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小剧团逐渐步入正轨，在东辽
县每年演出约100余场，受百姓欢迎的
程度超过了许多专业演出团体。小剧
团也依托吉林省艺术馆、东辽县文化馆
的辅导力量对演员不断培训，一批批素
质较高的演员脱颖而出。

1984年，吉林省业余农民剧团汇演
在白城开幕。渭津小剧团代表辽源市
参加汇演，《水漫兰桥》《憋水泡》《赵成卖
牛》《猪八戒拱地》四个剧目全部获奖，其
中前三个剧目均获一等奖并获吉林省
文化厅综合一等奖。吉林省文化厅颁
发“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活跃农村文化
生活”的匾额。小剧团也一炮走红，在全
省火了起来。吉林省艺术馆专家进驻
渭津镇业余农民小剧团进行专业辅导，
并将东辽县树立为“吉林省农村文化工
作典型单位”。

1986年，渭津小剧团演出的儿童题
材拉场戏《憋水泡》，在吉林省文艺汇演
中获表演一等奖。小剧团巡回吉林、辽
宁两省三县15个乡（镇）65个村屯，共演
出189场、观众达10万余人次。

1987年，中央电视台《九州方圆》栏
目专程来到东辽县，为渭津小剧团制作
了长达15分钟的专题片《俺为家乡播种
欢乐》，该片荣获丹顶鹤奖一等奖。《俺为
家乡播种欢乐》的主题曲更是唱出了小
剧团的精神：“山里生，山里长，农家的孩
子爱山乡。要让生活更多彩，小小剧团
走四方……山里生，山里长，农家的孩
子有志向……唱的是新时代，唱山乡变
了样，家乡的山水哺育了我，我爱咱家乡
情深意长”。

一时间，小剧团声名鹊起，红遍大
江南北。可谓是报纸有名、广播有声、电
视有影，小剧团每到一处表演，台下都会
有许多慕名而来的群众。

1991年5月，吉林省第十届二人转
评奖暨推广会在红旗剧场举办，渭津小
剧团作为本土文艺团体被特邀参加。
同时闫学晶、付莲英、金国良等从小剧团
走出的“名角”也纷纷前来助阵，演员阵
容空前强大。演出的二人转《楼台会》
《刘伶醉酒》、拉场戏《二大妈探病》、创作
剧目《双送礼》等节目得到了观众交口称
赞，公演时的戏票更是一抢而光。在汇
演中，小剧团得到了一致好评，当时的省
文化厅副厅长高兴地说：“渭津小剧团的
演出真是‘威震四座，一鸣惊人’”。在随
后的总结表彰会上，还为渭津小剧团授
予省文化厅领导亲笔题词的“根植沃野，
花绽农家”大红锦旗，演员均获优秀表演
奖、4人获省优秀辅导奖。

1992年9月19日，渭津小剧团参加
吉林省民间音乐舞蹈暨农民文艺调演
会，演出的二人转《楼台恨》又获殊荣。
一出戏获得三项大奖，演员付连英、金国
良获优秀表演奖，该剧获优秀创作奖和
优秀辅导奖。继1984年、1991年全省汇
演获奖后，又蝉联省表演、创作、导演三
项优秀奖。

二十世纪90年代初，东辽县委、县
政府开展“十朵金花”评选活动，“渭津镇
业余农民小剧团”列为“十朵金花”之
首。2006年，在全省开展的“文化活动
月”中，东辽县文化新闻出版和体育局对
全县的特色文化、能工巧匠和民间艺人
进行了挖掘、扶持和总结，总结出东辽文
化的“七朵金花”，渭津小剧团名列前茅。

除了多次参加全省二人转汇演外，
小剧团还多次为全省宣传工作会议等
进行专场演出，为辽源市、东辽县的党代
会、人代会、政协会等进行专场演出，每
次重要演出都必有渭津小剧团演员们
的身影。可以说，小剧团为宣传、推介东
北民间艺术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作
出了贡献、打出了品牌，为国家级的二人
转艺术之乡奠定了坚实基础、赢得了荣
誉。

多年来，渭津小剧团不仅走遍了东
辽各乡（镇）的大小村屯，他们的足迹还
延伸到北京、天津、山东、河北、辽宁、黑
龙江、内蒙古等省、市，为演员们搭建起
一座服务农村、服务农民的文艺舞台。
同时在全国各地搭建起二人转艺术的
大舞台，把东辽的二人转艺术介绍给更
广大的观众。这么多年，小剧团始终秉
承弘扬、发展民间艺术，让其更好地造福
于社会的办团宗旨。在促进精神文明
建设、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上起到了积极
作用，多次受到省、市、县的表彰和奖励，
被称之为“东辽一枝秀”。

声名鹊起的“渭津镇业余农民小剧
团”引起了中央电视台、《中国文化报》
《中国农民报》、吉林电视台、《吉林日报》
《吉林农民报》《城市晚报》《新文化报》
《辽源日报》等省内外数十家新闻媒体的
关注，百余次予以大量报道。先后以《根
植沃野，花绽农家》《风递幽香出，艳梅惊
乾坤》《山乡锣鼓音甜脆》《一枝红杏出墙
来》等为题作了专题报道，盛赞小剧团来
自业余，却不亚于专业，给予很高的评
价；吉林省《群众文化研究》刊物上发表
了题为《沃野奇葩，香飘万里》的调查报
告；《人民中国》杂志日文版还刊发了小
剧团的演出剧照，让外国朋友也有机会
了解到东北二人转的文化魅力。

东北二人转好似一壶醇香的老酒，香味扑鼻，回味绵长。

第一篇 醇醇的一壶老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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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植 沃 野 花 绽 农 家
——东辽县渭津镇业余农民小剧团发展41年纪实（上）

具有浓郁地方风格的东辽二人转民俗文化特色鲜明，是研究东辽河源头流
域各民族文化艺术在渗透、交融、互补、创新中演变、进化的“活教材”，具有较高
的艺术欣赏价值和多民族民俗研究价值。2007年，东辽二人转被辽源市政府列
为“辽源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东辽县先后于2004年、2008年被文化部命
名为全国唯一“中国民间艺术（二人转）之乡”；2009年东辽二人转被列入了吉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东辽县渭津镇的二人转历史可追溯到清朝末期。1982年，东辽二人转第十
七代传承人刘思谭在东辽县渭津镇成立了“东辽县渭津农民小剧团”。从1982
年创建到2023年，东辽县渭津镇业余农民小剧团整整走过了41年的历程。回
望41年，小剧团虽历尽艰辛，但执著追求着弘扬民间艺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
可，也为传承东北文化、宣传家乡特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渭津小剧团走到今天，剧团创始
人刘思潭功不可没。刘思潭 1947年
出生，吉林省公主岭市朝阳坡镇人。
自幼喜爱音乐的他擅长演奏唢呐、二
胡等民族器乐。1964年，刘思潭在梨
树师范学校读书时，班级里有脚踏风
琴、笛子、二胡、唢呐等乐器供学生们
学习，也因此他的音乐天赋得到了释
放，利用闲暇时间学习了多样乐器。
在求学期间，他还参加了毛泽东思想
宣传队，在队里拉二胡、吹唢呐、吹笛
子，还经常表演一些快板等小节目，这
也为他后来在艺术上有所造诣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1968年 7月，从梨树师范学校毕

业的刘思潭担任辽源市甲山公社中学
的音乐教师兼体育教师。他凭借着一
颗对工作的热心，结合自身特长，在学
校组建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刘
思潭把人们百听不厌的热门广播小吉
剧《小护青员》和坐唱《处处有亲人》等
节目排练出来，到各个生产队演出并
深受群众喜爱。他不但成为全公社文
体活动的总策划、总导演，同时又是披
挂上阵的演员骨干。一时间，刘思潭
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

音乐天赋露头角

1982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东
辽大地。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逐渐丰
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
高，也为民间艺术注入了“万物复苏”
的生机与活力。当时的辽源市委主要
领导在 1982年的全市精神文明建设
大会上提出“所有公社都要建小剧
团”。当时的19个公社共建了13个小
剧团，但是，农民小剧团办起来容易巩
固起来却很难，往往是一哄而起，又一
哄而散。等到了 1983年，东辽全县的
剧团仅剩下了渭津、石驿 2个小剧团，
且只保留名称不能演出。

也正是在 1982年，甲山公社召开
精神文明标兵现场会，选出了好队
长、好媳妇、好教师、好院长组成 4人
宣讲团，交流介绍典型经验，刘思潭
作为好教师是宣讲团成员之一。宣

讲活动得到辽源市委宣传部高度赞
扬并组织他们到辽源市各地进行宣
讲。宣讲团的脚步不仅走遍了辽源
的各个乡（镇），同时也前往了四平地
区进行宣讲。

刘思潭宣讲的相关事迹，市委、市
政府的高度关注和认可，他们认为文
化部门需要他这样的人才。辽源市委
宣传部为了保留住小剧团，把刘思潭
作为特殊人才从甲山中学“挖”到文化
部门，派到了公社文化站任站长兼渭
津小剧团团长。刘思潭怀揣着梦想，
离开了他生活、工作了 15年的地方，
也让教师出身的刘思潭有机会一展才
华，把人们喜闻乐见的东北二人转艺
术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极大地改
善了整个农村文化生活状态，促进了
文化事业的发展。

报告会上展才华 文化站里担重任

刘思潭认为东辽县作为东北二人
转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许多农家子弟都
会哼唱出二人转传统经典曲目选段，蕴
藏着丰富的人才资源。从小喜爱音乐、
喜爱民间艺术，喜欢吹唢呐、拉二胡等
多种民族乐器，对东北二人转情有独钟
的他，深知这块土地上的百姓生活迫切
需要二人转艺术的滋养。为挖掘、传
承、弘扬这一深受百姓喜爱的民间艺术
形式，刘思潭到任后，通过悉心的走访、
耐心的倾听、深入的调研、冷静的思考，

决心要把小剧团组建起来。
刘思潭说干就干。为了招收选拔

学员，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县 19个
乡（镇）、200多个行政村，历时一个月
的挑选和严格考核，挑选出小剧团需
要的演员、乐员和具有培养价值与发
展前途的学员共 16名。就这样，在渭
津镇党委、政府和东辽县文化局的大
力支持下，一支地地道道的由农民和
农家子弟组建的“渭津镇业余农民小
剧团”成立了。

组建小剧团 唱响二人转

“渭津镇业余农民小剧团”成立
初始，刘思潭和演员、乐员们一道摸
爬滚打，排练时兼导演、演出时兼乐
员、休息时兼生活导师和思想政治教
员，组织学员不分昼夜地边培训，边
排练。

众人拾柴火焰高。小剧团的成
立，受到上级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
派出了专家和骨干演员前来培训指
导。东辽县文化馆、东辽县吉剧团辅
导员和专业演员对唱腔、身段、步法、
舞姿以及技法、技能进行悉心调教。
经历了 28天的刻苦排练，《猪八戒拱
地》《水漫蓝桥》《冯奎卖妻》《马前泼
水》等家喻户晓的节目被相继排出。
不到一个月的筹备，“渭津镇业余农

民小剧团”便开始了正式演出。
小剧团的首场演出是在渭津镇

影剧院，演出现场掌声不断。首场演
出获得成功后的几个月时间里，这个
尚在襁褓之中的农民小剧团又排练
出多台剧目，并不间断地下乡为农民
演出，踏上了舞台实践的道路。在此
后的多年间，剧团坚持农民剧团为农
民服务的理念，活跃在东辽的村村屯
屯、田间地头，足迹遍及东辽县的各
个角落，平均每年演出达 100 多余
场。演员们的舞台表现力、亲和力、
唱腔、演技等得到了家乡百姓的肯定
和赞誉。作为群众文化领域的新生
事物，渭津小剧团的出现，有效缓解
了东辽百姓对文化生活的迫切需求。

一夜爆火成热门

小剧团走村串户的精彩表演在全
县引起轰动，团里的演员也开始火了
起来，成为了东辽的“明星”。这些来
自本土的演员，回到家乡去演出，台下
的观众看到熟悉的面孔，都特别惊喜，
若是有观众能说出认识某个演员，更
会在人群中“显摆”好几天。有些观众
看完这场，撵着去下一个村看下一场，
演员的车走到哪里，看戏的人群就跟
到哪里，有的赶十几里甚至二三十里
地的路程，都早早来到表演场地，形成
了你追我赶争着看戏的浓厚氛围。

小剧团的演出深受广大农民欢迎
和喜爱，小剧团也成了“香饽饽”，村与
村之间出现了“抢戏”的情况，大家争
先恐后要看小剧团的演出，大车小车

争先恐后接送小剧团，还没等在这个
村演完，下一个村接演员的大马车已
经来等着了。遇到停电或阴雨天，农
民就把剧团请进家里，点上蜡烛在屋
子里演出。一次在中心乡演出，总表
演时长足足有四个半小时，演员饿着
肚子唱，观众饿着肚子看，真是：“宁舍
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有一次在椅山乡河北村演出，演
出结束后，观众们都不肯走，纷纷要求
再接着演。结果那天夜里一直演到第
二天天亮，放牛的农民牵着大牛出来
了，农民要下地干活了才算结束。仅
在椅山乡就演了两个通宵。农民群众
高兴地将小剧团称为咱们农民自己的

“心连心剧团”。

走到哪都是“香饽饽”

“东辽一枝秀”红遍大江南北

◀经典二人转《夫妻串门》

▶二人转手绢绝活。

◀经典二人转《梁祝下山》

▶经典二人转《马前泼水》

◀经典二人转《西厢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