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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黄梅戏演出市场的现状与前景
———以安庆市为例

李怡洁

（中国传媒大学 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４）

［摘　要］近几年来，作为我国五大剧种之一的黄梅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整个黄梅戏演出市场呈
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景象。黄梅戏演出市场体系完善，演出形式多样，传播渠道多元化。其发展虽

然迅速，却依旧弱小，同时还面临着重重困境：创作人才匮乏，专业团队有待整合；优秀剧目不足，时

代新剧有待挖掘；演出票价过高，行业法规有待健全；资金投入不够，政府支持有待加大；产业发展

滞后，市场竞争力有待提高。为了更好地促进黄梅戏演出市场的发展，需加强人才培养，促进黄梅

戏队伍完善化；建立剧目机制，促进黄梅戏作品优质化；加大资金投入，促进黄梅戏发展科学化；增

加市场竞争力，促进黄梅戏发展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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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梅戏起源于唐初，它是在皖、鄂、赣三省毗邻
的安徽省怀宁地区和湖北省黄梅地区形成的一种民

间小戏，其确切发源地尚未有统一说法，但它作为一

种独立的剧种形式产生、成长并兴盛于安徽省安庆

地区。黄梅戏属于板式变化体，有花腔、彩腔、主调

三大腔系，其唱腔与念白均采用安庆方言，通俗易

懂。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日，经国务院批准，黄梅戏被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至今日，

黄梅戏已经走过１４００年的历程，已从早期自唱自
乐的民间歌曲形式发展成为独立的全国性剧种。改

革开放以来，尤其最近２０多年，黄梅戏借着高新科
技的投入使用、传播媒介的巨大变革以及电信网、广

播电视网、互联网三网融合的大势，获得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无论是剧目剧本、演员素质，还是演出环境、

宣传方式较以前都有了很大变化。这些变革紧扣当

今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主题，一方面给其带来机遇，促

进了黄梅戏及其演出市场的繁荣昌盛，另一方面也

给黄梅戏的发展带来挑战，其发展面临诸多困难。

目前对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大多停留在对于黄梅戏

本体及相关剧目的探究上，对于黄梅戏当下的演出

市场及其前景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因此，如何在当

今这个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并行发展的信息爆炸时

代找出一条适合诸如黄梅戏这样传统艺术演出市场

发展的可行之路，已成为当前研究重点。本文拟立

足于黄梅戏演出市场的发展现状，通过对黄梅戏自

身及其在当前市场形势的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分

析，找出一条黄梅戏演出市场未来发展的可行之路。

　　一、黄梅戏演出市场的发展现状

１．演出市场体系渐趋完善化
据１９８１年上半年统计，全国（除台湾省）县以

上黄梅戏剧团共有５０个，计：安徽省３６个，江西省
５个，湖北省３个，江苏省４个，福建省１个，浙江省
１个。［１］这是发表于１９８２年《黄梅戏艺术》上的一篇
文章给出的数据。时过境迁，如今安庆市拥有的黄

梅戏正规剧团数量虽然减少了，但与之相关的艺术

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黄梅戏演出市场体系

逐步健全完善（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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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专业剧团数量减少，但研究所、博物馆、戏

剧创作室的建立使得整个黄梅戏演出市场呈现繁荣

景象。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安庆市市直３个黄梅
戏剧团每年完成的演出场次都在８０场以上，如果算
上小型的招待演出，应在１００场左右，演出收入在
３０万元以上。［２］收入虽然不能算多，但对于相对冷
落的戏曲市场来说也算不错了，不过仍然有很大上

升空间。在演出市场体系化逐渐建立的同时，安庆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黄梅戏艺术的产业化发展，于

１９９２年创办首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并从
２００３年第三届起定为每３年一届，至２０１２年已成
功举办６届艺术节。与艺术节相关的摄影、音像制
品、旅游等行业以黄梅戏为依托，获得了长足发展。

就整体发展态势来看，黄梅戏演出市场日益规范化、

体系化，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表１　黄梅戏发展今昔对比
对比项 １９８１年 ２０１３年

黄梅戏

剧团

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一团

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二团

百花黄梅戏剧团

安庆地区黄梅戏一团

安庆地区黄梅戏二团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

望江县黄梅戏剧团

潜山县黄梅戏剧团

宿松县黄梅戏剧团

太湖县黄梅戏剧团

岳西县黄梅戏剧团

桐城县黄梅戏剧团

枞阳县黄梅戏剧团

东至县黄梅戏剧团

贵池县黄梅戏剧团

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一团

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二团

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三团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

望江县黄梅戏剧团

潜山县黄梅戏剧团

宿松县黄梅戏剧团

太湖县黄梅戏剧团

岳西县黄梅戏剧团

桐城县黄梅戏剧团

枞阳县黄梅戏剧团

（注：东至与贵池两县现已划

入池州市管辖范围，安庆地

区黄梅戏一、二团与安庆市

黄梅戏一、二团合并）

　相关艺术
机构

安徽黄梅戏学校（１９５８年）
安徽黄梅戏技术职业学院（前身是

安徽黄梅戏学校，２０１１年更名）
安庆大学黄梅戏艺术学院

安徽中国黄梅戏博物馆（１个）
安庆市黄梅戏研究所（１个）
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１个）
安庆市黄梅戏戏剧创作室（１个）

发行刊物 《黄梅戏艺术》 《黄梅戏艺术》

　　注：１９８１年的相关信息根据文献［１］归纳，２０１３年的相
关信息根据安庆新闻网２０１３年５月６日发表的文章《安庆
非遗知多少》归纳整理。

２．演出形式呈现多样化
近年来，黄梅戏演出形式在保留一贯的传统方

式的同时，合理利用高新科技手段，积极顺应大众审

美趣味，做了多种大胆尝试和创新。一方面，坚持剧

场演出与民间演出并存的传统形式。在城市，除了

黄梅戏艺术剧院、黄梅戏会馆的每周定点演出以外，

在市民广场及人流如潮的街头，都会有市民忘情地

欣赏黄梅戏表演，在迎江寺、茶社、书社等场所也会

不定期举行黄梅戏演出。如果赶上黄梅戏艺术节，

黄梅戏的热闹气氛就会更加浓重，整个城市张灯结

彩，大街小巷都在哼唱黄梅戏。在农村，主要以广场

式演出为主。农历上半年的正月初四到五月，下半

年的十一月到腊月二十是演出的旺季。每天下午一

场、晚上一场，有的时候甚至一天３场，上午、下午、
晚上都演。［３］这里的演出有的是出于响应政府送戏

下乡活动、宣传政府政策的演出，而更多的是民间自

发的请戏，请戏的事由之中以节庆和纯粹的娱乐活

动为主。另一方面，除了传统的演出形式，剧院还根

据新时期高科技的发展以及观众审美的变化，创造

性地将绚丽的灯光、灵活的舞美、逼真的实景，甚至

最新的３Ｄ科技，加入到黄梅戏演出之中。安徽省
黄梅戏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和澳门杨氏设计网络动画

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打造出品的３Ｄ全息黄梅戏舞台
剧《牛郎织女》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观众戴上专

用的３Ｄ眼镜，眼前的一切不禁令人叹为观止：衣袂
飘飘的牛郎、织女踏云而至，苍山、白云、瑶池、南天

门仿佛触手可及，令人顿生如在画中之感。［４］诸如

这般将３Ｄ技术运用于戏曲舞台尚属首例，它在安
庆石化剧院的上演不仅座无虚席，掌声连连，更赢得

了众多８０后、９０后，甚至００后新生代观众的追捧，
是黄梅戏艺术走向市场的一次极具积极意义的尝

试。同时，安庆市还将旅游业与黄梅戏演出相结合，

潜山县的黄梅阁就是这样一个产物。潜山县拥有国

家５Ａ级景区天柱山风景区，同时又是《孔雀东南
飞》的发生地、七仙女的故乡，众多的文化资源为黄

梅阁的诞生发展提供了良好土壤，这座仿古式楼阁

建筑在３年间演出黄梅戏８００多场，成为天柱山下
的一道靓丽风景。如此多样的演出形式拓展了黄梅

戏的受众群，为其演出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

基础。

３．传播渠道更为多元化
随着媒介的革新，黄梅戏的传播渠道也有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从早期的人际传播逐渐过渡到有规

模有组织的大众传播，尤其在三网融合的背景下，黄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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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戏的传播渠道更加多元。近几年，为将安庆市打

造成文化强市，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在保留传统

宣传方式的基础上，加大力度构建信息网络平台，不

仅为每一个黄梅戏剧团建立了官方网站，公布演出

安排及剧目信息，同时链接到全国各省黄梅戏剧院

官网、黄梅戏名角微博、贴吧，方便广大受众及时了

解黄梅戏演出的相关信息。除了继续与广播电台、

电视台合作推出黄梅戏宣传节目以外，部分黄梅戏

剧团还开设了自己的微信（如潜山黄梅戏剧团）、微

博公共平台（如黄梅戏艺术节开通了新浪官方微

博）和人人网公共主页。这些举动在很大程度上推

动了黄梅戏演出市场的发展，尤其在三网融合的大

趋势下，这些全新传播渠道的应用，让观众能随时随

地了解黄梅戏演出及演员的最新资讯，让观众足不

出户即可欣赏到一整场大型黄梅戏演出，开启了黄

梅戏演出市场的新局面。

　　二、黄梅戏演出市场面临的困境

黄梅戏演出市场的发展虽然呈良好的上升趋

势，但整体还比较弱小，所面临的困境不可小觑。

１．创作人才匮乏，专业团队有待整合
从自身因素来看，创作人才的匮乏是制约黄梅

戏演出市场发展的首要因素。一方面受事业单位编

制的限制，很多优秀人才无法引进；另一方面又由于

待遇不高，很多优秀人才流失。在市区，目前演员的

平均年龄仍在 ３０多岁，乐队人员的平均年龄则在
４０多岁，舞美、后期制作、导演等人才都很稀缺，剧
团每排一个戏，要么是请退休人员，要么是出高酬

外请［２］。而在农村，情况就更严重了。民间剧团的

演员大部分是艺术表演爱好者或者企事业单位的退

休人员，由于缺乏专业训练，很难适应市场需求。据

不完全统计，在安庆市 １００多家民间剧团的 １０００
多人的从业人员中，受过专业训练或从事过这项职

业的不到５％，演出水平低，流动性大，无法整合成
黄梅戏的普及队伍。［２］面对这种情况，安庆市委、市

政府也做出了努力，不仅扩大了安徽黄梅戏技术职

业学院的招生，更在安庆大学开设了黄梅戏艺术学

院，但从毕业生的就业来看，依旧是困难重重。安庆

大学黄梅戏艺术学院从２００７年起开始招收第一批
学生，如今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两届学生已经毕业，改行的
多、坚持唱黄梅戏的少，２００８届１４个毕业生中只有
２人仍从事黄梅戏表演，一个去了再芬剧院，一个去

了安庆黄梅戏艺术剧院［５］，其他人均转行另谋他

业。如此境况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没有专业的

创作人员，没有整体的创作团队，黄梅戏剧团很难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黄梅戏演出市场的前

景更加令人堪忧。

２．优秀剧目不足，时代新剧有待挖掘
制约黄梅戏演出市场发展的第二个因素是紧跟

时代步伐的优秀剧目不足。好的剧目是一个剧种发

展的根基，黄梅戏的经典剧目无外乎《天仙配》《女

驸马》《打猪草》等，但这些剧目反映的是农耕时代

的生活，符合１９５０年代的审美需求，如今已经很难
满足观众的要求了。而且，同一剧目反复演出还会

使得原本兴致盎然的观众产生厌烦心理，更别提花

钱进剧院看了。事实上，最近几年也创作了不少的

新剧本，如《徽州女人》《六尺巷》《徐锡麟》等，虽然

也取得了不错的演出效果，但都达不到《天仙配》

《女驸马》那样的高水平，并未形成黄梅戏的品牌效

应。除剧目陈旧之外，就剧本数量来看，与黄梅戏市

场的需求也存在着一定差距。目前，安庆市直剧团

正常上演的剧目大戏在１０本左右，小戏在２０本左
右，县级剧团除望江县有４０多本大小戏，其他剧团
比市级剧团情况更糟。而据资深经纪人介绍，一个

剧团想要真正满足市场需求，至少需要有５０本（大
戏在３０本，小戏在２０本）左右［２］。以这个为标准，

目前安庆市的黄梅戏剧团还相差甚远。显然，黄梅

戏演出市场还面临着巨大挑战，顺应时代潮流、符合

大众审美的时代新剧亟待挖掘创作。

３．演出票价过高，行业法规有待健全
从客观因素来看，票价过高、行业无规无疑是制

约黄梅戏演出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我国

演出业法规很不健全，只有国务院颁布的《营业性

演出条例》和文化部颁布的《营业性演出条例实施

办法》《涉外文化艺术表演及展览管理规定》等几部

演出业法规。安庆市虽于２００９年依据《营业性演出
条例》拟定发布了《安庆市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取代２００５年发布的《实施细则》），但并未
对不同剧场的具体票价做出统一规定，致使票价完

全由出票方或剧场自行决定，加之人情社会关系复

杂，赠票现象严重，使得演出方为挣得利润不得不把

赠票的损失转嫁到购票观众头上，从而抬高了售卖

门票的价格。就安庆市黄梅戏会馆来说，一般的折

子戏专场一晚上演出的票价是每位３８元，但有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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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则要一百多元一张票。虽然这一百多元跟北京、

上海等地的三四百元门票相比不算贵，但与本地普

通百姓的收入相比，确实是有些偏高的。同时，安庆

市出台的《实施细则》里也没有对观众的权利与义

务进行详细说明，使得观众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

障。由于舞台演出是一种艺术欣赏，其演出质量的

好坏很难衡量，观众只要买票入场就等于完成了消

费行为，如果整场演出以次充好，那也只能自认倒

霉，很难因为演出质量的问题而退票或者得到相应

补偿。因此，门票价格亟待规范，行业法规急需完

善。演出市场要想得到长远发展，行业法制建设必

须跟上步伐，如果总是拖着后腿，演出市场要想展翅

高飞是不可能的。

４．资金投入不够，政府支持有待加大
一般三线城市，对文化的投入肯定不如对经济

建设的投入，而在安庆众多文化产业中，对于黄梅戏

市场的投入就更小了。安庆市几个黄梅戏专业剧团

２００７年改革前二级演员的财政拨付工资每月只有
８００元［６］，改革后薪资虽然翻了一番，但每月１６００
元的薪资水平较其他行业工作人员相差甚远。虽然

安庆市每年用于黄梅戏的财政支出在２０００万元以
上，但其中大部分是人头费，事业费只是象征性的。

省财政对黄梅戏的支持主要表现为对省直剧团的支

持，而作为中国黄梅戏发展基地的安庆市基本未列

上［６］。正是由于政府每年拨给剧院的演出经费严

重不足，加上行业法规不完善，才会出现安庆市再芬

黄梅艺术剧院（即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三团）在合肥

安家不到一年又撤回安庆的尴尬局面。２０１０年１０
月１日，再芬黄梅艺术剧院进驻省会合肥，并把合肥
大剧院一楼的多功能厅租了下来作为演出场地。厅

内共有３６０个座位，租金为每天９０００元，如果每场
演出上座率很高，剧院也可以很好地经营下去。但

是，由于票价过高（３０元到２８０元不等），每天观众
只有１００多人，而剧院每天还有四五十人的演职人
员需要开销，成本很高，因此只坚持了近一年，就撤

出了合肥。黄梅戏演出市场本身就不如流行音乐市

场受欢迎，如果政府部门再不加大资金投入，给予政

策支持，将难以继续发展。

５．产业发展滞后，市场竞争力有待提高
虽然黄梅戏近几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

绩，但它的演出市场依然十分冷淡，至今尚未形成一

条完整的、系统的产业链。一方面，现在的剧团虽然

初具规模，但大多处于被动状态，并没有去主动探索

市场、开发市场，在市场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另一方

面，虽然有黄梅戏创作人员，但仅靠创作是远远不够

的。要把黄梅戏打出去，“产”和“销”必须做到融

合，而这方面还十分欠缺，缺少一批既懂黄梅戏又懂

市场的复合型人才。目前的黄梅戏工作者，要么是

在黄梅戏方面很有造诣，但是对市场、经济学、管理

学丝毫不通的戏曲专业人才；要么是在市场营销方

面很有经验却对戏曲行业不甚精通的经济型人才。

如何将两者合二为一，真正培养出能把黄梅戏演出

市场拓展开来的人才，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黄

梅戏市场产业链的建立，除了需其自身的多方面努

力之外，如何在众多行业中找到能够配合黄梅戏市

场且能促进其发展的相关产业，也是当务之急。安

庆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十分丰富的旅游资源，

虽然黄梅阁的建立、潜山黄梅村的构建，已经体现出

政府决定将黄梅戏演出与旅游业发展相结合的战

略，但就目前来看，黄梅戏市场与旅游业还并未找到

很好的结合方式和运行机制。黄梅戏产业在旅游业

中开发的空间还很大，诸如《印象·刘三姐》《大宋

·东京梦华》这样成功的实景演出范例，也可以运

用于黄梅戏之中，相信黄梅戏以其自身不同于他者

的戏曲特色，定会为这种山水实景表演增添一丝神

奇梦幻气息，也会对黄梅戏演出产业的发展起到推

动作用。

　　三、未来黄梅戏演出市场的发展

策略

　　１．加强人才培养，促进黄梅戏队伍完善化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

争，是创新能力的竞争，但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在黄梅戏演出市场中同样如此。加强人才的培养，

是未来黄梅戏市场得以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这里

的人才一方面指的是黄梅戏方面的专业人才，是热

爱黄梅戏、学习黄梅戏并有意致力于黄梅戏表演的

科班人员，尤其是青年后备军。可以用丰厚的师资

力量吸引优秀的生源，以加强黄梅戏学校教育，为学

生提供完善的教学服务，同时加大对黄梅戏专业学

生的就业扶持政策，做到学校教育与剧团培养相结

合，为即将毕业的学生提供实习机会，为已经毕业的

学生提供就业平台，促进他们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

在演出市场中完善自身。另一方面，还需要大力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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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精通黄梅戏与市场营销的复合型经理人，即黄梅

戏职业经理人。通过他们的市场运作和营销，结合

黄梅戏自身的特点，找出黄梅戏适合市场发展的特

点，帮助黄梅戏大胆地、科学地与市场接轨，与受众

接轨。一旦各大黄梅戏剧团拥有自己的复合型经理

人才，就等于在剧目创作与市场之间架起一道桥

梁，这样不仅能大大减少黄梅戏进军市场的盲目

性，同时也能大大节省黄梅戏市场运作的成本，为

其更好的市场化发展奠定基础。

２．建立剧目机制，促进黄梅戏作品优质化
虽然黄梅戏演出市场的兴盛不能只靠剧目的创

新，但优秀剧目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演出市

场成败的基础条件。有了好的剧目，才有推广到市

场上的可能，也才有在市场中受到大众认可的可能。

因此，剧目机制的建立十分必要。然而要建立良好

的剧目机制，首先就要做好市场调研，摸清观众需要

什么、喜爱什么，在顺应观众审美中积极创作剧目，

在剧目演出过程中与时俱进，不断进行艺术创新，推

出精品佳作，以优质作品拉动黄梅戏市场的大发展。

其次，还需要建立起庞大的剧目库，使黄梅戏摆脱当

下“老戏老演、老演老戏”的局面。近几年，安庆市

大力进行黄梅戏剧目创新，创作排演了《为奴隶的

母亲》《六尺巷》《红楼探春》《徐锡麟》《江淮儿男》

等大戏，及《告洞房》《过关》《借丈夫》《打纸牌》等

小戏。第六届黄梅戏艺术节期间，又相继推出了

《半个月亮》《寸草心》《珍珠汤》《榴花不开盼哥回》

等２１台全新剧目，均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尽管
这些剧目较为优秀，但都未达到如《天仙配》般经典

的程度。因此，在优秀剧目的创作道路上，仍需继续

努力，不断前行，创作出真正适合新时代发展的经典

佳作。

３．加大资金投入，促进黄梅戏发展科学化
充足的资金是黄梅戏演出市场发展的外部保

障。唯有资金充足，黄梅戏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专

注于自身革新与发展。因此，黄梅戏的发展需要政

府的大力支持和资金投入，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的

配合。可以借鉴浙江越剧建设发展的有益经验，省

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建，同时吸收社会资金投入，

维护演剧活动的正常运转。［７］另一方面，设立形式

灵活、应用广泛的专项基金库也是维护黄梅戏市场

稳健发展的有效途径，不管是国有剧团还是民间剧

团，只要有好的剧目，都可以从这个基金库里申请经

费支持，而这笔基金的来源并不仅仅依靠国家每年

的财政拨款，更多地要仰仗社会力量的支持，尤其可

以效仿国外的“艺术赞助人”制度，吸引大中型企业

的资金注入。当然，这笔基金必须保证专款专用，切

不可挪为他用，惟其如此才能发挥好基金的最大效

能，为黄梅戏演出市场的发展打好经济基础。

４．加强法制建设，促进黄梅戏行业规范化
就目前情势来看，我国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政策

比较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但具体到演出业的

法律法规还有待健全。就安庆市来说，切实可行的

演出条例仅仅只有《安庆市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其中大多还是对演出主体、具体演出情

况、演出证进行规范和管理，并未有涉及观众权益、

票价及场地费等相关规定。文艺演出是丰富广大人

民群众生活的重要方式，只有得到观众的认可才有

可能继续发展下去。因此，只有高度关注和维护广

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其提供优秀高质的文化

产品，让观众看着放心、听着舒心，黄梅戏才真正演

有所值。在关注观众权益的同时，还应重视黄梅戏

演出行业的全面规范化，注重全行业的法制建设，加

强演出业立法，保证其有法可依；加强法制宣传和教

育，使广大演出从业者做到有法必依；提高演出业相

关司法机关的执法水平，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只有加强全行业的法制建设，使黄梅戏演出行业规

范化、科学化，才能确保黄梅戏的长久发展。

５．增加市场竞争力，促进黄梅戏发展产业化
双拳难敌四腿，单兵独将即使再强大也敌不过

一条产业链的整体发展，黄梅戏演出市场的产业化

发展是未来黄梅戏演出事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因

此，打造好黄梅戏品牌，建设“文化安庆、黄梅安庆、

旅游安庆”是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为此，构建创

作、宣传、演出、反馈一体化的发展模式，扩大黄梅戏

的社会影响力，强化黄梅戏的品牌发展应是当务之

急。就目前来看，应当首先加强黄梅戏自身建设，除

了继续支持国有剧团发展之外，还应有计划地扶持民

间黄梅戏团体的发展，改变过去上下脱节、相互分割、

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其次，还应认识到黄梅戏产业

的发展必须跳出过去自我封闭、自求发展的思维，必

须推动艺术与经济的联合，借势借台发展自己［６］。

（下转第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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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前景又当何如？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在当代社会

为它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安顿之所。

二是厘清儒学复兴的可能面向。儒学复兴的现

实路径是什么，是否如大陆新儒学所描绘的那样？

大陆新儒学虽然已经初具一定的理论形态，但仍有

诸多不足之处：政治儒学的政治诉求带给儒学的也

许是毁灭性打击，生活儒学回归原典重构儒学体系

可行性不大，而人文儒学将人文主义作为儒学的本

体形态根本就不成立。关于儒学复兴的可能面向，

笔者赞同杨庆中教授的观点，即充分利用新的思想

文化资源，回归原典、开发原典，是否构建儒学的理

论体系并不重要。所谓“回归”，就是基于新的时代

特征重新诠释原典，以此确立历史与现实交会的当

下存在状态。之所以回归原典、重释原典，是因为原

典是一个民族最基本存在形式的最经典的诠释文

本。［１１］儒学复兴虽不是喊几句简单的口号、掀起几

场读经活动、构建几种理论体系就能实现的，但儒学

复兴的曙光毕竟已经出现：表现之一是单独的西学

或中学解释不了当前国人的生存形式，表现之二是

大陆新儒学对儒学未来前景的形上思辨为儒学复兴

作了有力的理论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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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３４页）
可积极发挥安庆市历史文化名城的社会效应，促进

黄梅戏与人文资源、旅游资源、纪念品市场的结合，

打造“印象·黄梅”、“印象·天柱山”等大型山水实

景演出；促进黄梅戏与影视剧产业结合，推出各类黄

梅戏影视、音像制品，尤其可与新兴的动漫产业结

合，打造黄梅戏动画片、动漫电影，或以舞台剧、音乐

剧形式将黄梅风味呈现出来，形成黄梅戏相关产品

的多元化发展；促进黄梅戏与餐饮服务业结合，构建

黄梅山庄、黄梅茶社、黄梅书社等关联产业，加大黄

梅戏产业化建设，提高其传播效应，使黄梅戏演出与

各个行业在发展中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以带动黄梅

戏演出市场的繁荣，并最终实现黄梅戏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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