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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6/2021_2022__E8_B4_BA_

E5_8D_AB_E6_96_B9_EF_c122_486403.htm 教育部关于在中小

学音乐课中加入京剧唱段的举措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尤其是已经确定的15首唱段里居然有9首来自“样板戏”，更

是令不少论者有不知今生何世之感。一些网友甚至义愤填膺

地把此举视为“文革”回潮的一个标志。不过，个人看法，

问题的症结也许不在于“样板戏”是否应当进课堂，而是进

什么课堂和以怎样的方式进课堂。 作为一个听着“样板戏”

长大的人，我对于这种特殊的戏剧艺术有着十分复杂的感受

。一方面，理智上知道这些产生于十年浩劫时代的特殊艺术

作品可谓典型的“恶之花”，其中充斥着对暴力的歌颂、极

端化的思维，甚至对历史事实的公然歪曲。不过，因为那是

小时候惟一能够接触到的戏剧类型，虽身在苦难之中，但是

那些唱段时刻在耳边响起，与自己的成长过程息息相连，所

以每当重新聆听，不自觉地仿佛回到了那既有悲苦又有欢愉

的少年时光。况且“样板戏”的音乐又那样的富于创新气息

，加入管弦乐队的伴奏较之传统戏的“三大件”，表现力自

然是丰富了许多，特别是那些需要以更富立体感的音乐语言

表现的内容，诸如杨子荣打虎上山的那一段，柯湘的唱段“

乱云飞”等等，假如没有管弦乐的伴奏，真难以获得那样舒

展挺拔、酣畅淋漓的效果呢。自己有些固执地认为，如果编

写京剧史以及音乐史，“样板戏”仍然是不能遗漏的一个篇

章，正如现代小说史不能回避浩然、德国现代文学史不能不

写纳粹文学一样。 可是，把这样的唱段放到中小学音乐课里



却值得商榷。首先是目的大可质疑。有关人员解释说这样做

是为了“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我认为这样的定位对于“包

龙图打坐在开封府”那样的唱段也许是适合的，但是“样板

戏”的产生分明是京剧史上的一场所谓“天翻地覆的革命”

，它本身是反传统的，也绝非“优秀文化”，把不共戴天的

两件事情硬捆在一起显示的是决策者对于历史的无知，对于

什么是我们优秀的戏剧传统缺乏最基本的思考。 与这种无知

和不思相适应，决策者没有意识到，尚处在对于是非缺乏辨

别能力的小学和中学学生刚接受戏剧和音乐教育时，便以这

样相当病态的作品开始，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柏拉图曾对于

在教育中受艺术教育者接触“坏精神”作品的危险提出告诫

：如果他们“从小就接触罪恶的形象，耳濡目染，有如牛羊

卧毒草中嘴嚼反刍，近墨者黑，不知不觉间心灵上就铸成大

错了。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些艺人巨匠，用其大才美德，开

辟一条道路，使我们的年轻人由此而进，如入健康之乡；眼

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艺术作品，到处都是；使他们

如坐春风如沾化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之间受到熏陶，从

童年起，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但是，样板戏的那些

唱段却完全不是那种体现友爱、正直、节制、和谐的作品，

毋宁说它们的精神大体上都是在鼓吹一些与上述美德相反的

精神。所以，让中小学生浸淫在这样的音乐和唱词里，实在

是一种危险的选择。 不过，如果心智大致成熟，我们就需要

接触形形色色的事物，既有美的，也包括丑的，以培养健全

的判断力。所以，“样板戏”理应在大学的戏剧史和音乐史

的课堂里占据着应有的地位，这样的课程当然不仅仅应该向

戏剧或音乐专业的学生开放，而且这样应该面向人文社会科



学以及自然科学各专业的学生，或者通过专题讲座、专场演

出让我们的学生们认识这样的艺术，把它们与传统京剧作出

比较。比展示和比较更重要的是，教师们应当把这种艺术得

以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特征、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作品中

包含着怎样的“坏精神”及其对于国民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怎

样的影响等作出细致的解说，从而补上一段被人为地遮蔽了

的历史的叙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