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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怎么想到写《贵阳

戏剧史话》这部书的？

孙凤岐：一是源于戏剧情结，

二是有种紧迫感。 我从贵州省艺

术学校毕业后就到剧团工作，一

干就是 16 年。 我熟悉剧团的演

员、熟悉舞台上那些戏、熟悉台前

幕后的故事。 我亲眼目睹并亲身

参与了一台戏如何从剧本到立在

舞台上的全过程。期间，凝结了编

剧、导演、演员、音乐、舞美的情感

和心血。 后来，我又调到文化局，

前前后后， 我在文化系统工作了

28年，从一个戏剧音乐工作者，到

一个戏剧评论工作者， 再到戏剧

工作管理者， 我见证了贵阳戏剧

的兴衰更替、起承转合。我深感戏

剧是戏剧人延续千年的吟唱，是

中华儿女代代相传的乐章。 戏剧

已融入戏剧人的血液之中。 对戏

剧的这份情结， 驱使我想把这段

菊园往事写下来， 让更多的人了

解贵阳戏剧。

1997 年，贵阳市评剧、川剧、

越剧、豫剧的建制撤销，除了京剧

团，其它剧团不复存在。一些老艺

术家也相继离开人世， 一批经典

剧目告别了舞台， 如果再不抓紧

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 必将是贵

阳戏剧人的一大遗憾， 这就是写

这本书的紧迫感。 本书的另一个

作者莫洪军也在剧团工作多年，

我们一拍即合，开始本书的编著。

经过几年的搜集资料、采访艺人、

查阅史志、广寻照片，用了一年多

的时间完成了书稿。 圆了我们一

个多年的夙愿： 让那些残留在几

代人记忆中的贵阳戏剧定格成文

字，记录于纸上，以再现贵阳戏剧

曾经的辉煌。

记者： 贵阳戏剧有六百年历

史， 六百年后才有了首部贵阳戏

剧史著述《贵阳戏剧史话》。可见

为贵阳戏剧立传不易，难在哪里？

在戏剧史话的舞台上， 您如何自

我定位？

孙凤岐： 贵阳戏剧留下的史

料很少，《贵州通志》《贵阳通

志》对贵州贵阳戏剧的记载也不

多，为演员立传更是凤毛麟角。所

幸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 贵州出

版了《贵州戏曲大观》《贵州戏剧

史》，为编著本书提供了很好的借

鉴和参考。 贵阳市剧协也一直在

做这方面的工作， 市剧协的甘泳

衡同志编印了内部资料《贵阳戏

剧史料汇编》，虽然不是很系统很

完整， 但也给贵阳戏剧留下了一

些珍贵的资料。 除了现成的史料

外，还需采访一些剧团的老人，他

们是贵阳戏剧的知情者和见证

人。 书中一些台前幕后的故事，就

来源于老艺人的口述。 编著此书

很耗费时间和精力， 即书中同一

条引文， 不同的史料表述都不一

样，需经过反复考证和鉴别，拿不

准的还要去市档案馆查原始史

料，以防不实和谬误。 由于资料有

限，水平有限，该书难免有错漏缺

失之处，还请读者指正。 在戏剧史

话的舞台上， 我就是一个参与者

和记录者。

记者：《贵阳戏剧史话》用

“史话” 这一文体为贵阳戏剧立

传，出于怎样的考量？ 在写作体例

上，是否带入了您参撰《贵阳百科

全书》等书的经验？

孙凤岐：用“史话” 这一文

体，可以更好地概括全书的内容。

“史” 主要表现在贵阳戏剧的发

端、流转、演变的史料记载和发展

脉络上；“话” 记述的是台前幕后

的故事。 有“史”有“话” ，更能增

加书的可读性。 在 《贵阳百科全

书》（文化篇）的编撰中，鉴于篇

幅所限， 只列举了贵阳戏剧有代

表性的 28 个剧目，而《贵阳戏剧

史话》 辑录了 14 个剧种的 54 部

优秀剧目。 在撰写剧目时，也采用

了 《贵阳百科全书》“条目” 加

“释文”的体例。

记者：《贵阳戏剧史话》为理

解贵阳的地方文化特质的形成过

程，提供了“戏剧史” 的视野。 请

您从贵阳戏剧与移民的关系、与

地方认同、 文化认同的关系等角

度具体谈谈。

孙凤岐：两千多年前，贵阳地

区属夜郎国辖地，因而，夜郎文化

成为贵阳最古老也是最具影响的

文化形态。 明清时期，贵阳与中原

交往日益增多， 贵阳文化吸收中

原文化及周边地域文化的活跃元

素，经过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了本

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交融的贵

阳主体文化。 贵州梆子、傩堂戏、

阳戏、端公戏、花灯戏、地戏、布依

戏等多种地方戏剧在贵阳境内流

行。 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间，

贵阳文化经历了较大的变化。 辛

亥革命爆发后， 民主思想在贵阳

迅速传播。 1911年，黄齐生编写

了弘扬爱国主义的历史剧 《大

埠桥》， 以川剧形式在贵阳上

演，轰动一时。 1913 年，达德学

校师生演出话剧《维新梦》《武

训兴学》， 开贵阳新剧演出先

河。

抗日战争时期，贵阳成为抗

战后方重镇，一批文化名人和戏

剧人纷至沓来，当时，贵阳城内

各省的会馆成立， 戏园茶楼甚

多，京、川、评、越等一批戏班剧

社涌入贵阳，活跃了贵阳的文化

生活。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进步

文化活动在贵阳方兴未艾。贵阳

沙陀业余剧社、筑光音乐研究会

等机构排练演出了大量宣传抗

日救亡的进步戏剧和音乐作品。

这一时期贵阳的文学、 戏剧、音

乐、绘画、书法、报纸、广播、出版

等活动一扫昔日封闭冷清的状

况，变得异常活跃。 各种文艺团

体纷纷成立， 文艺刊物接踵出

版，戏剧舞台精彩纷呈，为后来

贵阳文化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如今，“心即理”“致良

知”“知行合一” 的阳明心学又

开启了贵阳文化的一代新风。可

以这样说，贵阳地区的少数民族

文化、地域文化、儒家文化、移民

文化、都市文化经过长期的相互

包容吸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互不排斥，融合发展，形成了共

同的文化认同，成为凝聚各民族

的精神纽带。

�记者：历史上，省会贵阳得

以成为全省的文化中心，戏剧发

挥了很大的作用：一是抗战时期

文化西迁，戏剧团体的传入为贵

阳留下了文化的种子；二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贵阳拥有十多个艺

术院团、文化演出场馆，多在贵

阳举行的各类文化、艺术奖项也

在塑造文化评价体系。 在“强省

会” 背景下，戏剧在凝聚文化认

同上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孙凤岐：不同时代有不同的

艺术欣赏主体，上世纪七十年代

之前，戏剧和电影是人们文化娱

乐生活的主体。之后，电视、多媒

体、网络游戏、休闲文化等多元

文化形态步入人们的生活，戏剧

不再是大众文化娱乐的唯一选

择。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

国家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新形势对艺术表演团

体改革提出了新的改革意见：调

整布局结构， 国家重点扶持少量

的在国内外、省内外有重大影响，

或具有实验性、 示范性和民族代

表性， 或具有历史保留价值的艺

术表演团体。 对远离本土、行当不

全、 后继无人的地方戏曲剧团不

再保留。 贵阳市除京剧团外，其它

戏剧团体被撤销建制。

新中国建立以来， 贵阳的戏

剧团体始终坚持寓教于乐、 雅俗

共赏，坚持真、善、美，发挥了戏剧

的审美功能、娱乐功能、教化功能

和传承功能。 为宣传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为推动和促进贵阳市经

济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发

展， 为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需求，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贵阳观

众奉献了一出又一出好戏， 丰富

了省城人民的精神文化家园。

虽说专业的剧团减少了，但

新兴的民间剧团和剧社又如雨后

春笋般地蓬勃壮大。 新的戏剧团

体以各自的演出方式， 竞相在贵

阳的舞台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目前， 活跃在贵阳舞台上的戏剧

表演团体主要分三类： 第一类戏

曲剧社，剧种涵盖话剧、京剧、川

剧、越剧、昆曲、黔剧等；第二类是

喜剧相声剧社，如春黔社、山人斋

等； 第三类为探索型先锋实验戏

剧社，如一鸢剧社、抓蚂蚁剧团、

力天黑匣子小剧场等。 这些民间

剧团剧社的存在与演出， 为贵阳

的传统戏曲留下了难以熄灭的火

种， 形成了贵阳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这很令人欣慰。 正如戴明贤先

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石在，火

种是不会绝的。 传统悠远多姿多

彩的中华民族戏剧， 有民间观众

的深厚土壤也不会真的死亡绝

迹。 ”

文化生活丰富的城市， 总是

充满着暖人的温度， 洋溢着迷人

的气质。 毋庸置疑，强文化是强省

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以文化软

实力赋能强省会硬支撑， 则是一

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发力。 比

如，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让强省会更有温度； 实施文化艺

术精品创作，让强省会更有活力；

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传承发

展，让强省会更有厚度；提高文化

和旅游产业发展质量， 让强省会

更有深度等。

首部贵阳戏剧史著述《贵阳戏剧史话》面世

叙写贵阳六百年戏剧史

———访编著者孙凤岐

有着六百多年历史、

百余年繁荣发展史的贵阳戏

剧，首次整体走入戏剧史。孙

凤岐、 莫洪军编著的首部贵

阳戏剧史著述《贵阳戏剧史

话》， 在不久前落幕的第四

届孔学堂书博会上成为最

“出圈”的图书之一。

此次分享会的主题词是

“昨日舞台的浮光掠影，氍

毹岁月的一段印记” 。 “氍

毹” 是生僻的“冷词” ，本为

“地毯”之意，古代演剧多在

地毯上，久之则成风俗，明代

“氍毹” 成了戏曲舞台的专

有指称。 据 《贵阳戏剧史

话》， 贵阳戏剧艺术自明永

乐年间（1403-1424）发端。

历经六百年流转演变， 贵阳

戏剧有兴衰起落、聚散流徙，

终究与日常生活渐行渐远，

“氍毹”一词罕为人知。

但贵阳有一群戏剧守望

者， 力图将冷词 “捂热” ，

“氍毹”成了他们沉潜于心、

情感共通的 “接头暗语” 。

《贵阳戏剧史话》 的主要作

者孙凤岐便是其中一位。 自

贵州省艺术学校毕业， 他在

剧团工作 16 年、市文化局工

作 12 年， 从一名戏剧音乐、

戏剧评论工作者到戏剧工作

管理者， 见证了贵阳戏剧的

兴衰更替、 起承转合。 在书

中， 他如百年贵阳戏剧史的

“拉幕人” ， 为那些戏剧人、

戏剧事一一拉开“幕布” 。

日前， 孙凤岐先生应邀

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孙凤岐

川剧《陆逊拜将》剧照

评剧《平凡的岗位》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