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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初春，似乎因为长治话剧演
员的重逢而显得格外温暖。

曾经风华正茂的青年如今已两鬓斑
白，曾经一起度过的青春岁月，成为永恒的
回忆。在这个重聚的时刻，每一位长治话
剧人都不禁想起那些曾经陪伴他们走过风
风雨雨的老师和伙伴，他们中有的已经离
开，有的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前来赴约，但是
每一个人的名字大家都不曾忘记，每一个
人的青春都镌刻在长治话剧的舞台上。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如一颗新星
般崛起，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话剧市
场的整体滑落渐渐陷于沉寂，长治话剧经
历过辉煌，也曾在谷底仰望。但就像沈聪
所说，长治话剧的火种从未熄灭，从这里
走出的每个人都带着对话剧的热爱依然
奋战在各条战线——

张晶，国家一级演员。1976年进入
长治市话剧团，后调入山西省话剧院。在
话剧《立秋》中出演凤鸣，并一举夺得中国
话剧最高奖项金狮奖；

李仁义，国家一级演员。1976年进
入长治市话剧团，在《西安事变》和少帅三
部曲中扮演的张学良深入人心。20世纪
90年代调入广东省话剧院，退休前为广

东省话剧院院长。曾获中国话剧金狮奖，
多年来奔波于粤晋两地，为长治话剧的复
兴不断努力；

陆涛，1976年进入长治市话剧团，在
多部剧目中饰演角色，20世纪90年代调
入电视台任导演，参与电视剧《三国演义》
《水浒传》等多部影视剧的拍摄；

沈聪，1976年进入长治市话剧团至
今。2019年，担任长治市歌舞剧团新编
话剧《十字街》和《霓虹灯下的哨兵》总
导演；

还有许多优秀的演员和工作人员，
如邢兆军、曲雪刚、彭改娣、李玉莲、闫林
英、沈俊梅、张王清、李小刚、李福祥、王
文生……

当我们再次回到《上党影像志》的演
播录制厅，当李仁义、张晶、陆涛和沈聪
再次提起这些熟悉的“战友”，眼眶早已
湿润。往昔的、曾经的、辉煌的、不可磨
灭的记忆，是如此热烈而美好，“我们
约定吧，有生之年与长治年轻的话剧演
员们再演一场话剧。”张晶提议，她伸
出右手，伙伴们的手与她紧紧相握，

“愿这个约定能变为现实，愿长治的话
剧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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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文艺团体合性文艺团体，，到今天到今天，，长治市话剧团已走过近长治市话剧团已走过近5050年年。。让我让我
们一同走进们一同走进19761976年的那个春天年的那个春天，，走进那个梦开始的地方……走进那个梦开始的地方……
重温那段充满了热爱与激情的话剧岁月……重温那段充满了热爱与激情的话剧岁月……

提到长治话剧，不能不提罗国良。
罗国良，北京人，影视编导。天津电视台

一级导演，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1951年至
1970年在中国铁路文工团任演员、导演、编
剧，1976年至1983年在山西省长治市文工团
（后改为长治市话剧团）任编导、副团长。1984
年调入天津电视台电视剧部任编导、副主任。

长治市文工团成立时，45岁的罗国良正值
壮年，充满艺术创造激情的他集编、导、演于一
身，在首都话剧、影视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看到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罗导演身体里的
话剧火种仿佛重新点燃，在长治，在上党，他要
将这团话剧之火熊熊燃烧。

张晶至今仍能回忆起罗国良导演席地而
坐为他们排演的场景。这位山西省话剧院的
著名演员，话剧《立秋》中凤鸣的扮演者，谈到
长治话剧与罗国良，她眼含热泪。“罗导演盘腿
坐在那个临时排练屋里，屋顶竟然是漏的。那
天下着雪，纷纷扬扬的雪花从空中落到屋内，
落在罗导演的头上、身上、他抽着烟，看着我
们，一句台词一句台词地抠，说到兴奋处把披
在身上的棉大衣往地上一甩，站起来手把手地
为我们示范表演。那个场景，仿佛就在昨天。

我的职业生涯从长治市话剧团开始，在这里学
到的一切支撑我走到今天。”

年轻的演员们白天排练，晚上演出，吃饭
睡觉都在背台词。在全员的共同努力下，不到
两年时间，长治话剧团就排演出了话剧《海霞》
《山村新人》《霓虹灯下的哨兵》《新的考验》《特
别任务》等剧目。一场场激情奔放、精彩纷呈
的话剧犹如夜星，点亮了长治文艺的长空。人
们争相买票观看，为演员们的表演而震撼。其
中，《霓虹灯下的哨兵》一剧在长治潞安剧院连
演45场，常常一票难求。

“长治话剧一鸣惊人，首先是因为当时人
们的文化生活相对匮乏，这种艺术形式一出现
就引起热烈的反响。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长治
话剧团当时排出的剧目，舞美、音效、表演形式
在当时都是一流的，而这些艺术成就是罗国良
导演带给我们的。”李仁义（原广东省话剧院院
长）回忆。

真听、真看、真感觉，罗国良导演将毕生所
学无私地传授给这些刚刚走进话剧大门的年
轻人，奠定了他们的表演基础，拔高了长治话
剧的演出水准。话剧团的演员们在每一天的
排练中默默沉淀、慢慢积累、静等花开。

2025年初春的一天，一群洋
溢着笑容的老人从太原、榆次……
四面八方相聚在长治。寒暄、拥
抱、哽咽、泪水，这场跨越半个世纪
的相聚，让每个人心中充满了无尽
感慨。

刘潞生、王文生、李福祥、李
仁义、张晶、陆涛、沈聪、曲雪刚、
李玉莲、闫林英、沈俊梅、张王清、
李小刚……大家激动地彼此呼喊
着对方的名字，记忆的闸门喷涌
而出……1976年，一群平均年龄
只有21岁的青年，懵懵懂懂闯进
话剧艺术的殿堂，他们迅速成长，

几年时间内，密集地排演出几十部
话剧，在长治的舞台、新乡的舞台、
天津的舞台……这群年轻的话剧
演员以清新脱俗，卓尔不凡的表
演，征服了观众，成为一代人永远
抹不去的珍贵记忆。

那是一段多么美妙的时光，每
天的日子都充满了挑战与热情；那
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尽管过去
了近50年，仍珍藏在每个人的心
底……记忆的闸门在彼此的拥抱
和泪水中缓缓开启，让我们一同走
进1976年的那个春天，走进那个
梦开始的地方……

1976年春天，长治市决定组建一个以话剧
为主体的综合性文艺团体。经过3个多月紧锣
密鼓的筹备，长治市文艺工作团（简称文工团）
正式组建成立，由秦喜元担任党支部书记，王廷
珍担任副书记，王磊担任团长。时年45岁，曾
在首都北京影视界工作多年，集编、导、演于一
身的罗国良担任副团长与专职导演。毕世宽、
王文生任艺委会主任、副主任，李福祥任办公室
主任兼团支部书记。

新组建的文工团从太原、长治等地择优选
调、选招演员，他们中有宣传骨干，演出人才，有
高中毕业生，还有插队知青、退役军人……来自
社会各行各业。2024年11月23日，当李仁义、

张晶、陆涛和沈聪围坐在《上党影像志》的演播
录制厅，回忆初考话剧团的情景，往事仍历历在
目——“我还记得李仁义面试那天留着大背头，
穿着三接头皮鞋，鹤立鸡群。”“哎呀，别提了，那
个造型反而成了我当演员的障碍。”“我和张晶
当时从武乡县来长治市调演，老师们看我俩表
现不错，就留在了话剧团。”“我当时考试时演了
个小品，坐在火炉子边绣花，突然炉子上的粥溢
了锅，手忙脚乱去收拾，小猫又把绣花线弄得一
团糟，哈哈。”“我考试唱了歌，朗诵了诗歌，三场
考试都是蒙着头往前走。”……一试、二试、三
试，经过层层选拔，20名年轻人成为长治市文工
团话剧队最初的力量。

1978年，长治市文工团根据当时
的业务需要经长治市委、市政府批准，
正式更名为长治市话剧团。新改组的
长治市话剧团在长治市委、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又积极整合长治地区淮
海、清华、惠丰、长钢、潞矿等各大厂矿
专业和业余文艺骨干100多名，演出
力量大大增强。

这一年，长治市话剧团向甘肃省
话剧团学习并移植了大型革命历史话
剧《西安事变》并搬上舞台，在潞安剧
院连续演出108场，场场爆满！紧接
着，话剧《西安事变》又在晋城、焦作、
新乡、安阳等地巡回演出上百场，所到
之地，观众如潮，好评如潮！

1979年，长治市话剧团携剧目《西
安事变》来到天津，在天津长城剧场、
延安剧场和大港油田巡回演出90多
场！当时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正在上演
大型古装戏《钗头凤》，张家口话剧团
在天津演出话剧《雷雨》，三台话剧齐
聚津门，名不见经传的长治市话剧团
从中脱颖而出，得到天津观众的热烈
欢迎。

至今，我们仍能从当年长治市话
剧团演员在天津大港油田的合照中感
受到那种年轻、蓬勃、充满生机的力
量。这，也是长治话剧的力量。

话剧之花在长治美丽绽放，这是
属于长治市话剧的高光时刻。

此后，长治市话剧团又排演出《于无
声处》《假如我是真的》《一双绣花鞋》《泪
血樱花》《救救他》《深夜静悄悄》《神秘的
古城》等话剧。先后在长治、晋城、临汾、
焦作、新乡、修武、沁阳等地演出，所到之
处人拥座满，赞誉不断。

值得一提的是，话剧《神秘的古城》在
太原红旗剧场、长风剧场连续上演90多
场，观众络绎不绝。《山西日报》发表评论：

“长治市话剧团充分发挥内行作用，不断
提高艺术水平，剧团越演越好，深受观众
欢迎……”《太原日报》发表评论：“长治市
话剧团演出的《神秘的古城》，舞台设置干
净明快，演员表演认真准确，情景相融。
主角配角合作默契，可谓红花配绿叶，相
得益彰。一出戏从始至终充满了严肃认
真的艺术创造气氛……”

由于话剧《神秘的古城》社会反响强
烈，山西电视台决定将该剧搬上荧屏，这
就是我们熟悉的电视连续剧《破晓》。这
部剧在长治市话剧团和山西电视台全体
拍摄人员的通力合作下，仅用20天就完
成了全部拍摄任务，先后在山西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播放，这也是山西电视台建台
以来拍摄的第一部以话剧改编的电视剧。

1980 年 10 月，中央戏剧学院导演

系、舞台美术系指定长治市话剧团为中
戏学生毕业作品实习基地。同年10月
下旬，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马红英、孙艳
两位同学来到长治市话剧团排演毕业大
戏《女贼》，罗国良和陈世铎两位导演担
任该剧的艺术顾问。舞美设计为原祝
安，演员彭改弟、张晶、段中征、李仁义、
邢兆军、周雅静、曲雪刚、王宏玉、张玉清
参演。这部由中央戏剧学院和长治市话
剧团合作演出的《女贼》在河南省新乡市
中华剧场一经上演，立刻引起轰动，中央
戏剧学院导演系何志安教授亲赴河南新
乡观看演出，检验中戏学生的毕业导演
作品，称赞“这是一次地方话剧团和中戏
合作的成功典范”。

1981年元旦，作为迎接新年献演剧
目，《女贼》在长治公开演出，连续演出60
多场，场场爆满。

此后，长治市话剧团为解决偏远厂矿
和农村观众看戏难、看新文艺节目难的问
题，化整为二，组织两个演出小分队，排演
了《孝顺儿子》《可口可笑》《三换新郎》《智
擒美女蛇》《小店》《春夏秋冬》《他含笑死
去》等话剧剧目，演员们深入工厂、矿山、
乡镇、村庄，为广大基层一线的工人、农民
演出，所到之处大受欢迎。

然而，曲线状总是事物的发展规
律，话剧市场也不例外。1983年随着
电视逐渐进入越来越多的家庭，人们
的文化生活有了更多选择，话剧市场
开始由盛向衰。

但是长治市话剧团仍然步履不
停，他们在剧本创作、演出内容上不断
积极探索中西合璧、传统和现代剧目
相融合的新形式。这一年，长治市话
剧团推出剧目《少帅张学良》作为1983
年度的开年之作，大获好评。这一年，
长治市话剧团兵分三路，一是与中央
戏剧学院导演系、表演系、舞美系合
作；二是和中国国家话剧院合作；三是
组织本团精兵强将，先后在舞台上推
出三个不同风格、不同体裁、不同内容
的优秀话剧剧目，分别是现代意识流
无场次、情感伦理剧《十五桩离婚案的
调查剖析》，由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
改编的话剧《三只瞎老鼠》和大型古装
话剧《焚香记》。三部风格迥异、各具
特色的剧目一经推出，在长治的戏剧
舞台上掀起新一轮的热潮，观众看到
如此耳目一新的演出，兴奋不已，至今
仍有一些话剧爱好者回忆当年盛况，
感慨万千。

1984年罗国良导演调任天津电视
台文艺部主任。1985年李仁义担任长

治市话剧团副团长，话剧团在他的领导
下创作排演了《上党风云》《两床鸭绒
被》《他们没有离去》《魔窟迷案》多个话
剧剧目。其中，由李仁忠、曲雪刚创作，
李仁义导演的话剧《他们没有离去》在
长治、晋城演出60余场，该剧目还获得
新中国成立35周年献礼剧目一等奖，
反响强烈。

1985年长治市话剧团推出话剧
《少帅蒙难记》和《冒名顶替》《阿混新
传》两个喜剧剧目。之后，随着体制改
革，长治市话剧团和长治市歌舞团两
团合并，更名为长治市歌舞剧团。

1986年，合并后的长治市歌舞剧
团排演了话剧《少帅传奇》《寻找男子
汉》。1987年，长治市歌舞剧团编排
话剧《爱的风采》。1988年，长治市歌
舞剧团排演话剧《走出死谷》。1989
年下半年，长治市歌舞剧团与山西电
视台、长治市环保局联合拍摄电视剧
《清河泪》。1990年与西安电影制片
厂音像出版社合作排演了电视剧《血
染金皇后》。

此后，尽管话剧市场越来越低落，
但是长治的话剧演员一直坚持在舞
台，他们深入厂矿、农村演出，付出大
量时间与心血，为长治话剧而坚守。

06坚守

04绽放 05辉煌

07火种

直到2019年 1月，长治市歌舞
剧团新创四幕话剧《十字街》作为我
市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新创和优秀
剧目隆重登上舞台，长治话剧迎来新
生！同年12月，长治市歌舞剧团重
排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40多年
后，这部经典剧目再次上演，长治的
新老观众热泪盈眶。而这两部剧目
的导演沈聪1976年进入长治市文工
团，从未离开，在长治的话剧舞台坚

守至今。
“回顾长治话剧，往日辉煌我们

记忆犹新。但是，我希望更多人能看
到今天长治市歌舞剧团演员们的努
力，特别是《十字街》登上舞台，证明
了我们的剧本创作、表演、导演、舞
美、音乐等各个方面都是非常有实力
的，这是长治话剧留下的宝贵财富，
同时也是长治话剧永不熄灭的火
种。”沈聪说。

08约定

02初建

03罗国良

《一只绣花鞋》主创人员合影（翻拍）前排左三为罗国良

古装话剧《焚香记》人物造型设计（翻拍） 话剧《西安事变》剧照（翻拍）

话剧《女贼》剧照（翻拍）

长治话剧人再聚首

（本文部分文字资料由原长治市话剧团办公室主任、团支部书记兼歌舞队队长、长治市广电总台原书记李福祥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话剧《少帅蒙难记》剧照（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