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广场戏曲文化传播的样态与意义
——以郑州市广场戏曲文化为例

河南是戏曲大省，在广场音乐文化活动中，戏曲表演是郑州百姓最喜闻

乐见且参与度极高的一种。作为一种综合艺术表现形式，戏曲融合了对白、

音乐、歌唱、舞蹈、武术和杂技等多种表演方式，在内容上则贯穿古今，超越

地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质朴的保存方式，也是沟通城乡文化的重要手段。

尤其在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当今，广场戏曲表演可以最大程度的满足他

们的文化愿望，再现其共同的精神家园，缓解他们离乡的诸多焦虑，沟通他们

与城市原著居民的关系与情感，同时也为新的城市文化的养成提供土壤，带

来养分。

一、广场戏曲乐团的发展与现状

郑州的广场戏曲文化活动的主要形式包括自发性的戏曲教唱、戏曲排

练、戏曲表演以及一些专业或非专业戏曲演出团体的表演等，涉及的剧种包

宋正

摘要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大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逐渐与城市的原有居民融合在一起。

然而，这种融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血缘或亲缘的融合，而是更多的表现为不同地域文化的融合。三十

余年来，城市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网络的迅速发展也使得外来流行艺术迅速在现代城市蔓延，然

而，仍处在不断融合过程的市民人群中，以地方戏曲为代表的广场文化艺术活动依然是他们业余文化

生活的重要组成，以河南地方戏曲为主要内容的广场文化艺术活动对于丰富郑州市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促进城市文化熔融，打造新的城市文化面貌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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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豫剧、京剧、曲剧、越调等河南群众喜闻乐见的

戏曲剧种。表演团体或个人相对固定，而受众则

流动性较强。这些戏曲表演团体或个人通常利

用周末或业余休息时间进行表演。从受众目的角

度讲，广场戏曲表演与专业团体的演出不同，专

业戏曲演出团体的演出目的是娱乐受众，而广场

戏曲演出是在娱乐受众的基础上，更多的表现为

演员的自我娱乐。比如，在郑州碧沙公园，每周

末下午2点到6点，就会有自发的戏曲表演。表演

有两大类，一类为业余票友表演式，三五票友，或

拉活唱，自娱自乐，围观人群的喝彩都是对他们

的认可；另一类则为组织的较为系统完备的业余

演出团体，团体中的演员具备一定的表演能力，

且定期排练，演出与排练在同一地点完成，其排

练过程通常也会有群众围观，并能够排演具有

一定水准的折子戏，具有一定的民间戏班性质，

但不以此维持生计。在该公园最著名且演出水

准最高的叫碧沙乐团。该乐团组建于2001年，

因在碧沙岗公园进行戏曲活动而起名。该团在

册演员共有100余人，其中大多数都是退休的业

余戏曲爱好者或演奏者，此外，还有一部分曾经

是专业戏曲剧团的演员，退休后加入该团。团

长许松鹤兼任指挥，上世纪九十年代徐松鹤曾

在文化宫和群众艺术馆担任二胡演员，退休后

闲来无事，就领着小孙子到碧沙岗公园玩，慢慢

的和许多退休在家又懂点乐器的人认识起来，

大家都有心要组建一个小团体，把自己多年的

爱好继续下去，就这样碧沙乐团被许团长组织起

来了。在2001年刚刚组建时，还是一个不到十人

的小乐团，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碧沙乐团逐渐

壮大，目前，在业余民间剧团中，该剧团在郑州是

非常有影响力的。

关于碧沙乐团的排演，通常为固定地点，自

由组织。碧沙乐团的排演地点在碧沙岗公园中

一组规模较大的松树林中。平时的排练，团员们

都集合在大松树下，每个人都专注着自己的“工

作”，或拉或唱，神情专注，相互取长补短，在排演

中能够体会他们身上的对于戏曲活动的热衷。碧

沙乐团活动时间都是在每周末下午，团员自发到

场，没有特定的时间，有时间就来，有事了就可以

走，不需要向团长汇报。在排演过程中，都专设

群众剧目表演，对于第一次来参与人，只是想试

试场，团长都非常热情的答应，并帮忙指挥。也

就是因为这样，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人气不断提

升。到了每天下午4点多钟，乐团就已经被前来

观看剧目的观众们堵的“水泄不通”，现场的热情

可以使人真切的感受到河南为什么叫戏曲大省。

参与表演的演员大多数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可是个个精神饱满。家喻户晓的豫剧《刘大哥讲

话理太偏》的演唱者是70岁高龄，穿着朴素的秦

奶奶，唱起豫剧来精神焕发的，像是18岁的小姑

娘一般激情，眉眼中带的笑意一点也不输给专业

演员；《白毛女》中扎红绳的选段，一位78岁的老

伯伯和60多岁的阿姨两人手里拿着红绳，一唱一

和，表演的栩栩如生⋯⋯这些参与者是带着情感

在演唱，带着深深地记忆来诉说年轻时的骄傲，

那是一个跨时代的记忆。

碧沙乐团的运营模式为自发自给。剧团的

费用都是观众和演员自发捐助的，有的观众甚

至会送来吃的、喝来犒劳团员们的演出。碧沙

乐团有刻着自己乐团名字的黑皮椅子，有两个

音响喇叭，还有公园给赞助的装道具的铁皮大

箱子，为了方便运输还装了四个轮子，碧沙岗公

园也非常支持他们的活动，他们也经常为碧沙

岗的公益活动做演出。从演出曲目上看，碧沙

乐团目前的剧目以《朝阳沟》等现代豫剧的唱

段为主，也包括一些豫剧的传统经典唱段，如

《花木兰》选段，《穆桂英挂帅》选段，间或有少

量其他河南地方戏选段，如《小仓娃》《陈三两爬

堂》等。

   二、广场戏曲文化的内容呈现与根源

戏曲剧团在广场文化中发挥着主体作用，其

原因在于戏曲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综合体。从根

源上讲，与其他民歌、说唱等民间艺术形式不同，

戏曲的文化发生依据是城市发展的文化学产物。

按照柏拉图艺术来源与模仿的学说，戏曲所模仿

的正是人的群体化社会生活，与其他单纯艺术形

式不同，如民歌反映的可能是人瞬时的一个情感

过程，绘画可能反映的是人瞬时的认识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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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综合艺术的戏曲则反映出人在一定时间内

的认识过程、生活过程与历史过程。城市的出现

是人的社会性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而戏曲则

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出现的，因此，戏曲是与人

的城市化生活最贴近的艺术形式。与电影不同，

虽然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讲，电影是高于戏曲的，

但由于电影是机械复制的产物，因而无法还原为

现实生活中的表演，而戏曲因其特殊的程式化手

段，其综合凝练的表达方式，可以为人提供模仿

的范本，因而，在城市大众文化活动中，其价值与

地位都是不可替代的。当然，从以碧沙乐团为代

表的城市大众文化活动中，除了戏曲表演外，也

间或有西洋乐器与音乐的加入，一方面是与参与

者或表现者的文化起点与能力相关，另一方面则

体现了大众文化的包容性特征。广场文化活动

的参与者并不是专业演员，只是因为爱好走在一

起，其聚合的原则是快乐。但同时他们又是最朴

实的热爱戏曲的一群人。

从碧沙乐团的演出曲目来考量，发现其中

创作的成分不足，且表演曲目或剧目多为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作品，如现代豫剧《朝阳沟》就是

他们最经典与核心的表演剧目，究其原因，一方

面与他们的社会文化经历相关，他们并非是专

业表演者，同时，作为从文革中走出的一代，他

们曾经历过上山下乡的巨大的社会运动，经历

过贫困与苦难，其在思想上则被群化的理想所

包裹，这些刻板的生活经历，使他们的创作情感

需求与精神表现愿望被封存，其在个性与个体

表达上的创作愿望就必然被压抑，因而他们更

乐于将以往的群体化的记忆与时代的烙印以表

演那个时代的戏曲作品的方式呈现出来，作为

他们个体历史的回忆性表达。当类似《祖国的

大建设一日千里》《亲家母你坐下》等选段被唱

出时，必然会激发出曾经有过同样生活经历或

被这种生活经历教化过的人群对一个时代的文

化认同。唤醒他们沉淀已久的生命体验，打开

了他们的潜意识之门。这些演出活动的参与者

多半是一些退休工人，退伍干部等中老年人，他

们对于戏曲有着很深刻的感情，这是他们年轻

时的文化记忆，当他们退休在家闲来无事时，是

广场戏曲文化活动让他们找到了自己位置，让

他们重温了自己年轻时代的浪漫情怀。这仿佛

是为他们找了一片栖身之所，让这些本来要结

束“拼搏”的人，又一次发现了重获年轻的“通

行证”。广场戏曲文化表演也因此成为受众群体

怀旧的重要表现形式。

三、 广场戏曲文化的意义呈现与价值

民俗学家钟敬文说：“它（民间的戏剧）的演

员，仍然是些临时杂凑起来的‘寻常百姓’,看不

到怎样高度的专门化。剧本是大家最习熟的和

曾经的故事。观众差不多是全村落或小市镇的

民众。他们（民众）往往不仅是冷静的旁观者，而

且是和演员乃至剧中的气氛融成一片的人⋯⋯

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去理解它和民众生活及其文

化的关系，去认识它所承担的社会的作用，去探

明它在戏剧演进史中所表现的真实形态。” [1]戏

曲所能表现的艺术臆想太多太多，也是最能反映

人们日常生活的。对民间戏曲剧团的参与者而

言，戏曲所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休闲活

动，而是同宗教信仰、地缘文化相渗透，早已成为

融入他们记忆的一种不可替代的民族与地域情

感体验方式。每到周末下午，当许多观众聚集在

碧沙岗公园参与和体验戏曲文化的熏陶，如山的

人群与高涨的气氛，其受众的影响力与自发性，

应该就是广场戏曲文化的最大认同。

当下，中国正经历从传统社会到信息化社

会、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

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中，城市化

的进程，社会的巨大变革，打破了受众原本熟悉

的事物与环境，面对多变的新世界，受众心理上

的不确定性与对社会环境理解的认同与抗拒的

矛盾心态，尤其是当下高速城市化和现代化背景

下，不同地域文化与生活背景差异人群的聚合，

使得对于城市人群，尤其是中老年人群与社会中

下层人群的孤独与寂寞感的凸显，都需要一种排

解的渠道和抚慰的方式。娱乐大众，为寻常百姓

家的闲暇时间加入更多、更丰富的艺术元素，也

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感受由戏曲带来的愉悦和

美感，作为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一种正能量，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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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碧沙乐团这样的广场戏曲文化社团所带给

我们的。

同时，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广场提供给人们

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大众民主空间，广场是大众频

繁来往的聚集地，各种不同身份、年龄与阅历的人

聚集在一起，参与活动。在广场戏曲表演的过程中，

参与者与表演者以及观众是平等且亲近的关系，这

三者互相自由存在，参与者可以自由挑选喜欢的戏

曲选段，尽兴的演唱；演奏者可以即兴演奏，发挥自

己的演奏技能以及表演功力；观众则可大声叫好喝

彩。他们所形成的一种和谐互助的关系，塑造了一

种近似完美的社会关系，满足了所有参与者的审美

需要，形成了一种既具有娱乐性又满足平民需求的

价值象征。[2]

广场戏曲文化活动既是一种传播的“介质”，

传播中国戏曲文化；也是社会的减压阀，传播广场

文化中的“和谐”。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受众不再只满足于用金钱来获得“一切”需求。把

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精神层面。人们在广场戏曲

文化活动中释放自己，在广场戏曲艺术的表达中寻

找曾经的群体理想，抚慰在现代城市生活失去的青

春、激情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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