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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是生养我的亲爹娘 我要为他们多唱戏唱好戏

生活周刊：剧目是一个剧种

振兴的根本，由此可以改变很多

东西，包括人才培养和观众培养，

整个剧种的生态都会发生改变。

您领衔的豫剧近20年创排了很多

好戏，那豫剧人才的培养现在是

一个什么状况？

李树建：人才培养从源头上
来说还是要靠专业院校。2009
年我们就和中国戏曲学院合作
开设了豫剧本科班。当时全国
招了24个孩子，经过数年学习毕
业后全部留下进入河南省豫剧
院，并且全部是有编制的，我们
后来为这批孩子专门成立了河
南省豫剧院四团，也就是青年
团。这种做法在全国各院团中
是首创。

我觉得豫剧的人才建设还是
不错的。老中青各行当的人员都
很齐备，而且文化素养都很高。
现在河南省豫剧院的演员中本科
学历的就有40人，硕士学历的达
到10人。我个人也在努力培养新
人，带了很多徒弟。郑州大学还
成立了“树建艺术研究中心”，我
在里面带研究生。剧目有了，人
员齐整了，院团发展也步入正
轨。现在河南省豫剧院下属4个
团，每个团都各有特色。豫剧一
团是“一杆大旗”，也就是要扛起
常香玉大师这面旗帜。二团是

“一马当先”，也就是要在把豫剧
推向世界上下功夫。三团是“一
面旗帜”，这个团转演现代戏，是
全国唯一专演现代戏的豫剧团。
青年团是“一枝独秀”，主要排演
经典剧目，流派纷呈。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我结
合河南豫剧院的成功经验，针对
当前戏曲界人才流失问题，提出
了自己的建议。主要是应该试行
院校合作，招生与收徒对应，教学
与演出相融，实行“演学结合”，可
定行当、定流派招生，为院团输送
人才。同时，国家文化和旅游部
试行艺术院团“下挂上挂，双向交
流”，出台一系列政策，繁荣戏曲
事业，把人才流失转变成人才合
理的流动交流。

生活周刊：那么豫剧观众的

培养呢？正如您前面所说，豫剧

观众的老龄化问题的确存在。我

注意到你在不久前还入驻了网络

直播平台，向网友普及豫剧。这

是不是您对豫剧吸引青年观众的

一种探索？

李树建：我近年一直在说，豫
剧发展要“农村包围城市”。现在
是农村的豫剧观众比城市多，而
农村里55岁以下的人又基本上都
在城市里打工，剩下的都是一些
老年人，所以农村观众老龄化问
题很严重。“农村包围城市”归根
到底还是要把城市里的观众培养
起来，这是地市级豫剧团要努力
做的事。要培养青年观众，把他
们吸引到剧场中来。

做直播是在我女儿的鼓励下
开始的。今年3月我先入驻了快
手，短短20来天我上传的豫剧短
视频作品就有近2000万播放，这
意味着差不多2000万人观看，这
种新的戏曲传播方式让我很吃
惊。后来女儿鼓励我做直播，我
觉得这对向青年人传播豫剧有好

处，所以就答应了。在 3 个小时
的直播中，我主要谈了豫剧的现
状，一些人生感悟，还带领弟子现
场表演豫剧《五谷丰登》。数据显
示，我这次直播最高观看用户数
达13.8万，累计观看用户数156.7
万，此次直播首秀，共计涨粉近
10万，其中很多都是青年人。我
想说，戏曲工作者也应该拥抱互
联网，用新形式来传播戏曲文
化。但这不是说就不要舞台不要
剧场了，剧场还是戏曲最重要的
舞台。拥抱互联网的目的就是与
青年人交朋友，最终把他们吸引
到剧场中来。

生活周刊：您对未来豫剧发

展还有什么新思考？

李树建：河南人口众多，豫剧
的观众也很多，而且遍布全国各
地。现在全国有十三个省市拥有
163 个国有豫剧团，民营豫剧团
更是达到了2000多个，这么大规
模的院团，在全国 348 个剧种中
排名第一。我几年前就提出要

“下好全国豫剧一盘棋”，就是要
把这么多豫剧院团联合起来，大
家相互切磋，相互帮扶，一起来推
动豫剧的发展。我们连续几年在
北京举行“中国豫剧经典流派经
典剧目展演”，让人们看到豫剧艺
术的整体实力。我经常说，豫剧
根在河南，作为全国豫剧的娘家
人，对外省豫剧团进行帮扶是我
们的责任。我相信，经过全国豫
剧人的共同努力，豫剧一定会产
生出更多的艺术流派，培养出更
多的艺术大师，传播到更多的国
家和地区。

中国戏曲大家系列访谈之十一

李树建，河南汝州人。现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河南

豫剧院院长，系中共十八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中共河

南省委委员。

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优秀专家；

中宣部、国家人事部、中国文联联合授予“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荣誉

称号；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并被河南省委授

予“河南省优秀专家”荣誉称号。曾五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两次荣获中国

戏剧“梅花奖”，四次荣获国家“文华”表演奖，荣获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影

“金鸡”提名奖和上海“白玉兰”奖。先后出访29个国家和地区，曾带领《程婴救孤》

剧组登上美国戏剧中心百老汇舞台，登上全球电影中心好莱坞杜比大剧院，是中

国唯一一位将整台剧目搬上世界顶级舞台的戏曲表演艺术家，美国国会授予其

“功勋演员”荣誉称号。

发起成立河南李树建戏曲艺术中心，策划组织豫剧走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武汉大学、中国音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上海复旦大学、上海戏剧学院、郑州大

学、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中原文化艺术学院、郑州大学西亚斯学院、河南职业

技术学院等多所大中小学。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戏曲学院、上海戏剧学

院、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武汉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高等院

校聘为客座教授。推动豫剧走向现代，走向青年，走向国际，是当代中国豫剧的领

军人物。

生活周刊：豫剧在新世纪的

振兴，应该是从《程婴救孤》的创

排开始的。为什么是《程婴救

孤》？您觉得这部作品的突破主

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李树建：2000年我去了省豫
剧二团。当时二团已经到了濒
临解散的地步。专业演员匮乏，
乐队只有9个人，演出设备极为
简陋，戏服也破烂不堪，演员穿
上戏鞋能露出脚指头，曾在演出
中被人讥为“业余剧团水平”。
面对这种局面，我就坚持还是要
以剧立团，通过创排新戏好戏，
来鼓舞人心，锻炼队伍，让剧团
的运营恢复正常。

我当时到北京去学习，别的
剧种有三出戏很吸引我，一个是
《赵氏孤儿》，一个是《清风亭
上》，一个是《苏武牧羊》。我就
想着一定要把这三出戏移植过
来，改编成豫剧。《赵氏孤儿》后
来 就 改 编 成 了 豫 剧《程 婴 救
孤》。创排这个戏也是历尽艰
辛，导演张平粗略地估算一下，
最少要 30 多万元。而当时二团
的账面上只剩下 800 元钱了。
我们是能借的、能赞助的朋友基
本上都用了。我们下定决心，就
是砸锅卖铁当了裤子也要筹到
排戏的钱，二团不能再在戏剧大
赛上剃光头了。还提出了“团结
拼搏，滚石上山，走出困境，敢为

人先”的激励口号。
就这样咬着牙最终还是把

《程婴救孤》排出来了，很是成
功。我觉得这部戏的成功主要
有三个原因。其一是题材好，程
婴救孤的故事流传了千百年，很
多人很熟悉，也成为中华精神的
一部分，我们的创排时注重了古
典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
结合。其二是博采众长，我们在
排演时不拘泥于传统，而是借鉴
了各剧种的特点，最后排演出来
的《程婴救孤》具有“京昆的神、
话剧的实、豫剧的味”。其三，服
装也和过去传统豫剧不一样，节
奏也更为紧凑，符合当今观众的
审美。

《程婴救孤》在河南省第九
届戏剧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后
来还获得了第十一届文华大奖
第一名，实现了河南省在文华
大奖上零的突破。2005 年获得
了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
精品剧目的第一名。2013 年
《程婴救孤》还分别到美国纽约
百老汇剧场和洛杉矶百年华纳
大剧院演出。有人说常香玉让
豫剧走向了全国，而李树建的
《程婴救孤》则让豫剧走向了全
世界。目前《程婴救孤》已经演
了 1600 多场，《清风亭上》演了
3000 多场，《苏武牧羊》也演了
500多场。

3 豫剧近年发展得不错，我应该没有让老院长
失望。

4 戏曲工作应该拥抱互联网，用新形式来传播戏曲文化，与青年人交朋
友，最终把他们吸引到剧场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