的目的不应该

完全一样，因为古代的诗词曲赋仅是古人留给我们

的精神遗产，我们研究它们的目的，是借助这样的窗

口，更清楚地了解古代的社会与古人的生活；探索它

们的思想与艺术特点，以便于更好地欣赏，以及在人

格、品性上得到陶冶。而戏曲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

舞台艺术，至今还是民族艺术的代表形式，虽然在近

几十年中，走入低谷，但仍然为我国广大的民众喜闻

乐见。因此，我们研究它，即使是古代的戏曲作品，
除了上述的研究古代的诗词曲赋的目的之外，还要

带着“古为今用”的指导思想。至于对当代戏曲剧目

的研究，更要着眼于为振兴戏曲的现实服务。从这

个角度上来考量，我们不得不说，目下的戏曲学专业

硕士研究 生 教 育 中 的“中 国 戏 曲 史”与 侧 重 于 古 代

“戏剧理论与批评”的方向，设得太多了，与戏曲研究

的根本宗旨相去太远。

三、戏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健康发展献芹

戏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长期健康地发展，
有赖于戏曲地位的回升与整个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

等大环境的变化，但我们不能消极地等待大环境的

变化，应该主动地进行符合戏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教育规律的探索，以积极的行动来促进大环境的变

化。为了提高戏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水平，
为戏曲事业培养出名副其实的高级人才，这里提四

点不成熟的建议。
一是招生时严格把关，宁缺毋滥。坚持 招 取 那

些迷恋戏曲、文化基础知识扎实、热爱科研、耐得住

寂寞与平凡生活的生员，而坚决禁止那些没有专业

思想、对戏曲没有兴趣、对戏曲的前景没有信心、文

化基础薄弱、坐不住冷板凳，只是想混一张硕士学位

证书的人。从入口时，导师就要有质量意识，对考生

严格遴选。或许这样做，全国一年招收不了几个攻

读戏曲学专业硕士学位的学生，但这样做，反而提高

了戏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地位，使它重新成

为精英教育。人数虽少，但对整个戏曲事业的积极

作用不会降低。现在每年毕业上百个戏曲学专业的

硕士研究生，但有几个是在戏曲行业内工作的？又

有几个能够发挥硕士研究生应该发挥的作用的？

二是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校在聘任戏曲学专业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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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研究生导师时，要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１）获

得博士学位 或 硕 士 学 位 的 论 文 应 该 是 对 戏 曲 的 研

究；（２）在编剧、导演、音乐、表演、舞美等方面有一技

之长；（３）热爱戏曲，关注戏曲的发展，和戏曲表演团

体有密切的联系；（４）未来的研究方向仍然是以戏曲

为主。达不到这样的标准，或许可以担任其他专业

的指导教师，但做戏曲学专业的导师是不太合格的。
我们有些导师整年不看一场戏，没有写过一篇关于

当代戏曲剧目的评论，对近年来戏曲的状况知之甚

少，或一无所知，目光只会盯着元杂剧或南戏或明清

传奇。这样的导师培育出来的学生，对今日戏曲的

振兴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三是高校与研究机构应该与所在地的戏曲表演

团体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可以聘请编剧、导演、演
员和作曲、舞美人员为兼职指导教师，将他们的实践

经验传授给学生。戏曲院团应该成为研究生的实习

基地，每个研究生应该在剧团中的实习时间不少于

半年，尤其需要跟踪考察一个新的剧目从剧本到搬

上舞台的 整 个 过 程。只 有 这 样 理 论 联 系 实 际 的 学

习，才能避 免 培 养 的 学 生 仅 是 空 头 理 论 家 的 现 象。
在这方面已有个别高校作了成功探索。［２］

四是研究生的硕士论文选题应该把握这样三个

原则：厚今薄古；就地取材；对戏曲振兴的实践有指

导意义。由网上公布的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２年的戏曲学

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来看，有三个不足：
（１）炒冷饭。如对明杂剧、《青楼集》、《琵琶记》、

红楼戏、杨家将戏曲等内容的研究。这些选题大都

有戏曲专家的专著出版，硕士研究生不可能在资料

与观点上有新的大的突破，只能是用自己的话重新

组合一下别人的研究成果而已。（２）意义小。如这样

的题目：《元明戏曲中的苏轼造型研究》、《中国古典戏

曲中的定情信物研究》、《明清戏曲作品中唐伯虎造型

研究》、《明清传奇中的凤求凰现象研究》等等。这样

的选题可以作为一篇平常的论文来做，而将它们作为

硕士学位的论文选题，花费一两年的时间去做，就很

不值得。（３）向后看。至少有７５％的选题是有关古代

戏曲的，而且从题目上看，其研究的出发点也不是为

了“古为今用”。不是说做古代戏曲的题目不好，而是

说绝大多数人的目光远离当下戏曲，对于传承与光大

这一民族艺术瑰宝是没有好处的。如若任其发展下

去，戏曲研究人员对当下戏曲缺乏兴趣，戏曲的振兴

没有了理论的指导，要想戏曲恢复生机，无疑是更加

困难的。笔者特别欣赏这样的选题：《眉户剧音乐特

色研究》、《论沪剧现实主义创作传统》、《２０世纪早期

上海京剧市场营销研究》、《闽南歌仔戏民间职业剧团

生存现状研究》等。且不论这些论文的质量如何，单
说作者关注当下戏曲命运、力求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

指导戏曲实践的动机，就值得人赞赏。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戏曲研究机构２５０多个，

有正规的或有一定规模的戏曲院团２８００多个，这些

研究机构与院团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专业研究人才帮

助他们发展，因此，戏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教育有

着广阔的 前 景。只 要 我 们 按 照 戏 曲 教 育 的 规 律 办

事，就一定能够不断地提高教育质量，满足戏曲事业

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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