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围：琼剧改革的未来图景

如今，海南省琼剧院三团已成为海南省首屈一

指的民营剧团。10年间不仅社会效益得到了显著

提升，经济效益也实现了飞速增长。

演出服务能力跨越式增长，年均演出场次由改

革前的不足80场提升至2023年的250场，15年累

计完成演出近 3750 场次（含非年度常规演出场

次），服务观众逾3000万人次，实现文化服务效能

倍增；主动承担公共文化服务职责，年均承接省级

“戏曲进校园”“惠民演出”工程20余场次，在基层文

化阵地建设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创新履行社会责

任，与省禁毒办建立长效合作机制，通过琼剧艺术

形式开展禁毒宣传教育巡演，形成“艺术+普法”的

特色宣传模式。

公开资料显示：2024年海南全省60余家民营

琼剧团单场演出收入平均为2万元，年均营业额为

250万元。而海南省琼剧院三团单场演出收入达3

万元（旺季可达 3.9 万元），年均营业额突破750万

元，分别超出行业平均水平50%和275%，市场竞争

力持续领跑，成功破解传统戏曲剧团“叫好不叫座”

的发展困境。

未来，海南省琼剧院三团将继续为琼剧发展培

养更多优秀人才，同时也将不断探索琼剧现代化的

更多可能。

省琼剧院三团将实施“出戏+出人”双轮驱动战

略；建立剧目创排竞争机制，激发艺术生产力；探索

跨剧种移植创新路径，建立“试点先行-评估转化”

机制，优先在海南省琼剧院三团开展黄梅戏《女驸

马》、越剧《梁祝》等经典剧目的琼剧化移植创排，组

织专家委员会从文学本移植、音乐改编、程式转化

三个维度进行可行性评估。探索戏曲现代化转型，

推进艺术门类创新，计划开发儿童系列琼剧，该项

目采用“课本剧+传统戏”融合形式，面向小学生群

体，集中寒暑假演出。

海南省琼剧院三团用15年实践验证：传统戏曲

的现代化转型，需要国有院团的“守正”与民营力量

的“出奇”共同发力。当全国院团改革进入深水区，

海南的琼剧“南繁”经验恰似一盏明灯，照亮着传统

戏曲的当代复兴之路。

探索国有与民营合作新模式

琼剧“南繁”:
在破局中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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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体制改革催生琼剧“南繁”基地

2010年，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热潮涌动，

琼剧艺术却陷入低谷，人才断层严重，改革求

变刻不容缓。为了破解人才难题，当时琼剧院

的有识之士，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国有院团体

制上存在诸多不便，如果有一个团，能让琼剧

院把那些‘半成品的苗子’放进去孵化，成熟一

个我们就招进来一个，然后再招新的苗子去培

育，或许能缓解人才紧缺问题。”

恰在此时，海口美德文琼剧演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美德文”）创始人劳世贵的出现让

事情出现了转机。

初创剧团时，劳世贵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探

索时期，常常需要自掏腰包来维持剧团的正常

运转。当时海南的民营琼剧团虽活跃却难成

体系，常被资金短缺、人才流失、演出市场有限

等问题掣肘。劳世贵深知，一个民营剧团要想

在市场上立足不是易事，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好

的平台。于是他萌生出了“与省琼剧院建立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想法。

彼时省琼剧院已形成由一、二团构成的事

业单位演出体系，两个演出团均实行定编定岗

管理，演职人员纳入事业编制序列。在此背景

下，省琼剧院与美德文以“基因重组”模式挂牌

成立海南省琼剧院三团，开创全国首个“国有

院团+民营企业”深度绑定模式。

由省琼剧院和美德文签订合作协议，劳世

贵担任海南省琼剧院三团团长。合作中，省琼

剧院负责选派一名副科级干部或中级及以上

业务骨干担任副团长，把控艺术方向与水平；

美德文则承担人才培养、运营管理工作，并自

负盈亏，双方优势互补，推动剧团不断前行。

这种“柔性人才使用机制”，使得海南省琼

剧院三团化身“南繁”基地（“南繁”原指海南农

业育种模式，此处喻指琼剧改革中“试验-推广”

的创新路径），在戏曲界培育出独特的“杂交优

势”：既保留国有院团的艺术纯度，又注入民营

机制的生存野性。正如劳世贵所言：“我们不是

要颠覆体制，而是在夹缝中培育新物种。”

裂变：三位一体的改革内核

海南省琼剧院三团成立初期就开始探索“编制外培养+

择优入编”机制，试图破解戏曲人才培养周期长与编制有限的

结构性矛盾。与此同时，院团还通过三级梯队培养体系建立

“人才蓄水池”，配套动态考核机制（未达标者转入再培养）和

企业化绩效考核，优化人才队伍。10余年来，海南省琼剧院

三团向海南省琼剧院一团、二团输送了20余名演员，占比达

40%，被称为“琼剧人才摇篮”。

琼剧丑角演员张昌义正是在这一机制下脱颖而出的。

2006年入职后，张昌义应需转型丑行，经过海南省琼剧院三

团的系统培养，张昌义凭借深厚的琼剧功底和独特的个人风

格，在众多作品中表现出色，曾主演《海瑞》《冼夫人》《汉文皇

后》《苏东坡在海南》等剧目。他后又独立执导《麒麟袍》，受到

业界认可，逐步实现了从表演向编导的转型，成长为一名琼剧

复合型人才。

此外，海南省琼剧院三团充分发挥“体制外试验田”作用，

在保持国有院团艺术品质基础上，开启琼剧创新发展的“双向

改革试验”。省琼剧院三团率先尝试数字化伴奏技术改革，在

基层演出中采用预制伴奏替代传统乐队配置；构建“三团试验-

院团推广”的创作生产模式，通过设立艺术创新风险基金，建

立新剧目市场风险评估体系；省琼剧院三团创新性承担起“戏

曲审美培育平台”职能，建立分级分类的演出体系：针对传统

戏迷群体维持经典剧目演出，面向年轻观众开发实验性剧目。

国家一级导演、旅琼文艺家王东昌执导的大型红色现代

琼剧《椰岛魂》，其创排过程充分体现海南省琼剧院三团创新

机制优势：该剧首先在三团完成剧本研讨、舞台试验等环节，

通过多场基层试演收集观众评价数据，根据反馈调整唱腔设

计、舞美呈现等要素，最终形成既保持琼剧传统韵味又符合现

代审美的精品剧目。

海南省琼剧院创作研究室主任、一级编剧陈涣指出：“海南

省琼剧院三团通过构建艺术创新评估体系，在市场需求研判和

人才能力评估方面发挥了双重作用。这种‘创作-演出-反馈’

数据链，为院团艺术决策提供量化支撑，有效提升了剧目创排

的科学性和人才遴选的精准度。”

合作的基础是“双赢”。海南省琼剧院三团的成立，为戏

曲界打造了一个国有与民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共生生

态模板。形成艺术创作“双循环”机制：国有院团提供品牌背

书与艺术指导，民营机构发挥市场运营优势，实现传统戏曲传

承发展“双轮驱动”。

《西湖公主》演出剧照。（图片均由省琼剧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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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戏曲改革的浪潮中，海

南省琼剧院三团的创建提供了一个
具有研究价值的实践案例。作为全
国首个以“国有院团+民营企业”深
度合作模式运营的琼剧艺术团体，
其诞生不仅打破了传统戏曲院团固
化的体制机制，更以“人才孵化器”
和“创新试验田”的定位，为琼剧艺
术的传承与市场化探索开辟了新路
径。这一模式的成功实践，既是对
海南本土文化生态的激活，也为全
国戏曲院团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
“海南样本”。

□ 南国都市报记者 陈望 实习
生刘馨阳通讯员刘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