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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文学艺术大事记
1950 年 4 月一2013 年 12 月

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1991 年从祖国最北的小兴安岭来到

美丽的热带滨海城市三亚 。 曾任三

亚市委常委秘书(副处级) ，三亚市

文化广电体育局局长、党组书记，

三亚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三亚

市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三亚市

委常委、 宣传部长，中共海南省委

宣传部副部长 。 从事宣传文化工作近十五年，策划组织了

一系列宣传、文化、旅游及各类颇有影响 的重大赛事活动 。

主编 450 余万字的 《天涯文化系列丛书~ (三卷 30 本人

主编 《舆论应对与创新社会管理~ ，执行主编了《一种有远

见的生活方式~ ~鹦哥岭青春故事》等书籍 。 现任中国文

联委员、海南省文联作协党组书记、省文联主席 。

乒f.3民

海南文学艺术大事记
编委会

主
编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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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张编主

省文联作协党组书记、省文联主席

省、文联巡视员吴东民副主编

省文联专职副主席李少君

省文联专职副主席雇大荣

省文联艺研室主任王艳梅执行编辑

省文联调研员

J昌、文联办公室副主任温航军

苏鹏程

责任编辑、校对



许俊

海南省文联编撰的这部Øé辉岁月·海南文学艺术大事记(195萨一2013n 全面发掘

提炼、系统梳理展示了海南岛解放 63 年来每一年的文艺活动与文艺创作成果，让我们

集中地领略了海南几代文艺工作者和文艺队伍共同铸就的海南文化魅力。 我由衷地感谢

编委会全体成员，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编撰工作。

这部大事记，是供关心海南文艺工作的人们使用的一部工具书。关于海南文学艺术

工作、活动、创作的大事记，各个时期都有相关的机构和热心人士在收集整理。特别是

海南建省后，海南年鉴每年都收集整理编撰海南的各种文艺事件，各种文化机构、宣传

媒体和不少文艺热心人士也都记述了自己所了解的海南文艺活动和创作的情况，使得海

南文学艺术大事得以详实记录。本书是集各种记述的大成者，尽可能收录了海南当代重

要文学艺术活动和精品成果，对参与这些文艺活动的海南以及各地来海南创作的广大文

艺工作者、文艺机构和整个文艺队伍的阵容，通过图片再现或文字记述等方式反映了海

南当代文艺工作与创作的历史状况。 这部书倾注了有关编撰人员的心血和汗水，可以成

为研究、传授与弘扬海南魅力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是一部值得细读 、 学习、借鉴、查

阅，有益于促进海南文艺事业的深入发展的好书。

这部大事记全景再现了海南解放以来的文艺发展史，让我们看到了海南解放后，党

和国家十分重视海南文艺工作，各文艺机构在党的领导下，担负起文艺创作 、 展演赛事

和惠民活动以及加强文艺人才教育培养工作的历史事实。 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海南这片热

土上饱含创作的激情，始终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始终弘扬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用他们的才智和辛劳创作了许多文艺力作，再现了广大文艺工作

者自觉地、积极地投身火热的社会实践，不断克难攻坚、勤奋耕耘 、 潜心创作、惠民展

攘的糯影情景，再现了海南的文学、戏剧、电影 、 电视、音乐、舞蹈、美术 、 曲艺、民

间文艺、 摄影、 书法等备个具吐蝇描佳舍纷呈、二入1辈出的壮观景象。 不少作品成为了



全国有影响翩糯蝠，

见和鼓励，留下T精彩的照片

南文艺事业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海南文化碍以更为广泛的弘揭。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

精神。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

天上的阳光、 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施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

海南文艺事业之所以能朝气蓬勃，并不断发展壮大，就因为有这样一代又一代文艺

工作者们执着的精神追求..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我们要以前辈

为豪、倍加珍惜、始终秉持，继续践行铸造灵魂的伟大事业，在新的文艺征程中留下践

行者的足迹。

2014 年 12 月 8 日

(作者系中共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张萍

2012 年 2 月，省委决定调我到海南省文联工作。坦率地说，当时我真的是打心底里

高兴，觉得终于可以松口气，轻松悠闲地站好最后一班岗就行了。可是真正到了文联之

后才知道 ， 文联工作还真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轻松。这个平时不太被人们关注的地方，

竟然拥有着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影视、曲艺、民间文艺以及文艺评

论等十个艺术家协会，拥有 60 余家社会文艺组织，有 5∞多名国家级会员、近 4∞0 名

省级会员，还有各社会文艺组织的会员 12∞0 多人，同时还聚集着一大批文艺骨干力

量，特别是通过不断深入地了解海南文学艺术的发展历程以后，我对海南的文学艺术事

业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O

回首仰望，我看到了一代又一代的老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为海南的文艺事业奋斗的

足迹，他们历经风雨，走过了艰苦岁月，创造了辉煌;我看到了一批批繁花似锦的文艺

精品佳作，曾鼓舞 、 教育了几代人;我看到了新一代的海南文艺工作者在迅速成长，担

当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文化繁荣发展的重任;更让我感动，甚至是震撼的是，这其中蕴藏

着丰富的文艺成果，是一个巨大的文艺资源宝库。一个文化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促使我决定要做这样一件事，就是把新中国成立 、 海南岛解放、有行政建制以来的这段

文艺史加以梳理，以大事记的形式整理记录下来，目的是要把那些曾在艰苦岁月中为海

南文艺事业奉献青春和才艺的老艺术家们载人史册，我们不应该忘记他(她)们;要把

他(她)们创作的一个又一个文艺精品、艺术形象汇集起来，再次成为今天国际旅游岛

文化建设的巨大动力;要从 60 多年的文艺发展历程中寻找一些积极的带有规律性的东

西，来引领未来海南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的方向。总之，我觉得应该做这样一件事。但

真做起来，还是有些担心，担心因为时间跨度太长，有些珍贵的史料已经无从查找， 担

心因为自己能力有限，在材料的取舍上把握不准，更担心挂一漏万中伤害到一些前辈们



1950年 4 月，祖国南疆美丽富饶的海南岛，历经战火的洗礼终于迎来了解放。海南

岛沐浴着胜利的曙光， 海南人民伴随着胜利的号角欢歌起舞走向新生。解放后的海南岛

百业待兴，文艺人才奇缺。在党中央高度关心下， 文艺机构相继成立， 文艺队伍也逐渐

壮大。这支队伍来自五湖四海，但他们有一个共同而坚定的目标，就是与海南岛的文艺

事业同呼吸共命运。今天，当我们回首这 63 年来风风雨雨走过的艰苦岁月，他们的艰

辛、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奉献、他们的辉煌又一次跃然眼前。当我们穿越时空，以历史

的视角梳理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南文艺事业的发展历程，凝视着那一朵朵闪烁于眼前的根

花、那一个个铭记于历史的经典，总会感到一种激情在澎湃，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文艺前

辈们创造的辉煌骄傲。

琼剧在海南岛植根下来，经过发展创新，成为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地方剧种。陶醉

于其优美的唱腔，每一个海南人都会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可以说海南人是在琼剧声中

长大的，即使在文化艺术多元的今天，琼剧仍然是海南人民的最爱。海南岛解放后，琼

剧界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和周恩来总理关于

戏曲改革的精神，掀起琼剧改革创新热潮。 50-60 年代，琼剧迎来了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1957 年的春天，传统剧目 G长文秀》晋京汇屑，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高度评价和亲切接见。 1962 年，经大师田汉修改的琼剧他叶题i静，在周恩

来总理的关怀下，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搬上了银幕，当年首映就轰动了东南亚各国，至今

还在海内外具有积极影响。 这是海南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琼剧电影，其思想内涵和艺

术水准，堪称中国地方戏曲经典剧目，标志着琼剧达到其历史上的巅峰。 在国际旅游岛

建设的今天，琼剧又一次登上了艺术的巅峰，新编历史剧。每瀚的成功上演，再次展

示出了琼剧艺术的魅力。

美丽的海南岛是艺术创作的天堂，巍巍的五指山蕴藏着丰富的艺术宝藏，涓涓万泉

河饱含着海南人民对艺术的渴望。海南岛解放后， 一批批优秀文学艺术工作者，怀着满

腔热情，跋山涉水，深入生活，贴近群众，创作出了一大批富有浓郁民族风格的经典舞

蹈作品。海南的舞蹈艺术以少数民族舞蹈为代表。 黎族 、 苗族人民世代生活在五指山地

区的青山绿水中，能歌善舞，热爱生活，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创造了灿烂的舞蹈文化。

海南民族舞蹈就像五指山漫山开放的鲜艳花朵，绽发出沁人心脾的芬芳，为中国舞蹈文

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海南岛解放后的新中国第一代编导们，在巍巍的五

指山挖掘艺术宝藏。陈翘 30 年的青春洒在黎家黎寨，创作出独具特色风格的黎族舞蹈

仨月三> ~悻笠舞> (喜送制 假盼四部作品"称得上新中国民族民间舞创作在

各自所属时期的时代标高。" 这些舞蹈作品 "对发展海南古老的黎族舞蹈文化，促进海



南舞蹈创作肉格和群体摊派奠定亨擎啤
-一陈翘同勘人艺六十周年纪念越恩〉

"红旗插上五指山顶.天空落下来五朵红云!"传说变成现实~20世纪 50年代五指山天

边绽放的那伍朵红动，开辟了解放后第一部中国少数民族舞剧的成功之路。以周醒

陈翘等为代表的舞蹈艺术工作者们，共同创造了那个时代的辉煌。海南民歌幸富多彩，

黎苗族民歌、 崖州民歌、僧州山歌调声、临高渔歌哩哩美等，芳香独特魅力，激发出新

中国一代又一代音乐艺术家们的创作才华。 缸色娘子军连串3 衍泉河水清又满

但沙我可爱的家乡》 俄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等歌曲 ， 无不来自海南民歌素材提供

的音乐灵感。一首首经典歌曲传遍祖国大江南北，美妙的歌声与优美的旋律，也唱出海

南人民的革命情怀。美丽的海南岛，留下了众多新中国书法美术工作者们的足迹，海南

岛独具魅力的风光风景、风土人情、风俗风貌等等，成为画家、书法家笔下的丰富素

材。一幅幅优秀作品，宣传了海南，提升了海南艺术地位。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

随着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加，为文艺精品创作提供了物质保障;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进

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为文艺精品创作提供了强劲动力， 他达那 《鹿回头》

(镜道婆》 假族故事动 (作南洋} (百年苍翠.) <海盼 你L着》等一批舞台艺术精

品大放光彩。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文学艺术各领域创作了一大批文艺精品，收获了全国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戏剧梅花奖、摄影金像奖、舞蹈荷花奖、鲁迅文学奖、

书法兰亭奖、民间文艺山花奖、舞台艺术文华奖、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群众艺术群星

奖等国家级重要文艺奖1页，在很多艺术门类实现了零的突破，这些都折射出了海南大力

加强文化建设坚实的足迹，收获了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们勤奋学习、深入生活、努力创

作的累累硕果。这些文艺精品其崇高的思想性和艺术影响力辐射到社会各个角落，深入

到人们的思想和文化生活，引领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动海南社会文明进步发展。

美丽的海南岛是一方英雄的土地。半个多世纪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演绎了一

幕幕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从五指山到万泉河， f专唱着一曲曲革命斗争的赞歌，传颂着

一个个催人奋进的革命传奇。琼崖革命斗争坚持 23 年红旗不倒，树立了中国革命斗争

史上的光辉典范。'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红色娘子军"光荣历史和英勇事迹为创作素材

的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作品不断推出。报告文学但色娘子勒翻开了尘封的历史，琼崖

工农红军独立师女兵连的英雄事迹，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 "红色娘子军"称谓从此在

全国传播开来。现代琼剧但色娘子勒第一次以舞台艺术形式，在故乡的土地上展现

"红色娘子军"的艺术形象。随后的红色革命经典电影缸色娘子军》轰动全国， 也工

色娘子军连哥大》歌声响彻大地红色娘子军"故事家喻户晓，吴琼花、洪常青等一个

个英雄人物深入人心，感染和激励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红色娘子军"从此键刻在一代

代国人心中，形成中国当代艺术史上一座鲜艳独特的红色丰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



优秀芭蕾舞剧缸色娘子弱，进一步扩大了其政治和艺术影响，在一代代青年的成长

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彩色芭蕾舞电影、京剧、歌剧等艺术形式，证明"红色娘子

军"艺术魅力和生命力经久不衰。还有琼崖人民坚持孤岛抗曰:和革命斗争的传奇、琼崖

儿女保卫祖国海疆的豪情壮举等等 ， 在老一辈文艺家们的辛勤创作中， 形成了一个个艺

术的永恒，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们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当我们在回溯历史，

重新审视那一个个英雄的故事、那一个个光辉的形象时，无不感慨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

伟大力量，无不为这其中蕴含的力量所震撼，这是一种穿透时空、抵达心灵的力量。

海南文学艺术要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更加繁荣，有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基础工作一

定要打好。编辑 0't辉岁月·海南文学艺术大事ìê) ，为的是梳理 63 年漫漫征途中的海

南文学艺术发展的轨迹，为的是讴歌 63 年峰蝶岁月里的老一辈文学艺术工作者们的艺

术追求和艺术奉献精神，为的是弘扬海南文学艺术的优良传统，为的是激发新时期海南

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的是在时间的长河里能给海南的文学艺术留存一份永

久的记忆，也但愿能为研究海南文学艺术的学者和文艺爱好者提供一些文艺历史资料，

让更多的入了解海南、认识海南、热爱海南。

一切优秀的文化创造，都是时代的产物。 63 年来，虽然经历了困难和破折，但一代

又一代文艺工作者矢志不移， 从不停止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步伐，一个个传世

的精品力作，携刻着一代又一代文艺家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热爱祖国 、 热爱人民 、 奉献艺

术的崇高精神和人格力量。 63 年的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文艺路线和社会主

义的文艺方向，始终践行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和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的正确道

路，始终坚持把民族风格、民族精神与时代特征高度融合的继承发展创新之路 ， 就一定

能收获更加丰硕的文艺成果。 一代文艺工作者有一代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担当和艺术追

求。当代的海南文艺工作者要努力追求德艺双馨，自觉践行"爱国、为民、崇德 、 尚

艺"的文艺界核心价值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攀登艺术高峰;要

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华旦旦， 积极热情投身国际旅游岛文化建设，努为制性艺术精
扮得更加绚

国梦

省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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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4 月 28 日 ，海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开始组建新中国成立后的海南文艺机构和文艺

队伍。随着海南的解放，文化艺术组织相继建立和健全，为海南文化艺术发展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海南文学艺术事业发

展进入了新时期。海南文艺工作

者顿感如沐春风，积极深入生

活，开展以反映解放迎来新生活

为主要内容的文艺创作。

.4 月下旬，琼崖纵队政治

部文工团(简称琼纵文工团)随

部队进入海口市。 他们在市内边

演出边吸收文艺人才发展演出队

伍，将队伍扩大为一、 二 、 三分

队。琼纵文工团战斗在海南、创

作在海南、演出在海南，他们在

战事紧张日才是战士，在生活中是

具有光荣历史的琼纵文工团是一支"红色文艺轻骑"。 因

为 1950 年文工团战士演出前在第一张天鹅绒大幕前合影。

(周虹提供)

HAINAN WENXUE YfSHU DASHUf 



已旦旦出2年
黎族同胞的好朋友。琼纵文

艺战士大多都 20 多岁，有普

通的工农子弟、有富家子女、

有归国华侨，他们"用战斗的

文艺和枪杆子←起拯救苦难

的祖国他们很多在战争中

献出了 自 己 年轻的生命。

(有名字记载的牺牲文艺战士

有:冯裕湖、陈f屈 11晕、韩淑

霞、邢丽霞、张运斌、符国

京、符月光、中木秀娟、周学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出版的连环画《解放海南岛》再现当年那

典等 19 人，还有 1949 年从 场气壮山河的解放海南岛战役的情景。

海口地下学联参加文工团的刘德溥同志，因受所谓"伪学联" 牵连而错杀，还有许多没

有留下名字的文艺战士，也在战争中奉献了年轻的生命。)郑放任团长，郑放i周离后 由

林金光接任团长， 王昆、 黄f自英任副团长，主要成员有云平、周睡、 陈三逢、林愈、黄

魂、符溟高、陈运南、韩惠芳、吕美珠等c 琼纵文工团创作出通俗轻快的快板、相声 、

民谣、独幕剧、秧歌舞、独唱、合唱，改编黎、 苗族歌舞等等。 当时王昆在战场上创作

" 白板 经常不顾个人安危， 冒着敌人的炮火在前沿阵地喊话， 1兑唱↑央板，用政策攻

心，促使敌人投降，从此"自毛快板"扬名全军。文工团当时演出的节目主要有《兄弟

开荒)) <<马车夫之恋} <<青春舞)) <<唱牛m7J <<气

里亭)) <<雨不iil1í花花不知〉。解放战争g'J期，文工团

曾在万宁县禄马乡演出 G兰郎参军打老蒋)) ，当晚就

有 20 多名青年报名参军。文工团所至Ij之处，用文艺

形式发动群众支援前线，迎接大军过海。海南解放

后参加广东省第二届文艺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四野战军文艺汇演，演出的大型歌剧《白毛女》

〈建存E褂 《剿匪12)和i舌居~ <<槽衣炮弹》等节目获

得吁i平。

.5 月 1 日 ，海南岛人民群众欢歌载舞庆祝解

放。解放大军解放海南的第一时间，出国家得拔植

到处奔走相告，他与两个堂兄和群众一起上街贴标

语，敲锣打鼓欢庆解放，并亲自招待南下解放大军。

符拔雄早期创作的油画〈耕牛》。 当时的海南画家们以激动的心情投入创作，得拔植

2 HAlNAN WENXUE YfSHU DASHIJf 



亲 自为庆祝海南解放的主会场绘制大7f!J

《毛主席画{纷 ， 后又创作了《毛主席在火

车上》 等主题性的作品。 符拔雄是海南早

期留学国外的画家。解放后，作为一名艺

术家，他身体力行，根据区党委宣传部 、

文联的精神，率领艺术家多次深入海南各

地写生，除了创作一批具有乡土特色的作

品外，还带动和影响了许多业余美术工作

者及青年美术爱好者。 解放前夕，李宗仁

曾多次叫其一同撤至台湾，均被其婉言谢

绝。

e5 月 5 日 ，琼崖纵队文t团和解放

军四十三军一二九师文工团，在海口联合

演出丰富多彩文艺节目 ，与群众一起庆祝

海南岛解放， 演出伪军放军什么都不怕》 符拔雄是最早到西方学画的海南人之一。 因为

《歌剧生和1>> @!J月十七炮声附 等歌舞节 在法国留学期间与同窗合影(右二站立者为符拔雄) 。

目。 庆祝活动结束后，解放军四十二军一二九师文工团，继续留在海南岛开展巡回演

出 。 在庆祝海南岛解放的"红五月" 里，海府及附近各县的各业余、专业的琼居IJ队、歌

舞队、八音队 、 腰鼓队、舞龙舞狮队，每日纷纷在街头游行演出，晚 1 :在各剧场演出，

到处是欢乐的海洋 。 红星剧社还到部队 、 革命老区慰问，演出了优飞龙苦凤两翻身》

<fu件扮 《白毛女》 等新编剧目 ，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5 月 ，海南岛解放后， f，京剧界通过开展斗争班主、戏霸，废除班主制等一系列措

施， 1吏离散的艺人重新归队，沐溢着解放的春风走向新生;萧条已久的戏曲舞台，又开

始慧、鼓繁弦，琼剧这个濒临悄亡的剧种，恢复了新的生命。(1950 年海南解放时，当时

仅余七棚戏班在岛内活动。 直至响应中央精神开展戏曲"三改"工作开始起， 离散的艺

人重新归队， 重返舞台，各县市陆续成立了 20 余个琼剧团，并开展正常的演出活动，

业余剧团贝Ij数以百计。"文革"结束后，专业琼剧团曾一度发展到 23 个，业余剧团则

达上干个。)艺人陈烈三、韩文华 、 郑长和、 三升半等发起成立了新群星剧团(海口市

琼剧团前身) ， 主要演员有陈烈三、林道修、韩文华、 三升半、郑长和、李长城、吴桂

喜、陈乐元等，他们满腔热情在岛内各市县巡回演出，深受群众欢迎。当时整理演出的

传统剧固有<龙攘江救#黔 《乌鸦戏凤~ <<林攀桂与杨桂英》及新编历史剧 《王佐断

勘 乱

.5 月 ， 海南文昌 、琼山等汉区传统民阎舞蹈且盘舞(在电影《红色娘子军》 中，导

I f.J\ [J\:均飞， WENXUE YIS!I(f D/\SHl.J1 3 



i寅谢晋将海南汉区传统的民间舞

蹈直盘舞穿插于阿贵和红莲成亲

的婚礼场面，给观众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在庆祝海南岛解放的活

动中，加人南下解放大军东北秧

歌舞的庆祝行列，跳得欢欢快快、

沸沸扬扬。

.6 月 5 日 ，海南紧张筹备了

一个月的庆祝海南岛解放盛大活

动，在私立海南大学广场拉开序

幕。下午时分，庆祝活动进入海

口老市区 。 党中央特别派遣了在

江南一带名满军于17的"南京部文

t团秧歌队"这支文艺别动队，

不远千里前来庆祝海南解放。参

加庆祝表演的南京部文工团秧歌 1950 年 6 月，党中央特别派遣南京部文工团秧歌队参
队，女兵都穿着白色的上衣，黑 加海南岛解放庆祝活动。因为游行队伍走进海口市中山路。

色的裙子，胸前别着部队的番号吴冲仁板)

腰间绑着舞动的红丝带 ， 扭秧歌的腰肢英姿枫爽，哥大声嚎亮、 充满激情。秧歌表演队后

1950 年广州部队华南文工团创作的歌舞剧《乘风破浪解放海南》

演出刷照，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歌舞剧。

4 HAlNAN WENXUE:: YlSHU ρASIllJI 

面紧接着的是睬高院。踩

高院后面是地方文艺宣传

队 。 这是海南岛上第一次

出现的高院队。

.7 月 ，为欢迎解放海

南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

队凯旋，广州部队华南文

工团(现广东歌舞剧院的

前身)接到上级"用 10 天

时间，创作一台思想性、

艺术性流的节 目 "的任

务 。 当时解放不久，文士

团人员还是东西南北凑合

来的，没有演过大型节 目，



那时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革

命热情，都希望在大胜利的

时刻能亮一下相。 文工团选

出八位同志，组成编导团 。

由梁伦和张中任总导，阵、蕴

仪、何因光、陈群、倪路任

舞蹈编导，施明新、蔡余

文、林韵、张柏松担任作

曲，李门、周围、李文治担

任文学创作，齐牧冬、 i草

畅、周恩日月担任舞台美术灯

光设计，施明新、 曾哲任全 1950 年广州部队华南文工团创作的歌舞剧 《乘风破浪解放海
剧乐队指挥。全团派出 28 扮演出剧照船夫告诉解放军战士登陆的目的地临高角到了 。

人，去广州郊区访问英雄模范团和立功船夫，丁波团长指派陈群、李文治、刘漫 (摄影

师) ，随同中南慰问团到海南做第一手资料的采访。 当中南慰问团过琼州海峡时，遇到

台风，慰问团给海南岛战士送慰问品的货船被风琅刮翻沉没，慰问团乘坐的客轮还是坚

持冒着风琅前进，终于胜利到了海南岛。陈群、

李文治、刘漫在海南岛通过采访、查资料等方式

为华南文工团创作舞居IJ ~保风破琅解放海南〉获

得了大量珍贵的第-手资料。 在广州的同志，以

珠江为训练基地，驾着曾经参加渡海作战的机帆

船，在水上演习起锚、扬帆、潜水、游脉，并用

竹架子{乍浮7k器，练习水上射击。 岸上， 在参战

部队的指导下， 学习"转窝窝"、 "打秋干"、

"荡液桥"等动作。 这些扎实的生活体验，为后

来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仅用八天时

间，五场的歌舞剧 〈。在风破浪解放海i有〉被搬上

舞台彩排，随后进行了修改加工。

.8 月 ，海南艺术专科学校(简称海南艺

专)井人当时的海南大学，附设专科。不久，海

南大学停办而筹办南方大学海南分校，海南艺专
_, " ''',' 20 世纪 50-60 年代，由华南人民出版

也随之结束。 1949 年 6 月，留法;由田家符拔雄 社出版的歌舞剧 《乘风破浪解放海南》 戏
在府城创办了海南历史上第一所"私立海南艺术 曲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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