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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

藝術劇院

的歷史

贰
彩 
玲北京人民墨術劇院成立於一九五二年六月，至今已走 

過了三十四年的歷程。它是在周恩來總理和前北京市 
彭眞市長的直接關像下，爲建設人民的劇塲銭衝而建 
立的專業話劇院。院長是著名劇作家，中國etei家協 
會主席■禺，已故著名導演藝術家焦菊18（1905-19 
75），付任副院长、總導演及参術委員會主任。
劇院II有一批致力於舞台荃術幾十年的老藝術家。他 
們精深的*術造爲和成就深受中外處衆的喜愛，他們 
爲■院的成長、發展奠定了基礎，開拓了道路，並培 
育了一批批的後起之秀。
三十四年來，劇院上演了中外古今各重形式和不同反 
格的・目一百六十多個。郭法若的《虎符》，《蔡文 
16》、《武則天），田漠的《関漢■〉、《名優之死》，老 
舍的《■»聘》、《茶館）、《女店員》和根據他的原著

亍出

引起的第二次■勤"。
北京人民■術・院的一個特色，是fli具文學氣息。郭 
法若、老舍、■m等文學家，都0自人*育作，使■ 
院獲叁良多，就且培育了・院的幾代人•促進了・院 
■衡風格的形成和發展。
近變年来，一批院內外中青年，作家的作品，在*院 
的上演創目中佔有突出的位■，蘇叔陽的《丹心出 
、《左部右舍》，水連憲的《爲了幸福乾杯），渠乗 
里的《誰是强者）、《陣痛的時刻），王志安的《吉 
康有餘）、《秋天的旋律》，国成的《不鼻畏江）， 
高行健•制■違的《絕對信10，高行86的《野人）

改編的《骆騎祥子》，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何"平的《好連大厦）•白棒的《昊王金戈越王励
京人》、《明朗的天）、《胆劍篇》、《王昭君》、《家）， 
丁西林的《三塊錢83幣》、《等太太回來的時候） 
、《壓迫），姚仲明、陳波兒的《同志•除走錯了路） 
，j@起揚等改編的《智取威虎山》，梅阡根據叁迅小 
說編寫的《成亭酒店》等等，都受到强衆的熱烈稱讃 
，成爲劇院的保留劇目。十年動亂之後•《蔡文姬》 
、《茶総、《雷雨》等劇重新上演，依然受到■衆 
的高度31掲。一九八0年秋，《茶館》■堂赴聯邦德
、法國和瑞士訪問演出，*得西歐戻衆和載■界人 

士的喜爱，被骞爲"遠東敷劇的奇迹-。一九八三年 
九月，“茶館”訪日演出，裹得巨大成功。日本轄! 
界稱31《茶館》爲*4*當年悔蘭芳的京劇♦動日本之後

，李11重的《小井胡同》都・承和發展了劇院的・術 
傳統和風格。
北京人民・術■院上演過的外靈作品，包括有莫里哀 
的《怪吝人），高爾基的《布雷喬夫），契討夫的《 
三旭抹），臭期特洛夫柒基的《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鲍格廷的《带NtoA），吉利耶爾美•菲格雷多的 
《伊索）。近规年演出的■黑尼亞作家臭•巴琰格的 
《公正3，期特凡因斯庫的《流浪iuj，喘士 
作家確俭•馬特的《責・選齡，日本作家森本黛的
《女人的一生），奥地利和德国作家合寫的《居夫） 
，在國內外II衆中引起了强烈的反・。特别是英国著 
名■演托比•■伯森爲我院導演的莎士比亞名著《請
、看入m（即《一1!選一齢）和美画工代著名作家 

阿$5•米*）爲我院導演他自己創作董露聲於世界劇壇 
的《推鎖員之死），都引起了电際、国內誤衆的重祖 
!。一九八五年二月，《推銷員之死）且在香港卷術節 

公演。
北京人修堅持現實主義創作道路，修術家俏共同探索 
着創造具有民族風格的話劇嘗術，經過三十多年的實 
踐，逐步形成了劇院的藝術风格：儻實、質橫、深II 
、含蓄，形像鲜男、生活氣息濃都、卷術感染力强， 
舞台形像完整統一。院畏■禺不僅以其作品推動了■ 
院應術風格的形成和發晨；而且在劇院的藝術建設和 
人才培養等各方面•都給予指導。他尊演焦菊就富有 
探索精神的導演實81，他對中國民族敵曲的精深造詣

第一幕：王利發與秦仲技
時間：一八九八年（戊戌）初秋，康有爲、柒啓超等 

的維新運動失敗了。早上。
地殿：北京•裕泰大茶館

第二■:壬利發、松二爺與南四爺
時間：一九一八年，與前墓相隔十餘年，袁世凱死後 

，中國軍閥進行割據，不時發動內戰的時候。 
初秋上午。

地黙：同前幕

第三幕："仲其，常叫爺興I制貝
時間：一九四八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深秋，清晨。 

• 地煮：同前幕

秦仲義（葱天野II）

IM

、《神拳》等；曲劇《柳樹井》；京劇《靑靈丹雪》
、《十五貫》（由昆曲改編）等；雜文集《遇新年》
、《福星集》、《小花朶集》、《出口成章〉以及許 
多曲藝、散文、詩歌。這些作品語言生動，雪具良格 
，受到廣大人民羣衆的喜愛，在國內外享有很高的聲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授與老舍"人 
民藝術家”的光榮稱號。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受到摧疫與打撃，於 
八月二十四日不幸逝世。終年六十七歲。

一九四二年夏老舍的母親在北京去世。一九四二年秋 
胡絮靑携三個子女逃出北京抵達重慶，在北房和老舍. 
團聚。
一九四四年四月 “文協” 學行年會，爲老舍創作二十 
周年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會。
抗日戰爭的八年苴，老舍以團結抗日爲題材，積極進 
行文學創作，並制用各種文藝形式宣傳抗日。這個時 
期的創作有話劇《殘霧》、《國家至上》（與宋之的 
合著）、《張自忠》、《面子問題》等九部；長篇小 
說《火葬》、《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第二部 
《倫生》；縫篇小說集《火車集》、《貧血集》；還 
努力習作了多種民間文藝形式的作品，如鼓書詞《王 
小趕男》、《張忠定計》等；京劇《忠烈圖》、《王 
家鎮》等。
一九四六年三月受美國國務院邀請，老舍與曹禺一同 
赴美講學一年。期滿後留美辘續從事文學創作。寫完 
《四世同堂》第三部《飢荒》及長篇小說《鼓書藝人）;
亚同敖譯者一起將《唯婚》•《四世同堂》第一部 
《惶惑》、《鼓書藝人》翻譯成英文。
一九四九年十月老舍於養病中接到邀請他回國的來信 
後，立即由美返回日夜思念的祖國，於同年十二月初 
到逹北京。一九五0年初胡紫靑也由重慶携子女回到 
北京。老舍回國後曾任政務院文敎委員會委員、全盅 
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會委 
員、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中國文零副主席、中國作 
家協會副主席及書記處書記、中國民間文蔡研究會Sl 

主席、中國劇協理事、中國曲協理事、北京市文聯主 
席、中朝友協副會長等会。
新中國成立後，他不願高齢多病，堅持經常深入工廠 
、農村、街道，體驗生活，搜集素材，訪問。如一九 
五三年隨第三屆赴朝慰問團去朝鲜，後留在志願軍駐 
地半年，隨後寫出了小說《無名高地有了名》；直到 
一九六四年還深入到北京郊區密雲、香山等地農村II 

驗生活，寫出了話劇《方珍珠》、《龍鑽溝）、《春 
華秋實）、《青年突擊隊）、《西望長安》、《茶館 
》、《紅大院》、《女店員》、《全家福》＜1船）

加坡到上海，不久回到北京。
一九三0年夏在山東濟南齊魯大學文學院任副教授， 
並編韓《齊魯月刊》（後改季刊）。每年利用寒暑假 
16績寫作。寫出了長篇小說《大明湖》（此稿在商務 
印書館付排時被"一•二八"大火焚毁）、《貓城 
記）、《难婚》、《牛天賜傳》；短篇小說法九）、 
《黑白李）、《微神）等，多收集在短篇小說集《趕 
集》中6同時期的養文多收集在《老舍幽默詩文集） 
中0
一九三一年夏與胡紫靑結婚。
一九三四年夏至一九三六年夏在靑島山東大學任中國 
文學系教授，並繼續寫作。這個時期的主要作品是短 
篇小說與雜文。短篇小說如《上任》、《柳屯的》、
《月牙兒》、《老字號》、《斷魂槍》等多收集在短 
篇小說集《櫻海集》與《哈藻集》中。個人創作經驗 
收在《老牛破車》中。
一九三六年夏辭去山東大學的敎學工作，在靑島專心 
從事文學創作。一九三六年秋發表了長篇小說《骆駐 
詳子》、《文博士》及一些短篇小說。
”七七” 事變爆發，老舍已經開始的兩部長篇小說的 
創作被迫中斷。八月由靑島又回到濟南齊魯大學任敎 
。同年十J月濟南失陷前夕，隻身唯開濟南奔赴武漢 
。因三個子女幼小，家眷暫留濟南。一九三八年夏胡 
絮靑携子女回到已淪陷的老家--北京。
一九三八年八月武漢失陷前•老舍隨"中華全國文藝 
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遷往重慶。自一九三 
八年三月至一九四五年琉日戰爭勝利，一直是"中華 
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主要領導人。這個時朗他積 
極擁護我黨的抗日統一戰後，在團結和組纖置大文藝 
工作者用文藝武器參加愛國抗日宣傳工作等方面做出 
過積極的貢獻。在組0出版"文ST會刊一《抗戰 
文藝》上也付出了極大的努力。
一九三九年六月隨慰勞總會北路慰問崖去西北，依到 
陕甘寧解放區。同年十二月回到重慶。以後，老舍將 
此行情景寫成了長詩《劍北篇）。
一九四一年秋應西南聯大邀請去昆明講演。

老舍傳略舒濟

老舍，原名舒夏春，字舍予，北京人，满族（正紅旗）。 
一八九九年二月三日（清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生於北京城市貧民家庭。父親舒永■是滿清皇城 
的一名塞軍，每月II三両鏑銀。老舍是這個家庭中最 
d4^孩子，上有三個姐姐和一個哥哥。
一九8年八月，八國解軍侵入北京城時父親陣亡。 
從此一家人只II母親馬氏給人縫洗和在4寻校當傭工 
，勉强藤持生活。因家境貧困，幼時是個抑at寡歡的 
孩子。
七歲上私整。
一九。九年II入北京西直鬥大街市立第二兩等小學堂
•編入三年級，不久又II入南草廠第十四小學。 
一九一二年小學畢業，考入市立第三中學。半年後， 
因家庭經濟困難退學。於一九一三年夏考入免費供給 
聘宿的北京師値學校。在校讓書期間受到校長方還先 
生和國文敎員宗子威先生的指敎，開始用文言文習寫 
詩與散文。
一九一八年北京師範學校學業，被派任爲北京市方家 
胡同小學校長。
一九二一年由小學校長提爲北京市北知動學所動學員 
。不久辭去勤學員•於一九二二年夏至一九二三年春 
在天津市南開中學敎國文，兼校出版委員會委員。 
，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教育會（顧孟余主持）當文書，同 
時在北京市第一中學兼教國文。業餘時間在燕京大學 
旁農英文。
一九二四年夏赴英國，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華語敎 
員。課餘時間閱讓了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並関始寫 
小說。在英國教學五年時間•創作了《老張的哲學》 
、《趙子日》、《二馬》三部長篇小說。
一九二九年夏離英回69，途軽巴黎等地，因路費不足 
•在新加坡滞留半年•在一所筆僑中學敎國文。業餘 
時間寫長篇童話《小坡的生日》。一九三0年春離新

r

（茶餘＞作书老舍

和對話劇*，表演事術的密到見地，以及他的理論建 
，樹，則野a院的*術道路和事術風格的形成，奠定了

堅實的基■。北京人修屋任副院長還有：歐饅山尊， 
繊起掲•夏淳、刁光京、業光、方程、于民。現任第 
一国院長于是之，取院長蘇民、宋垠、周瑞祥、林兆 
華。'

1 在北京，人卷擁有自己的演出埸所一座落在王府井 

大街的首都・切，有一千二百多個座位，而在過去规 
年間，上座率一直在百份之九十以上。

壬利發（于是之传）制麻子（英若載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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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館＞之歷史性圖片：
作者老舍（右二）、導演焦菊聲（右一）、夏淳（右三）與主要演員討論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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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
層
」
小
人
枷
出
没
生
息
的
典
型
環
境•
一 

把
半
個
世
紀
的
歷
史
再
現
出
來
，便
衆
多
各
色
人
物
活
現
在
當 

個
大
茶
館
就
是 
一 個
小
社
會
，三
教
九
流
都
在
這
裡
現
身•
觀 

代
觀
衆
面
前
。 

看
幾
小
時
的
雑
台
動
盪
，
真
可
説
是
閲
壽
舊
中
团
的
縦
横
歷
程 

這
価
話
劇
包
含
着
龐
大
的
歷
史
和
社
會
内
容
，分
量
奇
重 

r

茶
館-
一
劇
，
一
九
五
七
年
創
作
發
表
，
一
九
五
八
年 

•
三
個
主
要
角
色
要
在
三
暮
之
中
，後
二
十
多
歲
的
青
年-
直 
首
次
公
演
，
至
今
已
逾
二
十
七
年
，這
次
博
竟
會
期
間
，
在
世 

演
到
七+
多
歲
的
老
人
，每
一
幕
長
二
十
多
歲
。幾
個
重
要
的 
界
各
國!8

衆
面
前
登
露
舞
台
的
演
員
陣
容
，基
本
上
還
是
原
班 

配
角
則
理
父
子
相
承
，第
一
、第
二
幕
的
父
親
和
第
三
幕
的
兒
子 
人
馬
"
當
任
都
是
二
十
多
歲
，如
今
他
們
的
平
均
年
齡
近
六
十 

要
由-IP

演lie

來
扮
演♦
次
要
的
溶
員
還
要
由
一
個
演
員
在
不 
歲
了
。這
個
老
班
底
十
分
整
齊
出
色
，
幾
乎
人
人
都
是
國
内
第 

同
幕
中
，
扮
演
幾
個
不
同
的
劇
中
人
。這
種
舞
台
演
出
，要
求 

一
流
演
員
，十
分
難
能
可
貴•
他
們
的
表
演
才
能
達
到
了«
火

演
員
有
優
良
的
基
本
功
和
舞
台
修
養•

纯
靑
的
地
步•
三
十
多
年
來-
直
是
中
國
話
劇
舞
台
的
翹
楚■

r

茶
館
一
在
觀
衆
中
引
起
强
烈
反
映
的
原
因
，除
了
陣
容 
他
們
被
人
民
譽
爲
「
國
蜜
」
。的
確
，他
們
爲
中
国
話
劇
藝
術 

堅
强
，演
技
精
湛
以
外
，這   

@
劇
作
本
身
具
有
强
烈
的
吸
引
力 
作
出
了
無
與
倫
比
的
貢
獻•
現
在
，國
内
的
廣
大
劇
迷
中
常
常 

•
首
先
，它
在
語
言
方
面
，
没
有
任
何
政
治 
號
，全
是
白
話 
流
傳
着
這
樣
的
賛
語
和
感
嘆
：
看
「
人
藝
」
的
「
茶
傍
』
，
如 

，而
且
是
極
簡
練
、極
流
利
、
極
形
象
的
白
話
。没
有
一
般
化 
同
當
年
瑟
梅R
芳
唱
戲
，看
一
次
又
少
一
次 
啦1 

的
白
劇
腔•
該
悲
劫
地
方3
叫
人
落
该
，該
諷
刺
的
地
方
，使 

中II

話
劇
外
國
觀
衆
特
别
是
西
方
人
士
能
不
能
看
懂
？
答 

人
感
到 ♦
 鎌
要
3
其
次
，在
故
事
性
方
面
，全
劇
不
是
用
一 

案
是
肯
定
的•

-
九
八0
年
秋
，
北
京
「
人
募
」
的
(
茶
館
)
劇
組
，應 

邀
赴
西
德
、
法
婚
和
瑞
士
三
鼠
進
行
了
訪
問
演
出•
這
是
中
國 

話
劇
第
一 
次
登
上
國
族
舞
台
・那
次
創
舉
轟
動
了
西
歐•
三
國 

報
刊
發
表
有

：一

的
消
息
報
導
和
評
論
，有
一
百
二
十
多
篇
，一
西 

德
一 
家
大
報
以
「
遠
東
戲
劇
的
奇
迹
」
耳
題
發
表
長
篇
評
論■ 

許
多
人
不
知
道
中
國
這
有
話
劇•
人
們
交
口
贊
譽
，稱
(
茶
館 

)
爲
「
中
國
現
代
戲
劇
的
精
華
」
，劇
本
是
「
經
典
作
品
」
、 

「
史
詩
型
戯
劇
的
典
範
」•
稱
讚
整
個
演
出
「
是
世
界
水
平
的 

」•
一 位
著
名
的
英
國
導
演
對
「
茶
館
」
的
導
演
和
主
要
演
員 

説
；
一
你
們
是
現
責
主
義
表
現
學
派•
這
一 
學
派
往
往
有
兩
種 

通
病
，
一
種
是
過
火
，二
種
是
瘟
•
你
們
恰
好
克
服
了
這
兩
點 

。你
們
的
表
演
是
含
蓄.
的
、輕
巧
的
，不
是
凝
重
的
、過
火
的 

，而
且
富
有
表
現
力
的•
看
了
你
們
的
戲
，明
白
了
你
們
所
説 

的
民
族
形
式
與
現
代
戯
劇
结
合
是
什
麼
含
義♦
」 

(
茶
館)
没
有
説
教
，
没
有
標
語 
號
•
没
有
那
種
超
凡 

出
世
的
「
英
雄
」
人
物
，而
只
是
真
實
地
、
典
型
地
反
映
了
歷 

史
的
真
實
，
塑
造
出
了-
群
有
血
有
肉
、
有
各
自
特
有
的
思
想 

感
情
的
活
人•
因
此
，它
能
超
越
民
族
和
歷
史
的
界
限
，

ife爲 

今
天
的
西
方
觀
衆
所
理
解•
一
份
「
戲
劇
報J

這
樣
寫
道
：
「 

再
没
有
一 
個
話
劇
能
像
老
舍
的(
茶
館
)
那
樣
唤
起
德$1

觀
衆 

對
中
國
的
興
趣
，並
幫
助
他
們
了
整
這
個
非
常
遥
遠
的
國
度 

裡
近
五
十
年
内
所 
*-生
的
變
化•
」
巴
黎
市
副
市
長
拜
斯
的
信 

中
説
：f

北
京
人
尊
把(
茶
館
)
演
活
了•
戲
演
得
準
確
逼
真 

，令
人
神
往•
全
劇
概
括
了
從
一 
八
九
八
到 
一
九
四
九
年
中
國 

社
會
的
變
化
，從
中
可
以
看
出
舊
中11

的
日
益
腐
敗
，這
-
切 

都
導
致
了-
個
新
世
界
的
孕
育
産
生•
一 

當
然
，話
劇
是
通
過
有
聲
語
言
和
形
體
動
作
表
現
的
，我 

華
人
同
胞
可
以
欣
賞
和
研
習
純
粹
的
北
京
語
音(
俗
稱
「
京
片 

子
」)
♦
對
於
西
方
人
士
，語
言
隔
閱
是-
種
困
難
，但
也
不 

要
累
，展
覽
會
已
經
準
備
好
了
現
場
傳
譯■ 

観
看
北
京
「
人
藝
」
演
出
的(
茶
館
)
，是
人
生
莫
大
的 

藝
術
享
受•
祝
願
(
茶
館
)
劇
組
像
在
西
歐
演
出
那
樣
，在北
一 

美
獲
得
更
大
的
成
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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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
鮮
才
可
進
食
，
以
免
招
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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