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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说明

本书是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列

入"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 2001 年度课

题" (批准号 01D日60) 的最终成果。

涉及的时间和内容，从 1927 年 8 月南昌起

义到 1999 年 10 月全军第七届文艺会演这段时

间内中国人民解放卒戏剧的历史沿革及发展。

写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史论结合，作品

为式，突出特色，以使其成为军队戏剧教育、

戏剧工作和戏剧爱好者及所有关心、研究我军

戏剧发展历史的朋友们的一部相关读物 O

本书从全国、全本来说，属首次撰写。热

切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坪、建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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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民主革命时期的军队戏剧

(1927 年 8 月一-1949 年 7 月)

人民军队切建时期的珑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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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第一节 工农红军的制建 "红色就剧"的萌发

一、建军初期军队戏剧的出现

二、建军初期主要作品简介

第二节 古回会议的召开 军队就剧高潮的出现

一、古回会议的召开 军队文艺地位的确立

二、戏剧建设全面启动 创作演出出现高潮

三、主要作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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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长征和到达陕北胎的戏剧活动

一、主力红军长征后的苏区戏剧活动

二、长征中虹笨的戏剧活动

二、陕北会师后的戏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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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第一节 抗战初期我2在政剧面|隘的形势与对策

一、挺进敌后军队戏剧面临的形势

二、改变被动局面的新举措

二、延安文艺座谈会对戏剧民族化、大众化的椎进

第二节 戏剧建设全面启动

一、社团建设

二、戏剧教育的开展

三、举办会演、征文、许奖

第兰节主要作品、作者介绍

一、话剧

二、歌剧、秧歌剧等

第四节 关于模大找不日模大戏|可制

一、关于演大戏的情况

二、关于演大戏问跑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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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戏剧运动

一、戏剧团体的流动与重组

二、艺术院校的开办

三、征文、评奖活动

第二节 军队戏剧坚持为兵服务的方向及与全国戏剧界

的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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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队戏剧创作观念的进一步定位

二、 u文代会"的召开及率队戏剧工作者在会议期间的

主要活动

第二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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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形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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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夺取战争最后胜利中的戏剧活动

一、在肃清残敌中奋力进取

二、为抗美援朝，保家卫罔贡献力量

第二节 我草戏剧的专业化、正规化建设

一、军队戏剧专.:&.化、正规化建设的起步

二、戏剧闺体的按合

二、人才培养

第三节 建国初期我军戏剧创作新收获

一、话剧

二、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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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话剧团队重构 人才培养走向正规

一、话剧团、队的恢复与爱构

二、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革的成立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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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采取各种措施提高艺术质量

一、举办会演、调演，鼓励、表彰优秀

二、鼓励深入生活，不断交流经验

第二节 主要作品的创作及成就

一、话剧

二、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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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表现军营生活的作品

一、表现战军新生活、新风税的作品

二、歌颂和表现我家英雄模范个人和集体的作品

二、农现我军英雄本色的作品

第二节 表现军人婚姻家庭生活方面的作品

第三节 展现我军发展及历史题材作品

一、表现我军发展历史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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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京剧

小品的创作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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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部翔实完整的《解放军戏剧史}，我们已盼望了多

年。阁为，无论从历史研究总结经验的需要，还是从教学考虑

让众多学子获得历史知识的需要，或仅仅从保存珍贵史料的需

要，都是极为迫切的 O 现在，这部军队戏剧史已经呈现在读者

面前，这使我们这些§关心这件事的问志感到极大的欣慰。

读这部书稿，让我感受最深的，是编写者的敬业精神和严

谨的治学态度。据我所知，这项工作早在 50 年代初，就巳提

上总政文化部的议事日程，后因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而中断 O

直到 80 年代末，才交由解放竿艺术学院负责，完成了红军时

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

料选编}，后因机构变动，又陷于停顿 O 建国后五十年来我翠

戎剧又有了更大发展，其规模和成就远非战争年代可比，这方

面的史料也亟待集中、整理和研究 O 本世纪初，解放竿艺术学

陇在编撰《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初编》的基础上，成立了由

副院长郑邦.:f，.任主编的《解放竿戏剧史》编写组，终于使这项

艰巨的工作得以开始 O 他们从广泛搜集资料入手，先整理出一

个《解放牢戏剧史主典剧目表》。 这个剧目表，从 1927 年南昂

起义后进牢广东途中演出的第一个戏起，一直到 1999 年企平

第七届文艺会演，凡史料中有记载的和建国以来演出过的剧

目，尽列其中，并将访刷、歌剧及其他形式戏剧作品分别排

列，粗算下来有近三千个，为此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是一项带有开创性且难皮极大的工程。其难度，一是此

前没有现成的同类史书可供参照，我军戏剧发展历程中的有些

事件一直没有定论，许多作品也没有定坪，有些问题绕过历史

的检验，有待丁在新认识 O 从史实到立论，从全书框架、分索到

各章节的内容，均常从原始材料的研究入手;二是战争年代我

军各根据地互相隔绝，难得交流沟通，各部队戎刷发展情况、

史料保存情况不尽相同 O 有的团体原属军队后归地方，有的城

剧家原在军队后来转业，对他们的戎剧活动，戏剧史料如何取

舍很费斟酌 O 加注二年代久远，许多当事人已经作古，事实查证

十分困难;二是建阁后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我军戏剧在取得迅

速发展提高以后，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挫折，新时期以

来重又走上繁荣，这几十年，作品浩繁，人才济济，题材也大

为拓宽，对一些事件、一些作品，如何就其意义和影响做出估

价，哪些需要强调提足，哪些可以从简从略，均需慎重考虑，

以求准确。此书的撰写者们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仅从史实

的整理和各戏剧团体的沿革，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合演化的农述

来看，其工作的艰巨己十分可观，尤其可贵的是对各时期、各

团体的代表作品，详略不同均有所介绍，从而带给读者以十分

具体的感受，而这是即使当年的亲历者也难以尽知的 O 由此可

以说，此书成功地填补了我卒历史研究和戏剧史研究中的一个

空白 O

我早戏剧之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出现过深受广大观众

欢迎的作品，有赖于我军戏剧工作者对我牢历史的熟知和对我

军现实斗争生活的切实感受，有赖于剧作家和有关创作人员的

马克思主义的观察认识能力，有赖于党和人民的哺育。中国人

民解放竿的戏剧工作，从它萌生之日起，就是作为革命斗争的

工具被看待的 O 由于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特点和建立农村根据

地依靠广大工农群众的特点，我军或刷一直是作为动员群众、

教育群众、鼓舞群众斗志、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武器来使用的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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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以反帝反封建为

林志的我国整个进步戏剧、后来的革命戏剧、今天的社会主义

戏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这种性质，是我国人民为摆脱悲惨

屈辱命运、争取自由解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所决定

的。它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我国革命斗争的形势，伴随着我军

每个时期的任务，而推动它发展的动力则是广大人民、广大指

战员的需求，是集中了人民意志的我们党的路线方针的指引。

我国戏剧源远流长，而此类戎剧是过去没有过的;把发展戎剧

作为车队的一项任务，也是过去没有过的，以前的旧车队中没

有，外国的军队中没有。这是只有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

宗旨，而视思想政治工作为战斗力的人民军队才有的。它吸取

了欧美近代城剧和"五四"以来我国进步戎剧的滋养，在我国

穷乡僻壤，在贫困的工农群众中间生根发芽，随着中国革命的

迅猛发展而发展，在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欣赏需求下成长壮

大。我牢戏剧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但它一直遵照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的方针，每一历

史时期都为部队和广大群众奉献出自己的代表作品。作为我国

社会主义或剧的重要一翼，它的上述性质，它的成就和经验，

一直为我国戏剧史家、戏剧批评家、戏剧理论家所关注 O

今天，我们的国家且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进军中，我军戏剧工作者面对国

内外各项艺术成果的挑战及各种思潮的冲击，如何善于吸取对

我们有益的东西，用以充实自己，同时抵制一切反人民、反科

学的错误思想和腐朽文化的侵袭，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坚持我军戏剧的优良传统，为人民，为部队官兵

奉献出史多具有较高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戎剧精品，至关重要。

这部《解放军戒剧史〉将带给我们许多思考，它让我们以今天

的实践和已经达到的认识，来审视我们过去走过的道路，认识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我军戏剧发展的轨域中，希到那椎动我



们前进的最为宝贵的东西，从而更好地认识今天，把握今天 O

让我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指引下，随着我军的建设步伐，把战军戏剧推上

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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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戏剧，是中国戏剧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

戏剧史上占有熏蜜地位。无论是炮火纷飞的战争岁月，还是繁花似锦的

和平年代，军队就剧工作者均以旺盛的热情和执著的追求，创作、演出

了许多题材与表现形式不恩相同的作品，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

务，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解放军戏剧，萌芽子部队官兵群众性业余文娱活动，继承、汲取了

中国戏曲、欧美近代戏剧和"五凹"以来我国进步戏剧的精华、神韵，

经过宣传队、剧社的过滩，逐步发展成我军一个集骗、导、梅、舞美设

计为一体，人才济济、特色鲜明，深受军内外关注的重要艺术门类。民

主革命时期，战斗激烈频繁，条件艰苦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仅话剧就

创作 890 余个(部) ，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群众斗志，提高部

队战斗力方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建国后军旅戏剧在努力弘扬

时代主旋律的创作过程中，讴歌现代军人的奉献精神和崇高的思想埔

界，许多军旅戏剧的思想内涵，因为提出的思我罔军民共同面临的时代

命题，因此不仅在部队，也在地方观众群中，同样引起震撼"飞

军队戏剧，影响广泛，起步也早。 1927 年 8 月，南昌扭义胜利后的

第二天，在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军民联欢大会上就有戏剧表演。部队

撤离南昌，远征广东。途巾，军事参谋阻的几位女同志为活跃部队生

活，利用战斗和行事间隙又排演过一 4些戏剧作品，其中小话剧《老祖母

念金刚结》可谓我军排模的第一个有明确记载、有故事情节、有人物形

Q) 徐晓钟纪念中lí1 i舌剧九十年的讲话 u.具有中阁特色的话刷发展之路>. 1997 年 12 月

29 日。



象、有矛盾冲突、有观幢关系的戏剧作品。当然，就其组织领导、活动

方式来讲，有相当大的自发性，但却以生动的事实说明，随着我草的诞

生，戏剧活动就跟着开展起来了 o 1927 年 9 月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二

湾改蝙"成立了各级士共委员会，同时把开展部队文娱活动作为其基

本任务之一，分工专人负责。在它的组织和发动下，团结和培养了我军

最早的一批包括戏剧活动在内的军队文娱骨干。由此，作为我军政治士

作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军队文艺，也就有了它历史发展的真正起点。当

时，雄壮嗦亮的歌声，伴随着红军怔战的步伐，传遍苏区的山山水水，

宣传队从简便易行的街头讲演、化装宜传，到街头剧、活报剧的编演，

预示了一种崭新的文艺形式一一功色戏剧"在红军中出现。 这→形式

所产生的独特社会效果，不断引起红军上下的关注，因而发展很快，由

一开始以当时发生的真实事件，臼编自唱的京剧清唱如《毛委员的空山

计~ ，发展别有场次的话剧如 {43z:谷~ (独幕)、《打土豪~ (两场， 1928 

年)。井冈山根据地如此，其他根据地也逐渐开展起来，如赣东北根据

地创作情出的《年关斗争~ (四幕话剧， 1929 年)等都是一些在今天

来仍不失其历史和艺术价值的草要作品o

实践的发展，部队广大官兵的重视与参与，特别是吉凶会议对它的

肯定和提倡，从 1930 年坦到 1934 年红色就剧"在红军中形成了

个高潮。剧社纷纷成立，新作不断出现。据不完全统计，仅 1933 年一

年，中央苏区一地就创作、横出话剧四十余个(部)。这在当时那种环

境条件下，不能不说是一个革命文化的奇迹。

由于"左"倾路线的干扰，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一一长征，

红色就剧的发展受到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我军敌后抗日根据地

的开辟，许多热血青年和志士仁人投奔八路军、新凹牢，其中绝大部分

受过专门训练和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被充实到了我军文艺团体，我军戏剧

活动便在敌后更加有声有色地、广泛开展也来，同时带动了整个抗日根

据地戏剧运动的勃兴。红军戏剧家李伯幸Ij当时曾深入华北敌后背东南根

据地进行实地调查，结论是其规模和水准达到了"惊人的发展，同时一

开始便与我牢的戏剧工作有联系"。当时就筹建戏剧协会晋东南分会问

题，召集了一个剧人座谈会，与会成员，代表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抗日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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