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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戏曲艺人再教育

蔡 红 霞

摘　 要：戏曲艺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是进行戏曲改革、建设巩固新政权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们的思想散漫、知识文化水平低，已不能适应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要求。 因此，中国共产

党和人民政府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对戏曲艺人进行了思想文化再教育，不仅积极组织广大戏曲艺人进行

政治学习和专业培训，而且通过情感动员活动以及扎实的政治与社会改革实践等，使其在新旧对比中逐步形成对

新国家新政权的普遍政治认同，并且成为党和政府可以团结引领的重要文艺宣传力量，为在基层社会树立党和政

府崭新的政治威望和政治形象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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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曲艺术长期以来一直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教育工具之

一，“但这种遗产中许多部分曾被封建统治者用作

麻醉毒害人民的工具”①。 因此，为消解旧戏不良影

响，充分发挥戏曲在宣传、动员、教育群众方面的重

要作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

对旧戏的改造，１９４９ 年 ７ 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

还专门设立了戏曲改进局，全面深入地讨论和推进

旧戏改造工作。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 ５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

务院总结一年多的戏改经验，正式发布了《关于戏

曲改革工作的指示》 （以下简称“戏改指示”），对戏

曲及其管理制度进行改革。②纵观近年来学界关于

旧戏改造的研究成果，从文学和艺术史的角度对五

四以来以至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戏改理论及新文人

戏剧观的研究颇多③，但从中共党史和历史政治学

的视角出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领导的旧

戏改造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除少数研究者对以

“改人、改戏、改制”为中心的旧戏改造运动做了较

为全面的梳理外④，也有学者探讨了旧戏改造的政

策与体制⑤，而对“戏曲艺人再教育”这一戏改关键

环节的专题研究较少。 因此，本文借助一些新发现

的文献资料，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

产党开展戏曲艺人再教育的缘由、具体实践及社会

影响作简要分析，以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引

领文艺工作者更好地践行社会责任、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繁荣发展提供些许历史镜鉴。

一、对戏曲艺人进行再教育的缘由

１．建设新政权的客观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如何激发人

民群众建设国家的热情，是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主要

任务，他们“要担负比过去更大的责任，这主要的就

是用文学艺术的武器鼓舞全国的人民，首先是劳动

人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改正缺点，来努力建设我

们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⑥。
优秀的新文学艺术作品对人的影响，在 １９１９ 年

至 １９４９ 年的新文艺实践中就得到充分证明，“新的

文学艺术吸引了大批的青年走上进步和革命的道

路，不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自己参加革命斗争或者

牺牲在革命斗争中”⑦， 例如， “自从冀鲁豫文联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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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训练班成立，你传我，我传你，比登广告还来得有

效，很快地各方的艺人都投奔到民间艺术部来报名

了。 不到半年的工夫，陆陆续续受过训的就有 ２００
多艺人，他们学习成功了，再回到乡村去演唱，那些

封建、淫荡、荒唐、腐败的说唱内容都改换成土地改

革、自卫战争、生产节约的新内容了，说唱的态度、表
演技术也都适当的改变了，时时刻刻注意到对群众

的影响”。 其中的 ４０ 多位艺人，“在 １９４７ 年‘七一’
到‘七七’庆贺共产党 ２６ 周年生日时，他们组织了

一个艺人宣传队。 在 ６ 天的演出中，受到他们影响

的就有 １３０００ 人。 他们用嘴、用手、用音乐直接地感

动了群众，教育了群众，比起一本书、一册杂志、一张

画报的力量就来得迅速、有力、影响大多了”⑧。 所

以，１９４９ 年 ７ 月中国共产党组织召开了中华全国文

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希望经过这次大会，使“全
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必能进步团结起来，进
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

工作，使人民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

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

的经济建设工作”。 他们“要担负比过去更大的责

任，这主要的就是用文学艺术的武器鼓舞全国的人

民，首先是劳动人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改正缺

点，来努力建设我们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

的新国家”。⑨

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工农群众也需要新

文艺的宣传教育来鼓舞士气，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在 １９４９ 年的全国文代大会上，“被服总厂的女工徐

士荣要求文艺工作者到工厂去，多反映他们的生活，
帮助他们的学习。 她说知识分子和工人结合并不是

很困难的，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像一个拳头

一样，一定就能够把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很好。
七○兵工厂的技工李家忠要求大家多用实际的行动

来为工农兵服务。 他说‘红旗歌’在他们工厂演出，
很受欢迎；要把‘红旗歌’里面的马芬姐那样的工人

变成积极分子，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的任务才能很快

完成”。 但是，当时演出新编或改造过的戏曲曲目

的新文艺工作者较少，绝大多数戏曲艺人仍在演出

一些颂扬“王公贵族、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等为主

题的传统剧目，如 １９４９ 年“五一”劳动节，北京某印

刷工厂邀请北京曲艺界去表演，艺人以老一套的旧

词演出，结果台下的工人们提出“我们不听这些对

我们没有教育意义的旧玩艺”⑩。 因此，“各地群众

文艺创作无论在质和量方面，都还不能完全满足广

大群众的需要，未经改造的旧戏则还很盛行”。 “保
定、定县、邯郸、天津、衡水、石家庄六个专区中 ４２ 个

县的 １８７０ 个群众业余剧团，其中还是以旧剧团居多

数。 据衡水专区 １３ 个县统计，在总数 ６１４ 个业余剧

团中，新剧团仅占 １０８ 个，即占总数 １７％强。 以新文

艺活动较为发展的石家庄专区为例：据 １９４９ 上半年

调查，全区共有新旧剧团 ３７５ 个，其中新剧团 １１７
个，旧剧团 ２５６ 个，同年下半年，新的则增加了 ２２８
个，旧的增加了 ２０９ 个，新的虽比旧的增加略多，但
总的说来也还是旧的占多数。 有些农村旧剧团，虽
间或演出经过改造之历史剧或新旧节目合演，但一

般地来看，旧剧演出的次数与范围均比新剧多而且

广。”另据 １９５０ 年相关统计，“旧戏曲观众，北京每

日约 ２．５ 万人，上海每日约 １５ 万人。 就 ６９ 座城市

粗略估计，每日旧戏曲观众，约 １８０ 万人，全国每日

观众当逾 ３００ 万人”。 从新旧艺人及观众的对比

来看，戏曲艺人及观众在数量上更有优势。 因此，周
恩来在 １９４９ 年全国文代大会的讲话中特别指出：
“事实是广大的人民还在看他们，听他们，喜欢他

们，难道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对这样的事

实视为等闲吗？” “如果不团结广大的旧艺人，排斥

他们，企图一下子代替他们，是不可能的。 应该使包

含几十万艺人并影响几千万观众、听众、读者的旧文

艺部队的巨大力量，动员起来积极地参加这个改革

运动。”

鉴于戏曲艺人受众广泛，在民间的影响力较大，
按照新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新要求对戏曲艺人

进行再教育，使之转变为宣传传播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重要依靠力量，成为当时建

设巩固新政权的客观需要。
２．营造新文艺生态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新政权，包含戏

曲艺人在内的人民群众都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参与

建构的文艺生态也与此前截然不同。 它以为人民服

务为导向，不仅要求戏曲艺人贴合工农兵实际革新

剧目和艺术表现形式，而且要求戏曲艺人转变生活

习惯和旧的思想观念，展现戏曲艺人的新形象。 而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戏曲艺人的思想文化显然不能

很快适应党和国家的这种需要。
首先，戏曲艺人的思想多散漫消极。 封建社会

乃至民国时期，戏曲艺人社会地位很低。 不仅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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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人、士绅地主欺压他们、瞧不起他们，一般平民也

瞧不起他们，特殊的生活境遇使戏曲艺人思想消极，
他们多信奉宿命论，“长期的压榨奴役，长期被损害

与侮辱，使他们失掉了反抗性；他们认为他们受苦受

辱是命定的”。 还有一些生活条件较好的戏曲艺

人养尊处优惯了，好吃懒做，有点钱就“吃、喝、嫖、
赌，穿好吃好，爱面子”，甚而形成了享乐主义的人

生哲学，吃纸烟、喝浓茶、喝酒、赌博，“赚多少花多

少”“今朝有酒今朝醉” “什么时候死了就算了”。

少数艺人甚至通过吸食鸦片来麻醉自己，思想消极，
自私自利。 还有一些戏曲艺人，“其表演技巧经多

年舞台实践锻炼，便各有所长。 有的甚至是身怀绝

技，形成‘独一份’的风格特色”，“认为自己的一套

东西，是祖师爷所留，老师的传授，更是自己的艰苦

求索所得。 是吃了多少年的红火饭，早已是尽善尽

美，万古千秋，永远不能改变”。所以，中央的戏改

指示出台后，一些戏曲艺人从个人利益出发，担心

“新戏是否受人欢迎？ 能不能叫座？ 弄不好是否坏

了名誉？”“会不会费了事反而影响收入？”于是，
他们“在排演新历史剧中，不是把旧戏精义运用到

新戏里边，而是以旧戏套子来套新戏，形成了应付门

面”，他们消极散漫、排斥抵触戏曲改革。
其次，大多数戏曲艺人的知识文化水平较低。

戏曲艺人缺少受教育的机会，大都没读过书，文盲较

多，学唱新戏难过文化关。 此前他们学艺靠的是师

傅的口授以及自己的反复演练，会的段子有限，也不

会深究演唱内容的意义，以讹传讹的东西较多。 如

当时北京西河调大鼓女演员蔡金坡 １３ 岁时已经学

会了几段为农民所熟悉的短调，“但是她会唱的东

西太少，唱来唱去老是那几段，‘冷场’常常等待着

她。 不只挣不上钱，有些听客还会远远的站着‘瞅
臊’”。 她从小学艺，“一直没有得到学习文化的机

会，在演唱新词时感到了困难”。许多戏曲艺人对

自己拿手的几出旧戏已经烂熟于心，因此，他们从安

逸舒适的角度出发，“强调演老戏有人看，能卖钱，
既省事，又熟练，对一对就可以演出”，“演新戏太麻

烦，又要从头做起，不识字学词困难，没有工夫”，
“演旧戏走到哪里都可以唱，新戏没有配角，学会了

一散伙，岂不是白费事”。所以，大多数戏曲艺人考

虑到自己的知识文化水平有限，对演新戏有畏难情

绪，内心是抵触的。
总之，戏曲艺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是进

行戏曲改革、建设巩固新政权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但是他们的思想文化状态显然不能适应新中国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的新要求。 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文艺

观为指导，对戏曲艺人进行思想文化再教育势在必

行，以引导他们肩负起国家主人翁的责任，为旧文艺

改革贡献其丰富的知识与技能，并正视自己在革命

锻炼上的不足，提高政治觉悟与思想水平，深入人民

群众新生活，学习新的艺术表现方法，积极融入改造

戏曲、改造思想的社会运动之中。

二、对戏曲艺人进行再教育的具体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以马克思

主义文艺观为指导，汲取民主革命时期解放区戏曲

改造的经验，针对戏曲艺人当时的思想文化特点，通
过思想引领、制度规范、实践锻炼等途径对戏曲艺人

进行了再教育。
１．以集中学习强化对戏曲艺人的思想引领

戏曲艺人大多处于社会底层，戏曲传承以师徒

口授为主，文化水平较低，思想较为庞杂。 若要戏曲

艺人担当起向民众宣传新中国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

政策和建立社会主义新风尚的重要使命，就需要让

其对新社会形态形成新的认知。 因此，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中国戏曲改进会发起人便集会讨论了戏改政策和标

准，决定通过集中学习强化对戏曲艺人的思想引领。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至 ９ 月 ５ 日，上海军管会文艺

处举办了“地方戏曲研究班”，当地京、越、沪、淮、扬
等剧种的 ２２７ 名演员参加了学习。 学习内容多为

“政治常识”或“文艺理论”，如《社会发展史》《中国

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工人运动》 《知识分子改造问

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方向问题》
等。８ 月 ８ 日，由华北文委会旧剧处、北平市文委

会旧剧科主办的北平市旧剧界、曲艺界联合讲习班

正式开班，自动报名参加此次讲习班的旧艺人有

４００ 名，讲习时间定为两个月。１０ 月 ２３ 日第一期

培训顺利完成，共集中培训旧艺人 ５０２ 人，占全市艺

人总数 ２０％。讲习班以建立新人生观为主，同时学

习旧剧改革的方向及方法，学习方式以听报告及小

组研究并重。 讲习班还特别聘请了戏曲界的老前辈

或戏曲研究者作专题报告，如欧阳予倩的“关于改

造京剧的商榷”，田汉的“艺人的道路”，杨绍萱的

“谈旧剧改革问题”等，启发他们的觉悟，帮助他们

端正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立场。 然而，由于各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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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影响，到 １９５０ 年 １１ 月底，全国 ３０ 万戏曲艺

人中经过学习的仅约为 １１％，戏曲艺人思想改造

的任务仍然艰巨。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政务院的“戏改指示”发布后，全国

各地文化部门加大了对戏曲艺人的集中培训力度。
１９５１ 年上半年，根据各地的材料统计，华东区经过

一次或数次学习的艺人，上海 ９０００ 余人（包括前台

职工），占全部艺人的 ８０％左右；南京约 ７５０ 人，占
全部艺人的 ６０％；浙江约 １９００ 人，占全部艺人的

４５％；山东约 １１００ 人，占全部艺人的 ３０％；苏南约

１９００ 人，占全部艺人的 ５０％；苏北约 １１００ 人，占全

部艺人的 ４５％； 皖北约 ９００ 人， 占全部艺人的

４５％。总体来看，１９５１ 年经过学习的艺人比 １９５０
年至少增加了 ３ 倍。 到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福建省共

举办 ２５ 期艺人训练班，全省轮训艺人约 １８００ 人以

上，并初步开展了团结、教育、改造民间艺人的工作，
也从中培养了一批戏改工作的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各地文化部门

组织戏曲艺人进行的集中学习不仅覆盖面广，学习

形式也以戏曲艺人亟须的业务短板为突破点，理论

讲授和分组讨论相结合，较为灵活机动，在短期内就

达到较好的教育效果，后来有不少参加过集中学习

的艺人成为戏曲干部，还有人加入抗美援朝志愿军，
有人成为光荣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
可以说，全国各地文化部门成功地将政治学习融入

戏曲艺人的各种集中学习和培训之中，在提升广大

艺人戏曲理论素养的同时，还有效地提高了他们的

政治觉悟，使其思想上开始向新中国、新社会靠拢。
２．以情感动员强化戏曲艺人的政治认同

经过集中学习与培训等思想教育的第一步之

后，如何将艺人们通过培训形成的对新中国新社会

的认知真正地入脑入心、转化为自觉意识，才是对戏

曲艺人进行思想教育的关键。
正如美国学者裴宜理所说：中国共产党非常注

重“情感工作”在革命中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对戏曲艺人的思想教育也是

以“情感工作”作为拉近艺人感情、整合艺人思想的

重要手段，其最主要的方式是让戏曲艺人们回忆以

前的生活经历，并对比现在的幸福生活，如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国庆节时，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谈及自己对节

日的感想时不免心生感叹：“叫我说我对这节日的

感想，就不能不使我又想起过去二十多年生活的酸

苦。 因为假如我没能熬过往时任何的一次苦难，我
就得不到今天的幸福。”湖北省一代汉剧宗师余洪

元先生的遭遇非常凄惨，最后竟死于沟壑之中。 一

些艺人忆及其经历， “就抑制不住满腔的辛酸

泪”。１９５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在河南省第一次戏曲工

作会议上，淮阳专区的艺人代表王福亭表示：“我是

要饭出身，八岁就要饭。 共产党来了，我认识自己的

前途。 在旧社会里，把我们当戏子。” 在 １９５１ 年

１１ 月河南禹县艺人训练班上，当王振邦学员谈到

“在旧时，将我吊在树上，又用香头烧我的肉”时，全
会场的学员都痛哭起来。通过回忆过去，对比今

生，可以“有效地唤醒民众爱恋或仇恨、复仇或悔改

等强烈的历史记忆”，戏曲艺人的苦难有了宣泄的

机会和场所，而且非常具有震撼力，使戏曲艺人在新

旧社会的鲜明对比中重构旧社会对戏曲艺人的残酷

压迫，引起身份和情感共鸣。
戏曲艺人们一方面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忆苦

思甜”，另一方面通过“翻身”意识的建立激发了其

强烈的阶级感情，增强了其对中国共产党和新国家

政权的认同。 １９５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南阳曲剧团的代

表王玉文在河南省第一次戏曲工作会议上说：“我
感觉人是真正翻身了，过去我们叫朝廷叫万岁爷，叫
普通人也叫爷。 现在我们翻身了，得到地位了，今天

都是同志。”广大的戏曲艺人都普遍感到：“现在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戏剧工作。”“不但

是今天重视，而且今后还要重视；不仅新民主主义社

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发展。”１９５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著名戏剧家盖叫天先生在华东戏曲研究院

京剧实验学校及京剧实验剧团演讲时感谢人民政府

对艺人的关心，“人民政府领导下的艺人是彻底的

翻身了”。 应该说，通过情感动员活动，戏曲艺人

对新国家、新政权的认同达到了很高的层次。
３．以政治社会实践培植戏曲艺人的社会责任感

在通过集中学习培训和“情感动员”培育戏曲

艺人的新知并提升其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的同

时，全国各地文教部门按照“戏改指示”，开始采取

公营、公私合营或私营公助的方式，对旧有剧团、剧
场和民间戏班进行整合，统一管理，并以此为基础组

织戏曲艺人参与各种政治与社会活动，围绕党的中

心工作将新思想意识转变为切实的行动。
全国的戏曲艺人经过政治学习的洗礼，精神面

貌焕然一新。 为配合土改等中心工作，１９５０ 年 １０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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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安徽芒砀剧社在当地文教主管部门的帮助下，积
极组织经过改造的戏曲艺人带着《白毛女》 《九件

衣》两个剧目，到农村为翻身农民演出。 这两个戏

为当时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起到一定的宣传作

用。１９５１ 年 ９ 月至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经过思想改造的

川西大众川剧院的戏剧艺人以邛崃县回龙乡的真人

真事，编演了小型现代戏《一把锉》，对当地的反霸

斗争起到宣传动员作用。自 １９５１ 年 １ 月开始，福
建省漳州市芗城区曲艺剧团在排练《白毛女》时，艺
人们结合讨论土地改革问题，进行阶级教育。 他们

还将其排演的《血泪仇》改编为《台民泪》，使来自台

湾的艺人们进一步认识旧社会的真相，控诉国民党

军队和美国勾结，侵害中国人民的罪恶。各地文教

部门通过组织动员戏曲艺人参与土地改革等政治社

会实践，提高了艺人的政治觉悟，改变了他们的思想

作风。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戏曲艺人自发组织起来，

有的通过义演新剧目或改编剧目为战争募集物资，
宣扬爱国主义精神；有的则奔赴抗美援朝战争前线，
为前线指战员鼓舞打气。 如 １９５０ 年河南省郑州市

举行了抗美援朝戏曲竞赛，洛阳、驻马店等地的剧团

还举行了支援抗美援朝、支援灾区的义演。 博爱县

６０ 多个业余剧团排演抗美援朝节目，收入捐献国

家，购买飞机大炮。上海市“维扬戏”勇敢剧团于

１９５１ 年元旦起在沪东工人区定海路定海剧场义演 ３
天，全部收入除开支外悉数捐献。 上海市戏曲界的

其他剧种为响应抗美援朝宣传，纷纷创作，上演新

剧，如越剧《信陵公子》、新书戏《群魔末日》《三雄惩

美记》、京剧十三本《水泊梁山》等。 １９５１ 年初的 ４
个月间仅上海一地戏曲界的捐献就超过预期捐献的

２０ 倍。 １９５３ 年 ３ 月，川西大众川剧院的戏剧艺人

组队随中国人民慰问团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抗美战争前沿阵地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历时半年。
１０ 月，该团演员薛少林、刘瑞容、胡小凤、熊正至、杨
淑英、李笑非等 ８ 人还参加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

问团。全国各地志愿赴朝慰问的这些戏剧、戏曲艺

人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在鼓舞人民志愿军的战斗意

志、坚定他们胜利的信心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地文教部门配合

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组织帮助广大戏曲艺人开展

的这些社会实践使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更趋成熟，
新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威望也通过戏曲艺人

的改造在戏曲界得以巩固强化。

三、对戏曲艺人进行再教育的社会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戏曲艺人再教育，
通过组织戏曲艺人进行政治与业务学习、动员他们

参与各项政治与社会实践，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
对戏曲艺人的再教育提升了戏曲艺人的政治和

艺术素养。 在旧戏改造过程中，许多戏曲艺人完成

了从不愿学到自愿学再到积极帮助别人学的重大转

变。 在新旧对比的学习中，北京市的戏曲艺人逐渐

认识到：“这个讲习班不是过去的‘受训’，教员们讲

的全是心窝里的话，越听越愿意听。”戏曲艺人马润

山家在通县，他不仅每次往返 ８０ 里路来听讲，而且

还把他听的内容再到通县艺人讲习班讲一遍：“不
但教育了自己，还教育了别人。”这个讲习班无形中

又开设了若干个人或集体的分讲习班。 一些戏曲艺

人在学完阶级问题及社会发展史后感叹：“我们如

同大梦初醒，我们都是贫苦子弟出身，想起来真羞

耻，为什么给人家有钱的人宣传呢！ 今后应该唱劳

苦人们的戏曲，唱给劳动人民听。” “我们的戏曲还

负有宣传责任”，“学习新戏曲，唱给人民听，才配为

人民服务，才会得到人民重视与欢迎”。 南京市

２４０ 多位戏曲艺人经过新业务学习，不但普遍地演

唱了新词新曲，还有部分艺人自编自写新词新曲，除
每晚在“大众茶室”演唱外，每星期五还举行一次观

摩会，互相观摩学习。 他们当时经常演唱的新词曲

有《女英雄刘胡兰》《白毛女》《李秀娟卖豆腐》等 ４０
余种。

经过北京戏曲界讲习班的集中学习后，北京的

戏曲艺人“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在学习过程中，他
们表现了极高的学习热情，并涌现了许多积极分子

和模范学员。 在毕业时，全体学员并举行了一次联

合大演出，京剧、评戏、曲艺各界艺人不分名角、底
包、杂耍、蹦蹦都同台演出，表现了北京戏曲界的空

前大团结”。戏曲艺人再教育在培植戏曲艺人新国

家政治认同的同时，也有效地提升了他们的业务能

力，促进了新中国戏剧事业的繁荣兴盛。
各地文教部门组织帮助戏曲艺人深入城乡基层

巡回演出的社会实践，既给精神文化生活贫瘠的基

层群众送去了高质量的文化食粮，又无形中在基层

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崇高威望和崭新形

象。 如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在武汉市解放后的半年间，经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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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再教育的戏曲艺人共演出新戏《红娘子》３２ 场，观
众 ５ 万人，《九件衣》５５ 场，观众 ７ 万人，《白毛女》２２
场，观众 ２．３ 万人，《三打祝家庄》１２ 场，观众 １．２ 万

人。１９５１ 年 ７ 月，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革命根据

地访问团开展慰问活动时，漳州实验芗剧团被抽调

随访问团第六分团出发，在南靖、平和、诏安、云霄、
漳浦、海澄、龙溪等县城乡进行慰问演出，历时 ４ 个

月，共演出 １５０ 多场，剧目有新芗剧《白毛女》《血泪

仇》《台民泪》，小戏《一朵红花》 《夫妻教子》 《宝山

参军》等。“解放了的戏曲工作者，认识到自己是

人民的宣传者；同时，劳动人民要求他们演唱有教育

意义的新戏曲。 两者一结合，开拓了戏曲改革的广

阔道路。”“他们不仅为人民所需要，而且为人民所

爱戴和尊重了。”这既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人民群

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无形中教育了群众，重新塑造

了戏曲艺人。
戏曲艺人改造还推动了戏曲艺人身份的转变。

经过改造，曾经身份与地位低下的戏曲艺人变成了

新国家、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获得了平等的社

会地位。 到 １９５２ 年，许多戏曲名家如程砚秋、尚小

云、马连良等，分别就职或兼职于文化戏剧领导机关

及戏剧院团、院校、研究、出版等单位，其中许多人还

成了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当然，这些政治和文化

界的精英无一例外的都是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的

戏曲战士”。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梅兰芳先生在上海解放一周年时感慨万千：“毛主

席为戏曲界解开了层层密密的锁链绳索，我们开始

以主人翁的身份参加了人民政协，我们戏曲界的祖

先们数百年梦寐以求的梦想今天都成为事实了。”

还有一些在戏茶厅以清唱为生的女艺人，经过学习

教育，从思想到艺术都有了质的飞跃，因而后来成了

知名度很高的表演艺术家。 如当时在夫子庙戏茶厅

清唱的玉芙蓉，参加艺人讲习会后各方面有了显著

提高，经郑山尊的鼓励和名师的传授，进步很快，后
来改名罗惠兰，成为马连良剧团的“当家花旦”而闻

名全国。戏曲艺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戏

曲传承与变革中获得的广泛的社会尊重与认同，标
志着他们真正地完成了从戏曲艺人到新的国家文化

政策执行者和宣传者角色与身份的转换。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旧戏改造抓

住文艺创作、传播的主体———戏曲艺人这个关键，将
政治学习和专业培训结合起来，组织戏曲艺人集中

学习，使其对新中国形成一个全新的认知，并通过

“情感动员”使其在新旧对比中形成对新政权的政

治认同，提升了他们的思想觉悟，然后引导他们投入

各项政治社会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使之成为党和政

府可以团结引领的重要文艺宣传力量，在丰富人民

群众精神生活的同时，在基层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政府的威望和新形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期的戏曲艺人再教育总体上是成功的，其显著成效

也为新时代强化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引领、增加文

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开创文艺工作新局面提供

了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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