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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戏曲会演与
政治认同的构建

王 英

摘 要: 民间戏曲承载了人民群众的历史记忆和生活情感，是人民群众最熟悉的娱乐方式。新中国

成立初期中央和地方主持的各类戏曲会演和庆典，加强了公众的政治认同，成为凝聚政治共同体和

培养公共精神的桥梁，有效地联通了政府和民间从事戏曲工作的各个社群，也打破了地域、族群，乃

至于性别之间的区隔，是激发民众团结感和政治认同的重要仪式。同时，国家为戏曲会演的成功举

办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财政支持，老艺人等社会群体尤其受到感召，会演使他们突破了狭小的生活边

界，加强他们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纽带，并确立了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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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为了凝聚公众的政

治认同，塑造一个团结的政治共同体，常常主持和

承办一些公共活动和庆典。民间戏曲承载了人民

群众的历史记忆和生活情感，是民众最熟悉的娱乐

方式，中央和地方承办的一系列戏曲会演和庆典便

是凝聚共同体的桥梁。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戏曲

会演过程的历史梳理，①或是在史料基础上重现地

方会演的演出过程和获奖等状况。②本文则试图将

戏曲会演和庆典事实纳入更广阔的分析框架，探讨

戏曲会演仪式与政治认同构建之间的相互关联，并

讨论以下的问题: 党和政府是如何通过主持会演和

庆典，来塑造一种集体精神，凝聚共同体的团结，从

而实现民众政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共同体的塑

造过程中，国家财政支持扮演怎样的角色; 同时，普

通民众比如老艺人群体如何回应这类活动，他们在

活动中 获 得 了 什 么，又 如 何 强 化 了 自 己 的 身 份

归属。

一、中央的集会

1951 年 5 月 5 日，周恩来亲自签署发布中央人

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强调会

演是发展社会主义戏曲的有益途径，“在可能条件

下，每年应举行全国戏曲竞赛公演一次，展览各剧

种改进成绩，奖励其优秀作品与演出，以指导其发

展”。③戏曲观摩演出自此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政府

主导的庆典和仪式。
1952 年 7 月 12 日，由时任中央政府文化部艺

术事业管理局副科长的蒋锡曾拟稿，计划于 1952 年

10 月间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

会”，拟通过会演集中显示民族艺术的悠久传统。
1952 年 7 月 26 日，文化部向各大行政区和华北五

省二市的文化艺术主管机关发出举行第一届全国

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通知。1952 年 10 月 16 日戏

曲观摩大会正式召开。各地选出 37 个剧团、23 个

剧种的艺人代表 1600 余人参加大会，包括长期从事

戏曲演艺的老艺人，成绩杰出的青年艺人。同时，

各地专家、戏改干部、文化艺术主管部门领导人员

组成的观摩团也一并参加大会。④

虽然如周恩来在演出大会闭幕式上所说，“全

国有二千多个剧团，一定还有没有发现的剧团和剧

种。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只在解

放区发展，但是现在普及全国了。所以这次的戏曲

会演，还不能算是全部。全国已经发现了的有二千

多个剧团，现在才三十七个，仅占百分之一点六。
再就戏曲工作者来说，全国有十五万人，参加大会

演出的才一千六百多人。所以这次会演还不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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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⑤但这么多艺人一起聚集在北京，本身就是

中国历史上的一项创举。相互联络、互相吸收和发

展是需要条件的，全国会演之所以成为一个现实，

离不开多方力量的协作。1950 年代相对和平的环

境，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的建立，上下顺畅的

沟通以及政府财政上的资助和支持，使这次盛会成

为可能。第一，集会得益于一个成熟便利的交通系

统，西北、西南、华东等地的人员借助四通八达的铁

路或者公路，可以确保特定时间都能达到北京。第

二，集会需要严格缜密的筹备和组织，这就需要调

配和协调相当的人力。如“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筹

备委员会”集结了田汉、沙可夫、梅兰芳、老舍等 18
位文化干部和艺术家，并从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央

戏剧学院、中国青年艺术学院、北京市文化事业管

理处等抽调数十位干部协同。大会的生活招待、日
程安排、票务、评奖等，由集体逐项讨论并做出安

排。第三，集会需要国家财政的直接支持。各省市

的观摩团一般都是免费进京观摩，大量人员在交

通、住宿、卫生等方面的支出，都需要政府提前做出

预算和保障。
最高层的政治领袖和民间艺人以及观众在这

个特殊场合聚集在一起，这种链接和密切的关系是

一种奖赏，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一种精神鼓励和

振奋。正如周扬所言，“但是这次会演，对于全国戏

曲工作者来说，不管他有没有参加，有没有得奖，都

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毛主席、周总理以及中央的许

多负责同志对这次会议是十分关心的，他们看了参

加会演的各个剧种的演出，这对于我们是比什么都

更宝贵的一种鼓励。这表现了党、政府和人民对于

我们的殷切的期望”。⑥

会演塑造了上下沟通的渠道，又通过评奖体系

构建和强化了中央的统一权威。大会评奖包含了

肯定、奖励的意味，更着意于选出样本作为示范和

学习的对象。为此，全国第一次戏曲观摩演出大会

成立了评奖委员会，由沈雁冰任主任委员，周扬、丁
西林、田汉、梅兰芳、欧阳予倩、沙可夫任副主任委

员，同时包括各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负责人、
文艺界专家及具有代表性的演员共 52 人，确定了

各奖项的评奖标准。⑦通过制定奖励标准，形成了一

个相对稳定的权威和价值系统。以上海市为例，大

都是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讲述民众美德或者人民

反抗的剧目得奖，而这些剧目得奖后，又获得了更

广泛的传播，如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和沪剧《罗

汉钱》获得剧本奖和演出一等奖; 淮剧《王贵与李香

香》获剧本奖和演出二等奖; 沪剧《白毛女》、越剧

《白蛇传》、淮剧《蓝桥会》获演出二等奖。这些剧目

都成为上海各个剧种中的代表和经典。⑧

评奖体系确定了中央的权威，并以此为核心向

大众进行渗透和传播，通过各种宣传方式扩大其影

响。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结束后，一些优

秀剧目在北京进行公演，同时一些获奖的剧团开始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巡回演出。公演和巡回进一步

打破了原来地域之间的区隔，造成彼此学习，互相

沟通的新气象。譬如川剧代表团在北京公演了 76
场，应邀去东北大区的沈阳以及武汉等地演出，受

到热烈欢迎。东北的评剧《小女婿》等戏，在北京、
武汉、上海、福建等地进行了演出，中南各省的剧目

进行了联合演出，并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南

宁、长沙、武汉公演。⑨巡回演出本就是寻师访友、联
络情谊的好机会，给了剧团锻炼机会，更进一步培

养了各地之间的联系、沟通和团结。
如果说上层精英的艺术标准是一种若有若无、

婉转如流风一样的微妙事物，那么思想和价值的下

达需要一些具体的网络和组织才能完成。民间戏

曲中得奖的那一部分，便是精英世界较为青睐的思

想，通过通俗戏曲文学和表演影响到下层社会，从

而构建共同体共同信赖的价值典范。⑩中央政府通

过主持全国性的戏曲会演以及优秀剧目的全国巡

演，塑造了主流价值观，自上而下地促进了民众的

政治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地方会演

继 1952 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
后，各地的观摩演出和会演层出不穷。1954 年华东

行政委员会文化局统一组织了“华东区戏曲观摩演

出大会”，1954 年 8 月 5 日至 20 日山东举行了“山

东省第 一 届 戏 曲 观 摩 演 出 大 会”，吉 林 省 则 是 于

1954 年 8 月 15 日至 9 月 14 日举行了“吉林省第一

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黑龙江、陕西等省份则统一

在 1956 年举行了戏曲观摩演出大会。�11

这一类地方性大会将政府与民间的沟通推进

到更广泛的角落，联通了从事戏剧工作的各个社

群，促进了不同单位和部门之间的交流，也打破了

地域、族群，乃至于性别之间的区隔。以陕西省第

一届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为例，该次演出大会从 1956
年 6 月 15 日开幕至 7 月 26 日结束，历时整整 40
天。参加会演的剧种丰富，汇集了京剧、秦腔、晋

剧、豫剧、评剧、眉户、汉调二黄、花鼓戏、话剧、新歌

剧等 17 个剧种，包括全省各地会演中选拔出来的

37 个优秀剧团和 113 个精彩节目，许多辍演已久的

传统剧目得到展示。�12会演由省委和省政府直接负

责筹办，政府对省内首次的戏曲集会非常重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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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开幕典礼的就有 2000 多人，有陕西省、西安市党

政机关、人民团体的负责人，有参加演出各专区代

表团，有来自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剧研

究院、中央实验歌剧院的代表，还有来自西藏、新

疆、青海、甘肃、山西等地的观摩代表。�13这次会演打

破了戏剧群体的孤立和相互之间的区隔，为人们提

供了融入集体的机会，将四面八方的个体凝聚成一

个团体。
会演从开始筹备到最终上演，是一个相当漫长

的过程，需要调动、协调和统筹诸多政治和社会资

源。例如云南省的会演先成立“云南省第一次戏曲

观摩演出大会筹备委员会”，由省文化局、省文联、
昆明市文教局、省文公团、省花灯团、省点剧团、军

区京剧团中与戏曲工作关系密切的文艺工作者组

成，筹委会有正副主任委员各 1 人，常务委员 5 人。
筹委会对参加集会人员也有严格限制和规划，参加

会演的人员分为三种: 演出人员、观摩代表、特邀代

表。参加会演的各区代表共 313 人，根据当地行政

区划进行了详细分类和规划。各个地区、剧种和人

数也有详细规定:

( 一) 特邀四川省代表三至五人，贵州省二

至三人，西康省一至二人。
( 二) 昆明代表队: 第一队包括花灯团、省

滇剧团、昆明人民灯剧团等 90 人，由省文化局

负责; 第二队为昆明市其他剧团组成之京、滇

剧代表共 55 人，由昆明市文教局负责组织。
( 三) 曲靖专区代表队，包括滇剧、花灯，并

必 须 有 介 绍 嵩 明 花 灯 传 统 剧 目 的 节 目，共

30 人。
( 四) 玉 溪 专 区 代 表 队 ( 花 灯、滇 剧 ) 共

30 人。
( 五) 大 理 专 区 代 表 队 ( 滇 剧、京 剧 ) 共

20 人。
( 六) 楚雄专区代表队( 楚雄、姚安、元谋的

业余花灯) 共 20 人。
( 七) 蒙 自 专 区 代 表 队 ( 滇 剧、京 剧 ) 共

30 人。
( 八) 个旧市代表队( 滇剧、京剧) 共 20 人。
保山、丽江、临沧、昭通、文山、思茅各个专

区观摩代表 3 人。�14

地方会演也是相当繁杂的事务性工作，各个环

节的筹备、管理、协商，是需要多个部门、人群的配

合，而细致缜密的计划、协商、配合，就是培养集体

精神和公共精神的一个媒介。在这个意义上，公共

集会和节日不仅仅提供娱乐、放松和狂欢，节日也

隐喻计划、规则和纪律，培养道德的习惯，是对公民

的日常教育。�15

族群之间的团结和交流、集体精神的培养是会

演的目标之一。云南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省份，为了

增强政府和少数族群之间的联系，促进各个少数民

族之间的交流和团结，1962 年云南省组织了少数民

族剧团的会演。参加这次会演的主要有大理白族

吹吹腔剧团、德宏州傣剧团、文山州僮剧团和楚雄

州彝剧团，每个剧团派出 40 名代表，其中具有深厚

民族文 化 传 统 的 丽 江 区、红 河 州 ( 哈 尼 彝 族 自 治

州) 、思茅区、临沧区各派代表 2 人，为了加强民族

之间的融合团结，这些区选取的代表中必须有一名

少数族群的代表，包括傈僳族、佤族等人数极少的

族裔。�16与此相似，内蒙古自治区也是一个多民族聚

集地，1955 年举办了第一届民族、民间音乐、舞蹈、
戏剧观摩演出大会。这次会演选择在 1955 年的国

庆节隆重开幕，既是国庆节聚会，也是各个民族文

化传统的集中展示，提供了人与人，政府和人民，民

族与民族之间的链接，国家庆典和民族文化大集会

交融在一起，剧场成为凝聚特殊意义的中心。参加

这次会演开幕式的有自治区副书记王铎，自治区人

民委员会副主席哈丰，文化部代表吴晓邦，还有北

京、天津、武汉、陕西、甘肃、黑龙江等地的观摩人员

共 1200 余人。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局长张淑良在

开幕词中说，内蒙古这一艺术盛会在全国人民喜庆

的日子———第六届国庆节开幕，是喜上加喜的事，

会演促成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这里，不单有蒙

族、汉族，也有回族、满族、鄂伦春、朝鲜、索伦、达呼

尔等兄弟民族。这里，不单有职业的演员、琴手，同

时也 有 从 事 业 余 文 艺 活 动 的 生 产 战 线 上 的 能

手———工人、农民、牧民和家庭妇女，像这样规模宏

大的文艺大军的会师，在内蒙古自治区说来，如果

是在过去，确实是连做梦也梦不见的。”�17

各地的戏曲会演和集会在更广的范围内，打破

了人与人之间的区隔，将不同族群、职业、阶层和性

别都聚集在一起，给人们一个融汇交流的平台。人

们需要为自己构建一种社会认同，超越出个人身份

的有限性，使人暂时摆脱琐碎的日常，加入到一种

集体的共同行动之中，认同于某种更高远的共同

体。不同群体通过相互之间的链接和交流创造了

一种“集体精神”。

三、政府财政支持

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节日就是一次共同体的

聚会，聚会可以产生一种团结感，以及对共同体的

认同，这本身就有巨大的政治价值。�18但是与此同

时，政治价值的实现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比如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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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会演凝聚了公共精神和公民的政治认同，但是

落实到具体实施，则需要调配大量的人力物力，尤

其需要政府财政的支持。一般来说，组织一次会演

的具体程序非常复杂，各个环节都需要详细的预算

和收支，下文以 1958 年陕西省花火和芯子春节会演

以及民间花火和芯子演出队赴京参加五一节庆典

为个案，重点讨论和分析会演中政府的财政支持。
( 一) 花火和芯子春节会演

春节是群众集会娱乐的高峰，其间“社火”的表

演也是民间沿袭的传统。社火演出包含着花火、芯
子、高跷、秧歌、舞龙、狮子、锣鼓等表演，人们称之

为“古事”，在陕西和关中一带深受民众喜爱。�19

1958 年春节，在西安市举办了第一届“陕西省

民间花火、芯子”会演大会，省文化局局长鱼讯担任

筹备委员会主任。�20为了烘托文化繁荣的氛围，文化

局计划花火会演由 11 个县市参加，共计 119 人演出

8 场。芯子会演由 14 个县市参加，共计 148 人演出

22 台。�21会演正式开幕前，118 名花火艺人、72 名芯

子艺人和 96 名小演员，经过各级政府的选拔汇集西

安，准备在春节期间面向广大群众进行表演。�22

这次花火和芯子演出，借用了古老的民间节日

庆典内容，党和政府对民间仪式的采纳和主办，很

好的保障了党和政府的文化领导权。�23为了方便群

众观看和购票，这次会演设立了 11 个售票处，主要

售票点设立在西北体育场外门口售票站，此外还有

西安市和平、光明、群众、虹光、西北影院售票处，长

乐、大众、西关剧场售票站，钟楼剧院联合售票站，

解放路 131 号联合售票站。�24由于这次会演节目丰

富，演出票很快售罄，筹委会为了满足群众的观看

热情，还特意于 3 月 2 日( 星期日) 和 3 月 4 日( 正

月十五) 白天增加演出芯子、狮子、龙灯两场。�25

会演的各个细节都需要一定支出，从工料、交

通、布置、宣传到医疗取暖，每个细节的开销和花费

都需要计入整体财政规划中。“社火”表演也涉及

人力的调配和运用，人力资源的运用也需要纳入财

政规划，比如炊事员、艺人、司机等每天都有固定的

工资。整体而言，春节期间这次“社火”活动深受群

众欢迎，售票收入不菲为 2，622，003 元，但总支出高

达 4，102，637 元，其中差额需要政府的补助和公共

财政支持。此次会演的细节性开支和收入情况如

下表所示: �26

名称 金额( 元) 说明

收入部分 / /

票款收入 2，622，003 会演售票收入款

支出部分 / /

续表

名称 金额( 元) 说明

工资 60，720 炊事员 11 人，勤杂人员 3 人

公杂费 149，952
纸、笔墨、水电，市内和长途电

话费

旅运费 433，763
艺人来省返县的旅费，在家制

作的 花 火、芯 子 道 具 等 往 返

费用

艺人工资 630，000
艺人在家和在会每人每天工

资 1 元

伙食补助 379，974
艺人 294 人，小演员 88 人，每

人 25 天，工作人员 71 人，司

机 45 人，锣鼓队 50 人

取暖费 47，257 烤火用的煤炭和木柴

医疗费 11，877 艺人医药费

印刷费 43，808 印制入场券等

宣传费 193，150
印制小型节目单、海报、登报

费、公共汽车幔布挂贴费

工料费 999，275
花火在家在会演中制作用纸

张、麻绳、竹竿、木料、药料和

化学药品、芯子化妆品

会场布置费 112，756 装饰西北体育场

交通费 549，966
演出借用空军汽车油费、接送

鼓乐队、狮子龙灯队汽车油费

及折旧费

其他 490，139
会场、灶房搭棚、演出装车木

架租赁费

合计 4，102，637 /

收支相抵补助 1，480，634 /

由此可见，如果仅仅考虑经济功效，社火表演

是入不敷出的。传统社火是以“社”为基本单位活

动的，社代表着一种古老的社区文化传统，始终存

在于乡土社会之中，成为一种“民俗社区”或“民俗

聚落”。传统“社火”主要不是政治活动和经济活

动，而是社区的文化活动和民俗活动，是凝聚社区

的文化仪式，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主要靠群

众的捐献。�27而 1958 年春节的花火、芯子大会却是

政府主导的集会，由政府统一组织规划，并且最后

由政府财政进行补贴。
( 二) 花火和芯子演出队赴京参加五一节庆典

1958 年北京的五一节庆典提供了另一个政府

财政支持的典范。为了参加北京的五一节演出，陕

西省文化局选拔了民间花火、芯子演出队 80 人赴京

演出，代表队于 4 月 21 日从西安出发赴京，4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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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到达，在京准备五一节的游行和演出。其花火和

芯子表演备受国际友人和北京民众的欢迎和赞扬，

《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大公报》、《光明日报》
等都刊载了照片、消息。�28陕西花火队于 5 月 2 日晚

上在北海公园参加了民间焰火晚会，演出共有来自

14 个省市的代表队参加。周恩来总理和国家的其

他领导人，中央和北京市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各

国驻华使节和在京的很多国际友人，都观看了北海

的焰火晚会。《人民日报》次日长篇报道了焰火展

演的盛况。�29

五一节和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

重要的两个节庆日。早在 1951 年北京市政府设立

了两个委员会: 首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筹

备委员会和北京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筹备委员会。
每个委员会都类似于苏联管理节日的中央机构，负

责协调庆祝游行中的行动。�30筹委会统筹规划节日

庆典各类问题，也负责基本的财政预算和财政补

贴。1958 年的五一节也不例外，“北京庆祝五一国

际劳动节筹备委员会”负责给各个省份进京的表演

队伍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五一节庆典结束后，陕

西省文化局计算各项花费和后续补贴，具体的收入

和支出状况如下表所示: �31

名称 金额( 元) 说明

收入部分 / /

花火大队收入 500，000
北京 庆 祝 五 一 节 筹 委 会 汇

来款

芯子大队收入 210，560
北京 庆 祝 五 一 节 筹 委 会 汇

来款

合计 710，560 /

支出部分 / /

工资 47，230 炊事员 2 人，工作人员 1 人

公杂费 52，871
办公用纸张、笔墨、水电费，长

途电话和市内电话费用

旅运费 248，509
花火艺人来省返县及赴京返

省旅费，花火赴京运费

艺人工资 306，100
芯子队 16 人 261 天工资，艺

人 36 人 751 天

伙食补助 85，752
艺人 36 人，炊事员 2 人，工作

人员 4 人

医疗费 3，270 艺人和炊事员医药费

工料费 601，502
制作花火纸张、竹竿、木料、铁
丝、药料、化学药品及外加工

炮火

续表

名称 金额( 元) 说明

其他 114，786
在京开支，赔偿损坏物品，灶

房席棚，清扫体育场，粉刷借

用的房屋

合计 1，460，020 /

收支相抵差额

补助
749，460 /

补付伙食补助 1，295
制表后补付 503 工区第三工

段水电费及炊事员工资

收支相抵差额

补助
750，755 /

补收花火队

收入
331，566

制表后补收北京五一节大会

汇款

收支相抵差额

补助
419，189 /

从上述收入和支出的统计中可以看出，与 1958
年陕西省内春节社火不同，这次五一节庆典演出不

设立门票销售点，因此完全没有来自社会的门票收

入。其早期启动资金来源为“北京庆祝五一国际劳

动节筹备委员会”的拨款，这也是中央政府为此次

会演和节庆提供的基本经费，而支出部分则包括各

类人力和物力的花费，比如艺人的工资、医疗费、伙
食补助、差旅费、公料费用等，筹委会后期会根据会

演的收支统计，补助相关的差额，费用全部由政府

承包。
党和政府正是通过主持和财政补贴戏曲会演

等活动，收获民众的认同和承认，在仪式和细节中

实现现代国家的建构，帮助民众理解现代国家的观

念，并逐渐建立政治认同。

四、老艺人的身份认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从事戏曲表演的艺人大

约有十五万，这是一个社会边缘群体，大部分戏曲

艺人生活在一个和主流政治隔绝的世界里，一般与

政府并不产生密切的关联。下文以陕西省为例，讨

论老艺人等边缘人物如何通过戏曲会演，被纳入国

家主流文化的构建之中，逐渐完成了身份认同的

塑造。
陕西省第一次戏曲会演在 1956 年举行，此次会

演非常尊重老艺人，也得到了老艺人的积极响应支

持。如汉调二黄老艺人张庆鸿参加演出时已经 77
岁高龄，汉调二黄老艺人范大德已经 74 岁，同州梆

子老艺人王莱莱已经 70 岁，但他们仍然不辞劳苦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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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参加了此次戏剧庆典。�32老艺人对来之不易的荣

誉非常珍惜，也乐于为新社会出力。71 岁的老艺人

程海清 1951 年响应党的号召，在家乡洋县成立人民

剧社，几年之间洋县剧社在政府支持下人员物资充

足，办的有声有色。他在会演闭幕式上的发言，很

能表现一代老艺人共同的心声:

我这次有机会来参加全省会演大会，算是

万幸。一个多月的观摩，演出节目，一天比一

天丰富多彩，实在令人高兴。这种情景感动得

我心里惭愧。解放了，我翻了身，生活也改善

了。想起旧社会，艺人们教徒弟，都是“交三句

留三句”。今天新社会，谁还能再这样呢。所

以我把家里留下的一些戏本，抄写好送到文化

局了。我心想，五年计划一实行，大家都往社

会主义过渡，工商业改造了，社会主义合作化

了; 我们这文艺宣传，也是毛主席的一道战线，

我们老艺人也要把东西拿出来，推陈出新，把

事情做好。�33

正如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所言，艺人们对于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表现出热忱的衷心的拥护，他们

的这种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在新的国家

中的地位不再是被侮辱，而是被尊敬; 他们的艺术

也不再是被轻视、糟蹋，而是被重视、被珍贵了。�34艺

人们感觉到了重视和尊重，这加强了他们对新社会

的感情，也激发了大家对抽象的“国家”和“党”的

认同。
党和政府开始进入老艺人们的生活，并扮演了

重要角色，会演如同一座桥梁，联通了两个世界，一

个是民众娱乐、民俗、艺术的世界，另一个是政治教

育和公民教育的世界。�35渭南代表古定昌也表达了

新身份带来的荣誉和政治认同:

我在皮影工作中拉了三十多年的二股弦。
这次参加了大会的演出感到十二万分的高兴，

在旧社会、统治阶级把我们叫戏子，不准孝敬

祖先，富豪地主们不准我们轻易进去，如今呢?

我们是文化艺术工作者，民间艺人。不但名誉

上提高了，就是政治权力上也提高了，光是看

一看这回省上各党政首长对我们各方面的关

心，就不用再说了。我回去一定要好好学习毛

主席的政策，把我们的皮影事业搞得美美的。�36

底层艺人与党和国家之间的链接，给他们一种

全新的身份，“翻身”不仅是物质上的保障，更是心

灵上直接感受，安康专区代表李兴余做了一首长

诗，诗中展现了新时代和会演给艺人们生活带来的

冲击:

竹板打得响连天，各位同志听我言。旧社

会来太黑暗，国民党来狗贼官。封建统治苦连

天，咱艺人不能见青天。新社会来大改变，毛

主席领导把身翻。皮影西安大会演，百花齐放

朵朵鲜。从安康来到西安，光光大路一千九百

三。汽车坐了一千五百里，火车又来四百三。
山光水色真好看，工厂高楼万万千。不是皮影

大会演，怎能坐车到西安。前年同行不见面，

今天西安大团圆。兄弟班社几十个，各种剧种

见青天。不是共产党来领导，咱艺人哪有这一

天。皮影会演显身手，学习父老好经验。不要

骄傲和自满，互相学习要全面。挖掘戏剧好遗

产，全靠大家来支援。父老兄弟团结紧，幸福

生活说不完。�37

会演破除了艺人之间的隔离、保守以及相互之

间的猜疑和竞争，提供了一个更透明的舞台，老艺

人们聚集一堂，相互交流、合作和切磋技艺。如陕

西省第一届皮影和木偶会演中，老艺人们都愿意分

享原本私藏的技艺，彼此交流和拓展眼界。如华县

光明皮影剧社的贵生以前不会拉的“慢板朝天子”、
“清江引”等曲牌，在会演中向光华皮影剧社请教，

学会了新曲牌，在伴奏上丰富了悦耳的音色。七十

多岁的驰名老艺人刘德娃，在华阴、华县人称“盖二

华”，向其他人学习击鼓技术。�38华县代表老艺人康

自发从事皮影戏剧事业已经 47 年了，难得有和同行

切磋交流机会，观摩演出中表现得很虚心，随时都

留心吸取别人的经验。�39很多皮影老艺人将多年私

人收集的宝贵珍藏，都拿出来献给政府和国家。如

富平县人民委员会送来参加会演的展览品中有刻

制皮影的刻刀工具多种，而这些刀具是 72 岁的老艺

人樊春歧珍藏多年之物，他还献出了制作皮影图样

的底稿两册，画册内容丰富、绘画细致，是樊春歧师

爷师傅保存遗留之物，多年来从不示人。�40李荣堂是

道情戏中一位优秀的演唱者，他珍惜自己的剧本，

平日里别人想瞧一眼都难。1956 年 10 月到 11 月

参加了安康县和安康专区的皮影木偶会演大会，看

到了党和政府对艺人的关怀，体会到了组织的支持

和温暖，心中非常感动，他把家里珍藏的《英雄谱》、
《丹凤图》、《粉粧楼》、《香锦袄》等道情传统优秀节

目 93 个 手 抄 本，一 包 袱 扛 起 来 送 给 安 康 县 文 化

科。�41全省第一次皮影会演，省文化局特意把他从安

康请来，聘请他为特约代表，重演他的剧本，奖励他

在戏剧遗产保存中的功绩。李荣堂搜集的剧本大

部分未注明年月，分不清年代，有一些注明年月的

本子中，最 早 的 有 清 嘉 庆 二 十 二 年 手 抄 的《望 夫

山》，有 抄 于 咸 丰、同 治 年 间 的《赵 王 村》、《战 漳

河》等。�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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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交流开阔了眼界，摒弃了狭隘自私的小

我，艺人们的认同也从小社区、小团体转向大共同

体。个人在交流、互动、共同学习中找到了组织，摒

弃了保守自私的习惯，也逐渐培养出对于组织和共

同体的认同。会演将个体之间的关系，转变成了个

体和国家的关系，艺人之间的私人竞争被一定程度

消解，大家成为社会主义文艺宣传战线的成员，为

党和国家服务，获得了一种集体归属感和新的身份

认同。

五、余论

人类学家吉尔兹经过研究伊丽莎白一世时代

的英国、14 世纪的爪哇和 19 世纪的摩洛哥这三个

不同社会后发现，统治者们用皇家游行和庆典证明

自己的合法性，利用仪式性的符号来确定其支配管

辖权力，这些仪式和符号要么是承传下来的，要么

是在一些比较革命的情形中创造的。�43国家的仪式、
节日和庆典在塑造政治认同和政治合法性中举足

轻重，对于新生的革命政权尤为如此。新中国成立

初期，由党和政府支持和组织的各种类型戏曲会演

提供了一个塑造政治认同和政治合法性的良好渠

道和平台。
戏曲会演的成功得益于现代国家的建立和统

一政府体系的构建，统一国家和政府不但有面向社

会的动员和渗透能力，可以做到人力和物力的调

动，同时提供各类会演必不可少的财政支持，这些

都是会演得以顺利举行的条件。
而各类戏曲会演逐渐成为纽带，将不同群体凝

聚在一起，不同个体和群体都可以感受到超越自我

的共同体的存在，形成了难能可贵的公共精神和团

结感。戏曲会演突破了地区、阶层、族群和限制，将

多元人群聚集在一起，民众突破了自己的个体的阈

限，为了国家和整个民族的未来团结到一起，确立

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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