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地经验: 1960 年代
“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考论

申 燕

［提要］20 世纪 60 年代大量出现的各级各类戏剧观摩演出大会，是中国当代戏剧史及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而独

特的历史现象。它以涵盖了从现代话剧到各种传统地方戏曲的形式之多样性、打通了从国家到省市大区的组

织之广泛性，不仅对当代话剧、戏曲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而且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化动员、情感生产和国家认

同等，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在 20 世纪 60 年代集中出现的戏剧观摩演出中，

上演时间最晚，是在充分观摩学习了早于西南区举办戏剧观摩演出的其他各大区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它集中了话剧、地方戏等表演形态，也是对 60 年代西南地区戏剧创作及观摩演出经验的总结。全面搜集和整

理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上演的七十多部话剧、戏曲作品进行宏观分

析，发掘观摩演出之于西南区戏剧发展的重要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立足于迄今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戏剧观摩

演出这种“形式”本身，分析和探讨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会演的历史意义，即它通过富于民间立场的戏剧生

产和传播机制，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化动员、情感生产和国家认同提供了可贵的地方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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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大量出现的各级各类戏剧观

摩演出大会，是中国当代戏剧史及文学史上一个

重要而独特的历史现象。它以涵盖了从现代话剧

到各种传统地方戏曲的形式之多样性、打通了从

国家到省市大区的组织之广泛性，不仅对当代话

剧、戏曲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而且对社会主义新中

国的文化动员、情感生产和国家认同等，产生了重

大而深远的影响。20 世纪 60 年代，除了各个省

市、自治区的戏剧观摩演出，各大区的戏剧观摩演

出也在 1965 年集中出现，依次是华北区话剧歌剧

观摩演出( 1965 年 2 月) 、东北区京剧现代戏观摩

演出( 1965 年 5 月) 、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
( 1965 年 5 月) 、西北地区现代戏观摩演出( 1965
年 7 月) 、华北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 1965 年 7
月) 、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 1965 年 9 月) 。
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在 60 年代集中出现

的戏剧观摩演出中，上演时间最晚，是在充分观摩

学习了早于西南区举办戏剧观摩演出的其他各大

区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它集中了话剧、地
方戏等表演形态，既是对西南地区戏剧艺术整体

水平的展示，也是对 60 年代西南地区戏剧观摩演

出经验的总结。正如李大章所言:“我们西南地区

的会演是在各个大区会演之后举行的，各个兄弟

地区已创作出不少好剧目，已经有了先进的经验

供我们学习，我们要认真学习他们的经验。”［1］本

文拟在全面搜集和整理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

演出史料的基础上，一方面对上演的七十多部话

剧、戏曲作品进行宏观分析，发掘观摩演出之于西

南区戏剧发展的重要意义; 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

则是立足于迄今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戏剧观摩演

出这种“形式”本身，分析和探讨西南区话剧、地方

戏观摩会演的历史意义，即它通过怎样的生产和

传播机制，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化动员、情感生

产和国家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20 世纪 60 年代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

演出考

1965 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10 日，由中共中央

西南局主办的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大会

在成都隆重举行。参演代表团有四川、云南、贵

州、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及昆明部队、铁道部

西南铁路工程局所属专业戏剧表演艺术院、团和

工农兵业余文艺演出队共 35 个，演职人员 1700



多人，参与活动的文化界人士和观众则数以万计。
演出剧目共 73 个，其中话剧 34 个，地方戏曲 36
个，歌舞剧 3 个。出版内部交流资料《西南区话剧

地方戏观摩演出大会会刊》及《西南区话剧地方戏

观摩演出剧目介绍》，《四川日报》《成都晚报》《戏

剧报》对此次会演做了大量报道和分析，《剧本》
1965 年第 6 期刊发了上演剧目《比翼高飞》的剧

本。具体演出详情如下:

第一轮上演剧目，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部队

国防话剧团《胜利在望》《向北方》《迎接曙光》( 话

剧) ，重庆市川剧院《龙泉洞》( 川剧) ，四川省达县

专区文工团《好帮手》《应尽的责任》( 话剧) ，四川

省南川县文工团《曙光初照演兵场》( 话剧) ，贵州

省安顺专区花灯剧团《在红炉旁》( 花灯) ，贵州省

话剧团《建设时期的游击队》( 话剧) ，四川省农村

业余演出队《棉田新风》( 话剧) 、《两个理发员》
( 话剧) 、《站岗》( 歌剧) 、《挖泉》( 快板剧) 、《积肥

歌》( 川剧) 。
第二轮上演剧目，成都市话剧团《柜台内外》

( 话剧) ，四川省南充专区演剧团《红姐妹》( 川

剧) ，四川省达县专区演出队《管得宽》( 川剧) 、
《巴河渡口》( 川剧)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工

团《奴隶之歌》( 话剧) ，云南省滇剧院《高山红霞》
( 滇剧) ，贵州省遵义专区黔剧团《考幺女》( 黔

剧) ，贵州省黔剧团《一家兵》《假日》( 黔剧) 。
第三轮上演剧目，重庆市话剧团《比翼高飞》

( 话剧) ，成都市川剧院《许云峰》( 川剧) ，云南省

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团《哀牢山的春天》( 话剧) ，贵

州省花灯剧团《平凡的岗位》( 贵州花灯) ，昆明部

队国防话剧团《边寨红装》( 话剧) ，四川省温江专

区农村文化工作队《金钥匙》《她不走了》( 川剧) ，

四川省雅安专区川剧团《帮亲人》( 川剧) ，四川省

职工业余演出队《师徒三代》《九号服务员》《万紫

千红才是春》《一盘弹子》《上墙》( 话剧) 。
第四轮上演剧目，四川省中江县农村川剧团

《黄继光》( 川剧) ，昆明部队国防话剧团《严阵以

待》( 话剧) ，四川省自贡市文工团《盐场新歌》( 话

剧) ，云南省人民艺术剧院花灯剧团《一千斤! ?》
《两个老社员》《李大爹学文化》《支前》( 云南花

灯) ，贵州省毕节专区黔剧团《贫农代表》《把关》
《开锁》( 黔剧) ，成都部队战士业余演出队《水上

飞跃》( 话剧) 、《赶队》( 歌剧) 、《第三张喜报》( 话

剧) 、《方向正了》( 话剧) 、《练》( 话剧) 。
第五轮上演剧目，成都部队战旗话剧团《边哨

风云》( 话剧) ，贵州省黔剧团《山高水长》( 黔剧) ，

云南省大理州白剧团《红色三弦》( 白剧) ，成都市

川剧院《军事代表智灭匪巢》( 川剧) ，达县专区川

剧演出队《青春壮志》《巴山女民兵》( 川剧) ，绵阳

专区演出队《老不老》( 川剧) ，成都市川剧院《喜

相逢》( 川剧) ，四川省现代实验川剧团《急浪丹

心》( 川剧) 。
第六轮上演剧目，云南省滇剧院《厨娘》《英雄

婆媳》( 滇剧) ，云南省红河自治州滇剧团《两姐

妹》( 滇剧) ，四川人民艺术剧院《走向新路》( 话

剧) ，温江专区农村文化工作队《朋友之间》( 话

剧) ，成都市话剧团《支援》《终身大事》《向阳路

上》《一笔千金》( 话剧) ，成都市川剧院、成都市川

剧团联合演出《南方风雷》( 川剧) ，重庆市川剧院

《嘉陵怒涛》( 川剧) ，重庆市话剧团《劳动万岁》
( 话剧) ，西南铁路工程局政治部文工团《敢教日月

换新天》( 话剧) 。
从题材而言，这些剧本主要包含以下类型: 越

南战争、农村建设、工业建设、商业、中印边境冲突

等，既回应了当时戏剧演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战

略需求，也显示了西南地区戏剧创作和演出的整

体水平。由于这些上演剧本大多是为此次会演量

身定做，经过层层选拔被确定为会演剧目，在艺术

审美价值方面，这些剧本有明显的不足，但这些剧

本的珍贵之处在于，生动地呈现了民间( 地方) 视

域下西南地区的社会面相及剧本创作主体对主流

话语的理解和回应。除了富于地方特色的语言表

达，剧本还深入展现了西南地区的民生、民俗及地

域文化。方言、土语等充满野性和生命力的活态

语言的使用，如务农的谚语、骂人的方言等，呈现

出原生态的西南区地方生活面相。剧本在一定程

度上秉持民间话语立场，对日常生活元素、民间节

日、村庄景色、民间故事进行了书写，民间话语资

源的亲切感强化了叙述者的民间立场而淡化了其

革命立场。尤其难得的是，剧本中存在大量情绪

化的生活，展现了普通民众人性中的喜怒哀乐、疑
虑及自私等。

二、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的历史背景

及研究现状

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具体到戏剧领域，要求戏剧要为工农兵

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戏剧工作者要努力实现自

身的革命化和劳动化。举办观摩演出的目的就是

为了“检阅近两年来西南各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

281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6 期



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指示所取得的成绩，交流戏

剧革命的经验，进一步深入学习毛主席和党的文

艺方针，使戏剧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

服务。”［2］为此，西南地区各级党委都非常重视，

“有的省举行了会演或调演，有的召开了戏剧创作

座谈会。不少地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亲自抓剧本

的创作、研究、修改工作。”［2］举行这种大规模的革

命现代戏观摩演出，在西南地区还属首次。正如

李大章同志在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大会开

幕式上的讲话中谈到的，戏剧是被当作一条重要

的战线，西南区的戏剧战线取得了五个方面的重

要成绩，“我们的戏剧舞台已经开始成为向广大群

众宣传毛泽东思想、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批判资本

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重要阵地。”但也存在几方面的

不足，如“在工作中对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

解决的不够深透”; “对于工农兵群众中涌现出来

的大批英雄人物和他们的光辉业绩，反映的还不

够普遍，不够深刻”; “戏剧队伍的革命化、战斗化

和参加劳动的问题，也仅仅是初步的”。“为了使

西南区的戏剧革命继续深入发展，创作和上演更

多更好的革命现代戏，巩固地全面地占领戏剧舞

台阵地，以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适应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1］西南区话剧地

方戏观摩演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举行的。
观摩演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互相交流学习，

不仅仅是兄弟单位之间的艺术交流，更主要的是

学习戏剧如何革命化，戏剧如何为五亿农民服务。
由于当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村

被认为是革命和建设的基础，要建立健全社会主

义文化体系，必须改变农村地区文化落后的情况，

清除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对农民的影响，让社会

主义新文化占领广大的农村地区，用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思想教育农民、武装农民。这也是为什么

大力号召戏剧工作者上山下乡，与工农兵群众打

成一片，实现自身的革命化和劳动化，以更好地写

工农兵、演工农兵。作为文化战线的一个重要部

分，戏剧创作和演出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文化的主

要媒介之一。
国内对 1965 年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20 世纪 60 年代和 90 年代两个

阶段，60 年代主要是与会演同步展开的宣传报道

和评论，包含以下几方面: 其一，重要领导干部对

戏剧观摩演出做出讲话或报告。西南区话剧、地

方戏观摩演出大会于 1965 年 9 月 1 日在成都锦江

大礼堂隆重开幕，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

记的李大章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强调戏剧

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要求进一

步抓创作，写出更多、更好的能够反映伟大时代，

推动时代前进的剧本，戏剧要把革命的内容和尽

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起来。在演出进行到第

五轮时，李大章又发表了在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

摩演出大会上的报告，对六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

讨论，包括关于坚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

务，特别是面向农村、为五亿农民服务的方向问

题; 关于革命戏剧中如何正确地反映社会矛盾问

题; 关于新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 关于戏剧艺

术形式的批判继承与创新问题; 关于工农兵业余

演出问 题; 关 于 继 续 促 进 戏 剧 队 伍 的 革 命 化。
1965 年 10 月 10 日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

大会闭幕，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区宣传部部长的刘

文珍就会演结束后贯彻大会精神问题做了重要讲

话，请各省的领队同志回去争取时间向省委作汇

报，汇报后按省委的指示向下面传达。领导干部

针对戏剧会演做出的讲话或报告，对当时的文化

方针政策做出了规范性指导，既佐证了戏剧观摩

演出的客观历史盛况，又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材料。
其二，当地主流媒体争相报道演出盛况。《四川日

报》《成都晚报》等针对观摩演出刊发社论和评论

文章，认为大力提倡创作和演出革命现代剧，对于

推动西南地区话剧和戏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专业刊物发表了大量戏剧观摩演出评述及

单部上演剧本研究的文章。如《工农兵业余戏剧

的新花》( 《戏剧报》1965 年第 10 期) 、刘厚生《千

朵山花红灿熳———西南小戏观摩学习札记》( 《戏

剧报》1965 年第 10 期) 、梁信《丹心照日月 急浪荡

情怀———赞川剧〈急浪丹心〉》( 《戏剧报》1965 年

第 10 期) 、《川剧艺术的新面貌》( 《戏剧报》1965
年第 11 期) 、《革命现代戏鼓舞我们前进———工

人、农民、战士、革命干部评西南会演的剧目》( 《戏

剧报》1965 年第 11 期) 、叶子《人老心红的革命皮

匠———谈〈比翼高飞〉中的老工人周海东》( 《戏剧

报》1965 年第 11 期) 、华宣《揭露资产阶级罪恶的

一出好 戏———看 川 剧〈嘉 陵 怒 涛〉》( 《戏 剧 报》
1965 年第 11 期) 、《崭新的花灯戏〈平凡的岗位〉》
( 《戏剧报》1965 年第 11 期) 、陈刚《响当当的方言

小话剧———谈〈好帮手〉〈朋友之间〉〈向阳路上〉
和〈终身大事〉》( 《戏剧报》1965 年第 11 期) 等。
对扩大当时西南区戏剧在全国的影响，提升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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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文化艺术地位起了重要的宣传推广作用。其

四，出版了专门的会演会刊和演出剧目介绍合编。
作为内部刊物的《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大

会会刊》，包含了报告、消息通讯、评论杂谈、经验

介绍、戏剧评论、学习体会、工农兵谈戏、诗歌等方

面的文章，共计 140 余篇。这些文章为我们提供

了重要的原始资料。总体而言，这些讲话、报道及

论文等重在阐释戏剧观摩演出在当时的意义，认

为通过戏剧演出能更好地教育人民群众，推进我

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西南区话剧地

方戏观摩演出大会演出剧目》则以节目单合集的

形式，保存了重要的舞台演出照片。这一时期的

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研究主要具有史料

学意义的文献价值。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戏剧领域关于西南区话

剧地方戏观摩演出的初步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两方面: 其一，少量当代话剧史和戏曲史著作简单

提及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傅谨《20 世纪

中国戏剧史》( 下册) 、葛一虹《中国话剧通史》、高
义龙和李晓《中国戏曲现代戏史》，简要提及西南

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其他各类当代戏剧史著

几乎都没有提及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其

二，各类地方志简要涉及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

演出。如《四川省志·文化艺术志》第一篇第七章

“重大戏剧活动”中，用了大约 500 字的篇幅介绍

西南 区 话 剧 地 方 戏 观 摩 演 出 大 会。《贵 州 省

志·文学艺术志》则以剧种为分类，在京剧、川剧、
话剧、黔剧、花灯戏等剧种下，将参与了1965 年西南

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的剧目做介绍。《云南省

志·文化艺术志》也以地方剧种和外来剧种为分类，

在滇剧、花灯、白剧、话剧等剧种下，介绍了参与 1965
年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的剧目。

由上可知，目前关于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

演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 世纪 60 年代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个的剧本或舞台演出评述上，

为还原历史现场提供了重要的原始材料，90 年代

以来主要集中于戏剧史书写和地方文化艺术志记

录中，强化了戏剧会演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的历

史地位。但还有以下几点亟需改进。其一，作为

并非当时文化中心的西南地区，话剧、地方戏观摩

演出在 1965 年 9 月的盛大举行，对于重新认识西

南区文化艺术发展的状况和历史地位，具有重要

的历史意义，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其

二，对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的史料尚未进

行全面整理。由于史料分散，会演会刊、演出剧目

介绍大多为内部资料，剧作文本大多也是内部资

料而未公开出版，增加了史料整理的难度。其三，

60 年代的戏剧文本研究虽然取得了少量成果，但

不足以呈现当时西南区话剧地方戏的丰富性和复

杂性，当代戏剧史中重要的舞台实践研究，更是存

在较大幅度的缺失。其四，西南区话剧地方戏演

出涉及话剧、戏曲、文学、历史等多个方面，分散在

不同的学科领域，尚未形成合力，缺乏全方位的整

体性研究。其五，西南区话剧地方戏演出的表演

性、参与性和社会性，彰显了它作为重要的文化传

播媒介的属性，其传播机制及传播效果还没有得

到有效研究。
因此，回归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作为

一种社会性活动的基本认知，超越仅仅从静态文

本来分析的局限，把观摩演出作为一种社会互动

过程来审视，考察典型戏剧剧本创作、修改过程所

反射出的社会主义文化生产机制，厘清观摩演出

所建构的独特的符号系统与社会网络及其运作机

制和社会影响。从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和传播的角

度切入，进一步认识戏剧在当时语境( 受众分布广

泛、识字水平不高、大众传播机制不足等) 中备受

重视、肩负重任的原因，突出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

摩演出本身的社会活动属性，考察戏剧会演所具

有的场景化、空间化、互动性、口语色彩、情感生产

等独特媒介属性，才能更好地认识西南区话剧地

方戏观摩演出的文化传播功能。
三、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的经验意义

将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作为一个完

整的、特殊的对象，放置回本原的历史语境中，从

社会主义文化建构和传播的视角，挖掘其存在的

合理性基础及内在生成机制，具有重要的价值。
首先，对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史料的

全面搜集和整理，文献价值突出，对于了解 20 世

纪 60 年代西南地区戏剧演出的盛况、重新认识西

南区戏剧发展水平有重要参考价值。1949 年新中

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举行的各类大规模戏剧会

演屈指可数，西南地区在 1949 － 1966 年期间举行

的省级规模戏剧演出详情如下: 1956 年 3 月 10 日

至 3 月 26 日，云南省首次戏剧观摩演出大会在昆

明举行，昆明、个旧、曲靖、玉溪、蒙自、楚雄、大理

等专区的十九个戏曲团队、三百五十名艺人参加

了演出，共观摩演出花灯、滇剧、京剧 40 个剧目 22
场，展演 14 个剧目，并评选演员、剧本、演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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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舞美等奖项。［3］( P． 46) 1962 年 1 月 8 日至 17 日，

云南省民族戏剧观摩演出大会在昆明举行，共演

出 10 场，包括傣、壮、白、彝剧大、中、小型剧目 16
个。［3］( P． 51) 1964 年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27 日，云南

省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昆明举行，15 个专、州、
市以及省级直属单位 26 个文艺团队参加演出，共

演出了滇剧、京剧、花灯、白剧、赞哈剧等 26 个自

己创作的革命现代戏剧目。［3］( P． 54) 1965 年，贵州省

革命现代戏会演大会开幕，会演从 7 月 5 日开始，

到 8 月 7 日闭幕，分 5 轮演出，历时 34 天，共演出

29 台 晚 会，43 个 节 目。［4］( P． 167) 1950 年 12 月 至

1951 年 3 月，重庆举办了为时三个月的“抗美援

朝”宣传联合公演。1951 年 5 月，成都举办了“抗

美援朝演剧周”。1959 年 6 月 10 日至 30 日，“四

川省专业艺术团体观摩会演大会”在成都举行，上

演节目中有 17 个话剧、4 个歌剧。1964 年 3 月 5
日至 21 日，四川省文化局、四川省文联、中国戏剧

家协会四川分会联合主办的“全省话剧观摩演出

会”在成都举行，来自省内各市、地、州 19 个专业

话剧团( 院) 队，演出了 28 个剧目。［5］( P． 43 － 45) 由此

可见，1965 年举行的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

出，是 1949 年后西南地区首次大规模、综合性的

戏剧演出，参演人员众多，观众群体庞大，在当时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次，既往的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大多以“剧

本中心”或“舞美中心”为主，而西南区话剧、地方

戏观摩演出综合了话剧、戏曲、文学、政治、历史、
传播等学科，涵盖了戏剧观摩演出的组织计划、剧
本创作、舞台演出、观演互动、报道评论等多个环

节。作为戏剧传播史上重要的历史现象，既往研

究主要还局限于以剧本为中心的审美性研究，几

乎没有关注戏剧会演这种特殊的传播形式的意义

和价值。基于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的个

案分析，探究观摩演出这种“形式”，突出了戏剧观

摩演出的综合性和社会性，以期从戏剧传播方面

丰富当代戏剧史研究的结构性认知。
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的举行受到了当

时西南区领导干部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西南局

书记处书记李大章、陈刚，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杜心

源，解放军成都部队首长郭林祥、何正文、余述生，

中共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廖井丹，中共成都市委书

记、成都市市长李宗林以及西南局和西南各省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了开幕式。文化部副部长颜

金生到会观看了部分演出。此外，中央有关部门、

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和华北区、东北区、华东

区、中南区、西北区有关部门的同志也应邀参加了

开幕式。李大章认为，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

出“不仅是西南地区文艺战线上的一件大事，而且

是西南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

件大事”［6］，他在讲话中号召理论界、评论家、学术

家有计划地开展学术活动，活跃学术气氛，西南地

区的报纸刊物也要尽可能为这种活动提供有利条

件，及时加以提倡、指导。［1］

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戏剧节建立剧人的吁

请渠道”［7］不同的是，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

出，不仅是一次政治理念的艺术实践或各单位之

间的艺术交流，更可贵的是，会演的相关资料还呈

现了更为丰富的历史面相。《西南区话剧地方戏

观摩演出大会会刊》中有大量文章记述了政治要

求和具体实践之间的差距以及戏剧工作者自身的

心路转变历程。如当时社会号召戏剧工作者上山

下乡，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 同吃、同住、同劳动) ，

以实现自身的革命化和劳动化。《会刊》在第三期

刊登了几篇戏剧工作者的文章，详细描述了他们

在上山下乡中曾经面临的心理困境和思想转变的

过程。
《会刊》还呈现了当时的戏剧艺人们的整体风

貌和精神状态。1965 年 8 月 24 日，贵州省话剧团

的演员们在贵阳开往成都的火车上，主动充当起

“乘务员”，擦洗地板，为乘客送开水，帮炊事员洗

刷碗筷，因为她们在行前“学习了中央负责同志的

指示，听了本省文化部门领导同志的报告，决心在

会演中严格要求自己，发扬革命精神，所以一踏上

行程，就主动做好事”［8］。云南省滇剧院和大理白

剧团的同志们则在 8 月 26 日晚上在隆昌火车站

的候车室里，为当地群众和旅客们表演了二十多

个节目，还和群众一起大唱革命歌曲，车站的服务

员也被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鼓

舞。这些鲜活的历史画面是《会刊》提供的宝贵资

料，也是对观摩演出全方位、多侧面地展现。
再次，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中大量存

在的传统戏和地方戏演出，使地方文化和地方经

验成为国家文化的有利补充，考察西南区话剧、地
方戏观摩演出中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地方

路径，有助于重新认识地方文化参与社会主义文

化生产和传播的作用和意义。西南区话剧、地方

戏演出中，大部分剧目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地方

特征和朴素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大量使用方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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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生活气息浓厚，全面展现了西南地区人民群众

的生活风貌。语言反映出人物的身份、地域属性、
阶级属性，方言口语的大量使用不仅是为了增强

戏剧的传播力，更体现出了叙事立场的转变，由俯

视姿态转变为平等姿态，拉近了戏剧与普通民众

的情感距离，进而通过语言来完成人与人之间的

身份认同。西南区话剧、地方戏演出剧本中提供

了丰富的民间视野中的国家共同体建构经验。比

如川剧《帮亲人》全面展示了民间视野对血缘关系

和阶级之情的理解，阶级感情构建了新的人伦关

系，进而将这种关系放大到全中国，国家共同体即

是建基于邻里之间的阶级共同体。换言之，地方

性的政治经验既是对中央政治任务的执行和推

广，同时地方性的经验又以其实践性和可重复性，

生长出了某些普遍性。政治宣传的执行是自上而

下的，而经验的积累却是自下而上的，地方性的宣

传经验能够提供某些普遍性。如果把中国的社会

主义“解释成为一个历史的运动过程”，那么地方

经验的重要意义恰恰是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在

冲突和磨合中，积累“革命之后”的地方和国家治

理经验。地方经验的生成，又是不断对革命理念

进行回应和实践的过程。这种政治实践不是理想

化地按照预定目标展开的，而是不断地在实践中

调整和改变。而剧本大多理想化地展现了这种政

治实践的圆满状态。
最后，对戏剧观摩演出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

做文献整理、传播机制及认同话语建构研究，对于

理解 1949 年后文艺传播政治文化的实践策略，对

于当下借助戏剧传播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等，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基于建

国后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及农业在国家经济

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会演强调“为农民服务”，“农

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村是我们革命、建设

的基础，农村工作的好坏，对我国整个革命和建设

事业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何解决农村

文化落后的问题，是当时的一个迫切任务，“革命

的戏剧是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的一个重要武器”，

号召戏剧工作者“长期地无条件地上山下乡为五

亿农民服务”，“在农村中巡回演出，使广大农民群

众能看到革命现代戏，并从中受到教育、鼓舞”。［1］

当时观看演出的群众谈道:“我们农民喜欢革命的

现代戏，是因为它通过艺术的形象，对我们进行了

活生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给我们树

立了许多光辉的榜样，如像江姐、黄继光、李双双

以及《金钥匙》里的老保管等，都是我们学习的好

榜样。”［9］

云南省花灯团张肇祥的回忆，充分显示了社

会主义 思 想 借 助 戏 剧 演 出 在 农 村 的 传 播 效 果。
“一九六三年领导上安排我参加农村社教演出队，

到了云南楚雄的山区。在那里我们和贫下中农一

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参加斗争，建立了一定的

感情。那里，由于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有些贫下

中农还遭受着封建迷信残余势力的迫害，在领导

的帮助下我们将运动中的这些真实事情编成花灯

来演出，以推动运动的深入开展。尽管我们的剧

目在许多方面都很不成熟，但是由于我们是抱着

满腔热情去演出的，演的又是本地区群众的现实

斗争，因而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当地的农民弟兄

含着眼泪看我们演出，演出结束以后，不少人拉着

我们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在贫协会上，许多

人反映说，你们的演出给我们贫下中农撑了腰，你

们演的是看的见听得见的政策，我们看了就知道

怎么去做了。我觉得，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因

为，作为文艺工作者，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看到自

己的劳动( 演出) ，推动了现实斗争生活的发展，在

这样的演出中，我们也觉得自己不是在演戏，而是

在那里活生生地宣传党的政策，告诉大家应该怎

样团结起来，齐心打击敌人。”［10］

四川省农民业余演出队为观摩演出的代表们

演出了《棉田新风》《两个理发员》等五个小戏。
《四川日报》1965 年 9 月 9 日第三版整版评赞了四

川省农村业余演出队制作的小戏。农村业余演剧

队的演出，是被当作“为农民服务”的优秀作品供

代表们学习和借鉴的。成都市抚琴大队党支部书

记萧和庭在看了《应尽的责任》后，认为自己受到

了很深的教育，“把方便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

的共产主义风格”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要

“站在家门口，看到全中国，把社 会 主 义 建 设 搞

好”。［11］成都市青羊大队副大队长郑海荣在观看

了《应尽的责任》等剧后，认识到社会主义大家庭

里处处充满了互相支援的新风尚，并以他们大队

帮重庆北碚区卖两千多斤菠菜子为例，赞扬了社

员之间的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青羊大队八队社

员、大队干部家属邬二婶在观看《好帮手》时感同

身受，她也曾抱怨自己做大队干部的儿子整天在

外面忙，完全顾不上自己的自留地，看了《好帮手》
后，她意识到应该帮助儿子搞好集体的事情。成

都市抚琴大队党支部书记萧和庭谈到农村开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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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教育运动会，“干部家属觉悟提高了，没有

想占公家便宜的，但个别家属总还有些特殊化思

想，感到自己家里的人整天为集体忙，就应该得点

照顾……干部处理时要是不坚持原则，腰杆也不

硬，社员就不信服，集体的事就没法办好。”［10］正

如李大章所言: “我们的文化艺术，不仅要对人民

群众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而且要进行革命前途

的教育，鼓舞人民群众树立起革命的雄心大志，坚

决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积极支援世界各国

人民的革命斗争，为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共产主

义而奋斗，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解放全人类。”［1］大

演革命现代戏，反映社会主义时期工农兵群众的

生活和斗争，是当时的重要历史任务。
结语

1960 年代的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在

题材和主题上都呈现出显著特点，包含工业、农

业、军事题材，涉及地质勘探、技术革命、水利建

设、部队训练、劳武结合、边防斗争等。总体而言，

20 世纪 60 年代的“社会主义戏剧呈现出革命化、
战斗化、群众化三大特质”［12］( P． 3) ，而西南区话剧、
地方戏观摩演出的上演剧目和剧本提供了丰富的

民间视野和大众逻辑对主流话语的理解及回应，

沉淀出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的边地经验。正是在此

意义上，60 年代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戏剧会演在

当代政治文化、戏剧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地

方经验的生成，是不断对主流话语进行回应和选

择性实践的过程，同时地方经验所形成的某些普

遍性，又呈现了政治实践的限度及可能。学界还

没有充分认识到 60 年代的戏剧会演在社会主义

文化传播的边地经验生成方面的意义，才会在很

大程度上忽略了对其的全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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