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谈论戏剧改革时，秦腔改革只是作为一种似

乎不得不说的论说，秦腔改革的价值和意义等被消解

掉了。而就笔者了解，若从本土角度而言，从处于广大

乡村的百姓而言，恐怕对于秦腔的热情，要远远大于

京剧。而掌握文学研究话语权的研究者，为何有意无

意间忽视或者回避现代秦腔在现代文艺历史中的价

值和意义呢?由此引发了笔者对于本文的研究对

象——现代秦腔改革者马健翎的兴趣。

一、现代秦腔视域中的马健翎

把马健翎的秦腔戏剧创作，放在现当代秦腔发展

的历史境遇中来看，应当说他是处于承前启后的历史

地位。只有把马健翎的秦腔创作，放在整个秦腔改革

的发展历史中，其价值和意义方能看得更为清楚。

中国的戏剧改革，并非始于延安时期。而秦腔的

改革，在20世纪之初就开始了。最具标志性的历史

事件，便是易俗社的成立。从近现代秦腔发展历史的

角度看，易俗社的成立，标志着现代文化意义上的秦

腔的开始。于此，我们并无丝毫的夸大或者缩小某种

历史现实的意味，而是将延安的秦腔改革，纳入到现

代秦腔改革的整体历史之中，方显出其特殊的历史价

值和意义。就此而言，一方面，马健翎的新秦腔，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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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戏剧的有机组成，具有开拓性、革命性的意义：另

一方面，从现当代秦腔改革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则具

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马健翎，这位被称为“美髯公”的在陕北这块土地

上土生土长起来的戏剧家，归结他的人生，主要有两

个方面：从事革命活动和从事戏剧主要是秦腔编演与

传播，也可归结为秦腔传承与改革，因为他所从事的

革命工作是戏剧即秦腔的编演与传播。可以说，他因

戏剧而成就了自己的人生，也因为戏剧而被迫结束了

自己的人生。故此，他的人生是一种戏剧人生，是秦腔

的人生。

谈到马健翎的戏剧人生，首先谈谈他与秦腔的关

系及其价值，是因为马健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论

三种视域下延安时期

马健翎新秦腔的现代文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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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忽视延安时期的具体环境。从接受的角

度看，观众主要不是西服革履的城市知识分子，而是

生命情感根植于乡村的士兵和农民，就文化的基因而

言，士兵也基本上是农民。就此来说，根植于本土的戏

曲更易被他们所接受，而话剧，甚至京剧，对于他们来

说，是不容易接受的。

就戏剧改革的主体力量来看，从事京剧改革的基

本上是来自大都市的知识分子，而从事陕北的秧歌剧

和陕西秦腔改革的，则主要是本土的文化人。这里引

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观点，京剧

应当说是一种提高式的高雅艺术，而秧歌剧和秦腔则

是普及性的大众艺术。

由此可见，马健翎的秦腔改革，显然走的是大众

化、乡土化的道路。

就文化精神而言，每种地方戏，都是根植于地方

文化的沃土之中。地方戏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甚至可以说，地方戏亦是地域文化的一种活标本。对

于马健翎延安时期的新秦腔创作及其编演活动，一般

论者更多的强调其革命化、大众化上的贡献，而忽视

了他在乡土化方面所作的努力。1938年，他所领导的

民间戏剧组织“乡土剧团”加入了“民众剧团”。不论就

他所创作的现实生活题材的剧作，改编的传统秦腔剧

作，或者带领剧团进行演出活动，都是深深地根植于

陕西这片厚土，体现着一种乡土文化精神。乡土文化

的肥沃土壤成就了马健翎的秦腔艺术，而马健翎的秦

腔则又体现与丰富和发展着乡土文化。当然，马健翎

薪秦腔的乡土文化精神，又是与大众化、民间化的文

化精神，与听将令的革命文化精神，是交织融会为一

体的。如果从地域文化与乡土文化视域看，笔者认为，

延安的戏剧，包括话剧、京剧、歌剧等西洋和根植于京

都的这些戏剧艺术，在陕北这块土地上，生长得并没

有秧歌剧和秦腔这些土生土长的地方戏那么茁壮。最

少，它们是缺乏地域乡土文化根基的。这从民众剧团

在陕北等地演出时受到老百姓极大的欢迎中，就可以

得到印证。笔者认为，从历史的客观实际出发，研究者

在研究探讨延安文艺，包括戏剧改革等问题时，应当

正视延安戏剧改革中的乡土文化意义。在这方面，一

直对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与繁荣，提供着深刻的启

不0

如同中国的戏剧改革一样，延安的戏剧改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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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旧瓶装新酒”的问题，即如何使古老传统戏剧

从形式到内容能够走向现代。具体而言，就是如何适

应革命事业的需要。在此，艺术形式方面的问题本文

暂不作为主要论述内容，将主要论说视域确定在内容

方面。

关于马健翎新秦腔创作的评价，笔者的一位研究

生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表述：马健翎的新秦腔创作，对

边区生活与波澜壮阔的政治军事斗争画卷，以及老百

姓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提供了最鲜活的生命记

忆。他的<中国魂><十二把镰刀>等剧的成功演出，不

仅鼓舞了抗日士气，对旧的统治也起到了摧枯拉朽的

作用，连美国朋友斯诺都几次对毛泽东讲：“没有比

‘红军剧社’更有力的武器了，也没有比这更巧妙的武

器了。”这些剧目中的诸多片段，由于生活气息浓郁，

人物性格鲜明，且具有真实的感情力量，而成为盛演

近70年不衰的“红色经典”。尤其是作品中始终如一

的底层老百姓的生命呐喊之声，引发了整个陕甘宁边

区乃至所有解放区军民的情感互动。

马健翎在清丰师范和延安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就

创作排演过宣传爱国抗日的京剧和话剧，如话剧<中

国拳头>和秦腔《一条路》等。他正式从事戏剧创作后，

运用秦腔、眉户等艺术形式，积极反映现代生活，为传

统戏曲与新时代相结合作出了贡献。他创作的《血泪

仇>演出后，周扬著文称赞这个剧本“提出了阶级斗争

主题，赋予了这个主题以强烈的浪漫色彩，同时选挑

了群众熟悉的所容易接受的形式。”陆侃如则预言：

“中国文学史上，这个戏剧一定要占个重要的位置。”

马健翎一生共创作、编写了60余部戏剧，具有浓厚

的生活气息和饱满的战斗热情，深受边区人民的喜

爱。整理或改编秦腔传统剧目和编写秦腔新的历史

戏，是其戏剧活动的又一重要内容。他既是一位多产

的现代戏作家，又是一位创作历史剧、改编传统戏的

能手，还是一位出色的导演和演员。1942年到1948

年，经马健翎创作、改编的戏曲作品有<打渔杀家>(葫

芦峪><王佐断臂>《回荆州》《斩马谡》《金沙滩><反徐

州><八大锤》《顾大嫂》《鱼腹山》《伍员逃国》等。

三、现代文学视域中的马健翎

马健翎的新秦腔创作，其文学史的地位与意义，

依然也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近现代戏剧的建构

与发展，是与中国的近现代文学的建构与发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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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某种意义上的同构性。

梁启超先生被视为中国文学历史转向的先驱者。

一般文学史学家均强调其在小说、散文等方面的开拓

性的历史功绩。在戏剧方面，他依然是一位开拓者。从

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戏曲剧本没有话剧剧

本的现代文化思想艺术成就大。戏曲表演方面，出现

了梅兰芳等戏剧表演艺术大师，但是，在剧本的创作

上，还没有出现能够与曹禺等现代话剧相提并论的戏

剧剧作大师。这是一种历史的遗憾。也许正因为如此，

诸多文学史著作，基本上是以话剧文学创作为中国现

当代戏剧文学的主体，戏曲文学则处于非常次要甚至

可以忽略的地位。于此，我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疑问：

难道中国现当代戏曲剧作中，就没有可以称得上经典

性的剧作吗?由于笔者对于这方面没有深入系统的研

究，自然不敢妄下结论。但从戏曲综合性艺术创造角

度来看，像梅兰芳所演的京剧<贵妃醉酒>，秦腔<三滴

血>等，所创造的戏曲文学艺术，还是具有经典意义

的。

在这样一种现当代文学史书写语境下，探讨戏曲

文学创作，特别是秦腔创作，自然是令人非常尴尬的。

整个现当代戏曲剧作的处境如此，那作为地方戏

剧——秦腔剧作家马健翎的文学史地位就更难加以

确认了。

当然，从马健翎的秦腔戏剧创作所具有的社会政

治意义而言，它自然属于延安革命文艺范畴。革命文

艺是现代文学艺术历史建构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

对于它的历史贡献或者不足，均有许多论述，不再赘

述。在此要说明的是，马健翎的新秦腔剧作作为延安

革命文艺的有机组成，它所表现出来的优长或者遗

憾，应当说是与整个延安文艺相一致的。故此，我们对

于马健翎新秦腔剧作的研究，自然便有了革命文艺历

史阐发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延安革命文艺建构中，

新秦腔表现出更为大众化、本土化和群众性的特征，

而这些恰恰在实现革命文艺服务于社会现实，服务于

广大老百姓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表现出更为

突出的个性特征，并由此看出其突出的革命文艺价

值。

由此，我们更加肯定的是马健翎剧作中所凸现的

地域文化精神和乡土情怀意味。现代文学艺术自鲁迅

始，就表现出强烈的地域文化精神和浓烈的乡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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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别是近些年的研究，对于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

叙事文学的重视与阐释，改变了以往比较单一的启蒙

文化与社会政治解读，从更为深层的文化心理方面，

做出了新的意义阐发。从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建构角

度看，毫无疑问，地域文化、乡土情怀也是现代文化建

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乡土文化叙事与乡土情怀

的表现，应当说也是现代文学历史建构的一个方面。

从这个方面来审视马健翎的新秦腔文学艺术建构，我

们可以肯定地说，他的剧作中，所具有陕西地域文化

精神和乡土情怀，以传统的戏剧方式表现出来，丰富

着现代文学的历史建构。就这一方面的研究来看，还

远远未达到理想的状态。特别是对于马健翎剧作的研

究上，往往以其社会政治性意义的强调或者批评，而

遮蔽了这方面的内涵及意义。

从现代文学本土化建构角度看，马健翎及其秦腔

的文学艺术创作，对于挖掘中国本土文学艺术精髓，

创造中国现代文学艺术，有着文学史的意义。就戏剧

而言，正如前文所谈到的，在现代文学史建构中，是以

西方的话剧文学作为正统的戏剧文学加以叙说的。因

此，我们不能不说，这样的文学史建构，遮蔽了在凸现

话剧文学的历史价值中，实际上已经遮蔽了其他戏剧

种类的文学史意义，剥夺了包括秦腔在内的中国传统

戏剧文学艺术的现代文学史建构权力。在此，我们应

当作出这样的表述：马健翎的新秦腔剧作，在现代秦

腔文学为艺术的建构中，所具有的史学意义，自然是

对于现代文学历史建构的一种丰富。最少，我们应当

承认，在现代文学艺术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马健翎的

新秦腔是一种历史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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