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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荷花乡甘蔗寨地处古丝路要
冲，这个人口只有几百人的佤族村
寨，曾因珍贵的佤族清戏而名噪一
时。岁月流逝，这个有着两百年历史
的剧种，如今却鲜为人知，正面临着
传承困境。2016年11月13日，一场关
于佤族清戏的研讨会在腾冲召开。佤
族清戏以后将如何发展、该进行哪些
方面的创新，国家和省市各级专家在
研讨会上进行了深入探讨。

价值：被列入少数民族剧
种的地方戏剧

秋收刚过，佤族清戏第五代传承
人王祖芳正和村里的表演队商量着排练
时间。尽管甘蔗寨以佤族清戏出名，但
现在村里会唱戏的人却屈指可数。

佤族清戏是外来戏种结合了当地
佤族特色后衍变而成的少数民族戏
剧。甘蔗寨曾是腾越至缅甸南线古道
上商旅、马帮、军伍必宿的驿站 。
清代中后期，过往的商贾军民给甘蔗
寨带来了内地的雅俗文化，一种起源
于湖北的“清戏”也在此时被带到了
甘蔗寨。清戏结合了甘蔗寨的佤族民
歌小曲后，衍变出了一个新的本土剧
目——佤族清戏。

它有着“九腔十三板”的声腔，
角色有生、旦、末、丑之分。其表演

有一定程式，人物上场时往往要先念
引子或念诗，然后再唱或道白，现场
有大锣、大鼓等伴奏。没有复杂的身
段表演，台上的做功均是依据演员对
剧情的理解而即兴发挥。佤族清戏不
是简单的说唱节目，而是具有生动故
事情节和鲜活人物性格的“本子戏”。
其剧目保留着许多古曲牌，唱腔抑扬
顿挫，委婉动人，集叙事与抒情于一
身，现今保存最为完整的是 《三孝
记》连台本。

清戏上演的时间一般在春节期
间。春节前，村寨中的艺人们便聚集
商议，选定剧目，分配角色，由熟知
剧本的人负责排练，所选剧目也多为
二到四人的折子戏。其中，表现悲欢
离合与神仙故事的剧目最受欢迎。

佤族清戏是腾冲唯一被正式列入
中国少数民族剧种的地方戏剧，吸引
了众多国内外戏剧研究者来此研究。

困境：传承后继乏人

清戏传入甘蔗寨后，清同治年
间，在甘蔗寨佤族头人李如楷的倡导
下，佤族清戏表演进入鼎盛时期。但到
了现代社会，村民们的文化娱乐方式越
来越多样，佤族清戏却还保留着传统的
表演形式，舞台、灯光、服饰特色
少，吸引力越来越不足。

甘蔗寨有一支文艺队，平时也担
任佤族清戏的演出任务。但这些年，
大家都忙着务农、务工，演员也越来
越少。由于不是专业演员，很少有时
间排练，只有在政府部门组织演出的
时候才会外出表演。

佤族清戏到了第四代传承人李家
显这里，已经培养出几位四五十岁、
相对年轻的传承人。虽然，李家显老
人在世时也曾尝试过培养少年接班
人，但响应者很少。李家显过世之
后，身为第五代传承人的王祖芳也开
始在考虑培养继承人的事。

“想要培养年轻人，可他们几乎没
人愿意听佤族清戏。”王祖芳道出了眼
下的苦恼，年轻人基本都外出务工或
读书去了，没有人来学清戏。如今的
表演队里，能出场表演的只有40岁到
60 岁的少数几个艺人，身段嗓音都不
优美了，能熟练演唱的声腔和剧目也
很有限，佤族清戏的传承正面临后继
无人的困境。

专家：建议走产业化发展之路

关于佤族清戏的抢救和保护，现
已写入了腾冲市和荷花乡政府工作报
告，据腾冲市文化馆馆长段应宗介
绍，从省文化部门到市有关部门，已
经启动了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实施计划，安排专项资金进行抢
救，还出台了 《腾冲佤族清戏的保护
实施方案》。当地文化馆对佤族清戏
进行了深入调研，形成了系统的文
字、照片和影像资料。尽管政府已经
实施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但效果并不
明显。

“地方剧剧种的保护和传承仅仅依
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云南文化艺
术职业学院科研处副处长苏燕说，佤
族清戏作为一个珍贵的剧种，要想将
其传承和发展下去，必须要培养人
才，学会创新，走市场化的路子。她
认为，可以探索高校承担人才培养的
模式，并在高校建立佤族清戏的科普
宣传平台，让更多的人知晓佤族清戏。

她建议当地可推动佤族清戏走文化
产业之路。依托地方政府的扶持，借助
高校科研创作平台，对佤族清戏的剧
本、演出方式、曲艺等进行创新，创作
一批适合市场、接地气的剧本，培养一
批演员和新一代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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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族清戏 期待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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