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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军旅背景下的云南边塞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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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梳理归拢了关于 “边塞”的不同界定的概念之后，笔者认为 “边

塞”不仅仅是一种历史概念，也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概念，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情

怀。从文化角度来看，则表现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意象、一种境界、一种人生况

味，最终成为沉淀在中国文化当中的一种理想范式。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切入边

塞，归纳出边塞话剧的话剧类别，笔者认为当代的 “边塞话剧”指的就是产生

在边塞地域、反映边塞战斗及生活并由军旅人士创作的话剧作品。从文本上看，

它属于军旅文学的范畴，其创作主体是军旅人士，表现地域处于边塞地区，内容

主题则与国防结合。中国当代的边塞话剧，指的就是在中国的几大边防方位上，

表现边防题材、由军旅人士进行创作演出的话剧作品。

本文以边塞话剧为主要对象，对全国范围的边塞话剧进行了归拢，并在这样

的铺排整理中，突出云南边塞话剧的主要状貌。笔者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反特和战争背景下，云南边塞话剧创作主体是昆明军区国防话剧团，可以分为四

个阶段，分别是１９５０—１９５７年的布局期、１９５８—１９６５年的发展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７

年的挫折期、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的复苏期，最后，在边塞作品的历史归结中，得出

云南地区边塞意识渐趋转变的结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随着中华民族边疆战事的逐渐减少，全国范围内的边

塞话剧创作，也就渐渐减少，中国当代的边塞话剧，渐渐归于淡然。从这个现象

看，云南当代边塞话剧的收尾，预示着全国边塞话剧的发展势头，也表示，在

“地球村”的国际大背景下，国家之间的关系愈显微妙，而边塞，则在这样的背

景下，开始向 “大通道”进行转变，从对边关堡垒的构筑，到对交流通道的展

望。从云南扩展到全国，再连接上历史的脉络，我们认为，在任何时期，只要国

家存在，国家的边界就存在，无论这里 “边界”的含义指向的是历史进程中对

峙的堡垒，还是当代国际背景下交流的通道，边塞文化依然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不

能忽略的一块版图，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种群中不能省略的一支基因，在边塞文化

当中，边塞话剧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关键词：边塞　当代新边塞　边塞文化　边塞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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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２０１２年，《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总体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获得国务院批准，使得我们开始再次审视云南的边地地位。

说起云南，外界的印象似乎总是歌舞升平的少数民族风情，或者原始丛林的

神秘蛮荒世界，又或者是经济落后等待开发的文化低谷，实际上，云南，并非外

界所想象的那般状貌。

云南的姿态是独特的，是 “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

那迷人的魅力边疆；是历史悠久的，是 “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

跨革囊”而不得的西南要塞。在汉朝，是汉武帝希冀走向印度的南方陆上之路，

在唐宋，与汉族政权并立东方时又互为敌友，是元帝国最后收为中国行省的一块

土地，是明朝几十万汉人西南屯田的最远终点，在中国疆域逐渐形成的历史进程

中，云南一直扮演着不同但又不容忽视的历史角色———这种历史角色的扮演，不

仅仅只在看似遥远的历史当中，即使是我们把目光放到晚近一些，到了抗战时

期，这片边疆土地以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作为中国抗战的大动脉，将抗战物资源

源不断地运送入危机下的中国。同时，又敞开宽阔的胸襟，迎接着陆续内迁的各

地文化人群，成为烽火之下、战乱之中的边疆文化重镇，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反

蒋反特的背景下，抗美援越与对越自卫反击战又相继爆发，云南边疆在这样的背

景下又迅速转化成战斗前线……我们需要这样地回顾历史，并将视线从历史的轨

迹中伸出来，连贯上我们今天的桥头堡战略，实际上意在体现出：作为边塞地域

的云南，在中国建设的任何时期，都具有特殊的、不可忽视的地位。瞩目当下的

中国形势，钓鱼岛事件、中菲南海争端，中国的海防状态得以进入人们普遍关注

的视野，海防边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处于海防之

西的陆上关口，同时与东南亚各国临界接壤、拥有４０６０千米边境线的边塞云南，

在全国形势下，尤其不容忽视。

于是，作为中国边塞的云南，就进入了笔者研究的视野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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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塞·边塞文学·边塞话剧

（一）边塞———一种文化情怀

云南属不属于 “边塞”？

论文开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引起了答辩委员的一番讨论。要辨别云南是否

属于 “边塞”，我们就要先看一看何为 “边塞”。当下，关于 “边塞”的界定，

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主要纠结点在于 “边塞”说法的广狭之别。

狭义的说法认为，“边塞”是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所指，这段历史时期，就

是边塞诗所兴起的唐朝，认为 “边塞的地理方位应限制在边塞，即沿长城一线，

向西北延伸到安西四镇”①。如果从这个概念出发，云南似乎不属于 “边塞”的

范围。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边塞”一词中的 “边”指 “边境”，“塞”指

“要塞”，研究者们从这样的词源学角度分析，“边塞”一词，即指边疆设防的地

带。任何王朝都有领土的边疆，也都有设防的关卡，那么广义的边塞所指，就是

“边塞诗的 ‘边’不仅包括沿长城一线向西北延伸到安西四镇这段东北至西北的

边疆地区，也应该包括其他方位的边疆地区”②。“‘边塞’含义即指边疆，主要

指沿长城一线由东北向西北的边疆地区，有时也包括其他属于边疆的地区，如初

唐的西南地区……”③ 我们看，在这样的定义中，云南地区被明确认为，是属于

中国的 “边塞”范围的。

但我们暂且放下纠结，先不要急于表态到底支持哪一种观点，因为我们不能

因为前一种观点所指的 “边塞”范围中没有云南就去否认前者，而后者的 “边


①

②

③

阎福玲：《汉唐边塞诗主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２００４年，第１２页。

阎福玲：《汉唐边塞诗主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２００４年，第１３页。

汪爱武：《试论边塞诗在初唐的发展》，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文学院，２００５年，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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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范围中有云南的位置就选择支持后者。我们需要去看一看概念的广狭之分，

是否真的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对 “边塞”概念进行广狭之分，又生出了 “边塞诗”的概念之争。

唐代以来的边塞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别样的位置，是一抹不可忽略的

塞上之曲、苍茫之色，在研究边塞诗的诸多学术成果中，因边塞定义广狭的不

同，又引出了不同观点对边塞诗概念定位的差异，从而出现了各家不同的阐述。

从地域角度方面，有人认为，边塞诗是指创作者创作于边塞特殊地域的诗歌

类型，认为 “以地域而言，主要指沿长城一线及河西陇右的边塞之地 （秦长城

西起临洮，经兰州，其实也可包括河、陇）。就作者而言，要有边塞生活的亲身

体验。就边塞诗作者的作品而言，表现边疆生活是他们作品中的主要成就

部分。①

而从历史角度而言，有人认为，边塞诗是指创作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诗歌

类型，尤其指盛唐时期出现的一种诗歌类型，如林庚先生所言：边塞诗 “其所

以特别引人瞩目，就因为它仿佛只是属于盛唐的一个题材。盛唐之前既颇少见，

盛唐之后乃几成为绝响……主要的并不在于写战争，而是一种在相对和平的环境

下，充满着豪迈精神的边防歌”②。

随即又有人认为，边塞诗是一种诗体概念，“凡是表现东、南、西、北四方

边塞题材的诗皆可视为边塞诗……边塞诗也不能局限于唐代。事实上，有国家的

存在就必然有戍边守土的防卫行为，就可能有反映这种行为的边塞诗创作的存

在，整个古代史上，每一个朝代都可能有自己的边塞创作”③。持这种观念的学

者认为，边塞诗是按题材内容划分来进行诗歌研究而出现的一种诗体概念，并不

局限于某一特定时期的疆域，也不局限于某一朝代，它以历代的边塞防卫为前提

和背景，集中表现边塞各类题材，并且对之前两种角度的边塞诗概念都提出了不

同的见解，认为边塞诗是以边塞生活为主要表现内容或背景的一切诗歌，并不局

限于某一朝代。

在这几类边塞诗的概念分析中，人们一般把前两种角度称为狭义的边塞诗概

念，把后者称为广义的边塞诗概念。然而，广狭再分之后，观念差异依旧并未得


①

②

③

谭优学：《边塞诗泛论》，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页。

林庚：《略谈唐诗高潮中的一些标志·唐诗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１页。

阎福玲：《汉唐边塞诗主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２００４年，第１３～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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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统一，同时，在广义的边塞诗概念中，又引申出各种分类更杂的说法：

“举凡从军出塞，保土卫边，民族交往，塞上风情；或抒报国壮志，或发反

战呼声，或借咏史以寄意，或记现世之事件；上自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下

及朋友之情、夫妻之爱、生离之痛、死别之悲，只要与边塞生活相关的，统统可

归于边塞诗之列。”

“它是特定时代的文学现象，而并不排斥其他时代有性质相类的诗歌，它是

边疆战争的产物，却并非以写边战所能局限，它与民族矛盾斗争相联系，却远非

民族矛盾所能概括：它反映的是文人从军、将士赴边的生活内容和情感体验，却

与全社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①

“边塞诗还应有题材的规定，它是一种以历代的边塞防卫为前提和背景，集

中表现边塞内容的诗歌，主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１）反映边塞战争；（２）反

映边塞生活；（３）描写边塞风光。大凡具有其中一个方面，或涉及这几个方面

内容的诗歌，即可称为边塞诗。”②

在不同的角度下，学界的观念各有不同，对 “边塞诗”的定义，也就显得

各执一词，各有道理，但同时，也更是杂芜难辨，难以取舍了。然而紧接着更难

缠的问题就是，作为 “边塞文学”中的一部分，不仅 “边塞诗”的概念难统一，

“边塞文学”的概念也同样难于定位。

思考一下，以上的概念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是词源学结合历史学的方

法，这当然是科学的，演绎法结合归纳法的逻辑，这当然也是无误的，但我们依

旧不得不产生疑问，既然方法和逻辑都没有问题，为什么从一个端点衍生出的

“边塞”的概念会在不同的视界中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为什么 “边塞诗”的定

义难于真正得到统一？究竟怎样的 “边塞”定位是合理的？而究竟怎样的 “边

塞诗”“边塞文学”定位才是科学的呢？

带着疑问，我们不妨再换一种角度，这样问一问自己，作为一直存在于中国

文学界中的边塞一脉，究竟是存在于中国９６０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更深，还是存

在于中国历久千年而形成的文化心态中更深？如果 “边塞”是中国文化中的一

种理想范式，我们对其地域的考证、年代的划分、范畴的切割是否就不会有那么


①

②

胡大浚：《边塞诗之涵义与现代边塞诗的繁荣》，载 《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甘肃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版，第４４～４５页。

汪爱武：《试论边塞诗在唐初的发展》，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文学院，２００５年，第２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方冠男：当代中国军旅背景下的云南边塞话剧

００７　　　　

大的限制？

类比一个中国文化中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 “桃花源”。人人都知道，最

初的 “桃花源”意象，出自陶渊明的 《桃花源记》，而在 《桃花源记》中，陶

渊明明明就已经说道：“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故事发生的背景在武陵，

起码说明，桃花源在武陵附近，但是，今天我们说到的桃花源所指，并不是真的

指涉在武陵附近存在的那个实实在在的 “桃花源”，而是一个意象，一种境界，

一种人生况味，一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理想范式———世外桃源。一般说来，

说到这个理想范式的时候，没有人会真的去考证在中国文化意象中那个被各色人

等反复提起的 “桃花源”究竟地域何处、年代何时、范畴几许，除非他从事专

门的考据学工作，但更普遍地看来，只要一提起 “桃花源”，我们就会明白，它

指的是一个遁脱世俗的想象世界，是一种理想的存在方式。

那么我们以这样的角度来反观 “边塞”，就会发现，“边塞”歌咏，也是一

种独立于世俗世界的理想存在方式。如果说，“桃花源”代表着遗世独立、抛却

尘俗的想象乐园的话，“边塞”就代表着饮马长城、报国志远的雄健情怀，其所

指并没有必要必须被量化，其界限也没有必要一定得黑白分明，掀过日历，前一

天是初唐，后一天就是盛唐吗？切割土地，这一边是边塞，那一边就是中原吗？

我想，无论是文化还是历史，都不能通过这样简单量化的方式被判定。

从这样的角度看，云南地处边疆，从唐以来，也一直都有边疆关卡，驻军戍

守，到今天，更是中国版图方位最西南的边陲，从古至今，这条边境线上，曾经

爆发了多次大大小小的战役，保家卫国的雄健一脉和边地风光的阔朗情怀，在这

片土地上得以延续，这当然连通着我们历史上曾经存在的 “边塞”文化。此外，

我们再加上一个文化事实：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中国诗坛出现了一种被称为

“新边塞诗派”的诗歌类别，其创作的主要内容主要以中国的西北边疆和西南边

疆为主，其中，公刘、白桦、公浦、顾工、周良沛等人是代表作家。既然如此，

边地云南，当然应该属于我们的当代 “边塞”。

“边塞”，既是一种地域指涉，也是一种创作题材，更是一种文化情怀。

这是我们开篇的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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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代新边塞

我们说，不应该简单地量化判定 “边塞”的概念，而选择从文化的角度来

看待 “边塞”，这并不是说我们否定前辈的研究成果，放弃对 “边塞”的学理分

析。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着前人皓首穷经的深入研究，我们才得以有了一个早

已奠定的厚重的认知基石，具备了扎实的理论底座，因此，我们才能够从看似缥

缈的 “文化”二字中，去探询往昔的真实印记，在深厚的学理基础上，进行稳

妥的学理分析，因而，我们依旧要从学理上，对 “边塞”一词进行一番概念的

界定。

１“边塞”的界定

我们所界定的 “边塞”，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要点：

（１）属于军旅范畴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提到，从词源学角度来说，边塞指的是 “边疆设防的

地带”。既然是在边疆设防，那么，必然要有戍边的军队。既然有军队，就必然

与军旅生活紧密相连，那么，其所述所写的客体对象必然是军旅生活，包括战斗

场面、军备场面、军旅生活的场面等；而其述写作品的创作主体，也必然是身处

行伍当中的军旅人士。我们回想，唐边塞诗的创作主体如岑参、高适，都是入军

幕的文人，而王昌龄这类，甚至是之前的鲍照，更是本带军职。这样说来，边塞

看起来是地域概念，但实际上与军旅息息相关，即便是那些表现边塞的文学作

品，也都属于军旅范畴。

（２）与国防紧密结合

军旅范畴比较宽泛，不但包括战争主题，还有和平主题、征戍主题等等，而

“边塞”一词，因其在词源中所体现出的 “边境”和 “关卡”的意思，就说明

“边塞”必然离不开国家边防的背景。我们可以举例看汉唐以来的边塞诗，如

《白马篇》《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使至塞上》《出塞》《燕歌行》等作品，无

论是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是 “瀚海阑干百

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或是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抑或是 “但使龙

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还是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烈火照狼山”，这

些边塞文学作品的书写中，都充斥着一股身处边境、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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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结合国防、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实际上是伴随着国家边防的状态得以

一脉相承而来的，这一脉循迹秦汉大一统的疆域初定而来，随着大唐帝国的强盛

得到确立，经过了宋元的征伐和明清的内耗，骨气渐趋衰弱，但这并不意味着家

国边防的气脉就不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边防的局势也随之发

生变化，如１９５０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１９６２年中印局部冲突，１９６４年抗美援越

战争爆发，１９６９年中苏珍宝岛冲突，１９７９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这些战争

都发生在边塞，而这里的 “边塞”，与唐宋时期的边塞相比，虽因战火的烽烟而

显得 “划界”不同，但从文化含义来说，保家卫国的情怀却是千古不变的，因

此，“边塞”与国防密不可分。

边塞国防，则又再一次进入了我们的文化视野。

（３）是流变的边塞概念

除了属于军旅文学范畴、与国防紧密结合之外，“边塞”所指，还是一个流

变的概念。

随着中国历史上各个大一统王朝的疆域变化，边塞一词的内涵所指也就发生

变化，如秦朝的疆域，就是东至东海，西至陇西，北达长城，南至南海，而到了

汉朝全盛时，其疆域则变化为东到今朝鲜北部，西到哈萨克斯坦东部，南到越南

北部，北到内蒙古南部，及至唐朝时期，疆域又一度变化为南到南海，东北到外

兴安岭、鄂霍次克海，北包西伯利亚，西北到咸海……而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中国的疆域则为：东邻朝鲜，北邻蒙古国，东北邻俄罗斯，西北邻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西和西南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

尔、不丹等国家接壤，南与缅甸、老挝、越南相连，东南部同韩国、日本、菲律

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隔海相望。

在这样的国家领土疆域的变化过程中，处于国家边疆守卫地带的 “边塞”，

也就随着历史发展、疆域变化而共同发生变化了。

因处于边塞地域，因此与军旅密切相关，因与军旅密切相关，则与边防密不

可分，而边塞与边防的常驻主体，则是军旅人士，因此，当代的边塞文学，就是

产生于边塞地区、表现边塞边防主题并由军旅人士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

２当代新边塞

按照前文对边塞的界定，第一，地处边疆；第二，与国防紧密结合。于是，

我们首先从地理边疆范围来循迹当代中国的新边塞。目前看来，依据今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国家边界和军区分布的地理位置，我们主要将中国的新边塞分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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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东南、西南、西北四大方位。

（１）国家防线分布：东北、东南、西南、西北

１９５０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的队伍进驻云南，中国大陆的全

境基本得以解放，剩下的就是追穷寇、清残兵了。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四方一

定，国防驻军的布局得以成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经过了几次大规模的军区调整，但是对于国

家防线来说，边防布局的状态都基本维持稳定，下面，我们就对不同时期国家边

防的几大方位进行梳理。

东北方位，在中国军区的调整过程中，首先是六大军区时代的东北军区，这

一体制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到１９５５年，东北军区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支援作用

非常大。１９５５年，六大军区时代结束，全国调整为十二大军区，东北军区在此

期被撤销，成立沈阳军区，下辖东北地区，军区机关驻沈阳市。对于东北方位的

国防防御来说，沈阳军区的作用非常重要，因而在１９８５年全国军区 “百万大裁

军”的调整中，东北军区没有被合并，也没有被调整，体制与前同。

东南方位的边防军区，首先是全国六大军区时代的中南军区，军区领导机关

驻在广州市，１９５５年，在六大军区调整中，中南军区被撤销，改为广州军区，

下辖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军区机关仍驻在广州市。１９５６年，增设了福州

军区，下辖福建军区、江西军区，军区机关驻在福州市，于是，在此期间，国家

的东南防线方面，就同时存在着两个一级军区，即为广州军区和福州军区。到了

１９８５年，在全国军区调整的 “百万大裁军”中，福州军区与南京军区合并，广

州军区未被撤销，涉及东南防线的军区则是广州军区与南京军区。

在六大军区时代，西南防线主要的力量就集中在西南军区。在西南军区时

代，从１９５０年开始，直到１９５５年，军区机关先驻在重庆，后移驻成都。１９５５

年后，全国军区调整，因解放不久的西藏和云南地区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非常复

杂，故在西南防线设西藏军区和昆明军区，以更好地团结人民、巩固政权和保家

卫国。到了１９６８年，西藏军区缩编，归成都军区建制，１９８４年，昆明军区被撤

销，并入成都军区，西南地区在１９８４年之后，就统归成都军区管辖了。

接下来，就是西北防线。在六大军区时代，西北防线归于西北军区，军区机

关驻在西安，而到了１９５５年，西北军区被撤销，兰州军区成立，下辖山西、青

海、甘肃、宁夏各分军区，同年，新疆军区和内蒙古军区成立，下辖南疆、伊

犁、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锡林郭勒、察哈尔、平地泉、乌兰察、伊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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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河奎等军区，此期，西北防线主要在兰州军区、新疆军区和内蒙古军区的管

辖范围。１９８５年，兰州军区与乌鲁木齐军区合并，下辖甘肃、宁夏、青海、新

疆、南疆各军区，从此，西北地区的防御任务就主要由兰州军区承担。

（２）边防事件反映

之前已经说到，边塞，除了地处边疆之外，还需要与国防紧密结合，而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在边疆地域的国防大事究竟如何呢？

笔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边疆国防战事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

反特斗争；第二，援外抗敌；第三，自卫反击。

我们首先看反特方面，１９４９年，随着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上的一声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版图中巍然立起，作为一个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

世界各国的博弈中，新中国处处面临着挑战，何况在一水之隔的台湾，另一个政

权也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对新中国虎视眈眈。这一时期，在我国的东南防线和

西南边境线上，美蒋特务通过各种方式，频繁出没，这对新中国的建设来说，无

疑是巨大的隐患和威胁，于是，反蒋反特成为贯穿新中国建设初期的边防主题。

除了反特事件以外，援外的战事也需要我们注意。１９５０年，援越抗法战争

爆发；同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１９６４年，抗美援越战事爆发。这几次战斗，

都属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援外战事，援外，有利于团结周边国家，更有利于维护

国土边境的安宁。而这种援外的战事，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北边境和西南边境，

这两个方位的边防任务，可见一斑。

除了援外战事之外，有自卫反击的战事。如１９６２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爆

发；１９６９年中苏珍宝岛战役打响；１９７４年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爆发；１９７９年对

越自卫反击战爆发；１９８８年南沙群岛自卫反击战打响。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

除了之前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东北防线和西南防线再次显示出重要的边防地位外，

东南沿海的海防战线也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连贯上今天的黄岩岛之争和钓

鱼岛争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力的上升，我国的海防意识也越来越强，而海

防的边塞，愈加成为当代中国边塞版图中的重要一块。

（三）当代 “边塞话剧”概说

“边塞话剧”，指的就是产生在边塞地域、反映边塞战斗及生活并由军旅人



戏剧撷英录?———戏剧学硕士优秀论文集

０１２　　　

士创作的话剧作品。从文本上看，它属于军旅文学的范畴，其创作主体是军旅人

士，表现地域处于边塞地区，内容主题则与国防结合。中国当代的边塞话剧，指

的就是在中国的几大边防方位上，表现边防题材，由军旅人士进行创作演出的话

剧作品。

那么，当代边塞话剧的基本状态又是如何呢？我们认为，中国当代边塞话剧

的状态呈如下三种面貌：第一，边塞话剧有纵向的内容流变轨迹；第二，边塞话

剧有横向的版图区域分布；第三，边塞话剧纵横之间呈明晰的交错状态。

首先，边塞话剧既然表现边塞国防事件，那么其主要表现内容，是和国防大

事相关联的，因此，随着国家边防战事的变化，表现边防的边塞话剧主题也呈现

出同样的流变轨迹。一方面，是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对越自卫反击战—海岛战

役的线索；另一方面是反特主题的贯穿，这两条线索相互扭结，成了纵向方面边

塞话剧的内容流变走向。

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３年，随着抗美援朝战役的持续进行，全国范围内积极支援，

全军文化力量也积极反映这一主题，为这一战役服务，主要作品有 《哦 尼》

《清川江桥》《友谊》 《永远战斗在一起》 《战线南移》 《杨根思》 《保卫和平》

《地下长城》《凯歌行进》《三八线上》《英雄万岁》《年青的鹰》《１２１１高地》

等；１９５３年之后，随着抗美援朝的战斗告一段落，边塞话剧的抗美援朝热潮也

就逐渐降温，紧接着进入人们视野的是１９６４年的抗美援越战斗，在这一时期，

涌现出的话剧作品有 《边哨风云》《南方来信》《胜利在望》（《向北方》《迎接

曙光》《胜利在望》）等；１９７９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于是，出现了反映该

战役的 《血染的风采》《南疆凯歌》（《山洼里的战斗》《妈妈》《炮台山下》）

《凯旋在子夜》等；同时，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台海局势的变化，直至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海岛战役爆发，中国的海权意识逐渐上升，表现在边塞话剧方面，就

是其主要表现内容渐趋转向了海岛防线，于是 《东海最前线》《海岸线》《海滨

激战》《南海战歌》《南海长城》《海防线上》《青梅》《南海怒涛》《夜海战歌》

等一批作品连续出现，构筑了边塞话剧纵向内容的流变轨迹。

其次，从横向看，当代边塞话剧的主要面貌，也是依据边塞地域分布的。这

不仅表现在我们已经说到的中国当代新边塞的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大方

位，更表现在边塞话剧的创作主体也与几大方位的军区分布息息相关———自有建

制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队文化建设就是部队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

样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都有自己的专业文工团或者话剧团，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