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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 言

辽宁省文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 许红英

辽宁是个艺术品种多样、舞台艺术成就卓著的文化大省，其中话

剧、芭蕾、歌剧、京剧、杂技等大剧种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相比而

言，辽宁独有的地方戏曲剧种建设相对薄弱，落后于全国多数省份。目

前，我省有一定特色和发展历史的特有剧种，以辽剧的成熟度、影响力

最高，发展后劲最强。辽剧原名辽南戏，是在辽南、辽西皮影戏曲调音

乐、表演程式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其他民间戏曲艺术精华而创立的新兴

地方剧种，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2002年，经辽宁省政府批准，辽

南戏更名为辽剧。

多年来，辽宁文化管理部门和辽剧艺术工作者，为辽剧的发展做了

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辽剧的前进之路虽然坎坷，但风雨兼程，一路向

好。辽剧为板腔体，行当齐全，唱腔丰富，曲调优美，人物性格鲜明，

表现力强，在辽南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与当地方言相融合，增加了新的

音乐元素，表现出更加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逐步形成了独特的音乐唱

腔和表演程式，出现了一批代表性艺术家，创作出众多深受广大观众喜

爱的剧目，曾被誉为“辽宁第一剧”。一个剧种的发展，只顾埋头走路

是不够的，还要有意识地记录下自己的实践脚步，有相应的基础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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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提供理论支撑，使其在驻足回望时，能看清自我并调整前进的步伐。

目前，与其他戏曲剧种的研究广度和研究深度相比，辽剧研究还处在开

荒阶段，此前还没有见规模的文字记载。《辽剧述论》对记录辽剧历

史，研究辽剧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辽剧发展的珍贵历史记录。

《辽剧述论》是辽宁省文化厅老领导刘效炎同志退休之后，耗费大

量的时间精力撰写、收集、编辑而成。他一方面从大文化发展的视野出

发，自己撰写辽剧研究文章，一方面四处查阅资料，咨询了无数的相关

知情人士，将散逸在历史深处的辽剧研究、评论文章和媒体报道收集到

一起，然后反复地勘误比对，研究确认，务求准确，并将整理出来的资

料逐字逐句敲到电脑上。经过十多年的时间，涓涓细流终于汇集成书，

体现了一位老文化工作者对辽剧的深厚感情，对辽宁文化事业的令人钦

佩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

这本书的出版，填补了辽剧研究的空白，是辽剧发展多年积淀下来

的重要成果。特别是刘效炎同志搜集整理的附录部分——《辽剧产生、

发展的历史记事》和《辽剧系列演出记录》，是辽剧多年艺术实践的全

景历史记录，字字句句针脚密集，难能可贵。本书整理出版之际，编者

又将近几年辽剧发展的重要事件和重要文章补录进去，一并刊印，以使

剧种的发展脉络和时间接续更加清晰。

地方戏曲剧种的发展建设，是一个地区大文化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地区文化能否均衡发展的重要评价标准。当前，在全国各地文化

投入日益加大，文化建设蒸蒸日上的大趋势下，确立辽宁独有地方戏曲

在我省整体文化格局中处于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改善其生

存状况，促进其健康发展刻不容缓。

在当今的文化生态中，一个剧种要发展，必须要有政府和文化主管

部门的大力推动与扶持。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支持戏

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辽宁省政府也随后下发了《关于振兴辽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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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戏曲的实施意见》，为辽剧振兴明确了目标，提出了任务和保障措

施。辽宁省文化厅在省委、省政府的带领下，正在对辽剧发展想办法，

促振兴。将给予辽剧应有的文化地位，将剧种的发展纳入辽宁文化发展

的整体格局，形成必要的发展战略。在不断的创作演出过程中，强化并

逐步确认其鲜明的艺术个性，推出代表性剧目。加强剧团建设，尽快培

养后续人才，推出代表性人才。同时扩大辽剧的演出场次，增加其知名

度，使其逐步发展壮大。

《辽剧述论》的出版，就是我们振兴辽剧的举措之一。

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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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百花园中一新枝

李默然

辽剧原称辽南戏，是在流行于辽宁省辽南地区的“影调”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地方戏曲剧种。它是和黑龙江省的龙江剧、吉林省的吉剧于

20世纪50年代先后兴起的。但辽南戏却因众多原因中间停顿了下来，

原属省直的辽南戏剧团解体，人员流散。人们慢慢地从记忆中忘却了东

北的辽宁也曾有过新剧种。反思之，不能不说是决策上的失误。

现在，在省委、省政府的关怀下，在宣传、文化主管部门的具体领

导下，在瓦房店市和盖州市现存的两个剧团的基础上，要重新振兴发展

辽剧，这是个有战略意义的决策。

有同志提出：“在中国这个戏剧大国中，辽剧将占个什么位置？”

我想，辽剧的定位还是很明确的，即扎根在辽南地区广大群众中，

为辽南地区广大观众服好务。当然，随着辽剧的不断发展和逐渐成熟，

有了好戏，出了人才，能够像龙江剧、吉剧一样走向全国，亦非遥远的

事情。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欲使辽剧健康发展，我有以下拙见，供业内

参考：

首先，致力于辽剧建设的朋友们，要十分敬业，要团结（特别是负

责领导工作的同志），只有队伍团结了，心往一处用了，黄土才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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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金。

其次，要深入开掘，在原有影调的基础上，丰富、发展其优点，弥

补其艺术上单薄等不足，创作出深刻、厚实的剧本。

再次，要下大力气培育主要创作力量。而在表演艺术上，演员更应

多吸取各剧种之优长，创造适合辽剧表演的艺术形式，就是说，要培养

造就一批优秀的、观众喜爱的、德艺双馨的演员。

最后，要吸取教训，不要操之过急，培植一个被观众认同的新剧

种，要有耐心，要有韧劲儿，要不怕失败。奢望一蹴而就，名扬天下，

是不现实的。

在戏曲艺术的百花园中，辽剧是一朵新花。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

在辽剧艺术工作者的努力下，它一定会愈开愈鲜艳，愈绚丽。

（原载2002年3月2日《中国文化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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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南戏为什么改名“辽剧”

刘效炎

辽南戏是辽宁省独有的地方戏曲剧种。它起源于辽南地区的皮影

戏，20世纪50年代中期，辽南地区的皮影艺术工作者，在皮影戏的基

础上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戏曲剧种。它以真人代替影人，用舞台代替影

窗，用真嗓代替假嗓，逐步发展衍变而来。辽南戏唱腔优美、委婉动

听、风格奇特、行当齐全，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在由辽南皮影向辽南戏

演变的过程中，盖州皮影艺人演出的辽南戏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

响。20世纪60年代初，在省委、省政府关怀下，正式命名并成立了辽

宁省辽南戏实验剧团。然而，辽南戏的发展道路坎坎坷坷，一波三折。

“文革”期间，辽宁省辽南戏实验剧团被迫砍掉。“文革”后，辽宁省辽

南戏实验剧团曾恢复，80年代中期，在剧团调整中又被撤销。

辽南戏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为什么要改名“辽剧”呢？

一、辽宁省辽南戏实验剧团虽然两度被撤销，但辽南戏这个剧种却

显示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辽宁现有两个辽南戏

剧团，一是营口盖州市辽南戏剧团，一是大连瓦房店市辽南戏剧团。盖

州市辽南戏剧团演出的现代戏《半庙沟》，古装戏《龙凤镜》《望儿山》

均在省艺术节中获剧目奖。《半庙沟》曾参加全国“天下第一团”的演

出。瓦房店市辽南戏剧团20世纪80年代初创作演出的辽南戏《加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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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珍》曾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后来又创作了大型现代戏《姜云胜》

《潮满月圆》和一些综合性节目，都参加了辽宁省和大连市的重要艺术

活动。其中《姜云胜》一剧1998年还应邀进京演出，同年该剧荣获辽

宁省“五个一工程”奖。该团去年创作演出的大型现代戏《月在别时

圆》获辽宁省第五届艺术节优秀剧目奖，受到观众好评。这样的好形

势，是辽南戏改名“辽剧”的有利条件。

二、我国是一个戏曲大国，全国共有戏曲300余种，每个省、地区

都有自己的地方戏曲艺术，如河南有豫剧，河北有梆子，山东有吕剧，

山西有晋剧，广东有粤剧，福建有闽剧，浙江有越剧，等等。就拿东三

省来说，黑龙江的龙江剧、吉林的吉剧，在全国已成为“品牌”，它们

的拳头产品龙江剧《荒唐宝玉》、吉剧《燕青卖线》等不仅红遍东北，

而且享誉国内。辽南戏则因种种原因未能形成广泛持久的全国性艺术影

响，这与辽宁戏剧大省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与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

也是不相称的。

三、近几年来辽宁省文化厅非常重视辽南戏的发展，1999年专门成

立了“辽南戏艺术指导委员会”，并派出专家多次讨论剧本，指导辽南

戏的戏剧创作。经过努力，辽南戏艺术在原有基础上又上了一个台阶。

在辽宁省第五届艺术节期间，盖州市辽南戏剧团演出的《望儿山》，在

节目单上已经改称辽剧。我省新闻媒体及时予以了报道。许多辽南戏工

作者觉得辽南戏改称辽剧的时机已经成熟。过去的四五十年内，辽宁地

方戏曲剧种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吉林、黑龙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剧

种名称。辽南戏所指地域过于狭小，无论观众还是戏曲工作者，都受到

很大局限。辽西民间也有影调戏，与辽南戏曲调接近，改称辽剧以后，

许多弊端便可以克服了。辽剧自然也应包括它们。

辽宁省文化厅顺应艺术事业的发展与变化，听取了专家们的意见，

决定将辽南戏改名为辽剧。辽南戏改名辽剧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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