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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一，本溪疆域，建置、沿萆 ．

本溪市位于辽宁省东部山区，东毗吉林省通化，北邻沈阳、抚顺，

西界辽阳，商望丹东。

本溪市辖两县三区，即本溪县，桓仁县．平山区、溪湖区和立新

区。总面积为八千三百四十八平方公里，人口一百四十万，包括汉、

满，回，蒙、朝鲜，锡伯等二十六个民族。

境内，老秃顶、铁刹山绵亘南北，浑江，太子河豌蜒西东，森林

密布、沟壑纵横，盆地，良田沃土，丘陵，山货野果累累，人参．鹿

茸尤享盛名。名山，名刹、名洞驰名中外，尤其煤、铁、钢，焦，化的

联合工业体系， 素有中国。鲁尔”之美称。 沈丹铁路从北向南，溪

辽，溪田两线由西向东；公路如网四通八达。本溪可谓：山清水秀，

．风光椅丽，资源丰盛，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我国重工业基地之一．

远在上古，夏分天下为“九州”，本溪属营州管辖J战国时期诸

侯割据，分设郡县，本溪属辽东郡襄平县，秦和西汉时，本溪属辽东

郡，十六国之乱时，本溪先属前燕， 继属后燕j 东汉时本溪属玄菟

郡，三国时本溪属辽东郡平州；晋时本溪属辽东郡襄平县I南北朝时

的魏、齐，周及隋四代，本溪属高句丽j唐代本溪属安东都护府后入渤

海国I辽金时，本溪分属辽阳自岩县辽阳府石城县，明代，本溪属东

宁卫I清废明治，光绪三十二年(．fooe年)盛京大将军赵尔巽奏清光绪

帝： 。辽阳州属本溪湖一带，毗连兴京(新宾)， 凤喂城， 万山重

叠，路径分歧⋯⋯应设知县。”从此，本溪才设县制．

市属的桓仁县建置较为久远。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 7年)

扶余族后裔邹牟王朱蒙在今桓仁立国建都，号日高句丽(注j)。高

旬丽王朝在桓仁定居四十年，予公元三年迁都因内城(今集安县城)



(注2)。光绪三年(j877年)盛京将军崇实奏清开边，以重边防，

始建怀仁县于佟佳江(浑江)东岸，县名取 。怀想仁人”之意故命

之。当时怀仁县隶属奉天府兴京厅管辖。后因与山西省怀仁县同名而

改为桓仁县。

从1939年日伪统治时期本溪开始设市的建制。1945年在同民党统

治时期撤消市而划归本溪县。桓仁县当时属安东省。‘1948年加月本溪

解放又恢复市的建制，归中央直辖。1954年改为省辖市至今。

二、重工业的兴起与戏曲的传入 ．

本溪庙后山古人类遗址出土证明，早在三十到四十万年前旧石器

时期，本溪就有人类栖居。距今两千多年前，当地居民即有人从事烧

窑，制作缸，瓦，盆．罐等陶瓷器皿。因而，本溪古称。窑街”．

戏曲(伎乐、百戏)活动，仅就所考，可上溯到公元五世纪的高

旬丽时代。 “舞蹈⋯⋯抚琴女子， 有的吹笛、弹阮，吹角等。 (注

3)”j887年桓仁县令金作勋奉命建成天后宫，并修建戏楼～座。天后

官供jil巳吴惠海神及其夫人——吴惠天后。吴惠天后祖籍福建沿海，因

此以重会邀来福建的 “槽子班” 演戏三天，该班多演蒲仙戏以慰乡

情。演出的剥日有《东海孝妇》、《目莲救母》，《赵贞女》等。

1907年，河北梆子演员首次来溪， 坤角小云仙、 金翠英、筱荣

喜、筱满堂等演出的剧口有《双官诰》、《三上吊》。继之，同升茶

园由天津特聘紫金仙来溪演出《黑风洞》．

尽管“县内居民．殊少交际，生活状态与文化知识均较交通地域为

低(注4)。”但由于本溪湖采煤、炼铁之迅速兴起，尤其工矿采取

蒸气机等先进设备，产业工人(多系河北，山东以及当地的劳工)与

FI俱增。”(注5)百业相继出现， 娱乐业如说书馆、 小落予园应

运而生，本溪的第一座能容纳七百座席，带有包厢、雅座的戏院——

“湖山楼”大舞台于j91j年底建成．

“湖山楼。 大舞台建成之初的几年里， 蹦蹦和河北梆子问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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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j9，8年评剧艺人金菊花(原名杜芝义)和倪俊声来溪演出《打狗

劝夫》等剧目，这是评剧传入本溪之开始。1921年京剧传入本溪，由

王汇川领衔演出，剧目《追韩信》等。此间，本溪不仅有二人转，皮

影戏，杂耍等演出，河北梆子，评戏、京剧也经常上演，尤其评戏和

京剧渐渐被观众所喜爱，并深深扎根在本溪。

当时，本溪没有固定的戏曲班底，虽然许多名角曾来溪献艺，皆

乃来去匆匆之过客．由于缺少固定剧种之班底，所以演出形式大都为

京、评、梆子“三大块”或者是京、评“两下锅”。即使偶而有固定

的剧种如京剧、评戏来溪，也只是“打完炮”即离溪他去。1937年，

评戏 “南孙家班”与“湖山楼” 大舞台财东姜占一签订合同来溪扎

营，从此，本溪才有了第一个}平戏的固定班社。接角来“打炮”，该

社为班底配合演出，外角一走，则自己挑梁维持其演出。
?

三，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统治及戏曲的衰落

H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以经营被它侵占的南满铁路，成

立“满铁”，并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借U，在本溪连IlJ关驻有守备

队(注6)。与此同时，基于本溪工矿密布地区，工人集中，便于加

强其思想上的控制，最初成立了“思想矫正辅导院”(注6)。1932

年，伪满洲罔进一步设立了思想统治机构，即资政局弘法处。为控制

舆论，控制文艺而提出《艺文指导纲要》，其中第一条就毫不隐蒋地

道出： “⋯⋯艺文以建罔精神为基调。故从事八}杰一宇之伟大精神美

的显现，并且以移植于这一罔士的艺文为经，以原任诸民族固有的艺

文为纬⋯⋯织成浑然独自的艺文。”(注7)

鉴于以上的指导思想， 卒溪于1939年相继成立 ”本溪戏乐检定

会’和 “本溪戏曲改良会’． “两会”的建立， 使本溪的说唱艺术

(评书．京韵，西河，奉派大鼓)以及戏曲表演艺术(京剧、评剧．

河北梆子)乃至蹦蹦均造成其衰败的景象。 当时戏捐过重， “湖山

楼”大舞台营业萧条处于苟延残喘， “自然秆’， 。同乐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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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茶园。等小型戏园及戏社也不得不时演时停．为此，本溪唯一

的评剧班社。南孙家班”也日渐衰落最后而分崩离析。此间，虽有评

剧演员筱麻红、筱兰英以及京剧演员林树森、周稚威、周少楼、周仲

博，尹博君(尹月樵)等先后来溪，也只能是演出几场便匆匆离溪他

去．

从1931年至1945年，在这十四年里，不仅本溪市内没有建设一所

剧场(院)，就连两县三区也完全是空白。 “湖山楼。大舞台迫于前

景暗淡，于1942年曾一度改为。映画馆”(电影院)，然而，因年久

失修终于1944年倒塌。之后，虽然在其旧址又修建一座戏院，起名为

。北山大戏院”，其实是用苇席搭成的戏棚。当时人们送。北山大戏

院”四句话：无雨演戏、遇雨戏停、天寒地冻，戏停棚空．

1945年“九，三”抗日战争胜利，尽管当时市内人口逾六万，由于

日伪统治时期所造成既没有固定的戏曲班社，又没有一座剧场(院)

可供剧团的上演。因而，从1945年至1946年底本溪市内无戏可看。尤

其从1946年至1948年，国民党发动内战，地处沈丹线上的重镇本溪，

迫于战事，交通受阻，一时从沈阳至安东(丹东)，从辽阳至本溪，

欲来演蹦的戏曲班社以及流动演员均无法来溪献艺。故此，在这两年

多的时间里，本溪艺苑一片荒芜。在此期间，虽有国民党五十二军京

剧团来溪演出于。青年馆”(电影院)，但纯属其“劳军”，热爱戏

曲之广大观众却拒之于门外，当时本溪人民有这么四句话： “有枪在

手，看戏得手，百姓没枪，看戏甭想”足以概括当时本溪戏曲之暗淡

景象．

四、本溪戏曲事业繁荣始于建国以后

1948年104本溪解放，本溪的戏曲艺术才得到发展和繁荣。1950

年2月李溪市文联筹委会召开，戏曲工作由文联负责，并相继成立了本

溪市实验剧团(京剧)和本溪市人民大戏院(京，评“两下锅”)。

1953年本溪市实验剧团和人民大戏院撤消，分别成立了本溪市评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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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本溪市京剧团(民营公助)。1954年本溪市文化局成立，

各戏曲剧团由政府接管，并陆续委派政府工作人员进团，为党的各项

工作服务。继而，县、区属的剧团如平山评剧团、桓仁县评剧团相继

成立，与此同时，各大企业的业余剧团，如本钢、煤矿，铁路、工业

局、商业局以及农村业余剧团如雨后春笋，使工矿．农村的演出活动

遍地开花，十分活跃。

本溪市评剧团、本溪市京剧团在建团之初，新文艺工作者不断充

实，贯彻执行了党的。三改”(改人、改制，改戏)方针，不仅使演

员的精神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和改观，对戏曲舞台综合艺术也有较大的

提高，从说戏到导演制度的建立；基于戏曲的传统音乐又进行大胆、

探索性的改革； 乐队相应地扩大， 西洋乐器也适当的加入，同时，

对舞美设计，装置，音响效果、灯光色彩等也做了许多积极的改进．

由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本溪市评剧团、京剧团除上演一批深受

广大观众欢迎的传统和整理、移植的剧目。如《梁山伯与祝英台》，

《自蛇传》、《祥林嫂》，《志愿军的未婚妻》，《戚继光斩子》，

《三打祝家庄》、《黑旋风李逵》，《五虎夺昆仑》、《红娘、续红

娘》、《绿珠坠楼》外，还改编，创作一批剧目，如《啼笑因缘》，

《摆箭会》、《高峰舞长樱》等。

此期间本溪市评剧团除不断上演传统的保留剧目，还擅演现代戏

著称；本溪市京剧团则以武戏、群戏、连台本戏而见长。六十年代初

由于毕谷云等参加本溪市京剧团，又多演以流派戏(苟派)为主．至

于桓仁县评剧团除经常演出保留的传统戏，还不断上演以现代题材与

内容的小戏活跃在东部山区。

此间，对剧场(院，俱乐部)建设，从质到量均属空前。建国初

期仅有一所剧场， 截至。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本溪市先后建

成溪湖剧场、 人民剧场、 人民文化宫等逾百座大、中，小型可供戏

曲剧团上演的场所，不仅使本溪市各戏曲剧团有了演出的基地，同时

也给外来本溪进行艺术交流的表演艺术团体创造了条件．中国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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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程剧团、尚刷团，苟剧团、上海京剧院、山东吕剧院、山西蒲剧

院，江西赣剧团、宁夏京剧团，河北省河北梆子剧团、黑龙江省京剧

团以及沈阳评剧院等频频来溪。由于京刷、评剧和其他兄弟剧种的著

名演员光临本溪，既活跃和丰富了本溪地区的戏曲事业，提高了本溪

评剧、京剧的表演水平，同时，也培养了本溪戏曲观众的情趣和欣赏

水平。

五，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本溪戏曲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本溪市戏曲界蒙遭空

前而重大的灾难。经过十七年辛勤培育的戏曲之花顿呈凋谢。本溪市

评剧团，京剧团以及桓仁县评剧团，就连业余剧团也难逃厄运。剧团

的物资被洗均一空，剧团领导、主要演员、编导人员均遭莫须有的罪

名而全被打倒，戏曲活动消声匿迹。而后大部分戏曲工作者携家带口

被强行遣送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走死逃亡，天各一方。京剧团副团长

杨鸿鸣以及演员兼编导的马骏等，惨遭迫害冤死于无医少药的农村。

1969年，本溪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革命样板戏学习班”，先后

演出《沙家滨》，《红灯记》，《龙江颂》等“样板戏”。继之，从

1970年以后，本溪县、桓仁县也成立了“样板戏学习班”或“文艺骨

干学习班”，大型工矿企业也效仿之，一时在本溪市所演出的剧月都

是清一色的“样板戏”或“样板戏”中的选场、选段。当时人们都在

说： “几出来回转，不看没戏看，谁要说不好，专政还得了l”

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本溪戏曲的复苏与发展

，1976年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从此， 一反十年动乱所造成的

“万家墨面”、百花凋谢的局面， 本溪戏曲艺术始得复苏。 落实党

的各项政策，拨乱反正，彻底乎反冤假错案，被诬陷获罪的戏曲工作

者得到平反和昭雪，插队在农村的评剧团、京剧团人员陆续返回原工

作岗位．政府拨出大量款项霞新购制戏箱和舞台装置。于是，在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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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本溪市评剧团、京剧团的同时，桓仁县、本溪县的县剧团也相应

加以改建和扩建，较大企业的业余剧团也得到恢复和发展，使之本溪

全市的戏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和出现可喜的繁荣景象。

此间，本溪市评剧团上演的《小女婿》演出近三百场；本溪市京

剧团的《火焰山》，《秦香莲》连演不衰，均逾百场，桓仁县评剧团

演出的《小女婿》也演百场之多。与此同时，在创作上也有较大的突

破，在很短的时间里创作， 改编， 移植一些剧目， 如京剧《张志

新》、评剧《啊脂》等．

1980年至1982年，本溪市京剧团先后赴丹东、 沈阳、 大连，烟

台、青岛、上海以及天津、北京等地演出《红娘、续红娘》、《前后

部玉堂春》、《绿珠坠楼》等戏，获得很大的成功。

为认真贯彻执行文艺为社会主义， 为人民服务的方针， 本溪市

戏曲剧团于j977年至1982年底， 其演出场次达3350场， 观众人次为

3，165，000人次． 巡回演出来溪进行艺术交流的外地戏曲剧团，每年

的团次达j5次．工矿、农村的业余剧团也颇为活跃，经常上演的业余

戏曲剧团有5个。新建、改建，扩建的演出场所基于合理的布局也有较

大的发展，本溪县建有三处，桓仁县两处．因此，广泛的戏曲活动，

极大{；j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对促进精神文明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洼①集安出土。好太王碎’

注②《考古》1960年I期

注④《集安文物志》

注④《本溪县政公报》1931年J期

注⑤《伪满洲国史》

注⑥《满洲文化》

注⑦《泰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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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大事年表

1 8 8 7年(光绪十三年)

5月，桓仁县建成天后官， 同时举办庙会，演“社戏。三天，重

金邀请福建。槽子班” 剧团多人， 演出《东海孝妇》、 《目莲救

母》、 《苟灌娘围城救父》， 《帝女花》、 《赵贞女》、 《仙缘

记》，《翡翠园》、《清风亭》，《秦楼月》、《梅花簪》、《拜月

亭》、《如是观》，《单刀会》等戏，观众甚多．

1 9 0 7年(光绪三十三年)

2YJ 3日，本溪有海城人张鹏阁，被准许在本溪设立戏园，并由海

城接来坤角十余名，于2月5日开演。
。 6月8日，本溪同升茶园演戏后不久，丹桂茶园又相继建起．

5月19日，丹桂茶园自坤角金翠红走后， 营业逐渐萧条，不久由

省邀来坤角王黛玉，名角齐德峰等，因而观众不去同升而去丹桂，营

业转好。

1 9 O 9年(宣统元年)

3月J1日，同升茶园由天津邀来名角紫金仙， 演出《黑风洞》一

剧，由于唱做俱佳轰动全城。
’

同升茶园觅定本月十五日，在河西万德昌院内开演不误。．

4月j J日， 丹桂茶园由奉天邀到名坤角二十余名， 定于初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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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小宝仙之活泼、金翠英之柔媚、小玉福之沉静，张长泰之雄壮、

金翠红之痛快，小云仙之老练、盖九州之老成、李永刚之精强，因而

生意发达．

7月15日

入夏以来，本溪期颇为枯旱，群众为拜神求雨许愿而唱戏⋯⋯结

果连日得雨，街西大堡也相继邀班唱戏。

如月4日，有关当局借口。自夏秋胡匪猖獗， 一旦演尉恐匪混迹

其中难以防范’为由，故批示不准演出。

j J月22日，同升茶园坤角小菊芬改名李飞霞，演出《三上吊》一

尉，观赏者莫不叹赏．

1 9 1 0年(宣统二年)

57t 8日， 丹桂茶园，同升茶园营业不佳， 重新招集资本置买衣

箱，邀请超等名角，定于五月初五端午节正式开演。

5月18日，同升茶园因角色不齐延至昨十七日始登台露演， 坤角

兰翠英，名角十二红等，演唱《走雪山》一剧， 唱腔出众， 余音绕

梁，观众喝彩不断．

8月』3日，同升茶园比起丹桂茶园营业略见冷清， 特由奉天邀来

坤角筱荣喜、筱满堂等，营业顿见起色，头一天演《双官浩》一剧，该

角歌喉婉转，唱做俱佳．兰翠英与陵满堂合演《三疑讨》做工细腻、

唱工稳重，喝彩之声使梁尘为落，故观众甚相拥挤。

6月j5日，有警察局股员某，强行无票观剧， 因请其买票致触其

怒，扬言。今后如有无票观戏者定加重罚不贷，园主闯知深傈异常，

只得责收票者为“有眼无珠”．

6月22日，丹桂茶园赔洋一千余元，于目前破产停演。

8月27日，埠街会仙茶园开演， 观众甚多， 几乎座无虚席， 营

业较好．西街同升茶园有鉴于此，已派某人持洋数百元赴省邀到棱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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