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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四川艺术学发展史略
李国太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

摘　要：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四川音乐、舞蹈、美术、戏剧、书法等艺术门类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

对外交流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回顾７０年的发展历程，四川艺术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奠基期（１９４９—

１９７７）、恢复发展期（１９７８—２０１２）以及快速发展期（２０１２年至今）三个阶段。系统梳理、全面总结四川艺术学７０年

来的发展历程与成就，一方面是为了向前辈致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探寻四川艺术学学科未来建设与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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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绩。

在此背景下，系统总结和梳理７０年来四川艺术学发

展历程及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对外交

流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一方面是为了致敬前辈，另一

方面是为了探寻四川艺术学学科未来的发展

方向①。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艺术学发展的

历史阶段

（一）奠基期（１９４９—１９７７）

新中国成立之初，四川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先

后成立了一批艺术院校，致力于培养高层次艺术人

才。１９５０年，原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与南下重庆

的西北军政大学艺术骨干创立西南人民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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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年，西南人民艺术学院的美术、设计类学科合

并，成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并于１９５９年更名为四

川美术学院，开始了４年制本科招生，成为当时全国

五大美院之一［１］。与之同时，原西南音乐专科学校

更名为四川音乐学院，开始招收本科生，成为当时国

内具有本科办学层次的六所专业音乐院校之一［２］。

四川音乐学院和四川美术学院自此以后成为四川乃

至西南地区艺术人才培养的摇篮。除此之外，当时

还建立了一些研究性机构，如１９５８年建立的四川省

戏曲研究所；出现了一些演出机构，如１９５３年成立

的西南人民艺术剧院，后更名为四川人民艺术剧院，

并依托四川丰富的文化资源，创作演出了３６０多部

剧目，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赞誉，多次荣获中宣部、文

化部奖项及多项省部级奖项①。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各艺术类研究机构

和院校的建立，四川艺术的研究工作得以开展，并出

现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如成都艺术学校编《四川

民间剪纸刻纸集》（１９５３）、刘志远编《四川汉代画象

砖艺术》（１９５８）、迅冰编《四川汉代雕塑艺术》

（１９５９）、四川十年文学艺术集编辑委员会编《四川

版画选》（１９６０）等。这一时期，最具时代性的成果

集中在“新民歌运动”中对民歌的采集以及伴随着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而展开的对

四川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音乐、舞蹈的调查研究。

这一时期艺术成果的特点是在追求艺术性的同时，

政治色彩也较为明显。如１９６５年６月至１０月，由

四川美术学院师生创作的收租院群雕，塑造了交租、

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等７组共１１４个

真人大小的人物群像。随后在北京复制展出，引起

很大反响，其后还在阿尔巴尼亚、越南展览，是当时

四川美术界代表性的成果。

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７年间，川内各大高校办学受到

影响，四川艺术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学研究

等方面遭遇到障碍和困难，也鲜有原创性的学术成

果问世。

（二）恢复发展期（１９７８—２０１２）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明确

提出了全党的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倡“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此时代背景下，“文革”中曾

一度中断发展的艺术学获得了新的契机，学科得以

重建。四川音乐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等高校恢复高

考招生，四川省社科院文学艺术研究所的前身文学

所也于１９７８年成立。随着大环境的变化，与之相应

的是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等各类艺术作品雨后春

笋般涌现；各种刊物也相继恢复和创办，为成果展示

提供了平台。四川省委省政府也有意识地致力于打

造地方文化艺术品牌，如１９８１年四川省音协与四川

省文化厅、四川省广播电视厅共同举办的“蓉城之

秋”音乐节，打造了首个展示四川音乐创作、表演成

就的窗口和平台，并发展成有较大影响力的大型音

乐节之一。

这一时期学术上最重要的活动是从１９８４年开

始的对四川各省、市、县民间歌谣、民间器乐、歌曲、

戏曲、曲艺等的普查工作。该项工作由文化部、国家

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有关文艺

家协会共同发起，动员了广大地、市、县的基层文化

工作者，这是对中国民间文化艺术最为系统、全面的

一次抢救性搜集、整理，成果丰硕。在该项工作的基

础上，四川音乐、戏剧等领域的调查研究活动十分活

跃，出版了大量工具书、资料集以及研究成果。这为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艺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四川地

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总体而言，整个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和 ９０年代初期发生的数次“文化艺术

热”，都与当时整个社会寻求以民间文化艺术为代

表的民族文化艺术之根的时代潮流相呼应，“寻根”

成为时代的呼唤。

随后的９０年代，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对

文化艺术的认知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商品意识开

始进入艺术学领域，艺术品的商品属性越来越明显，

产业化路径初现端倪，并很快在２１世纪的第一个十

年为艺术界带来了明显变化。艺术家们在表演和创

作过程中，在追求艺术性的同时将市场的接受度作

为了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随着开放程度越来越

高，四川的艺术从业者也有了更多“走出去”的机

会。与之同时，在经过近十年的“商品化”浪潮之

后，民间艺术被称之为“民族文化之根”，以“非物质

文化遗产”之名再次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川剧、蜀

锦、川江号子等相继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从学科建设层面而言，该时期最重要的事件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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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１９９７年教育部公布的学科目录中，将艺术学认

定为二级学科。随后，综合性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开

展起来，四川大学率先成立了艺术学院［３］。新世纪

以来，随着学科分类体系的调整以及艺术学良好的

发展势头，中国高校开始开设艺术学课程，并设置艺

术学专业，培养专业人才。四川省也迅速做出回应，

在保留四川音乐学院等传统优势艺术院校的基础

上，各大高校的艺术类专业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艺术类职业院校相继招生，致力于培养新世纪四

川艺术学的后备人才。

（三）加速发展期（２０１２年至今）

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而奋斗。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四川艺术学界步

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不仅各地相继成立了艺术研究

和表演机构，而且还建立了不同层次的文化传习基

地，民族传统艺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２０１２

年，四川向全世界推出了“锦绣四川”的文化品牌。

２０１３年以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四川艺术“走出

去”的步伐越来越快。２０１４年，四川省坚持“请进

来，走出去”的对外文化交流原则，先后获中美友城

“文化交流奖”“中波友好合作奖”“中法地方政府合

作奖”“中国国际友好城市突出贡献奖”等多项殊

荣。诸多知名艺术节走进四川，进一步强化了四川

艺术发展的国际化之路。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艺术学学科建

设成效

（一）艺术院校数量增多，艺术专业建设迅速

高等院校的建立和相关专业的设置是学科建设

的基础和灵魂，它奠基于该学科发展的历史，决定了

该学科的人才储备和未来发展前景。作为四川为数

不多的专业艺术类院校，四川音乐学院是四川乃至

西南地区音乐教学和研究的重要机构。经过几十年

发展，四川音乐学院拥有了艺术学、管理学、工学三

个本科层次的学科门类，８个专业类、２９个本科专

业，１２６个专业方向，并于１９８６年取得音乐类文学

硕士学位授予权，现已具有音乐与舞蹈学、美术学、

艺术学理论三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２００３

年开始招收留学生及港澳台学生，２００５年获首批国

务院学位委批准的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９

年起与四川大学联合培养音乐传播学博士生，２０１３

年获批四川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如今，学校已

成为涵盖附中、专科、本科、研究生等层次的高等院

校，是全国１１所独立设置的专业音乐学院之一。建

校以来，为国家输送了十余万艺术人才［２］。

２１世纪以来，四川省整合已有教学资源，先后

建立了一批艺术类职业院校，致力于专业艺术人才

的培养。其中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和四川艺术职业学

院是最主要的两所艺术类高职院校。２００１年成立

的四川文化艺术学院，设有音乐舞蹈学院、美术与设

计学院、中国书法篆刻学院等院系。２００５年成立的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以高等专业艺术教育为主体、中

等专业艺术教育为基础、各种文化艺术门类综合发

展为主线，开设了音乐、舞蹈、戏剧、艺术设计等艺术

类专业１５个。

除艺术类院校外，近２０年来，四川省各综合类

高校也致力于艺术学学科人才的培养。四川大学于

１９９６年率先成为全国综合性大学中恢复艺术教育

的高校，并于２００１年６月恢复了艺术学院建制。目

前，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已构建了本、硕、博一体的人

才培养体系，拥有８个本科专业，４个一级学科硕士

授权点，２个艺术专业硕士授权点，３个艺术类一级

学科博士授权予点（是西南地区首个拥有艺术类博

士授权点的单位），３个省级重点学科，１个国家级

特色专业和１个省级特色专业及２个校级特色专

业。２００９年，四川大学艺术学院获批成为教育部创

新型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２０１１年，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艺术学理论获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予权，成为全国首批艺术学理论博士点。该学院的

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在艺术美学、中国古代艺术史、

艺术人类学、艺术符号学、艺术文化设计等方向上形

成了丰富的学术积淀和鲜明的特色。同时，学院拥

有涉及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戏剧与影视学

一级学科硕士点以及艺术理论与文化产业系、影视

剧创作与制作中心等专业方向的四川大学文学艺术

研究中心［４］。除此之外，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还成立了文化产业创意系，力图整合学院新闻传播

学、汉语言文学、美学、艺术学的力量，培养文化创

意、传播人才，用文化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

四川师范大学长期重视艺术类人才的培养，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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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３个艺

术类院系，拥有专业硕士授权点１个及音乐学、音乐

表演、美术学、艺术设计、服装设计与工程、动画、舞

蹈学、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导演、表演、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等１４个艺术类本科专业和表演

艺术等专科专业，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艺术专业学科

体系，其中音乐学、美术学等专业为四川省特色专

业。迄今为止培养了数百名艺术学理论方向的硕士

研究生［５］。

电子科技大学作为一所以理工科为优势学科的

院校，新世纪以来也大力发展人文社会学科，并很快

形成自身特色。为了加强公共艺术教育，该校于

２００２年成立了文化艺术教育中心，２７位来自全国各

专业艺术院校的专职教师承担学校的公共艺术教学

和艺术活动工作，形成了“艺术课堂、成电舞台、艺

术团、实践基地”四位一体的教育平台，使艺术教育

成为培养精英人才的重要途径。

除以上高校外，西华师范大学、西华大学、绵阳

师范学院、内江师范学院、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民族

学院等十余所院校，都设立了音乐、舞蹈、美术等艺

术类院系或专业。除开展本科教学活动外，部分院

校还致力于艺术类研究生的培养，为四川省艺术人

才的培养做出了贡献。

（二）创建整合科研平台，创办发展学术刊物

１９６４年３月，中共四川省委为响应中央“大力

编演革命现代戏”的号召，决定设立四川省剧目工

作室。该工作室在“文革”期间撤销，１９７８年１月经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恢复了建制。剧目工作室曾

拥有车辐、章诒和、萧赛、严福昌、冯大庆等多位享誉

海内外的知名人士。剧目工作室宗旨和业务范围是

“指导和辅导全省的戏剧创作，扶持重点作品，培训、

锻炼、提高戏剧创作者的创作水平”。１９９６年经四川

省文化厅批准增设四川省艺术创作中心。

２００７年８月，以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四川

省音乐舞蹈研究所为基础，合并组建的四川省艺术

研究院，是四川省文化厅直属的省级唯一的综合性

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下设戏剧研究所、舞蹈研究所、

音乐研究所、文化遗产研究所、书画研究所，艺术创

作教育培训中心、影视制作中心以及期刊和艺术档

案等机构。作为四川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阵地和学

术平台，其职能在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艺术科学的学科体系，开展艺术科学基础理论研究；

积极参与文化艺术实践，研究文化艺术生产与管理

规律、建设发展战略；收集、整理、保护、研究以及开

发利用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资源，建立并完善文化艺

术档案管理及信息咨询服务系统；开展对外文化艺

术交流与传播，研究、借鉴世界优秀文化艺术成果。

１９７８年成立的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是四

川省重要的文学艺术研究单位，该研究所是四川省

社科院首批硕士点单位，设置有文艺美学与巴蜀艺

术方向，该方向立足于巴蜀文化独特的历史积淀和

鲜明的文化内涵，以四川美学资源、文学艺术遗产为

研究对象，形成了四川文学艺术与美学研究的学科

优势。其中，对三星堆文化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

术进行美学和艺术学研究，揭示其审美属性和美学

价值，是最具特色的方向，在全国独树一帜。近年

来，该研究所承担了《巴蜀文化通史·艺术卷》等全

省重点文化工程。并从 ２００８年开始编纂《四川文

艺年鉴》，以与四川文学艺术发展紧密相关的问题

为切入点，以文学艺术领域在该年的重要实践和重

大现象为收录对象，梳理年度文学艺术发展脉络，至

今已出９期，逐步成为四川文学艺术的新品牌和新
标志［６］。

新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的开展，四川省文化厅设立了四川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心承担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的总体规划、评审标准的草拟，负责全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组织实施和全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普查、名录申报、数据库建设及科学保护计划、交

流传播的实施工作，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有关宣传、培训、交流、咨询、展览和理论研究等工

作，征集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中心还在各县市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出了成

绩。其中入选名录的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都属于四川民间艺术的范畴［７］。

与之同时，高校在培养人才的同时，也致力于学

术研究。先后成立了四川音乐学院“数字媒体艺术

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省哲学社会重点研究基

地“西南音乐研究中心”，成都文理学院“西部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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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四川音乐学院文学与音乐

传播研究所”等研究单位，推动了四川艺术学研究

和学科发展。

与各科研机构同时创立的还有一批艺术学学术

刊物。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四川省便创办了《戏曲通

讯》《川剧艺术研究》《四川戏曲》等期刊。近年来刊

物逐渐增多，如戏剧方面的《川剧艺术》《四川戏剧》

《戏剧家》《戏剧与电影》等，音乐方面如《音乐探

索》《音乐世界》等也应运而生。这些刊物多立足四

川、面向全国，逐渐成长为该领域重要的刊物，为四

川艺术研究“走出去”提供了平台。

总之，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四川在艺术院校和

专业、科研平台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绩，这

为未来四川艺术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艺术学学术研

究成果

（一）成果数量增长明显，标志性成果不断涌现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四川艺术研究迎来了一个前

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期，艺术院校恢复招生，艺术人才

培养走向正轨，艺术家重返舞台和讲台，艺术研究人

员也重拾研究工作。在八九十年代，取得了几项标

志性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由文化部、国家民

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有关文艺家

协会发起编纂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其

中包括《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民间

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中国

曲艺志》［８］。此项工作的开展作为一项重大文化工

程延续了２０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歌谣集成为

例，《中国歌谣集成·四川卷》的搜集工作始于１９８４

年，截至１９８７年底，共收录民歌２１１７首。而这２１１７

首民歌仅仅是当时四川各县市所搜集到的２０多万

首、７０００多万字民歌的精选集［９］。除歌谣外，民间

歌曲、谚语、戏曲音乐、民族民间器乐曲、曲艺音乐、

民族民间舞蹈等也以县市为单位，采集了海量资料，

为四川民间艺术的保护和发展做了大量基础性

工作。

为了配合“十集成”工作的开展，四川省几乎集

全省之力，组织全省艺术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人员参

与其中。与之相应还成立了一些相关机构，如１９８５

年成立的四川省音乐舞蹈研究所，便致力于搜集、整

理、出版四川省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资料。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高校艺术学院也对藏、羌、彝等民族地

区的各种艺术形式展开调查、研究，出版了诸多论

著。与之同时，四川省还以县、市为单位编纂了诸多

“文化艺术志”，编纂了《四川省志·文化艺术

志》［１０］，新编修的县、市志中也专辟有“艺术”专栏，

对各地各类艺术形式进行了介绍。

在这一时期的各大艺术门类中，川剧的研究成

果最为丰富。１９８３年后，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

成都市川剧艺术研究所等专业戏剧研究机构相继建

立，陆续推出了《川剧常识》《川剧简史》《川剧音乐

概述》《川剧舞台美术》《川剧词典》《川剧剧目辞

典》《川北灯戏》《成都巫傩文化》《巴蜀傩戏》《四川

傩戏志》以及记述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的专著数十

种。四川省艺术研究院还承修了《四川省志·川剧

志》，对川剧剧目、角色行当、功法程式、表现手法、

表演绝技、声腔音乐、舞台美术、演出团体、教育机

构、人物等进行确认、编修［１１］。《川剧志》也最终入

选《四川省志》特色志。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四川一批学者参与由“台湾清

华大学”王秋桂教授主持的“中国地方戏剧仪式之

研究”，对重庆巴南、江津、江北以及四川梓潼、芦

山、提阳等地的庆坛仪式做了详细的田野实录，形成

了系列成果。胡天成出版了关于阳戏、庆坛、延生、

丧戏等的四本调查报告和关于端公戏、诀罡密谱两

套三册的资料汇编，发表了有关观音会的文章十余

篇，并写成《重庆市巴南区接龙镇仪式戏剧述略》

《四川省重庆市巴县双河口乡钟维成家五天佛教请

荐祭祀仪式》等专著。段明写成了《四川省酉阳土家

族苗族自治县双河区小岗乡兴隆村面具阳戏》《四川

省江津市李市镇神霄派坛口科仪本》等调查报告。

为更好地传承川剧艺术，让川剧剧目得以继承

保留、传诸后世，近年来，四川省艺术研究院对川剧

传统剧目开展了一系列整理工作，出版了系列图书。

其中，《川剧传统剧目集成》自２００９年以来已整理

出版１５卷，并入选了国家新闻出版署“十二五”时

期（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此外，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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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了《川剧经典折子戏》《川剧辛亥革命剧本选》《川

剧精华》等川剧书籍；发行了《川剧名家名段》等系

列光碟，保存了川剧传统音乐。

除川剧外，在舞蹈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出版

了四川省音乐舞蹈研究所编《古舞探踪：四川古代

舞蹈图录集》《巴蜀舞蹈史》、《中华舞蹈志》编辑委

员会编《中华舞蹈志·四川卷》等代表性著作。而在

音乐研究领域，四川音乐学院取得了突出成绩，先后

出版了《王光祈文集》《中国道教音乐》《中国古代音

乐之源与流》《四川省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文集》《民

族低音拉忽雷及其创新技术在提琴上的应用》等

著作。

在诸多音乐类成果中，四川师范大学万光治教

授带领的西部民歌研究所团队成果较为突出，其中

《羌山采风录》得到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出

版集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和四川

省政府等部门的充分肯定，被中国出版集团列为重

点出版项目。该书先后获 ２０１３年“第三届中国出

版政府图书奖”，“四川省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二等奖”“第七届四川省巴蜀文艺奖银奖”。

２０１８年，该团队十卷本的《四川民歌采风录》出版。

该书采集四川１８１个县、区、市的３０８０首民歌并逐

县编辑，展示出四川民歌的空间分布与传播路线；以

歌词注释、歌词选录、采风日志等形式，再现民歌的

生存背景与原生形态，为读者提供了一幅生动的四

川民歌地图［１２］。

近年来，四川大学等高校教师也出版艺术类著

作数十部，其中黄宗贤教授的《中国美术史纲要》

《抗日战争美术图史》、黄宗贤教授和吴永强教授的

《中西雕塑比较》、林木教授的《傅抱石评传》、彭肜

教授的《全球化与中国图像———新时期中国油画本

土化思潮》、格桑益西教授的《藏族美术史》、韩刚副

教授的《谢赫“六法”义证》等，在相关研究领域中产

生了较大学术影响。

（二）项目立项与成果获奖

１．项目立项

新世纪以来，四川艺术学类的项目立项数逐年

增加，成果获奖也连年丰收，展现出艺术学强劲的发

展势头。２０１４年之前，四川各门类艺术多次获得国

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立项。２０１４

年，国家为了繁荣艺术创作、打造和推广原创精品力

作、培养艺术创作人才、推进国家艺术事业健康发

展，设立了国家艺术基金。国家艺术基金设立以来，

四川省文化厅高度重视艺术基金的申报工作，在每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申报窗口期，面向全社会，组织全

省性宣传动员，进行申报培训指导，并于２０１７年在

文化厅剧目工作室设立“国家艺术基金四川项目管

理工作办公室”。经过多方共同努力，立项数呈逐

年增加的趋势。截至２０１９年，四川省共有１６８个项

目获得立项资助，获得资助资金１．２亿多元。尤其

是２０１９年，四川省国家艺术基金立项多达５８项，立

项数居全国第五。可见，无论是申报数量，还是立项

数目，都大幅度增加。

２．成果获奖

为了进一步鼓励四川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经

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同意，１９９２年５月，

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正式批准设立全省专业文艺最

高奖项———“巴蜀文艺奖”。该奖项具体评奖工作

由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实施，参评作品包

括川剧、电影、电视剧、音乐等类别。该奖每３年评

选一次，目前已经评选９届。第四至八届巴蜀文艺

奖艺术类获奖作品见图１。

图１　第四至八届巴蜀文艺奖艺术类获奖作品一览表［１３］

四、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四川艺术学学术
交流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民间文艺“十集

成”工作的启动，围绕“十集成”工作开展的学术活

动众多。如早在１９８９年４月，四川省傩戏研讨会就

在广元市成功召开。１９９３年９月，四川省傩文化研

究会在绵阳富乐山成立。新世纪以来，四川省对戏

剧展开多样的调查和学术研究及研讨会，开展川剧

院团现状及资源调查，对川剧院团的生存现状及扶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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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对策等开展调查研究，先后召开了川剧现状调查

研讨会、川剧院团建设与发展学术研讨会、６０年川

剧发展与改革论坛等学术研讨会，承办了纪念中共

四川省委发出“振兴川剧”号召３０周年座谈会等会

议，对川剧的传承、振兴、发展等进行研究探讨。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四川省戏曲研究学者还与港台等

学者展开学术合作，如一批学者参与由“台湾清华

大学”王秋桂先生主持的“中国地方戏剧仪式之

研究”。

在召开各类学术会议的同时，还进行了多次影

响深远的表演或展览。如１９９５年１月５日、６日，

在成都锦城艺术宫举行了由《四川戏剧》杂志编辑

部主办的“梨园回春川剧名家演唱会”。２０１４年１

月２０日，由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贵州民族文化宫、

北京民族文化宫联合主办的“傩魂神韵———中国傩

戏·傩面具艺术展”在金沙遗址博物馆正式与公众

见面。展览分为“傩之韵味———傩戏艺术”和“傩之

表情———傩面具艺术”两个单元，展示了“傩”是什

么、“傩”在哪儿、傩戏种类、傩戏表演、傩面具种类、

傩面具故事等多方面内容，是横贯古今，纵横全中国

的傩文化大型主题展，也是四川首次傩文化展览。

在音乐领域，四川省先后创办和举办了数次

“蓉城之秋”音乐节、“四川省声乐大赛”、“春熙放

歌”大型群众音乐活动。这些活动逐渐成为了四川

艺术领域的品牌，并在艺术人才选拔、艺术走近群众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９８１年，四川省音协与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

广播电视厅共同举办的“蓉城之秋”音乐节，打造了

首个展示四川音乐创作、表演成就的窗口和平台，是

中国有很大影响的大型音乐节之一，已经成为成都

标志性的地域音乐品牌。２０１８年 ９月 ２２日至 １１

月９日，第２４届“蓉城之秋”音乐节在四川音乐学

院开幕，与之相伴的第二届“金芙蓉”音乐比赛也完

美收官，展现了该音乐节强大的生命力。

自２００２年以来，每年举办一届的“春熙放歌”

大型群众音乐活动，肩负着弘扬主旋律的光荣历史

使命。每届“春熙放歌”均配合当年重大历史纪念

活动推出相应主题。“春熙放歌”先后在成都、阿

坝、凉山、甘孜、仪陇、绵竹、绵阳、泸州、宜宾、南充、

蓬安等地巡回演出，已经成为四川文化艺术百花园

中引人瞩目的标志性文艺品牌之一。２００４年，四川

省音协与文化厅共同创办了首届“四川省声乐大

赛”，后来发展为每两年举办一届，是四川省唯一的

声乐艺术重要比赛。自创办以来，先后推出了泽旺

多吉、童韬、陈万、张艳川、邓芳丽、陈鹭虹、金光灿等

优秀青年歌手，是培养和展示四川省优秀声乐艺术

人才的重要平台。

除此之外，以四川省音协为主的音乐团队，还承

担着全省音乐方面出作品、出人才的任务。重要比

赛如中国音乐“金钟奖”四川赛区选拔赛，为全国的

比赛输送了大批优秀声乐演唱、器乐演奏人才；重要

评奖工作如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

四川省“巴蜀文艺奖”、“唱响四川———百姓喜爱的

歌曲”创作工程等，为优秀词曲创作人才的涌现搭

建了专业平台。

新世纪以来，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及其系列

学术活动可谓是四川省在艺术领域最重大的活动。

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３日至６月１０日，由文化部和四川省

政府主办的首届非遗节在成都隆重举行。作为非遗

节的重要活动内容，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有

６３个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民间组织派出２００余名

代表出席的特别会议，由１０名国际专家、３０多名国

内专家参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论坛———成都论

坛，在非遗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会后还发表了

世界上首个国际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言———

《成都宣言》。２００９年的第二届非遗节国际论坛，首

次由文化部、四川省人民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

同主办，这是１９７２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

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参与主办我国的大型文

化活动。该论坛举办了６大类３７０多项活动，吸引

了５２０多万人直接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３１

个国家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７个国家驻蓉

领事馆外交官应邀出席了“非遗节”相关活动，最终

形成并向国际社会发表了《成都共识》。随后的第

三届非遗国际论坛形成了《成都倡议》；第四届以

“人人都是文化传承人”为主题，发表了《成都展

望》；第五届以“传承文脉，创造未来”为主题；第六

届以“传承发展的生动实践”为主题。

为了发掘和保护各地的文化和艺术传统，四川

各县、市、州等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艺术活动。如早在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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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４年，川南自贡市人民政府就组织了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首届灯会，至１９９２年，已在自贡举办了１０届

灯会，形成自贡灯会的独特风格。其他如川北巴中

市的“巴人文化艺术节”也已经连续举办六届，成为

宣传巴人文化艺术的重要窗口。

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建档等工作也迅

速展开。国务院分别于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１年和

２０１４年公布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四

川省共１３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入选。其

中以巴山背二歌、川江号子等为代表的传统音乐，以

翻山铰子、博巴森根等为代表的传统舞蹈，以川剧、

川北灯戏等为代表的传统戏剧，以四川扬琴、金钱板

等为代表的曲艺，以绵竹木版年画、蜀绣等为代表的

传统美术，以川派盆景技艺、苗族蜡染技艺等为代表

的传统技艺等艺术类项目共有１２０项入选，占四川

省总入选项目数的８６．３％，其中蜀锦、皮影还入选

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同时，在保护非遗的背景下，为了川剧表演艺术

家的代表剧目、流派剧目得以传承延续，推动川剧这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促进

各市州川剧表演团体代表性传承人队伍建设，自

２００９年举办首期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传习班，至今

已举办了多期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传

习班”活动。

为了更好地传播民族文化，加快落实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四川省还开展了非遗走进大、

中、小学校的活动。截至２０１５年，四川省艺术研究

院便已在全省１２个院团、２个古镇、１３所中小学、３

所高校中建立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

传习展示基地”。２０１４年四川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

研究中心被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

传习展示基地”。２０１１年四川艺术研究院与电子科

技大学合作建立川江号子研究传承基地。２０１５年５

月２７日，四川省艺术研究院与四川大学在江安校区

召开了基地工作研讨会，并对四川大学川江号子传

承基地进行了授牌。成都市川剧院等川剧院团也开

展了多次“川剧传承人进校园、社区展演”等活动。

探讨宣传、弘扬川剧的新思路，启动“川剧动画研发

与推广”项目，制作原创川剧动画《秋江》。

除以上活动，各高校和科研单位召开的学术会

议，开展的学术交流活动众多。其中一些会议着重

讨论艺术学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学科发展史上

具有一席之地。如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８日，四川省艺术

研究院举行“我们的中国梦———努力创建省级艺术

研究强院学术交流会”；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四川大学艺

术学院承办的“‘双一流’建设中的艺术研究与学科

建设”高峰论坛。

五、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艺术学对外

交流

四川艺术“走出去”有着坚实的基础，川剧、皮

影、蜀锦等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已经作为四川文

化向外传播的媒介，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改革

开放以来，四川艺术“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大，曾

在日本、欧美等地备受欢迎，展示和演出引起巨大轰

动。新世纪以来，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更加频

繁，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对外交流的形式和内

容都日趋丰富多元，既有官方、民间往来和商业演出

等不同层面的交流，又涵盖了文艺演出、学术交流、

人才培训、艺术展览等多种形式，从层次、形式到影

响都不断提升，呈现出许多特色和亮点。

这些成绩多与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密

不可分。作为实施文化强省战略的重要途径，四川

省在对外交流方面投入大量物力、财力，也收获了巨

大的经济回报和文化回报。如２００７年便与３０多个

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对外文化

交流项目达２００项，贸易总额突破４亿元，同比增长

２１％。创新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形式，促进了四川省

对外文化交流、对外文化宣传和对外文化贸易的整

体发展，展示了四川省丰富的文化资源。在此背景

下，四川文化艺术以其独特的魅力在国内外舞台上

大放异彩，对宣传四川文化发挥了窗口作用。２００８

年，四川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艰难局面，经受了前所未

有的严峻考验。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全省文化

建设在灾难和危机面前仍然呈现出快速发展、总体

上升的良好势头。全年共完成对外文化交流项目

１４３项，对外文化贸易总额突破２亿元，出口额超过

１．２５亿元，继续保持了我省对外文化贸易的顺差。

接下来的几年，四川文化“走出去”的投入逐年

增长。到２０１４年，四川省明确了坚持“请进来，走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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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的对外文化交流原则，以优秀的本土文化产

品为载体，不断拓展对外文化交流的平台和渠道，取

得了明显成效。

总之，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１５年，四川省文化艺术界对

外交流项目数量除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因汶川大地震

变化较大外，其他年份都在２００项左右。

在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四川省先后与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传统艺术交流活

动，增进与有关国家和地区艺术界的友谊与合作。

具体到各艺术门类中，“走出去”的趋势也愈发明

显。以川剧为例，早在１９５９年，中国川剧团带着十

几台精湛的剧目出访东欧四国，《焚香记》《水漫金

山》《柜中缘》等剧目受到热烈欢迎，胡漱芳主演的

《焚香记》在捷克还被誉为“千年文化的花朵”。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川剧的变脸、吐火等绝技备受欧美观

众喜爱，使川剧成为与国宝熊猫齐名的四川品牌。

１９９３年，川剧《白蛇传》赴法国商业演出，在巴黎上

演１０多场，演出场面火爆。近年来，传统川剧与现

代戏剧融合创新，对外交流活动愈加频繁，川剧艺术

团活跃在世界各地，川剧变脸、吐火等不断惊艳海

外。如２０１８年春节期间，四川省川剧院文艺小分队

把川剧这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带到了澳大利

亚、布鲁塞尔、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参加当地

举办的春节节庆活动，欢度中国年。２０１９年４月，

四川省川剧院应“２０１９台湾戏曲艺术节”邀请赴台

湾演出，在台湾戏曲艺术中心，演出川剧《白蛇传》

及由《包公赔情》《老背少》《杀狗惊妻》《情探》《跪

门》《六月雪》组成的《川剧传统经典折子专场》。

除川剧外，四川的皮影戏和川北大木偶作为民

间戏曲表演艺术，也早已引起广泛关注，如１９８６年

６月，阆中皮影表演艺人王文坤应奥中友协邀请赴

维也纳等地演出，奥地利前总统基希施莱格和夫人

看了演出并与王文坤等合影留念。北京亚运会期

间，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曾推出“皮影大师”王文坤

的皮影艺术片。２００４年，巴中皮影戏剧团受邀到北

京德国驻华大使馆演出两天，上演了８个皮影折子

戏；２００９年６月，在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

节上，该剧团荣获国家文化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

合颁发的“太阳神鸟铜奖”。

２０１２年９月，四川南充市与法国香槟·阿登大

区沙勒维尔·梅济耶尔市正式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并

受邀组团参加第 １４届国际木偶艺术节，在沙勒维

尔·梅济耶尔市举行了川北大木偶《彩蝶的神话》专

场演出。第２１届国际木联大会暨国际木偶艺术节

南充主题会场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更是让国际木联

看到了南充举办大型国际文化活动的能力与实力。

这一切最终促成了三年一届的国际木偶艺术周与南

充“牵手”以及亚太国际木偶皮影展演基地落户南

充。２０１４年６月３日，由国际木联太平洋委员会、

四川省文化厅、南充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中国

南充国际木偶艺术周开幕式”在南充大剧院拉开序

幕，南充市再次以木偶艺术为媒将南充推上了国际

化的舞台。４７支国际、国内木偶皮影艺术团，近６００

余人的演出阵容，１２０余场木偶皮影经典剧目的室

内外演出，真正做到世界木偶皮影艺术嘉年华和南

充全城惠民展示演出的双丰收，这既是对川北大木

偶艺术的肯定，也通过木偶艺术推动了南充和四川

的对外文化交流。

在四川诸多艺术形式中，川江号子也颇有代表

性。早在１９５５年，四川省专业音乐工作者在世界青

年联欢节上演唱川江号子，获得金奖，川江号子从此

蜚声世界。１９５６年４月，陈邦贵等人演唱的新编川

江号子《夺红旗》参加全国职工业余曲艺观摩演出

会，获得一等奖。１９８７年７月，法国阿维尼翁艺术

节组织“世界大河相会在塞纳河”的民间艺术交流

活动，７２岁的陈邦贵、蔡德元和陈昌福应邀演唱了

川江号子，震惊了所有听众。２００５年，川江号子入

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年来，四

川音乐艺术“走出去”的势头更加强劲。如 ２０１３

年，四川省音协副主席、女高音歌唱家吕小琴一行

１０人代表中国赴加拿大参加加拿大埃德蒙顿多元

文化遗产节，吕小琴独唱的《康定情歌》《茉莉花》等

中国民歌及中国团表演的杂技、川剧变脸等６个节

目，受到加拿大市民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高度

赞扬，并获得２０１３年加拿大埃德蒙顿多元文化遗产

节文艺演出一等奖。

近年来，省内高校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生力军，

四川师范大学、四川艺术职业学院与泰国诗纳卡宁

威洛大学在民族音乐、川剧艺术、唐卡制作方面的合

作已初见成效。２０１８年，四川音乐学院原创的《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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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杨升庵》《卓文君》等歌剧在美国哈佛大学、纽

约市立大学、耶鲁大学等５所高等院校演出，引起强

烈反响。

在“走出去”的同时，四川也吸引了大量国外艺

术家到来。如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著名歌手

来川举办大型跨国演唱会，法国钢琴家理查德·克莱

德曼、奥地利施特劳斯爱乐乐团来蓉举办古典音乐

会。国外艺术在四川的表演精彩纷呈。２０１８年 ８

月，四川省川剧院邀请了韩国庆南固城的《固城五

广大》假面舞艺术家们来到成都，在四川省川剧院

剧场为成都观众带来一场地道的韩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演出，让成都观众感受了来自韩国的民间传统

文化。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四川省还开展了

“中俄两河流域合作计划”，推动了四川交响乐团与

俄罗斯国家民族交响乐团的互访巡演。四川省诗书

画院与尼泊尔国家美术学院互访采风，四川博物院

与捷克中波西米亚州美术馆签订友好交流协议等。

这些活动无疑将加快四川艺术走向世界的步伐。

结语

回首７０年来的发展历程，四川省艺术学在学科

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对外交流等方面，均取得

了巨大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几代艺术家

艰苦的耕耘，是他们用智慧和汗水浇灌着艺术之花，

为今日艺术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后，我

们应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第一，加强艺术学理论的

建设，不仅要注重艺术创作、艺术表演人才的培养，

还应该进一步加强艺术批评、艺术理论人才的培养；

第二，在充分鼓励个人创作和研究的同时，适当凝聚

优势力量，发掘重大创作题材和研究项目，打造艺术

精品，推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品；第三，在全面实

施“文化强省”战略和“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加大四

川艺术“走出去”的步伐，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合

作，发挥艺术的桥梁作用，扩大四川艺术的国际影响

力，增强四川在艺术领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注释：

①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７０年来，四川艺术学各领域无论在人才培

养，还是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方面，都成果众多，本文论述时多以

例证方式呈现，难免挂一漏万；第二，１９９７年重庆成为直辖市，

因此本文在论述１９９７年四川艺术学的发展时，往往也包括重庆

地区在艺术人才培养、艺术研究等方面的成绩。而在论述１９９７

年后艺术学的发展情况时，则仅限于四川省。

②　本文写作参考了四川省文化与旅游厅、四川省社科联、四川社科

在线、四川省艺术研究院、四川省社科院、四川大学、四川音乐学

院、四川师范大学、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四川艺术创作网、中

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等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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