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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

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

来了！”胡风以诗人的豪迈激情欢呼：“时间开始

了！”从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一去不返，

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感成为民族情绪的集中体

现。新中国话剧的历史，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

建立关系紧密，话剧对于时代变化的敏感性以及

它自身所具有的革命性，使其对新的国家体制和

文化政策迅速呼应并及时反映，当它成为一种新

中国的文化仪式之时，便与国家形象形成互动关

系。从1949到 2019，新中国的历史走过了70

年。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壮大、繁荣、

发展，新中国的话剧事业在现代化、民族化的道

路上开拓进取，不断创造出新的成绩。

国家话剧发展体系的建立

新中国话剧历史的书写，离不开党对话剧工

作者与话剧院团的领导和支持，也离不开国家意

识形态对话剧艺术思想的引领和指导。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 7月 2日至

19日，党中央就在北平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

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此即为第一届文代会。此次

会议拉开了中国当代话剧史的帷幕，确立了“新

的人民的文艺”的方向。来自国统区、解放区以

及曾经的沦陷区的文艺工作者汇集在共产党的

旗帜下，这其中就有著名戏剧家田汉、欧阳予倩、

洪深、阳翰笙、李伯钊、张庚、阿英、沙可夫等等。

毛泽东主席到会并讲话，他的讲话延续了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重申文艺为工农

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也成为新中国

文艺的指导方针。周恩来、郭沫若、茅盾、周扬在

会上做了报告。为了庆祝这一文艺盛事，来自全

国各地的32个戏剧团体进行了历时29天的演

出，其中《红旗歌》《炮弹是怎样造成的》《民主青

年进行曲》《喜相逢》等话剧受到好评。一些来自

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戏剧家甚至感慨，来自解放区

的话剧居然有如此生动、鲜活、旺盛的生命力和

表现力。

话剧工作者拥护党的文艺政策，巴金赞叹：

“我看见人怎样把艺术和生活揉在一块儿，把文

字和血汗调和在一块儿，创造出来一些美丽、健

康而且有力量的作品，新中国的灵魂就从它们中

间放射出光芒来。”（巴金：《我是来学习的》）曹禺

感慨：“新社会到来了，我居然成为千千万万革命

文艺工作者中的一员，成为毛主席文艺队伍中的

一员，我是多么感激和骄傲！”（曹禺：《永远向

前——一个在改造中的文艺工作者的话》）因此，

他们为眼前的新世界欢欣鼓舞。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着手创建全国性

话剧发展体系，新中国话剧体现了统一性这一

鲜明特点：用党的文艺方针统一思想，用党的

文艺政策统一体制，用现实主义的戏剧理念统

一创作方法，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统

一训练演员。

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成立的中华戏剧工作者

协会，由田汉担任主席，张庚、于伶任副主席，

1953年更名为中国戏剧家协会，由业内有一定

成就的编剧、导演、演员、舞台美术家、戏剧音乐

家、戏剧评论家及戏剧活动家组成，各省、市、地

区成立对应的下级机构，它不同于以往的民间

“班社”、“行会”，是国家文艺政策的执行者和戏

剧管理者。一些著名的戏剧家，如曹禺、田汉、欧

阳予倩、熊佛西、夏衍、焦菊隐等，在国家实行的

统一发展的戏剧体制中，担任着重要的领导职

务，所有戏剧工作者都是国家工作人员。

新中国成立之初，从黑龙江到新疆、西藏，从

内蒙古到云南、福建，话剧院团如雨后春笋，纷纷

涌现：

1949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建立。

1950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建立。

1950年，空军政治部话剧团建立。

1951年，解放军总政话剧团建立。

195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

1952年，福建省话剧团（后更名为福建人民

艺术剧院）成立。

1954年，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成立。

1956年，中央实验话剧院成立。

1956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成立。

1956年，云南省话剧院成立。

……

这与国家促进话剧艺术发展的政策相关：

1951、1952年，文化部连续举办全国文工团会

议，明确指示，各大行政区及有条件的大城市应

当整编文工团，成立话剧团。党和国家领导人高

度重视话剧艺术的发展，毛泽东、刘少奇、周恩

来、朱德、陈毅等常到剧场看戏，并留下了大量和

演职员在一起的照片。据不完全统计，到20世

纪60年代，全国的话剧院团已达150余个，从业

人员逾万，话剧成为遍布全国的一大剧种。

专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新中国的话剧，首先真实地反映了新时代的

现实生活和精神新貌，显现了戏剧工作者为捍卫

新政权、讴歌新理想、塑造新形象所做出的努

力。20世纪50年代，涌现了一批反映新时代、新

生活的戏剧，如《战斗里成长》（1950）、《龙须

沟》（1951）、《在新事物面前》（1951）、《四十年的

愿望》（1952）、《董存瑞》（1952）、《春风吹到诺敏

河》（1953）、《冲破黎明前的黑暗》（1953）、《妇女

代 表》（1953）、《万 水 千 山》（1954）、《考

验》（1955）、《同甘共苦》（1956）、《布谷鸟又叫

了》（1957）、《洞箫横吹》（1957）等等。

在革命历史题材的话剧创作中，《万水千山》

气势恢弘，构思雄伟，彰显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历

程和红军战士的奋斗精神。此剧原名《铁流两万

五千里》，取材于伟大的红军长征，编剧陈其通就

是这伟大壮举的亲历者、幸存者。他以自身的体

验，带着满腔的热诚，站在历史的高度，把艰苦的

长征写得惊心动魄，雄奇悲壮。

1956年，儿童剧《马兰花》由中国儿童艺术

剧院演出。该剧根据中国民间故事改编，它歌颂

了勤劳与质朴的美好品德，嘲讽了不劳而获的没

落思想。它以清新的风格、鲜明的形象、活泼的

形式，寓教于乐，赢得了一代又一代儿童观众的

赞赏。

1956年3月1日至4月2日，“第一届全国话

剧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的41个话剧团、2000多名话剧艺术工作者参

加了观摩和演出。新中国的话剧工作者已经形

成了一支6000人的艺术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有对“第四种剧本”的错

误批判，有“大写十三年”的导向问题，有反右扩

大化的不良影响，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

但十七年的戏剧发展，还是奠定了共和国的话剧

基础，锻造了一批优秀剧目和保留剧目。

1962年，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

座谈会”之后，出现了《第二个春天》（1963）、《霓

虹灯下的哨兵》(1963)、《年青的一代》(1963)、《激

流勇进》（1964）、《龙江颂》（1964）、《兵临城

下》（1964）、《雷锋》（1964）、《南海长城》（1964）、

《不准出生的人》（1964）等剧，依然具有重要的

艺术价值和时代内涵。

1964年3月31日，1963年以来优秀话剧创

作及演出授奖大会在首都剧场隆重举行。16个

多幕剧、6个独幕剧的39位作者和20个演出单

位分别获得创作奖和演出奖。获奖话剧《第二个

春天》表现了中国海军的科学家和干部、工人，联

手设计“海鹰”快艇由失败到成功的过程，展示了

他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获奖话剧《霓

虹灯下的哨兵》1962年由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

首演。它是根据上海有名的“南京路上好八连”

的事迹创作的。经过一番现实考验和思想斗争，

八连驻守在繁华的南京路上，适应新的岗位，锻

炼成长。《文艺报》发表社论指出：“自1963年以

来的这一年间，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和

国内外大好革命形势的鼓舞、推动下，它又及时、

鲜明、有力地反映了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生

活”，“话剧舞台上出现了一片空前活跃的繁荣景

象”（《巩固成绩，扩大成绩，乘胜前进》，1964年

4月11日）。

新中国话剧事业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

秀的艺术工作者。为了提高话剧从业者的专业

素质，从1954年到1957年，国家先后聘请7

位苏联戏剧专家来华执教，他们带来了斯坦尼

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的导、表演训练方法，强

调作为演员不是模仿形象，而是在创造的过程

中，按照“规定情境”，通过内心的真实体验，

达到有机天性的下意识的创造——“成为形

象”。这种现实主义表演风格的确立，使得同一

个剧团来自不同区域、方法不一、难以协调的表

演技术，迅速向着和谐、统一、一致的风格化的表

演艺术的目标迈进。

岁月不居、春秋代序。如果把新中国的话剧

人才比作一座美丽的百花园，大有“一从梅粉褪

残妆，涂抹新红上海棠，开到荼縻花事了，丝丝天

棘出莓墙”的意兴。一代又一代的话剧工作者，

他们的艺术生命在形象里彰显，在舞台上更生，

在艺境中延展。

民族自信与开放胸襟

新中国的戏剧工作者在现代化和民族化的

方向上，不仅作出了勇敢的探索，而且取得了卓

著的成绩。无论是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形成、上

海戏剧特色的出现，还是辽宁人艺风格的打造、

军旅戏剧的风范等等，都有新中国文化土壤的培

育、厚植之功。

《龙须沟》（1951年北京人艺首演）不但以地

道的北京话活现了这座城市的风情画面，更刻画

出一群活生生的北京人的形象，让整个舞台表演

显现出“一片生活”的风貌，他对地域特色和文化

内涵的探索，奠定了北京人艺“京味话剧”的艺术

风格。

1957年老舍发表的《茶馆》，不但是老舍戏

剧创作的高峰，也是新中国戏剧创作中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杰作。焦菊隐从《龙须沟》开始，就已经

在探索着中国话剧民族化的艺术道路。他对斯

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具有深刻的理解和掌握，但

是他更醉心于如何将中国戏曲的精华运用到话

剧中来，并且找到把它同斯氏体系融合的契机，

打通中国戏曲同西方戏剧相结合的道路。他赞

成“内心体验”，“逼真地再现生活”，但更追求戏

剧诗的境界。在导演《虎符》时，他有计划地让演

员的行动按照戏曲的锣鼓点进行；在1959年导

演《蔡文姬》时，他让演员的吐字归音、神情仪态

具有中国古典美的韵致，努力做到通过形似达到

神似。1980年《茶馆》第一次走出国门，这也是

新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向世界，它在德国演出引起

巨大反响，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此后多

次赴欧、美、亚各洲演出，至今仍是一票难求的

演出奇迹。

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在现实中立足，在

探索中奋进，一直是新中国话剧发展的主潮。

时代的几次重要转折，社会的几次政治运动，在

中国话剧历史上都留下了鲜明的印记。改革开

放初期，话剧的创作和演出呈现“井喷”之势，不

仅在艺术观念上勇闯左倾禁区，而且在思想解放

中 占 据 了 排 头 兵 位 置 。 无 论 是《于 无 声

处》（1978年）的“惊雷”、《报春花》（1978年）里

的“春讯”；还是《西安事变》（1978年）、《陈毅市

长》（1980年）中领袖们的生动复归，抑或《王昭

君》（1979年）、《大风歌》（1979年）中老剧作家

笔锋雄健，都显现出中国话剧对社会现实的敏

感、对“文革”遗留的历史问题的关注，对思想解

放、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的呼应。

在新时期和新世纪，中国话剧一方面寻根于

民族文化之源，另一方面又海纳百川，吸纳西方

现代的戏剧经验，形成了探索创新的动力和开拓

进取的态势，出现了《狗儿爷涅槃》（1986）、《桑

树 坪 纪 事》（1987）、《李 白》（1991）、《鸟

人》（1993）、《商鞅》（1997）、《地质师》（1997）、

《父亲》（1999）等等。

《狗儿爷涅槃》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心理的复

杂性，以及左的政治运动给他们带来的精神创

伤。在戏剧结构上，采用意识流与倒叙交叉互用

的方法构置情节，用心理外化的方法突出人物的

深层心理。导演林兆华让死去的地主祁永年，以

戏曲鬼婚的飘步，逡巡在狗儿爷身边。这一种心

理外化、具象化的表现手法，有效地表现了剧中

人情绪的恍惚，以及二者的精神联系。

《桑树坪纪事》的故事发生于“文革”时期，

在一个偏远、封闭的西北山村桑树坪，世世代代

居住着一群为生存而奋争的人们。而

“文革”的政治背景、对农民利益的剥夺，

又加剧了他们生存的困境。导演徐晓钟

以开放的视野，对现代主义戏剧艺术采

取吸纳的态度，将写意和写实、情与理、

再现与表现等交融一起。

此外，无论是北京人艺、中国国家话

剧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都积累了一大

批可以轮演的保留剧目，新创剧目、经典

剧目、实验剧目彼此互动，大剧场、小剧

场交相辉映。

向话剧艺术高峰攀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

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面貌日新月异，文学艺

术特别是戏剧艺术的发展步入新的轨道。社会

主义的文艺事业是党的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此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

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首次提出了文艺的“高

原”与“高峰”命题，引导人们反思文艺创作中所存

在的现实问题，从国家文化复兴的战略目标出发，

以顶层设计方式，提出了创造时代文艺、攀登文艺

高峰的构想。此后，怎样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

人民的艺术高峰之作、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

之作，成为当代思想界勤于思考的理论命题，也成

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勇于探索的实践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坚持

党的领导，在艺术标准上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目标导向，在创作立意上要坚持

“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有筋骨、有道德、有

温度”的价值取向，在艺术追求中要坚持“为时代

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艺术理想，这

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艺术高峰、认知艺术高峰

的重要思想武器。

近年来，一批改编自文学名著的话剧显示出

不俗的成绩，一些“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

讴歌英雄”的新创剧目如《红旗渠》（2012）、《北

京法源寺》（2015）、《白鹿原》（2016）、《从湘江到

遵 义》（2016）、《兰 陵 王》（2017）、《谷 文

昌》（2017）、《平凡的世界》（2017）等，取材广泛、

风格多样，显现出了可喜的创作态势和骄人的演

出业绩。

话剧《北京法源寺》取材于李敖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晚清时期内忧外患加剧之时，康有为、梁

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变法人士，劝说光绪颁布“明

定国是诏”，推行新政，无奈变法失败，谭嗣同等

戊戌六君子慨然赴死。导演田沁鑫以法源寺为

灵魂超度的道场和思想交锋的阵地，从当代文化

立场出发，多角度、多层面地反映晚清历史的波

谲云诡、仁人志士的肝胆热血、生死较量的尖锐

激烈。《兰陵王》的故事产生自上古传统戏曲，它

透视人性、饱含哲思、蕴涵辩证，寓意深刻，兰陵

王的本我与可人儿、大面之间的伪装与伪化、阻

抗与挣扎的心理动机与外在行动，逻辑清晰，如

流水般顺势展开却形成抓牢人心的张力。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化艺术发展，

2014年国家艺术基金开始设立，到2018年已经

资助与话剧相关的项目400多项。以前话剧艺

术只在京沪两地演出较多，一些边远地区则鲜有

所见。国家艺术基金的扶持极大地激发和调动

了地方话剧院团的艺术积极性，滇、陕、甘、宁、

青、川、藏、黑、吉、辽等省区，甚至一些二三线市

镇，话剧演出明显增多，一些校园剧社、民营剧团

的话剧演出也蓬勃开展，进剧场观赏话剧业已成

为百姓文化消费的重要方式。

在2019年6月闭幕于上海的第12届中国艺

术节上，共有《谷文昌》《追梦云天》《历史的天空》

《苍穹之上》《柳青》《干字碑》《共同家园》7部话

剧参与演出。这些话剧是近3年以来话剧工作

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进行艺术探索与舞台

实践的美好结晶，其中一些剧目品相良好，具有

经典潜质，显示了从高原向高峰迈进的趋势。

好的艺术作品的产生需要有好的发展环境，

需要完善的文化生态。我们面临着历史上最好

的话剧发展际遇，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解决

新的问题。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创造出从“高

原”向“高峰”迈进的话剧作品。

由王晓鹰任艺术指导，庞贝编剧，白瀛执导的原创话剧《广陵绝》将于9

月15日至23日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上演。该剧将魏晋末年嵇康辩诬与战国

末年聂政刺韩的故事拼贴在一起，兼具文学性和实验性。

嵇康出身门阀，面对司马氏笼络人心的手段，不屑合作也不想合作，为蒙

冤好友辩护终遭陷害被杀。刑前，嵇康从容不迫，索琴弹奏琴曲《广陵散》，并

慨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即古时的《聂政

刺韩傀曲》。庞贝表示，嵇康和聂政两个人因《广陵散》被紧密联系在一起，而

在话剧《广陵绝》中，两个角色由同一演员饰演，在同一个戏剧时空的舞台上

形成了另一种形式意义上的“拼贴”。除嵇康、聂政由一人饰演外，剧中的每一

个演员都拥有两个角色。他们合二为一，在600年的时空交错中，6位演员完

成了全剧的“角色同构”。在庞贝看来，嵇康与聂政都是“道义”的化身，“道义”

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资源。白瀛表示，该剧旨在通过展现人在面

对重大选择时的心理复杂性，探讨人的复杂性。

该剧舞美一大亮点便是“沙”的运用。这是北京人艺实验剧场历史上首次

将舞台铺满沙子，演员将在白沙上暴走、跑步、坐卧，进行具有仪式化的表演，

而沙本身既是隐喻和象征，也将呈现极具震撼力的视觉效果。 （余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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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文联和中国音协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奋进新时代》大型原创交响合唱音

乐会8月29日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办。音乐会由指

挥家张国勇执棒，中国爱乐乐团担任演奏，中国音协爱

乐男声合唱团、中央音乐学院合唱团和北京音协合唱团

担任合唱。歌唱家张也、杨小勇、王宏伟、王丽达、周晓

琳、龚爽等演唱。音乐会由作曲家印青担任艺术总监，朗

诵表演艺术家徐涛和马跃、于芳共同担任主持。

此次音乐会演出的作品是中国文联和中国音协组

织音乐界中坚力量，紧扣新时代主题，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集中创作推出的优秀原创成果。音乐会

由《序》、四个乐章和《尾声》组成，12首作品贯穿其中，

通过独唱、重唱、合唱和单乐章交响曲等形式演绎，饱含

抒情、抒怀、赞美、自豪、激励、奋进的情愫，生动表达了

中国人民置身于新时代的幸福感和使命感。其中，女高

音与混声合唱《嫦娥与我》（陈涛词、印倩文曲、龚爽演

唱）以具有海南黎族民间音乐特色的元素，营造了富于

浪漫色彩的静谧意境，观众沉醉于“我”与嫦娥号遥遥相

对的深情；由作曲家关峡创作的同名单章交响曲《新时

代的荣光》采用奏鸣曲曲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华儿女在奋进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各行各业奋斗者们

的昂扬精神和喜悦之情。

据介绍，《奋进新时代》从策划至今历时近一年的

时间，先后组织召开了16次研讨会、改稿会、审听会

等，充分研讨论证，反复打磨提高。音乐家们潜心创

作，倾情奉献，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地域民族风情和

当代中国音乐表达有机地结合起来，艺术地展现了时代

脉动和时代风貌。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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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话剧70年：

映日荷花别样红映日荷花别样红
□宋宝珍

《奋进新时代》大型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上演

《《枊青枊青》》

《《天下第一楼天下第一楼》》

《《桑树坪纪事
桑树坪纪事》》

《《茶馆茶馆》》

《《万水千山
万水千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