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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3月5日，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
以后，全国各地艺术团体迅速行动起来，在
忠实于原始素材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发
挥，较好地刻画和塑造了雷锋在舞台上的
光辉形象，为全国宣传雷锋事迹、弘扬雷锋
精神做出了积极贡献。

上世纪60年代，话剧是群众最为喜闻
乐见的表演形式，因而雷锋话剧也是雷锋
戏剧作品中数量最多的。据不完全统计，
各地共创作了100多部。这些话剧演出后
产生的艺术效果，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精神
力量，不断鼓舞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
中奋勇前进。

抗敌话剧团的高光时刻

在雷锋主题话剧中，影响最大、最为广
泛的，是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创作排演的
话剧《雷锋》，这部话剧是奉周恩来总理的
指示创作的。

1963年初，《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都竞
相报道了雷锋的先进事迹。1963年2月8
日，全国文艺工作者招待会在北京召开，周
恩来总理出席了这次招待会。会上，他对
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团长贾六说：“你们沈
阳军区能不能把雷锋的事迹搬上舞台啊？”

贾六听后深感责任重大，连晚饭都没
吃，连夜坐火车赶回沈阳，并立即召开党委
会，研究创作事宜。作为一个从艺20多年
的表演艺术家，贾六清楚地知道剧本在话
剧中的重要性。他们在研读雷锋事迹和
日记的基础上，构思了一部 8 幕话剧的提
纲，然后分场创作。雷锋的事迹比较多且
分散，在舞台上很难集中表现；而且雷锋
事迹家喻户晓，剧情不能过多虚构。好在
他们熟悉部队生活，加上满腔的热情、过
硬的作风和较高的艺术造诣，3 天就完成
了剧本创作。

为进一步提高创作质量，贾六团长带
领剧组人员来到当时驻扎在营口市的“雷
锋班”体验生活。在一周的体验生活期间，
每个演员都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饰演雷
锋的演员张玉敏，一举一动都虚心征求“雷
锋班”战士的意见。

经过短暂刻苦的排练，1963 年 2 月 24
日，8 幕话剧《雷锋》在沈阳市红星剧场首
演。部队首长、专家以及广大观众对该剧
给予了肯定，也提出了很多建议。剧组高
度重视观众的建议，以严谨的工作态度，一

边演出一边修改。话剧由最初的8场改为
7场，最后精炼到6场，从雷锋“入伍体检、
苦练投弹、匿名捐款、中秋思亲、刻苦学习、
精神永存”几个方面，突出了雷锋甘当螺丝
钉、无私奉献、刻苦学习、助人为乐的精神，
最后以“千万个雷锋在成长”的激昂情节，
显示了充满希望和生机的社会主义新风
貌。该剧不仅主题思想鲜明深刻，构思巧
妙，生活气息浓厚，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
有很多创新之处。

经审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决
定，调剧组进京演出。1963年7月1日，抗敌
话剧团的首场进京演出获得了广泛赞誉。8
月1日晚上，剧组应邀到中南海怀仁堂为国

家领导人做了演出。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
领导人整场观看，演出后接见了剧组全体成
员，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抗敌话剧团《雷锋》剧组在北京演出两
个多月，总计演出 50 多场，观众 7 万多人
次。期间，全国有100多个艺术团体，以抗敌
话剧团的《雷锋》剧本为蓝本，改编排演了雷
锋主题戏剧。1963年8月22日，在沈阳部队
优秀文艺作品授奖大会上，抗敌话剧团的话
剧《雷锋》被评为一等奖。

营口市雷锋文化博物馆藏有一张抗敌
话剧团在北京演出时的节目单。这张节目
单的珍贵之处是——上面用漂亮的钢笔字，
写下了当时观看演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
大军区首长的名字。

营口市《雷锋》话剧组排演花絮

毛泽东主席为雷锋题词发表后，营口市
曲艺团演唱队就积极筹备排演话剧《雷锋》，
参照的是抗敌话剧团7场话剧《雷锋》的剧
本。剧组演员如今很多人健在，他们对排演
话剧《雷锋》的情景记忆犹新。由于市曲艺
团演唱队是1962年刚组建的，仅演过几部
戏，演员数量不多，结构参差不齐。演员陈
永源回忆说：“当年排《雷锋》，把能用的人全
都用上了。我是乐队的工作人员，当时虽然
年龄不大，但额头上已经有了皱纹，剧组就
给我安排了一个老大爷的角色。”

为了演好雷锋话剧，演员们还到当时驻
扎在我市的“雷锋班”的营房体验生活，在

“雷锋班”一共体验了三四天，主要学习军
容、军纪、训练、出操等。演员姜晓国回忆
到：“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还借我们
一些服装、道具。由于‘雷锋班’的支持，大
家排练时心情特别好，劲头儿特别高。”

当时，剧组的排练场地在楞严寺的西

厢房。3月初的营口春寒料峭，厢房里不能
生炉子，只是放了几个暖瓶。演员们冷了、
渴了就喝一口热水。寺庙是清幽之地，演
员在排练时不能大声喧哗。艰苦的环境
下，剧组人员克服各种困难，坚持排练。演
员贺士馥说：“我生完孩子刚满月就参加排
练了，我的角色是童年的雷锋。因为孩子
太小需要喂奶。我就天天抱着孩子上班，
大家轮流帮我照看。”演员齐宽心回忆道：

“我在这个戏中演雷锋的母亲，那时我才22
岁，还没结婚呢。如何演好一个受苦、受
累，又被地主凌辱的中年妇女？这对我来
说太难了！我就反复琢磨、探讨、请教，最
后终于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1963 年 4 月 5 日，7 场话剧《雷锋》排
练了 20 多天后，终于在营口市影剧院正
式公演，观众看后好评如潮。剧组在营口
市内及大洼、盖州等地总计演出近百场。
饰演雷锋的演员马步秋自豪地说：“那时，
我走在大街上，经常有人指着我说：‘看，
雷锋来了！’”

“起大早赶晚集”的
抚顺市《雷锋》话剧组

抚顺市话剧团话剧《雷锋》的编剧刘汉
在《个人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1962年
12 月初，他参观完“雷锋同志模范事迹展

览”后，便萌生了创作一部雷锋
话剧的想法。不久，他便以一天
一场的速度，用了不到10天的时
间，就写完了话剧《雷锋》的剧
本。剧本主要体现了雷锋报名
参军、新兵训练、扶老携幼、助人
为乐以及最后入党等经历。但
有关部门领导在审核剧本时没

有引起足够重视，被搁置起来了。
1963年春节前后，抚顺市话剧团请长

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翟强帮忙排演话剧
《杜鹃山》，翟强则建议他们排演一部自己
创作的戏。于是，刘汉创作的话剧《雷锋》
被推荐出来。翟强读完剧本后，对刘汉说：

“你抓到了一个很好的题材，我看过关于雷
锋的报道，没想到你写成了戏。我估计这
个典型，中央肯定会树立宣传的。你再改
一改剧本，我想帮你们团排它！”

抚顺市话剧团深受鼓舞，立即成立了
《雷锋》剧组。

1963年3月5日，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了

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一时
间，全国迅速掀起学雷锋热潮，各地剧团纷
纷排演雷锋剧目，众多剧团前往驻扎在营
口市的雷锋连队体验生活，给雷锋生前所
在部队造成很大的接待压力。后来，沈阳
军区限制各地剧团去“雷锋班”，抚顺市话
剧团则有幸被允许。

当时，为节约开支，扩大影响，抚顺市
话剧团还把古装话剧《钗头凤》带到了营
口。从1963年2月16日起，该剧团每晚6：
30分在营口人民艺术剧场演出《钗头凤》，
白天到运输连体验生活。演员们与“雷锋
班”的战士们同吃、同住、同操练。临走时，

“雷锋班”班长张兴吉、战士乔安山、于泉洋

等还送给他们一些纪念品。
然而，等该剧组回到抚顺时，抗敌话剧

团排演的《雷锋》已经开始公演了，全国各
地剧团也纷纷推出雷锋剧目，翟强导演因
工作关系被调回长春电影制片厂。抚顺市
话剧团的话剧《雷锋》直到1963年3月底才
搬上舞台，包括在剧场、矿山和工厂的演
出，一共只演了三十几场。刘汉后来感慨
地说：“真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啊！”

遍地开花的雷锋主题话剧

除上述剧团演出的话剧外，全国还有
很多剧团也先后把雷锋搬上艺术舞台。虽
然这些演出取材不同，风格各异，但都表现
了雷锋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深受
广大观众的欢迎。

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卫话剧团的8场话
剧《雷锋》于1963年3月8日公演。该剧用
报道式的方法来处理剧情结构，对雷锋的
一生进行了概括。通过反映了解放前后雷
锋的不同遭遇以及雷锋参军后的一些突出
事迹，充分展示雷锋共产主义思想品质的
成长过程。

江苏省话剧团排演的 10 场话剧《雷
锋》，主要分为“喜戴红花、力争参军、苦练
本领、认真学习、公社为家、劳动当先、抱病
抗洪、入党宣誓”等部分，运用“回叙”的方
法，深刻地挖掘了雷锋内在的精神世界和
崇高的政治品质。

南京市话剧团的 9 场话剧《雷锋》于
1963年4月2日公演。该剧把雷锋的事迹
串连成一个故事，手法简洁明了。通过对
雷锋童年生活的叙述、对雷锋先进事迹的
展现以及各行各业职工所表现的热心助人
的举动，歌颂了雷锋精神的伟大力量，揭示
了学习雷锋的深刻意义。

湖北省话剧团的 6 幕话剧《雷锋》于
1963年4月20日公演。该剧采取传记式的
写法，运用了多种艺术形式，新颖大胆地塑
造了一个生动真实的雷锋艺术形象。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8场话剧《雷锋》
于1963年5月4日公演。该剧用朗诵雷锋
日记片段的形式，巧妙地把各个场景衔接
起来，摆脱了冗长的事实叙述，使整个话剧
显得紧凑。

此外，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工
团排演了话剧《雷锋》、山东省话剧团排演
了 6 场话剧《红色的雷锋》、浙江话剧团排
演了 7 场话剧《雷锋》、四川人民艺术剧院
排演了 8 场话剧《雷锋》、上海人民艺术剧
院排演了 5 幕 9 场话剧《接过雷锋的枪》、
河北省话剧院排演了 10 场话剧《雷锋》、
沈阳市话剧团排演了 7 场话剧《雷锋》。
宁夏文工团、上海青年话剧团、山西省人
民话剧团、长春市话剧团、唐山市话剧团
等众多艺术团体，也都排演了雷锋主题的
话剧。

市雷锋文化博物馆的众多藏品中，有
一个门类就是雷锋戏剧，主要包括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雷锋戏剧的剧照、剧本、节目
单、奖状等，总计 80 余件。虽然这些藏品
只是雷锋主题剧目的冰山一角，却足以证
明宣扬雷锋事迹的剧目之多、覆盖面之广、
影响力之大。毫不夸张地说，雷锋剧目，创
造了我国戏剧史上的一个奇观。

从营口到全国

舞台上的雷锋形象

市曲艺团演唱队排演的话剧《雷锋》节目单 1963年2月，抗敌话剧团剧组到“雷锋班”体验生活临别时留影

市雷锋文化博物馆收藏的部分雷锋戏剧节目单

1963年8月1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与抗敌话剧团《雷锋》剧组成员合影

1963年3月，抚顺市话剧团排演的话剧《雷锋》剧照

段速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