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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人艺历年获全国
“五个一工程”奖剧目

辽宁戏剧创作传承着延安鲁艺的红色基因，深深扎根于辽宁这片丰饶
的黑土地，形成了具有鲜明艺术特征的戏剧风格。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向，
关注社会生活，注重生活体验是辽宁戏剧创作的基本原则。

多年来，辽宁戏剧取得了备受瞩目的成就，创作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
精湛、制作精良的戏剧作品。如话剧《报春花》《父亲》《凌河影人》《矸子山上
的男人女人》《祖传秘方》《大码头》《无风地带》，歌剧《归去来》《苍原》《沧海》

《在那遥远的地方》，民族舞剧《王贵与李香香》《珍珠湖》《白鹿额娘》《梅兰
芳》，芭蕾舞剧《二泉映月》《八女投江》《花木兰》《铁人》，京剧《将军道》《邓稼
先》，评剧《我那呼兰河》《帅府轶事》，辽剧《加林与巧珍》等。这些作品主题

鲜明、类型多样、内容丰富，传承了延安鲁艺的红色基因，其中一些剧目曾赴
国内外多个城市巡演，深受广大观众喜爱。辽宁戏剧创作的丰硕成果不断
惠及百姓，戏剧演出实施惠民政策，定期举办高雅艺术进校园以及送戏下基
层活动。

辽宁戏剧作品屡获大奖，包括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文化
艺术政府奖——文华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等。在长期的艺
术实践中，辽宁话剧形成了关东演剧学派，辽宁舞剧产生了一批享誉全国的满族
风格作品，沈阳评剧诞生了“韩花筱”三大艺术流派。辽宁戏剧作品全国巡演，所
到之处备受好评。今天，我们首先梳理辽宁话剧的发展历程。

辽宁戏剧传承延安鲁艺的红色基因

1945年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决
定，延安鲁艺迁往东北继续办学。1951年
10月，根据中共东北局宣传部和东北人民
政府文化部的决定，东北鲁艺实验剧团、
东北鲁艺音乐工作团及东北文协文工团、
东北文教队等多个文艺团体在沈阳合并
组成东北人民艺术剧院。东北人艺的成
立对当时全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具有开创
性、示范性的意义，对于推动当时东北地
区文艺工作的发展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标志着东北的文艺创作有了更加稳固的
艺术阵地和文化依托，也标志着延安精
神、鲁艺传统和东北地域文化开始了真正
意义上的交融，红色基因在这片广袤的黑
土地上生根延绵。跟随延安鲁艺来到东

北人艺的安波、塞克、严正、洛汀、肖汀等
老一辈艺术家，不畏艰苦，甘当艺术的领
路人，不仅把先进的思想理论、业务技能
带到这支新生的戏剧队伍中来，而且把优
良的革命传统和扎实的工作作风传递给
了剧院的每一个人。

1954年8月，东北人民艺术剧院更名
为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原辽东话剧团和辽
西话剧团并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
人民艺术剧院继续传承延安鲁艺精神，刻
苦钻研业务，拓展艺术实践，并在艺术研
究、学习实践的基础上，致力于构建具有
中国民族艺术特色并适合自身发展的戏
剧之路，创作出一批具有鲜明标识的话剧
作品，比如《在那一边》《前进再前进》等。

通过排演反映现实生活的剧目，体现文艺
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宗旨，反映出辽宁人艺
对“艺术来源于生活，也服务于生活”的艺术
品格最朴实而执着的追求，使得辽宁人艺
的现实主义戏剧创作之路得以确立。

上世纪60年代以来，辽宁人艺拓展了
演出规模，继续保持话剧创作与现实生活
之间的紧密联系，进一步探索话剧民族化
之路，涌现出以安波、洛汀、万籁天、肖汀、
王秋颖、李默然等为代表的艺术家。《第二
个春天》《霓虹灯下的哨兵》《红石钟声》等
作品呈现出中国民族气派的舞台艺术样
式，标志着现实主义艺术创作在辽宁人艺
生根发芽，从此奠定了辽宁话剧在中国话
剧史上的地位。

吸纳东北地域文化
创作出一批具有鲜明标识的辽宁话剧

开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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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原创剧目曾分别获
得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六届、第八
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
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这些作
品传承延安鲁艺精神，具有鲜明的地域风
格，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这些剧目在多
个省市巡演，备受好评。

《潇洒女孩》 1992 年首演的儿童剧
《潇洒女孩》，是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优
秀作品。

《那一年在夏天》 1993 年首演的话
剧《那一年在夏天》，讲述青年工人生产生
活的故事。

《鸣岐书记》 1994年首演的话剧《鸣岐
书记》，再现了英模人物张鸣岐的先进事迹。

《这里将是别墅》 1995 年首演的儿
童剧《这里将是别墅》，讲述了城乡中学生
相互帮助，找到自我的故事。

《父亲》 1999年首演的话剧《父亲》，
讲述了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期间，工人
家庭面对困境的抉择，体现出工人们的情
怀与担当。

《任弼时——开国大典随想曲》 2002
年首演的话剧《任弼时——开国大典随想
曲》，讴歌了任弼时同志为人民鞠躬尽瘁的
伟大精神。

《凌河影人》 2003年首演的话剧《凌
河影人》，讲述了辽西皮影艺人英勇抵抗侵
略者的感人故事，并将话剧与极具地域文
化特色的凌源皮影戏有机结合。

《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 2007 年首
演的话剧《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聚焦煤
矿工人工作生活，反映他们在东北矿业发
展进程中的默默奉献与执着坚守。

《郭明义》 2011年首演的话剧《郭明
义》，讲述全国道德模范郭明义的先进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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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辽宁人艺再次迎来艺术
创作高峰，排演出多部蜚声全国的话剧，
比如现实主义题材话剧《报春花》，对舞台
人物形象塑造有着示范意义的话剧《高山
下的花环》，展现华侨爱国主义精神的话
剧《唐人街的传说》，关注农村生活的话剧

《落凤台》等。其中，《报春花》参加全国文
艺会演，曾创下连续演出 200 多场的纪
录。

在辽宁人艺的档案室里，记者看到两
张泛黄的《报春花》演出票，演出地点是北
京怀仁堂，日期是 1979 年 11 月 18 日、19
日。1979年1月，编剧崔德志将自己在纺
织厂的见闻整理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并将
之升华为一部划时代的话剧剧本《报春
花》。这部首演于1979年8月的话剧由李
默然、辛薇、周红、宋国锋、刘文治联袂主
演。为生动塑造纺织厂厂长李健这个人
物，李默然深入纺织厂体验生活，将自己
变成一个“真正的李厂长”，第一次塑造出
一位实事求是、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工厂
厂长形象，深深打动了观众。辽宁人艺携

《报春花》两度进京，每次演出上百场，在
每个剧场连演几十天，场场爆满，成为辽
宁话剧进京演出场次最多的剧目。

这一时期的辽宁人艺呈现出老中青
三代演员同台竞技的局面。以李默然、王
秋颖、赵凡、郝海泉、辛薇、陈颖等为代表
的老艺术家塑造出众多经典的人物形
象，创排出大批振奋人心的优秀作品。
以刘文治、王早来等为代表的中生代演
员进入表演成熟期。宋国锋、周红等青
年演员也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
得到了艺术历练，为日后成为辽宁话剧
的中流砥柱打下了基础。在数十年的发
展历程中，辽宁人艺始终坚持挖掘本土题

材，反映现实生活，深耕剧场艺术，继续致
力于话剧民族化，创作出一批具有鲜明标
识的话剧作品。

在坚持不懈的舞台艺术实践中，辽宁
人艺在李默然等老一辈话剧表演艺术家
的带领下，逐步建立起中国话剧重要流派
之一——关东演剧学派。辽宁人艺邀请
戏曲界的前辈表演艺术家指导演员表演，
提高其综合艺术素质。在学习实践中，深
入研究东北地区的审美特征、欣赏需求、
生活方式，借鉴并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戏曲
的表演精粹，逐渐形成了具有浓烈的关东
艺术风格，以传统审美理念与民族精神为
根基的表演流派——关东演剧学派，涌现

出以李默然、宋国锋为代表的关东演剧学
派表演艺术家。关东演剧学派的风格特
征表现为粗犷豪放的格调、浓郁炽烈的氛
围、泥土芬芳的气息、浑厚质朴的底色、
大气磅礴的气势、意味深长的内涵。这
一表演体系要求演员在对人物充分理
解，对其生活环境进行充分体验的基础
上塑造人物，从台下的“体验”提炼上升
为台上的“体现”，精准、鲜明、深刻地诠
释出人物的所思所感。辽宁人艺持续发
扬鲁艺传统，艺术家们以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以及对生活对艺术深沉的爱，用炽热畅
达的戏剧表达方式引起广大观众的强烈
共鸣。

坚持挖掘本土题材
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话剧民族化之路

辽宁话剧艺术，从延安薪火相传。延
安精神、鲁艺传统与东北地域文化在此形
成交融。辽宁话剧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
作，形成关东演剧学派，成为中国话剧表演
体系的重要流派之一。辽宁人艺创作演出
了大批反映工人、农民、市民生活的现实主
义题材话剧，常年坚持送戏下基层。建院
以来，共排演大型话剧、儿童剧300多部，其

中76部获得省级以上文艺奖项。总计演出
场次2.56万余场，观众达1280万人次。话
剧作品多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
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中国艺术
节大奖、东北三省话剧节以及辽宁省艺术
节大奖；演职人员多次获得中国戏剧梅花
奖、中国话剧金狮奖等奖项。

讴歌时代精神，反映人民心声，一直是辽

宁人艺的创作原则。其每一部作品都具有经
过生活千锤百炼而呈现出的质感。每当创作
一部新作品，辽宁人艺都会组织剧组下基层
体验生活。这种体验生活的方式并非流于
形式，而是真正走进基层生活，与人民群众
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正是在这样日复一日
的创作实践中，辽宁人艺创作的一系列话剧
作品能够享誉全国，深受大众喜爱。

走进基层体验生活
让每一部作品具有生活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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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高山下的花环》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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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默然主演的话剧李默然主演的话剧《《报春花报春花》》剧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