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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树新花分外红
———记前进中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

　　世纪之交的１９９９年，对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来说是一个丰收的年
头。为庆祝新中国５０华诞而着力推出的三台大戏《迟开的玫瑰》《长
城歌》《好年好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迟开的玫瑰》获第六届中

国戏剧节“曹禺戏剧奖优秀剧目奖”及八个单项奖，荣膺中宣部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并应文化部邀请进京参加国庆５０周年献礼演
出活动。在陕西省庆祝新中国成立５０周年优秀剧目展演中，《迟开的
玫瑰》《长城歌》《好年好月》在众多参演剧目中技压群芳，包揽了前三

名并分别荣获演出特等奖、优秀剧目奖、主演特等奖等２０个奖项。特
别是《迟开的玫瑰》一剧在北京、沈阳和西安等地演出后，好评如潮。三

台剧目的成功与获奖，标志着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形

势下艺术创新取得了新的突破性的成就。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是西北地区最大的艺术院团，承担着精品创作、

研究、改革、创新、实验和示范演出地方戏曲的重任。重视新剧目的创

作，是研究院一贯的传统。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涌现出了不少反映时代

风貌、深受群众喜爱的佳作。如延安时期上演的《血泪仇》《穷人恨》， ００１　　　



新中国成立初期编演的《梁秋燕》《赵氏孤儿》《游西湖》等，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编演的《杏花村》《千古一帝》《杨贵妃》等剧目，都给观众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近几年来，又相继推出了《漂来的媳妇》《臂塔圆舞曲》

《留下真情》等全国获奖剧目。在新中国成立５０周年之际，研究院的领
导班子牢牢把握这一历史契机，明确工作重点，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

施，把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创作排演优秀作品、培养优秀人才，作

为全院工作的中心任务。他们从狠抓创作入手，以本院和省内联系的

作者队伍为基本力量，并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剧本，院领导班子会同院艺

术研究机构及各个团再三研究，并诚邀省内及全国的专家学者反复讨

论，从２０余个剧本中多中选优，优中选精，遴选出了《迟开的玫瑰》《长
城歌》《好年好月》三个投排剧本。三部剧本，既有现代戏，又有历史

剧；既有城市题材，又有农村题材。从不同的角度歌颂民族精神，弘扬

人间正气，具备良好的再创作基础。如《迟开的玫瑰》，剧本投排之初尚

有一定的争议。研究院的主要领导看准了剧本特有的深刻内涵，认定

它是一部很有希望的剧作。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院里广泛征求意见，

组织作者并借助省内及全国专家的力量，进一步提高、完善剧本，同时

在二度创作上狠下功夫，无论导演手法、音乐唱腔、表演程式、舞台美术

等方面都采取强强联合，付出了巨大而艰辛的劳动，从而为祖国５０年
华诞献上了一台感人至深的好戏。经过全院演职员团结一心奋力拼

搏，三台重点剧目都达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较高水准。

《迟开的玫瑰》在平凡中塑造人物，多侧面多层次地展现了主人公乔雪

梅丰富美好的精神世界，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新时期更高层次

上的回归，高扬起“真、善、美”的旗帜，折射出改革开放２０年来的伟大
成果和历史进程。《好年好月》描写了改革开放在农村的进一步深化以

及人们观念的更新，给人们以思想启迪和人生感悟。新编历史剧《长城

歌》则赋予修筑长城的史实以全新的思想内容，讴歌了不屈不挠的民族

精神，气势恢宏壮阔，格调雄浑悲壮，既有厚重的历史沧桑感，又具有鲜

明的现代气息。三部作品运用多种诗情画意的手法，将戏曲艺术之美

尽可能地表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确保精品战略的实施，研究院以高度使命感和责任心去发现、　　　００２



培养、延揽人才，为年轻人提供各种学习、进修、实践和参赛的机会，为

青年人成才铺路搭桥。通过不定期召开青年剧作家的创作研讨会，关

注他们的进步；举办青年演员的专场演出，提高他们在戏剧界的知名

度，扩大其社会影响。近年来，该院一批青年演员在艺术上日趋成熟，

生、旦、净、丑各行当都有堪挑大梁的骨干。编剧、导演、音乐、舞美各门

类也造就出一批可用之材。这次新剧目排演中，研究院更是重视培养

新人，挖潜力、压担子，使得一批新人脱颖而出，这些举措对振兴地方戏

曲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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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戏剧创作概观

　　戏剧在十年浩劫时期是名副其实的重灾区，不仅中国丰厚的戏剧

遗产全部被定为“封建主义糟粕”，新文学以来的话剧亦被全盘否定。

被江青窃夺并据为己有的“八个样板戏”曾对普及京剧起过一定的作

用，但实际上它已成为“四人帮”帮派文艺理论的“样板”，成为其迫害

广大文艺工作者及人民群众的一种手段。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了“四人

帮”，推翻了他们一整套的反动文艺理论，拯救了文艺，也拯救了戏剧。

作家和艺术家怀着对“四人帮”强烈的愤慨和仇恨投入创作，老作家焕

发了青春，一批中青年作家脱颖而出，创作演出了数量多、质量高的戏

剧作品，短期内形成了中国当代戏剧史上一次新的创作高潮，取得了引

人注目的成就。到１９７９年庆祝国庆三十年献礼演出的短短三年里，话

剧、戏曲、歌剧、舞剧等都出现了百花竞放的局面。加在戏剧身上的种

种枷锁砸烂了，优秀的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代戏纷纷出现，成绩斐

然。其中话剧最为突出。在整个献礼演出的１３７台剧目中，话剧就占

了６２台。虽然有的作品受极“左”影响，有的人物还有“高大全”弊病，

但总的来说，创作题材扩大了，主题开拓深化了，表现了新面貌、新特　　　００４



点。揭批“四人帮”，清算其反革命罪行的有《枫叶红了的时候》《于无

声处》《九一三事件》等，为拨乱反正、批判林彪及“四人帮”提供了形象

化的教材，直接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的有《西安事

变》《陈毅出山》《东进东进》《滚滚的黄河》等作品，剧中出现了毛泽

东、周恩来、陈毅、贺龙等光辉形象。反映新长征“四化”建设的话剧有

《报春花》《未来在召唤》《权与法》《救救她》以及当时影响很大的《假

如我是真的》等。这类剧作，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恢复发扬

了我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改革与保守、新生力量与传统势力、优

良作风与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

时代精神。陈白尘的《大风歌》和曹禺的《王昭君》是当时影响较大的

历史题材作品，有借古论今的特点。前者以汉高祖死后的“诸吕之乱”

为题材，批判了篡国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后者以“昭君和番”为题

材，宣扬了民族团结的主题。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出现的这次戏剧创作高潮，不仅仅是时代政治情
绪的产物，它的出现是令人沉思的。戏剧以积极的态度干预生活，表现

亿万群众关心的社会重大主题，反映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和思想观念

的深刻变化，这就使戏剧先于其他文学形式“火”起来，不少剧作引起

轰动效应，演出久盛不衰。在当代文学史上这一时期无疑是戏剧的繁

荣辉煌时期。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及中西
方文化的交流与渗透，戏剧创作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层次的碰撞，创作上

出现了探索戏剧，形成了多元化的创作格局。

新时期戏剧界影响最大的论争是关于“戏剧观”的论争。早在

１９６２年，著名戏剧家黄佐临发表了《漫谈“戏剧观”》一文，提出了打破

“严重限制了我们的创造力”的单一的戏剧观问题，比较了世界戏剧史

上影响最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观、布莱希特戏剧观和梅兰芳戏

剧观，并着重介绍了布莱希特戏剧观，倡导“放胆尝试各种各样的戏剧

手段”，“创造民族的演剧体系”。新时期戏剧观论争可以说是２０年前

黄佐临先生提出问题的继续。从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６年，这场论争持续了
六年之久，几十位戏剧家、理论家参与了讨论，发表文章上百篇，一时蔚 ００５　　　



为大观。文章集中讨论了戏剧的“写实”与“写意”、“幻觉”与“非幻

觉”、“传统”与“反传统”问题。这场论争是在世界戏剧发展的背景下

中国戏剧回归本体的运动，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研究的切入角度，扩展了

视野，使戏剧在现代意识下回归审美品格，认识到当代健全的戏剧观应

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系统。它直接带来了探索戏剧的兴起并取得了

相当可观的成就，促使了现实主义戏剧借鉴不同的艺术手法而得以丰

富发展，也影响了导演、表演、舞美、音响等方面的革新。上海文艺出版

社编选的《探索戏剧集》，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有争议的话剧剧本

选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就是探索戏剧的代表作。《屋外有热流》《绝对

信号》《车站》《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

《寻找男子汉》等一大批描写人们复杂内心世界的艺术形式新颖的作

品，大都出自中青年剧作家之手。魏明伦的《潘金莲》以荒诞剧的形式

表达对人物的独特评价，通篇进行心理分析。１９８８年沙叶新的《耶稣、

孔子、披头士列侬》以寓言式构造表现了作者对不同文化的思考。如此

数量多质量高的探索戏剧，是文艺界兴起的探索热潮在戏剧创作中的

反映，体现了新时期戏剧工作者的追求。

具有写实倾向的再现生活的戏剧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有了新的发

展，出现了苏叔阳的《左邻右舍》、李龙云的《小井胡同》、郝国忱的《榆

树屯风情》《昨天、今天和明天》、李杰的《田野又是青纱帐》、魏敏等人

的《红白喜事》、刘锦云的《狗儿爷涅?》等剧作，而 １９８８年何冀平的
《天下第一楼》问世，则是现实主义戏剧的新收获。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社会发展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转型期。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文学呈现出某种不适应的状态，戏剧创

作也陷入了困境，演出锐减，剧场萧条，观众流失，剧作家改行，甚至较普

遍地出现了“不演不赔、多演多赔”的现象。为了摆脱戏剧的艰难处境，

社会各方面以及戏剧工作者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出现了

新的格局：严肃戏剧、通俗戏剧、探索戏剧及商业戏剧并行发展，演出形式

大小剧场并举，不少好戏在小剧场演出。小剧场容纳１５０人左右，采用多

种舞台形式，缩短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获得了不凡的业绩。

舞台上出现了一批弘扬人间正气、歌颂英雄主义的主旋律作品，如　　　００６



《孔繁森》《徐洪刚》《徐虎师傅》等，努力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在平凡

中塑造英雄，多方面展示人物美好的内心世界，在物欲横流的颓风中高

扬共产主义精神的旗帜，对精神文明建设起了显著的作用。更值得一

提的是以市民生活爱情、婚姻、家庭为题材的内容趋向通俗化的作品，

如《同船共渡》《热线电话》《午夜心情》《危情夫妻》《情感操练》《离婚

了，就别再来找我》《留下真情》等，亲切平易，既有一个通俗感人的故

事，又能给人以思想启迪、道德感化和某种人生感悟。以戏曲的形式搬

演外国名剧，是当今戏剧界奇特有趣的现象。川剧《图兰朵》改编自普

契尼作曲、西莫尼作词的歌剧，昆曲《夕鹤》改编自日本同名歌剧，华剧

《真的、真的》改编自芬兰著名话剧，河北梆子剧团演出古希腊悲剧《美

狄亚》以及不同剧种改编上演的莎翁戏剧等，都令人耳目一新。而商业

戏剧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方兴未艾，上海推出的英国荒诞剧《情人》、意大
利话剧《开放夫妻》《美国来的妻子》，北京的《蝴蝶梦》《９０戏剧卡拉
ＯＫ之夜》、相声剧《明春曲》，或以明星效应来吸引观众，或以传媒炒作
而先声夺人。

为了振兴戏剧，党和政府采取了许多得力措施，执行了党的文艺政

策，鼓励和引导戏剧创作，抓精品，培育新人。全国性的五个一工程奖、

文华奖、梅花奖、曹禺戏剧文学奖等奖项，体现了党和政府的良苦用心，

促进了戏剧精品的产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过广大戏剧工作者的

努力，戏剧创作定会迎来又一个春天。

００７　　　



“文化惠民工程”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省戏曲研究院剧场“西安天天有秦腔”调研

　　坐落在南郊文艺北路上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场，是西安一处红火
地所在。自该院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在院剧场推出“西安天天有秦腔”活动，
至今已连续演出达１７００场。六年多来，每到夜幕初降，华灯勾勒出剧场
高大而富丽的轮廓，两旁行道树上，闪闪烁烁的满天星装扮出一片璀璨，

剧院门前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临近开演更是热闹，拿着票急切地等人

的、打电话呼叫催促的，为古城西安装点出一幅安乐祥和的民俗画卷。

天天演戏，天天有人看戏，这在多元文化时期是全国少见的社会现

象，也是陕西省委、省政府以省财政为支撑而实施的“文化惠民工程”

所营造出的西安独有的文化景观。

文化惠民政策惠及近百万观众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是西北地区最大的融创作、表演、研究于一体的
　　　００８



戏曲艺术院团，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多年来，他们没有在历史和荣誉之

中沉醉，而是坚定地认为，为老百姓多演戏、演好戏，应作为戏曲团体不

懈的追求目标；拓展演出市场，培育观众群体，延续剧种生命力，是剧目

创作和剧目生产的主要目的。针对全国范围内城市戏曲演出市场萎缩

的状况，他们反复论证，研究对策，最终寻找到秦腔重返城市的突破口，

即以新建成的剧场为依托，打造“西安天天有秦腔”的文化品牌，用陕

西省戏曲研究院这块金字招牌，激活西安演出市场。

说干就干。有院属四个团近百台剧目的支撑，这个设想迅速付诸

实施，新剧场开始了试运营，随即打出了“西安天天有秦腔”的大旗。但

是，很快暴露出了新的问题：通过成本核算定出的最高３８０元、最低８０
元不等的票价，在市场上呈现出不可思议的现象———堪称高价的 ＶＩＰ

戏票卖得最火，可是卖出去的票却常常空座。经仔细观察，终于发现了

其中的奥秘。原来，买这种票的往往是将其作为礼物送了人情，得到票

的人却并不一定喜欢秦腔；而真正的戏迷群体———城市底层的普通百

姓以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因囊中羞涩、经济拮据，连最低价的８０元戏

票也不愿自掏腰包，从而远离了剧场，这使得“西安天天有秦腔”活动

的策划者们陷入了惶惑和迷茫。

这种窘境并没有持续多久。２００９年，“天天有秦腔”活动引起了省
委、省政府以及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领导的关注和肯定，也赢得了省

财政厅的赞同。“西安天天有秦腔”随即进入了省财政“文化惠民工

程”序列，得到政府资助的演出迅速调低票价，活动得以全面、健康地向

前推进。为了让普通观众能以低票价享受到高水平的演出，“西安天天

有秦腔”推行甲票３０元、乙票２０元、丙票１０元的超低票价，并且每场
给农民工免费赠票３０张（有时更多），累计赠票逾数万张，最大限度地

适应了城市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水平。

数字会说话。省戏曲研究院“西安天天有秦腔”活动，连续举办六

年，推出１００多部剧目，坚持演出了１７００多场，共有８０余万人次的观
众前来剧场观看了演出，其中不仅有老年、中年观众，也有不少从未接

触过戏曲的青少年观众。有效地培养了城市观众群体，并从市场角度

推进了秦腔的现代化进程。 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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