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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 日，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主任林德和
决定公休。担任中心一把手十年了，这是他第一次
休年假。

并非他工作忙到没有时间，而是因为今年他
才有这个心情。去年底，厦门实施的国有文艺院团
改革，让他终于不用再为演职人员的工资发愁了。
他想给自己放个假，静心思考如何带领中心再上
一层楼。

一家文艺院团的生计
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是我省重点剧团之一，

在闽南、台湾以及东南亚享有较高的声誉。随着中
心近年来的声名鹊起，厦门歌仔戏也逐渐被全国
更多观众认识、被戏剧界瞩目，成为中国地方戏曲
健康发展的一面旗帜。

然而，虽然是长在厦门经济特区的优秀剧团，
林德和却也一度存在“薪愁”——担心无法按时足
额发放人员工资，“特别是疫情三年，每天睁开眼，
都要考虑‘钱从哪里来’”。

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2011 年因改革由厦门
市歌仔戏剧团划转而成。彼时，它保留了差额拨补
事业单位的性质，财政资金只保障中心编制人员
工资的 80%，另外 20%的工资差额及其他开销，要
靠中心专注演出自行创收进行补足。不仅如此，研
习中心因历史原因招聘的部分非编人员，收入也
须由中心自行解决。

2012 年 7 月，中心和厦门艺校定向委培 5 年的
22名学员毕业后，恰好碰上剧团改制缩编，无法进
入剧团。为留住人才，不让学员荒废所学，中心安
排学员到团里先当临时工，等待机会。此间，有的
学员感觉“看不到希望”而另谋出路，其中不乏优
秀的行当学员，令人痛惜。

2013年底，在时隔 10多年未招新人后，改制后
的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终于通过公开招考，实现了8
个人入编，其余学员则仍以非编员工身份留了下来。

“尽管非编待遇差很多，能坚持下来，除了热
爱还是热爱，大家演出、练功从不懈怠，团里也从
未放弃他们！”林德和说，中心尽量通过演出创收
保障大家的收入，先把人留下来，尽管撑得很辛
苦，但勉强还能维持院团正常运作。

三年疫情的反复，让剧团发展雪上加霜。“演
出少，中心创收低，但人员的工资以及要缴纳的

‘五险一金’却是铁打的支出。”林德和大概算了一
下，全团一年至少要创收 500 万元，才能补足财政
拨付差额 20%的部分，如果算上非编人员的工资
等开支，压力就更大了。那段时间，需要“吃老本”
发工资的他每天都很焦虑。

经费不足，影响的不只是工资。
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经常应邀到海外演出，

但每次林德和都不得不精打细算，“随便出去一
趟，单演职人员的吃住就是一大笔支出”。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闽南地区发源、两岸共同
发展的剧种，歌仔戏在串起两岸情感纽带、促进两
岸文化交流中有着独特作用，对于“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的华侨同样具有文化价值。林德和深知剧
团要经常“走出去”，才能打响厦门歌仔戏品牌。

“仅新加坡就去了不下 10 次，一去就是一个月，一
演就是 20多场。再过不久又要过去演出了。”

2017 年，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曾接到俄罗斯
方面的演出邀请，但考虑到上百万元的费用开支，
林德和权衡后放弃了。有一次剧团受邀去新加坡
演出，由于人数限定，剧团无奈之下只好削减乐队
人数，演出时使用录制伴奏。“《陈嘉庚还乡记》这
出戏就是用这种方式，用最少的资金把我们的戏

传播出去。”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梅花奖演员苏燕
蓉感慨地说。

作为歌仔戏省级传承人和厦门歌仔戏研习中
心副主任，庄海蓉则对传承工作现实困境感受更深。

作为国有文艺院团，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每
年除了要完成演出任务外，还要创作新剧目，工作
任务重。即便如此，中心除了做好剧团内部“老带
新、传帮带”、到厦门艺校开展教学外，还派出优秀
演员，指导海沧育才小学、海沧北附学校、厦门公
园小学等多所学校开展“歌仔戏进校园”等教学活
动，做好传承工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庄海蓉
说，如果投入经费不足，就较难保障固定的人力投
入到“戏曲进校园”等传承工作中，专门创作适合
大中小学生的课本剧更是吃力。

改革政策的接连出台
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的困境，在厦门其他国

有文艺院团都或多或少存在。
厦门市现有厦门歌舞剧院、厦门小白鹭民间

舞艺术中心、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厦门市南乐团
及厦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共 5家国有文艺院团。厦
门市文旅局艺术处处长陈忠坤表示，各院团在推
动精品创作、实施文化惠民、弘扬闽南优秀传统文
化、提升城市文艺品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均
不同程度地存在体制机制障碍、队伍力量不足、激
励机制不活、资金投入不足等深层次问题，面临生
存发展困境。

激发队伍活力，帮助它们出精品、出人才、出
效益，成为厦门必须要答好的考卷。

为此，从 2020年开始，厦门市先后组织队伍深
入江苏、上海、广东等地调研考察，并多次召开文
艺界人士、市属国有文艺院团及相关部门座谈会，
结合实际梳理研究具体改革思路举措。

“博采众长，他们做到了，我们也要做到，他们
做不到，我们要争取做到。”厦门市文旅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

“考察回来之后，我们走访了编办、人社局、组
织部、财政局等部门，一开始遇到不小的阻力。”陈
忠坤说，“这是冷门领域，有没有必要花大力气推
动这个改革，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僵持之际，厦门市有关领导当机立断：文艺院
团不仅不能断代，还要不断出新出彩。

历经两年的积极探索，2022年 12月，厦门市深
化国有文艺院团相关改革方案在市委深改委会议
上获通过。半年多后，配套政策《厦门市国有文艺院
团“一团一策”改革实施方案》出台。文艺院团改革，
构建起“以演出为中心环节，以加强精品创作为重
点任务”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提出 19条具体做
法及 3条保障措施，用政策解渴纾困、助力发展。

“改革的目的是激发院团的生机和活力，激活
艺术‘一池春水’。”厦门市文旅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厦门市这次的改革主要解决三个方面问题，即
保障生存、激励创作、培养人才。换句话说，厦门要
让文艺院团既探索市场运营模式，又有尊严保障，
让艺术家有尊严地工作。

传统戏曲文化的传承，关键还是“人”，而要留
人，首先就要提高待遇。为此，厦门提供了“真金白
银”式的支持：各院团重新合理核定人员规模，满
足创作演出生产需要，同时以全额拨款方式给予
经费保障，免除院团后顾之忧，5 家院团核定的队
伍总数较改革前增加近百人。这一改革，不仅解决
了差额拨款单位原来 20%差额的缺口，更实现了

“多演多得”“优绩优酬”，有利于吸引和留住人才，
充分激活人员工作积极性。

“厦门这次改革力度真的很大！”改革让厦门
歌仔戏研习中心优秀青年演员姚琼男很受激励。
她对“同工同酬”最有感触。

姚琼男本是自家剧团的当家花旦。2011 年，姚
琼男在厦门参加一档歌仔戏“十二旦”比赛，认识
了时任比赛评委的歌仔戏首朵“梅花”苏燕蓉并拜
她为师。2013 年底，她因学历不符合要求，在厦门
歌仔戏研习中心的招考中落榜，但她展现出的戏
曲天赋，给中心领导和考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4 年，在苏燕蓉的力荐下，她成了厦门歌仔戏研
习中心的一名非编人员，一入剧团就跟着到新加
坡演出。

“当时就是临时工，一个月基本工资才 2000元
左右，远低于编内同事，也远低于自己在职业剧团
的收入。”姚琼男坦言，“说一点都不失落是骗人
的，但当时我看中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的平台，感
觉自己的专业能够在这里得到很大提升。”

果然，在厦门的几年间，她的不懈努力获得了
回报，频频担任一号女主的她，身段、唱腔、演技大
大提升。她不仅在多项比赛中获奖，还评上了中级
职称。这些，是她在民间职业剧团不敢想的。

随着年纪渐长，一直是“临时工”的姚琼男一
度想离开，但她对自己这么多年的付出又心有不
甘和不舍。她跟团里其他非编人员一样，始终相信
努力不会被辜负。

在厦门推进文艺院团改革中，姚琼男实现了与
中心在编人员同工同酬。“此次待遇的提升，我将它
当作是对自己的肯定，更是一种激励！”姚琼男说。

激活“一池春水”
歌仔戏《侨批》刚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又开

始拍电影了；高甲戏刚拍完电影版《阿搭嫂》，又开
始在精心打磨大型历史剧《陈化成》；舞剧《花儿与
海》入选第十四届中国舞蹈展演；南音《文姬归汉》
作为全省音乐类唯一剧目入选上海国际艺术节……
今年，厦门市文艺院团盛事不断，创作及打磨提升
剧目数量较去年翻番且成绩优异。

基础好、精品多，是厦门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的
底气。改革，又为文艺院团发展增添了信心。

此前，精品剧目可通过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
获得重点专项扶持。而根据改革方案，厦门还设置
了千万元级厦门市国有文艺院团专项创作经费，鼓
励各院团创作精品。

资金的加持，让厦门市国有文艺院团在“走出
去”“引进来”时，有了底气和信心。

作为国家一级编剧，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院
院长曾学文的剧作，让厦门几个专业院团在全国
产生较大影响。他创作的歌仔戏三部曲《邵江海》

《蝴蝶之恋》《侨批》先后获得了“五个一工程”等
大奖。

在曾学文看来，歌仔戏在对台交流和连接“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中有着天然的优势，应该给予一
定的经费安排，鼓励多“走出去”交流演出，不断扩
大知名度和影响力。

文艺院团“引进来”，也因改革设置的精品剧
目奖励资金，在吸纳更多外部主创人员和知名演
员加入方面更有实力。

“引进来”有何好处？让林德和印象深刻的是
2002 年《邵江海》的上演。“在《邵江海》之前，我们
排了很多戏，但就是走不出去，到排《邵江海》的时
候，剧团请了很多外来的主创人员参与。通过外来
专家与本土熟门人的合作，演出获得了成功。”

之后，厦门市歌仔戏剧团与台湾唐美云歌仔
戏团合作，共同创演了大型剧目《蝴蝶之恋》，号称

“文化的破冰之旅”。台湾的唐美云和大陆的庄海
蓉分饰男女主角，这是厦门、台湾歌仔戏演员有史
以来第一次在舞台上合作。

“剧团邀请全国的主创人员参与，给剧团的
人员提供了学习机会，到《渡台曲》的时候，剧团
已经可以用自己的主创队伍去创作一台好戏。我
们不再像井底之蛙了。”林德和如此评价剧团的
进步。

眼下，厦门已制定实施厦门市国有文艺院团
舞台艺术创作三年规划，围绕重点题材储备重点
剧（节）目 20个，着力培育更多具有国家水准、中国
气派、闽南特色的精品力作。

这项工作，也有改革举措为支撑。根据政策，
同时对获得省级以上重大艺术奖项的国有文艺院
团（含个人）给予 1∶1配套奖励，且获得的奖励可用
于发放人员福利，列入所在单位绩效工资总量，不
受总量控制，不作为核定绩效工资总量基数。

文化惠民演出，是重要的文化传承载体。在这
方面，国有文艺院团是主力军。数据显示，我省现
有国有文艺院团 65 家，2022 年演出超过 7000 场，
进乡村演出近 2500 场。其中，县级院团 39 家，2022
年进乡村演出 1788 场。地方戏演出占到全省进乡
村演出的 89%。

文艺院团改革，让这个载体有了更强的活力。
为了激发院团活力，厦门此次改革突破先行绩效
分配标准，允许各院团将经营性收支净结余全部
纳入绩效工资总量用于搞活内部分配，为实现多
劳多得、优绩优酬提供了政策支持。

这无疑让团员们干劲更足了。“我们明显感觉
到大家的积极性上来了。”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
者、厦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团长吴晶晶表示，“梅
花奖创设 40年了，获奖演员越来越多，但使命是一
致的——真正为人民服务。”吴晶晶每年坚持下基
层演出，今年已演出 60多场。

今年初以来，厦门深入基层开展文化惠民演
出 400 余场次，形成在市民中影响力较大的“我们
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我们的节日”等文化
惠民演出品牌。

更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改革还提高了高级职
称结构比例，超出标准比例部分专门用于优秀中
青年演员，推动职称评聘向一线和青年演职人员
倾斜。

如今，院团改革带来的变化，就连歌仔戏的老
戏迷们都能明显直接感受到。全新创排的《燕归
巢》首次演绎“乡村振兴”现代题材，时尚清新的气
质颠覆了新老戏迷对传统歌仔戏的认知；《侨批》
开展全国巡演，开启地方剧种唱响“世界文化符
号”的先河；戏曲进校园传承工作成效明显，两位
小演员喜摘“小梅花”；惠民演出、下乡演出场场爆
满，新老演员在舞台上个个憋着劲……这种势头，
让林德和对剧团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

“我常跟大家说，现在我们中心迎来了发展的
新机遇，改革是动力也是压力，有这么好的平台和
政策，如果出不了成绩，会心中有愧。”林德和表
示，“歌仔戏要走向世界，这是我们的目标，虽然这
个目标很遥远，但是我们会不断努力。”

文 艺 院 团 改 革 ，正 向 更 广 领 域 推 进 。不 久
前，对福建省文旅厅直属的 6 家文艺院团，省文
旅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直属文艺院团改革
发展的工作措施》，提出形成全系统支持院团发
展格局……

春风吹过万物生。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排头兵”，厦门敢为人先，激发院团内生动力，激
活艺术“一池春水”，正在努力开创国有文艺院团
改革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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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艺
院
团
改
革
的
厦
门
实
践

□
本
报
记
者

林
泽
贵

游
笑
春

国有文艺院团的发展
如何做到把社会效益放在
首位，并实现社会效益与
经济效益相统一？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文件，对国有文
艺院团改革发展提出了明
确要求，不仅明确国有文
艺院团是繁荣发展社会主
义文艺的中坚力量，更聚
焦 出 精 品 、出 人 才 、出 效
益，着力完善院团管理体
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各地
在推动改革发展中取得了
积极进展。

厦门，历经两年的积
极探索，成为我省文艺院
团改革的“排头兵”。2022
年 12 月，厦门研究通过深
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相关
方案。2023 年 7 月，配套出
台《厦门市国有文艺院团

“ 一 团 一 策 ”改 革 实 施 方
案》。这些政策，成为破解
厦门国有文艺院团生存发
展困境的关键之举。

改革政策落地后，厦
门市国有文艺院团展现新
风 貌 ，人 才 多 了 ，市 场 旺
了，演出火了，院团发展迎
来了春天。

本期《深读》，记者带
您走近文艺院团改革背后
的故事。

电影版高甲戏电影版高甲戏《《阿搭嫂阿搭嫂》》拍摄现场拍摄现场（（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两岸歌仔戏种子培训两岸歌仔戏种子培训。。（（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核 心 提 示

一部一部《《邵江海邵江海》，》，让厦门歌仔戏受到全国关注让厦门歌仔戏受到全国关注。。（（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南音南音《《文姬归汉文姬归汉》，》，献演上海国际艺术节献演上海国际艺术节。。（（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20142014年年，，厦门文艺院团赴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庙商演厦门文艺院团赴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庙商演。。（（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