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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深刻阐发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战略意义。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川剧是

梨园百花中的一朵奇葩，2006 年，川剧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它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

作为川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智林 40 余年的艺术人生里，

曾在 《巴山秀才》《易胆大》《望娘滩》 等几十出剧目中塑造了秀才孟登

科、名优易胆大、越王勾践、麦其土司、魏延等诸多经典舞台艺术形

象，为川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为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不遗

余力。本期采访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川剧院院长陈智林，请他结合自

己的艺术人生讲述川剧如何发挥它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作用。

用优秀传统文化打好精神
底色

张 丽

浅读《王蒙谈文化自信》
杨建平

唤起生活中的智慧和美
苏禾日

一

川剧，又称川戏，主要盛行于四川省、重
庆市及云南、贵州、湖北省的部分地区，是中
国西南部影响最大的地方剧种。川剧历史悠
久、意蕴丰厚、剧目丰富，其表演生活气息浓
郁、生动活泼、风趣幽默，深受老百姓的
欢迎。

尽管是生于四川、长于四川这片孕育川剧
的地方，但15岁之前的陈智林却从未接触过
川剧。第一次接触川剧，源于一次偶然的机
会。那是在他升入高中后不久，买了一张1毛
5分钱的戏票，观看了杨昌林先生表演的川剧
《卧虎令》，他被川剧艺术深深地震撼。川剧的
种子，也在这时悄悄埋在了他的心里。

这一年——1979年，恰逢四川省川剧学
校（现为四川艺术职业学院）招生，他带着对
川剧的好奇报了名。如今回想起来，陈智林笑
着说：“我的祖辈中没有一个人是搞艺术的，
我就这么误打误撞地学习了川剧，也从此改变
了人生轨迹。”

到了川剧学校，陈智林一切从零开始。苦
练基本功，如饥似渴地增补戏曲知识、学习传
统文化。一开始他对老生很感兴趣，一直学习
老生戏，但第一次彩排完，老师根据他的形
象、嗓音等条件，让他改行为小生。于是他又
从头开始学习小生。天道酬勤，尽管学习的过
程是艰苦的，但这样的经历锻炼了他的意志和
毅力，也让他从中感受到自身价值所在，更对
川剧事业产生了一种浓郁的情愫。在川剧学校
学习的几年，陈智林说：“痛并快乐着”。

1984年，从四川省川剧学校毕业，陈智
林被分配到了攀枝花川剧团。尽管当时条件艰
苦、无戏可排，但他依然坚持每天练功、学习
传统文化。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当时剧团
排了两出剧目，参加四川省举办的川剧青少年
演出比赛，陈智林崭露头角。1988年，陈智
林到新都参加《芙蓉花仙》的演出，受到观众
普遍欢迎；又到香港演出，得到香港各界高度
评价，这更增加了陈智林对川剧的信心。因为
出色的表现，回到成都后他被调到了四川省川
剧院。

“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是因为我没有让
自己‘弯道超车’。”陈智林说。调到四川省川
剧院的陈智林，更坚定了他将此生奉献给川剧
事业的决心。1989年陈智林带着川剧《望娘
滩》等剧目去东欧演出成功后，回到中国、在
北京逗留期间，他就以川剧《望娘滩》等作品
申报了第七届 （1990 年） 中国戏剧梅花奖，
并于次年一举夺魁。这一年，他26岁。

之后，陈智林一路稳扎稳打，始终站在
演出第一线。纵使后来在剧院担任行政工
作，但演员的本职业务依然没落下。陈智林
说：“不管是剧院的行政工作，还是 1996年
被派到渠县做了两年的副县长，这些经历都
是我艺术创作的宝贵财富。与基层老百姓的
深入接触，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过程，
不断丰富着我的人生积累，这对我后来创造
角色提供了很多帮助。”2004 年，陈智林凭
在川剧《巴山秀才》的出色表现，在第21届
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再次获奖。谈起《巴山秀
才》，他说：“我把当县长时所经历的感受，
融进了人物形象中，赋予了人物的时代性及
人文精神，受到了作者魏明伦先生的高度认
可，也打动了无数观众。”

二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以电影、电视为代表的新兴媒介所构成
的大众文化开始占据主流，渐渐形成多元文化
发展格局，对中国传统戏曲的发展造成了一定
的影响，戏曲市场出现低迷状态。

“在多元文化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坚守
初心，很容易被外界所影响。”所幸，从渠县
县长任满归来的陈智林，选择再次回到四川省
川剧院，坚守川剧传承。

2002 年 2 月，陈智林任四川省川剧院院

长。上任以来，除了自身演出任务，他便一心
扑在了剧院发展和川剧传承上。

“我在剧院这么多年发现，要想传承发展
川剧，就需要用戏将人凝聚在一起。所以我担
任院长时提出一个概念：剧院剧院，以剧为
院；剧团剧团，以戏团人。剧院发展，必须
打造具有特色的精品剧目，把人凝聚起来，
这才是一个剧院立足于本、立足于社会的前
提。”陈智林说，那时川剧院还没有现在这样
的条件，一年的财政拨款除解决职工温饱外
没有剩下多少创作基金，也没有办公经费，
完全靠剧院自己负担。但是，让他们最引以
为豪的就是创作了一批在全国都产生很大影
响的精品剧目，如《变脸》《巴山秀才》《易
胆大》《夕照祁山》《尘埃落定》等，还有之
后给年轻人排演的《西游记》《荷珠配》，可
谓佳作连连。

如何做到佳作连连？陈智林说，习近平总
书记反复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川剧有着悠久的历
史，因其丰富的剧目内容、独特的表现形式、
真实细腻的表演、幽默妙趣的巴蜀特色、虚实
相生的戏曲美学而独具魅力，有着深厚的群众
基础，是表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载体。“深入挖掘川剧中蕴涵的中华文化精
神、中国价值观念，反映中国人的审美追求，
努力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才
能实现川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这些年，四川省川剧院在不断出人、出

戏。创作演出了传统及现代优秀剧目 200 余
出，其中《变脸》《易胆大》《巴山秀才》两度
荣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文
旅部文华大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
品奖、中国戏剧优秀剧目奖等国家级奖项。同
时，剧院有6人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获文华
奖29人次、获中国戏剧优秀表演奖24人次，
4人获上海白玉兰戏剧奖；还有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1人，省级非遗传承人4人……

坚守，是卓有成效的。陈智林说：“要做
到这些，就要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能够
在这个路径上脚踏实地地真正在守正的基础
上，让川剧根深叶茂，散发出中华文化的魅
力。”

三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
文化。独具巴蜀文化特色的川剧，是戏曲百花
园中的一朵奇葩。2006年 5月 20日，川剧经
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而陈智林也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川剧代表性传承人。

作为川剧代表性传承人，陈智林一直致力
于川剧的传承发展和人才培养。“在新时代，
川剧的传承发展最基本且重要的一点就是与时
代同频共振，反映时代要求。作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川剧，就是要为它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
而注入新的生命力，释放新的能量，绽放新的

光彩，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2022年，由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和四川省

川剧院联合打造的《草鞋县令》获得第十七届
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该剧讲述了清
朝嘉庆年间，四川什邡县令纪大奎治理水患、
为百姓排忧解难的故事，塑造出一个以民为
本、亲民为民的清官形象。“历经多次修改和
反复打磨，《草鞋县令》融入技术创新，兼具
唯美和情怀，实现了世界舞台艺术表现形式与
地方艺术色彩的完美融合，受到观众热烈欢
迎。至今，这部剧还在全国巡演中。”陈智林
说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
键在人。2014年底至今年 5月，陈智林同时
担任四川艺术职业学院任院长。“有人就有
事业，有人就会为之努力把川剧的基因激
活，有人就会有辉煌。”陈智林说，当时，
学院学习川剧的学生五个年级加起来只有
13 个；经过近 10 年的努力，如今学习川剧
的学生在 200 人左右。说到培养的方式，陈
智林说：“我以前是在用人单位，到了学院
是在育人单位，所以我知道用人单位需要什
么样的人才，需要在哪些方面培养人才。”在
深入落实国家政策保障外，他提出了以百戏
储备的方式培养川剧人才，激活院校与院团
之间的联系，为川剧的传承输送大批人才，
为川剧事业发展贡献了力量。

为川剧传承发展不遗余力
——访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川剧院院长陈智林

本报记者 郭海瑾

■记者手记：

为什么说历史
是人类最好的老师

王晓秋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陈 霞

追寻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
张颐武

故宫遗产价值挖掘
与文化传承发展

任万平

第7版 悦读·连载

第6版 艺文·荟萃

几日前，由全国政协委员，著名
川剧表演艺术家陈智林演唱的川剧戏
歌《记梦》上线。《记梦》来源于宋
代大词人苏东坡的《江城子·乙卯正
月二十日夜记梦》，作为传诵千古的
诗词，陈智林将其创造性转化为川剧
戏歌，使人耳目一新。

这不是陈智林第一次将古典诗词
创新性发展为川剧戏歌——《定风
波》《峨眉山月歌》《蜀相》《春夜喜
雨》等一系列戏歌，让大家从中感受
到了中华传统文化不朽的魅力。“音
乐是文化艺术之灵魂，不管是李白，
还是苏东坡，我希望用四川本土的乡
音，让大家对四川历史文化名人有一
个清晰的认识，让大家从中感受一代
文豪的温度；通过润物无声的艺术，
传达美美与共的情怀，讲好四川故
事，传递中国声音。”在陈智林看
来，川剧以寓教于乐、以文化人的方
式，在中国戏曲长河享有一席之地，
是民众的幸福支撑和快乐源泉。传承
川剧，就是传承四川的语言表述和文
化情怀。

不管是川剧，还是川剧戏歌，陈
智林致力于川剧的传承与发展，坚守
着川剧这片传统艺术阵地，将作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川剧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
来说，我们其实是传统文化的守护
者，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也是传统
文化的弘扬者。坚守传统，敬畏传
统，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跟随时代
步伐，遵循其发展规律，才能开出绚
烂之花。”陈智林坚定地表示，当我
们重新审视、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内涵和价值，坚定文化自信时，中
华文化将再迎来新的黄金时代。

坚守的力量
本报记者 郭海瑾

▲川剧《卧虎令》中陈智林饰演董宣

第8版 华夏·翰墨

妙合天成真翰墨
马 喆

▲川剧《易胆大》中陈智林饰演易胆大 ▲川剧《草鞋县令》中陈智林饰演纪大奎 ▲川剧《巴山秀才》中陈智林饰演孟登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