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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新 中 国戏曲改革运动是一场政府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 具体实践 ， 本

文考察的
“

禁戏
”

问题及其针对各地滥禁现象的政策 实践 ， 则是戏 改运动初期 的重要推

进环节之一 。 由 于禁戏政策本身的局限 、 传达不力 带来的误解和偏差 、 戏改干部的缺乏以

及业务能力等 因素的错综影响 ，
使得政策的调控、 糾偏意 图与其贯彻实施过程之间 产生距

离
，
无法达到预期的工作成效 ， 其间得失曲折还需通过具体史料桄理而有所观照与省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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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夕 ，
石家庄作为关内第一个被解放的大城市 ， 以政府行为首开戏曲改革的新局

面 ， 并且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 ， 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宣告成立 。 前身为鲁艺平

剧研究班 、 延安平剧研究院的华北平剧研究院随即进驻该市 。 上承着延安文艺运动中
“

旧剧改

革
”

的精神 ， 平剧研究院的戏剧活动对当时旧剧界产生了相当 大的影响 。

？
从延安 培 养和带 出来

的一大批干部 ，也随着 解 放 大军先后进人全国各地，共同推 动 着 新 中 国 戏 改运动 的进程。如 东北、晋 缓 、上海、保定 、沧 州 、辛 集 、 张 家 口 、 北 平 等地，都 有 平 剧 院 的 同 志 在继续从事 “旧
剧 改 革
”工作。＠据 当 时 在石家庄负责戏 改工作 的 任桂林回忆：“我记得曾在石家庄集 训 了五万干

部 ，准 备 南 下 ， 可是这五万干部到 南 方 去 ，也是不够 用 的 。……当时 确 是 十分繁 忙 ， 因人少事
多 ， 我 们经常是一天做三班 的工作 ， 白天处理各种工作 ，晚上到各 个 剧 院 去看节 目 ，或 者看电影．
节 目 ， 这 都 是 带 审査性质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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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３８年 ，以培养大批抗战艺术工作干部、创造新中国艺术为宗 旨的鲁迅 艺术 学院在延安 宣告成立，下设文学、音乐、
美术 、戏剧四个 系，毛泽东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 主义”。１９４１年后鲁艺建立正规学制，修业年限为两
年 （后改三年），康生、吴玉章、周扬 等先后任 院长。其间 ，１９３９年，鲁艺增设平 剧研究会，主要任务是研究京剧，
同时培养干部力量。丨９４０年 ，为集 中旧剧人才，从事旧剧研究与改革工作，鲁艺成立平剧团，下设研究、教育 、演
出、指导四科 ，符律衡 （阿甲）任团长 。１９４２年 ，鲁艺平剧团和战斗平剧社等合并为延安平剧研究院，首任 院长刘 芝
明。１９４６年 ，该院随党中央迁至河北平山县，易名为华北 平剧研究院，１９４８年进驻首府石家庄。详见 《六十年文艺
大事记（１９１９一１９７９）》 （未定稿 ），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起草组、文化部文学 艺术研究院理论政策研究室编，第 ８４、
９９页；（中国戏曲志 ？河北卷＞，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编，中国 ＩＳＢＮ中心１９９３年版 ，第 ３３—３４页。

② 阿甲：＜华北平剧研究院十年来》，《文艺报》１９４９年第 １１期。

③ 任桂林：＜石家庄解放初期的文化工作》，载 《任桂林戏曲文集》，中国戏剧 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版 ，第 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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