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剧作为 20 世纪 40 年代末才形成
的地方戏曲剧种，其 70 余年的历史并
不久远，它不像昆曲、京剧等戏曲剧种
那样有漫长的历史。辽剧有据可查的
史 料 非 常 稀 少 。《辽 剧 七 十 年》的 两 位
作者克服重重困难，搜寻史料，探寻生
长在黑土地上的辽剧的生存状态，阐释
辽剧如何从传统的皮影艺术脱胎出来,
厘清了辽剧的历史沿革，比较清晰地勾
勒出从皮影戏到辽南影调戏，从影窗到
舞台，从影人到舞台上真人表演，从表演
传统剧目到表现现实题材剧目的发展
走向，展现出辽剧作为一个文化形态不
断 丰 富 、不 断 完 善 、不 断 积 累 、不 断 凝
练的过程。

一个剧种的建设与良性发展，需要
舞台表演艺术的长期实践，更需要在一
定 时 期 进 行 必 要 的 总 结 和 理 论 梳 理 。

《辽剧七十年》便是阶段性总结辽剧以
往 成 绩 、汲 取 经 验 教 训 、发 现 存 在 问
题、确立前进方向的研究专著，是第一
部辽剧史。

要写好辽剧历史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课
题，但却是一次有价值的尝试。

《辽剧七十年》以“快速形成的新兴剧
种”“两起两落的坎坷命运”“基层剧团的坚
守与前行”“新世纪以来的辽剧振兴”“历史
教训和发展愿景”等章节对辽剧历史进行
了梳理。

书中介绍，清代，辽南、辽西的皮影艺
术异常繁荣，逐渐形成了一套唱腔体系和
演出特点，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皮影艺
人。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开始，辽南
的复县、新金县、金县、庄河县、盖平县以
及辽西的凌源县、辽北的康平县等地的皮
影艺人和业余剧团，逐渐开始摸索用皮影
的影调进行真人表演模式，有的把这种表
演叫“活人影”，有的叫影戏、影剧。以皮
影为母体，经过 70 余年的演变，发展成为
我们今天看到的样貌。

1956 年，老艺术家马传亮等根据吕
剧剧本移植排练了由真人扮演的小戏

《小借年》，在群众中产生一定影响，从
而普及于业余文艺活动中。这种戏曲
形式初名“影调戏”，1958 年改名“盖平
戏”，1961 年又改名为辽南戏。2002 年
1 月，正式定名为辽剧。

从皮影戏演变成真人上台的影调戏、
影剧，经过演进后，变成了“辽南戏”“辽
剧”。如果说昆曲和京剧是中华民族共同
认定的“乡音”，那么辽剧也可以称得上是
辽沈地区大众的“乡音”。

辽剧作为最具辽宁地方特色的戏曲
剧种，70 年来在表达辽沈群众的情感、承
载地域文化的传承发展上有不可或缺的作
用。辽剧最大的特点就是接地气儿，它
呈现的是辽宁人身边的景，身边的事，身
边的人。比如，辽剧《山妹》《为官一任》

《王罗锅卖海蛎子》《山这边，海那边》《姜
云胜》《月在别时圆》《圆谎》等都是这样
的好戏。

探寻生长在黑土地
上的辽剧的生存状态,厘
清了辽剧的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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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演出”是
观演形态的新突破

刘恩波

“云”演出或者叫“线上
演出”，近来在网络一发而不
可收。打破了传统剧场、音
乐厅、体育场等现场直接观
演交流互动形式，代之以视
频传播方式，用手机和电脑
完成了新演出形态的转换和
更迭，这无疑是一件好事。
对于探索和尝试艺术跨越时
空界限，拓展全新传播渠道
和多样化传播生态，都起到
了助推作用。

以崔健和罗大佑的线
上音乐会来说，两位老牌巨
星，又一次占据时代潮流制
高点，他们重新走到广大受
众的欣赏视野中，通过云平
台的网上直播通道，带来前
所未有的另一种视听盛宴。

当然也得承认，由于没
有观众的现场直接参与，明
星们对于受众群体的介入与
回馈环节，缺失了激情的依
托、共鸣与呼应，这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到演出的热烈状态
的产生。隔着屏幕，再庞大
的互联网艺术分享，归根到
底，还是少了人的生命动感
的交互生发。可是另一方
面，当千万观众拥抱着“云”
平台，打出弹幕送出礼物，那
种空前的文化狂欢，还是大
大超越了传统现场观演的局
限性和地域性。不再是北
京、上海、广州或者沈阳的某
家剧场、音乐厅和体育场的
局部范围，网络的饕餮视听
盛宴，涵盖了四面八方的受
众对象，让艺术真正走向没
有地域现场制约的空前自由
的状态。

是否可以这样说，云演
出的不断尝试和创新，最终
会与传统观演形成势均力敌
两不相扰的共生共荣态势，
它们各有优势各有侧重，从
而极大激发视听艺术的全方
位全息性的拓展和发展。

以线上方式
延伸文艺服务的触角

刘艳妮

近期，周杰伦、崔健、孙
燕姿等纷纷线上开唱，在微
信朋友圈刮起了一股青春怀
旧风，唤起了几代人的集体
记忆。线上音乐会、线上舞
台剧等线上文艺形式受到大
众追捧，越来越多的人以线
上方式参与文艺活动。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
角，文艺的发展总是伴随着
媒介技术的革新。照相机、
留声机、电影、电视的发明，
让文艺抵达大众的方式有了
更多的可能。当前，网络技
术的突飞猛进进一步改变了
文艺生态，线上方式延伸了
文艺服务的触角，为大众带
来更多的文艺欣赏机会与更
丰富的视听体验，进一步激
活大众的文艺细胞，这是现
阶段媒介变革给我们带来的
文艺观念上的改变与收获。

文艺生产者愈发意识到
更多的受众是在剧场、音乐厅
之外，线上文艺由线下文艺的
附属品，逐渐发展成为常态化
的文艺样式，线上文艺是今后
文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正如互联网时代生成的新的
文学样式——网络文学，它的
出现并没有摧毁“传统文学”，
而是以全新的形式推动其发
展，发展线上文艺也不是对线
下文艺的取代，而是对其样式
的拓展与丰富。借由线上方
式，文艺服务公众面得以扩
大，不同群体的文艺需求得
以更有效地满足。

目前来看，现场体验感
的确是线上文艺发展的一个
绕不过去的壁垒，线上虚拟
体验的效果尚不能像现场观
剧、听演唱会一样真切。选
择线上或者线下，还是要看
我们的审美需求。相信在
VR、AR、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的加持下，线上文艺实践也
会优化升级，以多种面貌与
线下文艺一道，满足大众的
多样化文艺需求。

戏曲艺术是中华民族乃至全
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
化财富，加强戏曲艺术的保护与
传承刻不容缓。《辽剧七十年》的
出版为剧种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文
化样本。

从古至今，修史都是一项文
化工程，需要很多人一起完成。
而《辽剧七十年》的编纂者，则只
有两位——辽剧研究专家刘效炎
和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毛琦，他们在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的
支持下完成此书，成为该院“戏曲
研究丛书”首部出版专著。

刘效炎是文化战线的老兵，
2002年参与主持了辽剧的更名，对
辽剧的发展状况了然于胸。毛琦
多年从事文艺创作、评论工作，对
辽剧的发展历程也非常了解。他
们收集史料，做了大量采访调研，
加以客观的筛选、归纳、辨析、阐
述，完成了这部十几万字的专著。

谈起这次创作，毛琦说，刘效

炎对辽剧的研究几乎到了痴迷的
程度，他曾主编《辽剧述论》，多年
来不断思考如何保护、传承、振兴
辽剧？如何培养辽剧后续人才？
如何把辽剧推向全国艺术舞台？
并提出在辽剧传承上，不能忽视辽
剧表演艺术的传承主体——辽剧
艺人在辽剧创造、发展、保护中的
价值和作用，更不能忽略了辽剧艺
人对辽剧的判定和认识。

戏曲艺术的平衡发展，既需要
关注大剧种又不能忽视小剧种，辽
剧是辽宁特有的地方戏曲剧种，虽
然不如话剧、京剧、评剧等大剧种
影响力大，但其自身已建设完备，
历史积累丰厚并具有良好的发展
前景。做好辽剧研究，是从全省文
化发展整体战略的高度，体现辽宁
文化可识别性和整体发展水平的
重要举措，是促进全省文化艺术平
衡发展的重要一环，是辽宁文化强
省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写一部辽剧史不可脱离必要

的依据，更不能站在今天的角度揣
摩想象，用事实说话，用资料证明
是必不可少的。在《辽剧七十年》
中，刘效炎和毛琦整理了80余部各
个时期的主要剧目，保证了辽剧文
化遗产不在传承中遗失、变形。

谈到编纂《辽剧七十年》的难
度，毛琦告诉记者，最难的是对史
料真实性的甄别以及收集查找更
多资料、人物、事件等，很多地方都
需要核实。因前期研究记录辽剧
的文字非常少，很多内容都依赖于
调研和采访，在遇到时间、人名、剧
情、历史事件等信息发生相互矛
盾、记录不准确的时候，他们都进
行了反复甄别、分析、求证，力求将
真实的辽剧历史反映在书中。比
如马传亮、翁景树、王立庭、高吉
顺、何秀林、李凤儒等早已过世的
老艺术家都经过多方查询才确定
了他们的艺术成就。还有对《互助
抗旱》《姚宪杀妻》《喝面叶》《图龙
城》《宫门断鞭》《卖桃》等传统剧目

进行了查证和补充。
在写作这本专著的几年中，

两位作者进行了多次的调研采
访，收集了大量的年代久远的剧
目、剧团、演职人员、演出情况、剧
种名称演变等相关信息，并确定了
最能表现辽剧面貌的写作体例，力
求科学合理地划分历史发展时
期，客观并充分地总结辽剧的艺
术成就，总结经验教训并给出发
展建议。

辽宁省戏剧家协会研究员韩
宁认为，符合艺术规律的艺术史书
才具有权威性。《辽剧七十年》在记
述辽剧主要剧目发展、不同时期出
现的代表性人物、主要的皮影戏班
等方面都做到准确，对于有些无从
考证和存在争议的问题，两位作者
找专家反复求证。对长期流传在
辽宁的剧目如《白杨树下》《小借
年》《加林与巧珍》《半庙沟》等，他
们采用了大多数专家学者认可的
观点进行阐述。

引用的史料基本上保存了原貌，这样有利于再现
辽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状态

专著《辽剧七十年》成为填补空白之作

为小剧种保护与传承提供文化样本
姜 普 本报记者 杨 竞

戏曲艺术蕴含着
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
文化基因、伦理道德
和家国情怀。作为戏
曲大国，我国共有戏
曲剧种 350余种，每
个剧种都有各自发展
历程和地域特色所形
成的独特文化个性。
辽剧是我省独有的地
方剧种，有70余年发
展历史，却没有出版
过一部辽剧史专著。
写辽剧史不是一件简
单的事，要收集大量
史料，要寻访了解辽
剧历史的老艺人，要
做大量的研究，谈何
容易？可是刘效炎、
毛琦经过５年多的艰
苦努力做到了。他们
对辽剧 70 余年的发
展历史进行了一次全
面挖掘、细致整理。
近日，《辽剧七十年》由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新书填补了辽宁
地方剧种——辽剧没
有史论的空白，成为
辽宁地域文化研究的
不可或缺之作。

核心
提示

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关系
到民族传统的发扬和民族文化的
传承，这也是这项工作的重要价值
和深远意义所在。

两位作者从辽剧作为省剧的
视 角 进 行 研 究 梳 理 ，他 们 认 为 ，
从 皮 影 戏 缘 起 ，流 布 在 营 口 市 的
盖州、鲅鱼圈，大连市的瓦房店、
普 兰 店 、庄 河 ，朝 阳 市 的 凌 源 等
地 的 辽 南 戏 、影 调 戏 等 同 宗 同
源 ，其 在 不 同 地 域 的 流 变 属 于 同
一 剧 种 的 不 同 艺 术 流 派 和 风 格 ，
非 不 同 剧 种 之 间 的 差 异 ，因 而 将
它 们 统 一 归 入“ 辽 剧 ”系 列 进 行
阐述。

随 着 社 会 的 快 速 发 展 ，中 国
戏 曲 艺 术 面 临 活 力 不 足 、剧 种 减
少、人才断档、市场萎缩等问题，
加强戏曲艺术的保护与传承刻不
容缓。《辽剧七十年》是一部专业
类史料书籍，该 书 跳 出 辽 剧 看 辽
剧 ，从“ 发 挥 戏 曲 艺 术 在 建 设 中
华 民 族 精 神 家 园 中 的 独 特 作 用 ”
的 高 度 ，看 辽 剧 振 兴 的 一 部 著
作。它阐述了传承与发展戏曲艺
术，要从文化生态的源头出发，从
新生代抓起，加强戏曲通识教育，
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以
戏曲艺术为载体的教育活动的重
要性。

《辽剧七十年》责任编辑董喃

说，该书是一部梳理辽剧发展史的
学术著作，既有填补空白之功，又
具有学术价值。辽剧史料庞杂，剧
目众多，辽剧涉及历史事件、历史
人物极多，为了这部书的出版，两
位作者完稿后，又对全部的人名、
史实进行了核实、查验，以保证作
品的学术严谨性，这一工作花费了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韩宁说，《辽剧七十年》对辽剧
工作者和广大辽剧爱好者来说是
不可多得的珍贵书籍，是研究辽宁
地域文化的补缺之作，对于研究辽
宁乃至东北戏曲文化的专家学者
更具有史料参考价值、学术价值。
两位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辽剧，书
中对辽剧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
对辽剧在辽宁文化发展史上的地
位与作用给予高度肯定，对辽剧在
未来辽宁文化强省建设中的作用
寄予厚望。

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梁海
燕 说 ，我 们 正 在 对 辽 宁 地 方 戏 曲
进 行 系 统 的 梳 理 和 研 究 ，辽 剧 是
最 具 地 域 特 色 的 独 有 戏 曲 剧 种 ，
因此列为“戏曲研究丛书”的第一
部。《辽剧七十年》是研究辽宁戏
曲文化的补 缺 之 作 ，希 望 为 后 续
辽 剧 的 深 入 研 究 、为 辽 宁 乃 至 东
北戏曲文化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史
料参考。

对辽剧工作者和广大辽剧爱好者来说是
不可多得的珍贵书籍，对于研究辽宁乃至东北
戏曲文化的专家学者更具有史料参考价值

2014年瓦房店市辽剧团演出《圆谎》。

辽南戏早期乐队。2006年瓦房店市辽剧团演出《又是樱桃红了时》。

1999年盖州辽南戏剧团下乡演出现场。

1983年演出的辽南影调戏《加林与巧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