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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广西话剧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

遵循实事求是、述而不作的原则，力求体现时代特征和具有地方特色。

二、本志记述广西话剧艺术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上限为“五四”时期广西有话剧早期形式演出活动起，下限至

2002年底，个别情况作特殊处理。

四、本志共设7章：原创剧目、二度创作、团体机构、演出场所、理论建

设、出版物、人物，前置概述后置大事纪略。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

章选择有代表性及对广西话剧事业发展有一定贡献的已故人物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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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民震

；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党

：行的纪念活动，亲切会见

等，并作了重要的讲话。他

叻广大话剧艺术t作者要

．热情讴歌时代精神，努力

是莫大的鼓舞。纪念活动

京展演，最令人欣喜的是

晴彩的剧目赴京演出。近

夕阳工业”，这些情况不能

话剧这个外来的艺术形式，由于19世纪末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了 l

表达自己对政治的诉求而凭借的舶来艺术手段，经过一百年的演变，经过

几代话剧人不懈地探索和追求，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

在纪念话剧一百周年期间，不少专家学者对话剧一百年的战斗历程

和未来的走向作了精辟分析和深刻的评论。这里引用前中央戏剧学院院

长。著名教育家，导演艺术家徐晓钟先生的一段文字：“中国话剧百年的历

程，形成了有我国历史特点的传统：1．战斗的传统；2．不断民族化的传

统；3．以我为主，借鉴，兼收并蓄的传统；4．以现实主义美学为主体，多

种美学原则，创作方法多元并存的传统；我们在这些传统中积累了许多宝

贵的经验。”《广西话剧志》所记述的广西话剧艺术的发展历程，非常可贵

地印证了这段论述。

话剧这一舶来的艺术形式，辛亥革命之后就被广西人民作为反帝、反

封建的宣传武器所运用。大革命时期，在广西第一个共产党广西支部成立

地——梧州，掀起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同时亦掀起了话剧演出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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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各界充分运用话剧这一艺术形式配合宣传，据真实生活、真人、真事

自编自演了《虎去狼来》、《为顾正红烈士报仇》、《烟精受戒》、《抵制日本

货》等爱国剧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百色、龙州起义也有力地促进了苏维埃地区的话

剧演出。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政治的原因和地理位置，桂林汇集了大批革命的

文化人和进步的文化团体，一时间，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城成为国统区大后

方的进步文化中心，其话剧运动也随之空前发达与繁荣。戏剧家们不但进

行了大量的演出活动，培养了一批戏剧人才，还创作了一批轰动一时具有

影响力的戏剧杰作。特别是1944年在桂林举办的，被美国戏剧评论家爱

金生称为“有史以来，除古罗马时曾经举行外，还是仅见的”——西南第一

届戏剧展览会，将话剧运动推向高潮。更可贵的是，戏剧家们努力实践探

索，“使这一外来的艺术形式经过充分的咀嚼、消化、取舍、变质而成为中

国大众自己的东西”，“新鲜活泼的，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

与中国气派”。这一时期是中国话剧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精神指引下，广西的话剧事业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坚持不断

的走民族化道路，努力探索着民族地区话剧民族化的新课题。他们曾创作

过多部民族题材的剧目，为民族地区的话剧如何反映各民族人民的生活

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同时，他们在反映广西革命历史和党在广西进行艰巨

的解放斗争的重大题材，作了深入的调研、探索、创作和演绎，塑造了以韦

拔群、邓小平、李明瑞为代表的许多革命英雄人物，得到了广大观众极高

的赞誉，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话剧事业的一大亮点。

以革命历史题材领先，多年来，广西还创作演出了数量可观的反映社

会主义时期各方面斗争生活及民俗风貌的话剧。其中不乏在全国广大观

众中取得积极的反响和文艺界肯定的评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鼓

舞下，全国文艺界掀起了一次探索、革新与创造的热潮，出现了一批在结

构形式、表现方式和表现方法等方面借鉴了西方现代戏剧中的象征主义、

表现主义及荒诞派的新的试验剧目。从编剧、导演、舞台艺术方面等进行

了广泛的实验性探索，对舞台艺术的表现潜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广西

话剧界追随着时代的脚步，与时俱进，执著地进行了对不同风格流派的艺

术探索的尝试，广西话剧舞台上出现了以现实主义美学为主体，多元并存

的喜人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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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援，本土的导演和演员

子慢些，但总体上是按照

‘面显得很困顿，但我们仍

|勺，他们努力探索着广西

℃发展大繁荣的精神指引

，《广西话剧志》可以说是

弗志书的所有专家和工作

，留下了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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