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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回望中国话剧的

发展进程，就如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取得全国胜利的征

程一样，它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历经革命斗争中暴风雨的

洗礼，在砥砺前行中开放出一朵朵绚丽多彩的艺术之花。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话剧的成长与成熟

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重视是从建党之初就开始

的。党的早期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办《新青年》杂

志，1923年正式成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倡导科学、民

主，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开展新文化运动，开启民

智，唤醒民众，反帝反封建。发表《文学革命论》（陈独秀）、

《新旧思潮之激战》（李大钊）等论文和《狂人日记》（鲁迅）

等作品。剧目创作有《终身大事》（胡适）、《泼妇》（欧阳予

倩）、《一只马蜂》（丁西林）、《获虎之夜》（田汉）、《三个叛

逆的女性》（郭沫若）、《打出幽灵塔》（白薇）、《雷雨》（曹

禺）等一批表现反帝反封建、提倡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内

容的话剧。

1929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

会，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1930年3月2日，中国左

翼作家联盟成立，“它同以后陆续成立的其他许多左翼文

化团体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共同接受我

党中央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周扬）。其

中，左翼戏剧家联盟就是“文总”领导下的一个分支机构，

1931年在上海成立，周扬、胡风、田汉等先后担任过“剧

联”党团书记。除在上海设立总盟外，1931—1933年先后

在北平、汉口、广州、南京、杭州、南通、天津、太原、济南、

青岛、成都等地设立了分盟或小组，使左翼戏剧运动在全

国迅速发展，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

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对革命文化活动的“围剿”。

左翼戏剧家联盟的主要任务是在白色区域开展工

人、学生和农民的演剧运动，采取“剧联”独立演出、辅导

工人和学生表演以及联合演出的方式，积极开展无产阶

级戏剧运动。创作剧目有：描写工人和市民生活的《阿珍》

《梅雨》《血衣》《活路》《名优之死》《回春之曲》等；描写红

军革命历史的《我——红军》《战斗的夏天》《年关斗争》

《南昌暴动》等；描写农村生活的《五奎桥》《香稻米》《东北

之家》等；宣传抗战内容的《乱钟》《血衣》《放下你的鞭子》

等。从艺术上说，有的剧目内容比较简单，有的戏还存在

着标语口号式的宣传，但演出效果却出乎意料的好。《放

下你的鞭子》是一个街头剧，抗战期间演了8年，有时一

天演几场，演遍了大江南北，鼓舞了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

投入抗战的战场。

抗日战争爆发，全国迅速掀起全民抗战的热潮。在上

海，中国剧作者协会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十三个“救

亡演剧队”；在武汉，周恩来领导的“三厅”组织了十个“抗

敌演剧队”和一个“孩子剧团”。艺术家们放弃大城市的生

活，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工厂、农村、军营乃至战斗的

前线，以话剧为武器，宣传抗战，动员民众，保家卫国，抗

击侵略者，其话剧作品也在血与火的锻造中逐步走向了

成熟，出现了中国话剧史上第一个高潮。

如果说，曹禺的《雷雨》标志着中国话剧在文本创作

上的成熟，那么，抗战时期话剧的成熟则是整体性的，其

表现：一是创作好作品的作家多；二是从文本创作到舞台

演出，包括导演、表演、舞台美术等各个方面的成熟，出现

了《屈原》《天国春秋》《忠王李秀成》《秋声赋》《法西斯细

菌》《凤凰城》《升官图》《正气歌》《全民总动员》《民族至

上》《李秀成之死》《秋瑾传》《风雪夜归人》《保卫卢沟桥》

《上海屋檐下》《夜上海》《明末遗恨》《雾重庆》《国家至上》

《孔雀胆》《清明前后》《李闯王》《蜕变》《丽人行》《抓壮丁》

等一大批优秀剧目。话剧《丽人行》向传统戏曲学习，全剧

分为21场，以形式上的创新获得评论界一致好评。有评

论家说，《丽人行》是“往新形式的路上去的一个绝大的成

功”。直到今天，抗战话剧在创作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仍

然是中国话剧史上一颗最璀璨的明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扎根人民，歌颂新生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人民

热血沸腾，迅速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高潮，祖国处

处洋溢着朝气蓬勃的新气象。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

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揭开了新中国

文学艺术发展的新篇章。在欣欣向荣的氛围感染下，话剧

艺术家心潮澎湃，从内心洋溢着一种歌颂党的领导、歌颂

伟大的祖国、歌颂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冲天干劲

的激情，话剧创作也跨进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描写新生活、歌颂新人新事的剧目大量涌现。如歌颂

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的《龙须沟》《四十年的愿望》《刘连

英》《妇女代表》《赵小兰》等；描写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红

旗歌》《考验》《烈火红心》等；描写农村巨大变革的《春风

吹到诺敏河》《种桔的人们》《人往高处走》等；描写抗美援

朝的《钢铁运输兵》《英雄阵地》等；表现解放区军民英勇战

斗精神的《战斗里成长》《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万水千山》

《董存瑞》等。老舍先生因创作《龙须沟》的成功获得“人民

艺术家”的光荣称号，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话剧工作者。

贯彻“双百”方针，大大激发了话剧艺术家的创造活

力，话剧创作出现了一批具有新的尝试与追求的新剧目。

如《布谷鸟又叫了》《同甘共苦》《洞箫横吹》《上海滩的春

天》，描写合作化时期的新人形象，力求克服概念化、公式

化的影响，改变“一个阶级、一种职业、一种典型”的倾向，

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写出人物丰富的心理活动和独特

个性，表现出充满生活情趣的内心情感和具有深刻意蕴

的哲理内涵，在题材的处理和舞台呈现方面体现出新的

艺术追求。《霓虹灯下的哨兵》《第二个春天》《年轻的一

代》《李双双》《雷锋》《远方的青年》《豹子湾的战斗》《南海

长城》《不准出生的人》《战洪图》《山村姐妹》等也是这个

时期出现的优秀剧目。

话剧民族化探索的深入。话剧民族化一直是话剧艺

术家关注的话题，抗战时期在重庆、桂林、延安等地展开

过广泛讨论。新中国成立后，为纠正我国话剧舞台创作学

习苏联演剧经验出现的“一边倒”倾向，党和国家领导人

提出了艺术“民族化”的问题，发出文艺创作“革命化、民

族化、大众化”的号召，话剧创作出现了《虎符》《蔡文姬》

《茶馆》《关汉卿》《文成公主》《枯木逢春》《骆驼祥子》《桃

花扇》《红色风暴》《红旗谱》《甲午海战》《马兰花》《宝船》

等优秀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多样化的艺术实践，以浓

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体现民族风貌，吸收戏曲的表

现手法，在演出形式和表现形式上融会了民族戏剧的美

学精神，为话剧艺术的发展探索一条具有中国民族特色

的创作之路。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主旋律创作放射光彩

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戏剧艺术家的改革意识，话

剧创作革新由此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戏剧改革是从对话

剧“危机”的反思开始的。发生于1983年的“关于戏剧观”

的大讨论，随后是布莱希特、梅耶荷德等西方戏剧的被介

绍，使艺术家们的思路大为开阔。在吸收、借鉴西方戏剧

中优秀的舞台艺术表现手法的同时，向中国传统戏曲吸

收艺术营养，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与实验，打破陈旧创作观

念的束缚，努力寻求舞台呈现的多样化与丰富性。其中，

导演观念的创新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舞台创作中突破斯

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借鉴布莱希特“间离效果”

和西方现代派艺术的表现手法，把西方戏剧的假定性与

传统戏曲的写意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写实与写意，以

及意识流、电影蒙太奇等创作手法，比较好地解决了内容

与形式的协调统一问题，使话剧舞台呈现出一部部诗意

化的戏剧作品。《屋外有热流》《原子与爱情》《绝对信号》

《母亲的歌》《街上流行红裙子》《魔方》的创作，或推倒“第

四堵墙”、破除一切幻觉的实验，或多场景的运用，或写意

性舞台设置，或进行心理意识流的尝试，或多种创作流派

的表现手法使用，不仅没有使所表现的内容“失真”，反而

强化了人物的情感真实，把生活真实提升到艺术真实的层

面。《蛾》《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双人浪漫曲》《周郎

拜帅》《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

等作品以超现实的创作方法表现生活的内在真实，使舞台

创作呈现出整体的形式美和时空流动的韵律美，不仅丰富

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而且使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得到进一

步发扬光大。《狗儿爷涅槃》《中国梦》《桑树坪纪事》运用

戏剧假定性，借鉴中国传统戏曲和说唱艺术的表现方法，

将表现与再现、写实与写意有机地融为一体。把主人公的

内心独白变得能和观众直接交流，并外化为有意味的戏

剧情景，把话剧表演与音乐、舞蹈相融汇，充满东西方哲

学的美学意蕴。这些作品是“探索戏剧”创作中里程碑式的

作品，是话剧在不断革新过程中所闯出来的一条艺术创新

之路，标志着中国新时期话剧经过蜕变后走向了成熟。

探索戏剧的兴起也促进了现实主义话剧创作深入发

展。一是以新的视角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艺术

形象，改“仰视”为“平视”，以鲜活的生活细节写出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平民本色、高尚品德和英雄气概。《报

童》《宋庆龄和孩子们》《陈毅市长》《秋收霹雳》《贺龙军

长》《平津决战》《朱德军长》《虎踞钟山》《马克思流亡伦

敦》等率先突破描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禁区，塑造

出有血有肉、可爱可亲的领袖人物形象。二是突破题材禁

区，以写“人”为创作主旨。《明月初照人》《不知秋思在谁

家》《昨天、今天和明天》《山乡女儿行》《母亲》《人生不等

式》《寻找男子汉》从关注女性恋爱婚姻入手，大胆表现改

革开放年代中女性思想意识的觉醒、自信力的增强和崭

新的精神风貌。三是增强现实主义话剧的艺术表现力，通

过人物形象塑造深入开掘剧作主题。《商鞅》《沧海争流》

《死水微澜》《张之洞》等以对历史事件的深入开掘，对历

史人物思想情感的细腻描写，表现出深刻的哲理意蕴。

《小井胡同》《红白喜事》《黑色的石头》《夕照》《天边有一

簇圣火》《同船过渡》《李白》《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打工

棚》以个性鲜明的小人物形象表现出人的素质提高与民

族精神的提升。《岁月风景》《洗礼》《士兵突击》《北京大

爷》《地质师》《“厄尔尼诺”报告》等描写在改革开放的时

代中人们的思想变化、人格成长以及出现的新问题。儿童

剧《陈小虎》《春雨莎莎》《雪童》《白马飞飞》《一二三起步

走》塑造了新的儿童艺术形象。

进入21世纪，话剧创作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

化”文艺政策的指导下，题材不断拓展，创作手法多样，舞

台创作出现了绚烂多彩的局面，主旋律话剧创作具有突

破性的进展。

从展览好人好事到创造人物形象，出现了以真人真

事为题材创作的多部优秀作品。《郭双印连他乡党》描写

一位具有独特个性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的故事。《黄土谣》以湖南一个村支部书记宋先钦辛苦10

年还清村里18万元借债的事迹创作，通过父子之间的心

灵碰撞展现了两代人的思想矛盾冲突以及不同的人生追

求。《我在天堂等你》展现两代军人的思想冲突和价值观

念的不同，使人们看到了理想的崇高和信念的光辉。这些

作品一改话剧作品中党员领导形象苍白的问题，以生活

真实为基础，写出了有理想、有追求、有血有肉的个性化

人物形象。

从写社会问题剧向艺术层次迈进。在探索、寻找、创

新的过程中，话剧创作不断地提升自身的艺术审美水平。

《天籁》《生死场》《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谁主沉浮》

《立秋》《这是最后的斗争》等是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

优秀剧目。

儿童剧创作的回归与突破。《宝贝儿》《享受艰难》《我

和我的影子》《绝对小孩》《古丢丢》《想飞的孩子》《大山里

的红灯笼》《红缨》《戴“星星”的孩子》《山羊不吃天堂草》

《火光中的繁星》等，让孩子们在生活中认识自己，在社会

实践中进行自我教育，学会在艰难困苦中成长。

新时期民营话剧是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诞生的，始

于上世纪90年代。在创作方面，民营话剧是实验、创新

的。《思凡》《恋爱的犀牛》《隐婚男女》《卤煮》《我这一辈

子》《二马》《戏台》等作品都是经过市场检验的比较优秀

的话剧作品。

社会主义新时代：
贴近现实向高峰进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指导

下，艺术家进一步增强了“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

责任心与使命感，始终保持与时代同步伐，与国家共命

运，与人民同呼吸，弘扬时代主旋律，聚焦现实题材创作，

围绕重大主题推出一批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优秀作品，

开拓出话剧创作的新格局。

话剧艺术质量不断提升，尤其是主旋律话剧，题材开

掘不断深入，创作思维不断扩展，塑造人物越来越鲜活。

《麻醉师》通过某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陈绍洋先进事迹的描

写，写出了“信仰”的力量，塑造了可信的人物形象。《共产

党宣言》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思想理念融

入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中，使深刻的思想产生了吸引人

的艺术魅力，使共产党员林雨霏的形象更加感人。《兵者·

国之大事》敢于直面当代军队在治军观念中的矛盾冲突，

是军旅戏剧在创作观念上的一次突破。

塑造英雄模范人物方面的突破，摈弃了“编年史”式

的创作模式，以生动鲜活的细节突出英模人物的人格风

范。《古田会议》《董必武》《三湾，那一夜》《支部建在连上》

比较成功地塑造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

中国革命进程中年轻领导者的艺术形象。《今夜星辰》《深

海》通过科学家生活工作中有趣的故事，写出了他们为国

家无私奉献的理想抱负和高尚品德。《平凡的世界》《红旗

渠》《谷文昌》《柳青》《焦裕禄》《路遥》《家客》《沧浪之水》

《长安第二碗》《上甘岭》等在主题开掘、人物塑造等方面

都取得了令人可喜的艺术成就。而在抗疫表现上，《逆行》

描写医护人员和普通民众一起抗击新冠肺炎病毒可歌可

泣的动人事迹，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写出了艺术美，在普

通人中写出了敢于担当的责任信念，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

在灾难面前永不言败、敢于奋斗的顽强意志和坚忍不拔的

毅力，弘扬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战胜困难的奉献精神。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

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剧作家们用手中之笔，为

人民书写，为时代放歌，把激情与感悟化为一部部优秀

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像《塞罕长歌》《县委书记廖俊波》

等作品，或表现最美的青春奋斗者，或聚焦扎根一线的

基层干部，在舞台上为脱贫攻坚留下了壮阔、恢弘的时

代记忆。

历经风雨向高峰进发历经风雨向高峰进发
————建党百年话剧发展历程及艺术成就建党百年话剧发展历程及艺术成就 □□刘刘 平平

党的领导
与百年文艺

5 月 12 日，第 24 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

本奖新闻发布会在南京举行，历时整整一年，

经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推荐的 48 部戏剧剧本，再经初评、复

评，最终评选出 5 部获奖作品，分别是：话剧

《三湾，那一夜》（编剧王宝社）、湖南花鼓戏

《蔡坤山耕田》（编剧吴傲君）、话剧《家客》（编

剧喻荣军）、昆曲《梅兰芳·当年梅郎》、歌剧

《尘埃落定》（编剧冯必烈、冯柏铭）。为了鼓励

戏剧剧本创作，本届曹禺剧本奖还增设了 5

部提名作品：话剧《记忆密码》（编剧李亭）、京

剧《春秋二胥》（编剧冯钢）、京剧《延安往

事》（编剧宋洋、陈卓）、姚剧《童小姐的战

场》（编剧黄先钢）、话剧《沧浪之水》（编剧毛

剑锋）。5 月 21 日，第 30 届中国戏剧奖·梅花

奖和第24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于金陵

古都同场举行颁奖典礼，一时文采风流盛于

江南，梅花竞艳甲于海内。

“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是由中宣部

批准，中国文联、中国剧协共同主办的全国性

剧本创作专业奖项，是中国戏剧界创办最早、

影响最大、专业性最强、权威性最高的戏剧奖

项之一，也是目前中国惟一为戏剧编剧设立

的专业奖项。多年来，曹禺剧本奖评选出了一

大批优秀剧本，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剧作

家，为推动我国戏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

数年前，我曾那样决绝地一个猛子扎下

水，从此艺海澜涛，一去不顾。对于搞剧本创

作的人来说，精神独处是常态，孤寂泅渡是修行，戏剧编剧俗称“打本

子的”并不好当，文化苦旅只能孤勇直行，风雨如晦还摧折不得。我感

激曹禺剧本奖，让曾经的自己在孤苦伶仃的煎熬中获得了及时的抚

慰与有力的肯定。曹禺剧本奖对于戏剧编剧来说，是职业生涯的一处

“驿站”，同心同志同路人比肩朝圣，四海八荒向着这个“驿站”汇聚，

在这里“打尖”“歇脚”，切磋交流，成为对手、朋友、同伴、知音，孤胆英

雄们惺惺相惜，交手慰藉，这里曾经是天涯若邻的归属。

曹禺先生是中国戏剧的丰碑，我与同侪后辈因为共同的景仰结

缘，所以在曹禺剧本奖评选中，一直心怀虔诚与敬畏，以一个编剧的

切身体会去完成这项评选工作，认认真真地阅读数十个剧本，不肯放

过每一部文本每字每句所蕴含的每点机心。我从“被评”到“评他”，身

份虽有转换，但仍与剧作者同喜同悲，同哭同笑同疯魔。

祝贺曹禺剧本奖的得奖者，更想感谢他们，是他们让世界更加变

幻婀娜、悲悯慷慨，在那或虚或实的舞台文本中，他们让包括我在内

的读者、观众享太平又经风雨，历繁花又遭罹难。我恍恍惚惚跟随王

宝社，穿越时空来到了 1927年 9月 29日，亲身见证了那次决定中国

革命前途命运的会议，在三湾村过了“惊险却又伟大”的一夜。从江西

到邻省湖南，湘军才人吴傲君闲云野鹤，浊酒谈笑间以传统折子戏为

基础，整理重构出“一个小旦、一个小丑，还有一个胡子佬倌”三人一

台的花鼓戏，情趣盎然间刨出香喷喷正宗土鸡蛋一枚。喻荣军在“今

夜无人入眠”的上海城市中心的一座老旧宅院反复探讨生活里有没

有如果，他的《家客》以独具匠心的假设与轮回演时代之变革与蜉蚁

之命运。多年前我也曾读过《春江花月夜》，为昆曲文本之后续有人而

欣慰，如今再读罗周的《梅兰芳·当年梅郎》只觉江山代有才人，更为

欢喜。因有着连续多年的民族歌剧创作经历，所以，我对歌剧《尘埃落

定》的改编一早关注，老冯小冯二冯君（冯必烈、冯柏铭）紧密关联了

文学与戏剧，完成了文与戏的相互滋养，在民族歌剧创作领域越走越

稳，还望越走越宽阔……

连着数日闭关锁门纵情沉浸之后，我从成堆的舞台剧本审读中

重回现实，发现曹禺剧本奖入选作品推荐单位无一不审慎，各剧种无

一不美好，而编剧们又无一不是关注社会、观照现实的，他们心怀时

代的痛点与亮点，一笔当先坚守戏剧剧本创作，立时代之潮头，发思

想之先声。作为同行，我深深懂得戏剧剧本创作的熬心熬神与劳心劳

力。百般纠结后我又悄悄释然，戏剧剧本创作虽棘地荆天，但漫漫长

途修行之人甚众，这对于戏剧舞台创作而言是幸运的好事，一剧之本

的创作需要最执著的热爱与最坚忍的苦守，一代一代、一批一批戏剧

编剧的加入是优秀舞台艺术坚不可摧的根基，每一个剧本都亮出一

种姿态，每一位编剧都满怀着深情，文艺创作的高峰才可能壁立千

仞，巍然擘云，舞台艺术的春天才可能林深木秀，蔚然成景。

“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我由衷地祝贺获奖和获得提名的同

行，也由衷地祝福尚在征途的追梦人，恃自由与梦想，执我心之所善，

虽九死其犹未悔。曹禺剧本奖是一届又一届的无尽“驿站”，我们在这

里灵犀相通，意气相投，也在这里聚散离合，结伴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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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期艺海问道文化论坛在京举办

专家学者研讨文艺评论的价值引领

5月11日，由中国文化报社主办的第34期“艺海问道”文化论坛在京

举办。来自中国作协、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戏曲学

院、中央电视台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文艺评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领”主题展开研讨。

会上，吴义勤、吴文科、傅谨、王纪宴、鲁太光、胡一峰、石岩、孙佳山结

合文学、曲艺、音乐、文艺理论等不同角度的生动实践，畅谈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文艺评论重要论述和重要批示指示精神的体会，深入探讨

打造文艺批评这把利器的尺度、力度和亮度，探讨文艺评论如何更好推动

艺术创作以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让作品成为精品，同时成为文

化自信、文化自觉的底蕴。主办单位负责人、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有关同

志也参加了此次论坛。

与会者表示，文艺评论工作是推动文艺繁荣、引领受众审美、活跃理

论场域的重要力量，当前语境下的文艺评论工作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呼

吁重视文艺评论的思想性、民族性和时代性，营造良好的批评氛围。

专家谈到，文艺评论家首先要做一名合格的读者、观众，需要有基本的

阅读量与观看量为支撑，面对每年盛产的大量文艺作品，这需要耐心和毅

力的加持；其次要敢于说真话，营造风清气正的文艺批评生态环境；再次，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用道德批判、政治批判代替文艺评论的现象时有发生，

现阶段“乱骂”比“乱捧”的问题还要严重，应当加以警惕；最后，文艺评论工

作者要在尊重审美差异性、尊重文艺工作者劳动、尊重文艺作品、怀揣理性

态度的前提下学做啄木鸟，勇于发扬剜烂苹果的精神。与会者认为，文艺批

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

领风尚的重要力量。主流媒体上刊载的文艺评论既要影响那些有影响的

人，更要影响那些最容易受到影响、价值观尚未成型的年轻人。

（许 莹）

《《放下你的鞭子放下你的鞭子》》 《《虎符虎符》》 《《古田会议古田会议》》

《《谷文昌谷文昌》》

《《柳青柳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