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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12日，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剧院

在梨树县揭牌。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吉林

省二人转艺术剧院”，是名称，也是一份沉甸甸

的历史责任——其前身梨树县地方戏曲剧团，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梨树二人转”的载

体，“梨树县地方戏曲剧团”变身“吉林省二人

转艺术剧院”，是升格，更是“升职”——要以新

的基地、新的格局、新的舞台、新的活力，担当

起传承与弘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

职责。

梨树二人转，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三百多年的悠远历史、火辣辣的关东情、热腾腾

的乡土气，使其成为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形

式。“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是东北百姓喜

爱二人转的真实写照。吉林省、四平市和梨树

县担当责任与使命，开展“文化梨树”建设，搭建

交流融合平台，推动梨树二人转在保护中发展、

在传承中弘扬，让更多人得享新时代文化发展

的新成果。

从历史从历史深深处走来处走来——

梨树获誉梨树获誉““中国中国二人转之乡二人转之乡””

二人转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吉林二

人转数据库》记载，吉林省的二人转大约形成于

1780年前，源于梨树二人转谱系“齐家蔓”的传

承，清晰有序。齐姓一代名艺人的演出活动，可

追溯到清乾隆四十五年之前，以其为祖师一脉

相传的“齐家蔓”清晰明了。二人转有小秧歌、

双玩艺、蹦蹦等多种称谓。“蹦蹦”一词，最早出

现在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编修的《奉化县

志》上。奉化县就是今天的梨树县。

据考证，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关东黑土地

上，二人转原汁原味活态传承了 300年，至今

历经了8代。梨树二人转第二代传承人刘恭，

家住梨树县靠山屯，能喊梆子腔，会扭大秧歌，

与师傅齐某常在集市村屯打场卖艺；第三代传

承人刘天财，艺名双菊花，又叫双辫，由其创作

的二人转《小两口回门》，就是如今大家耳熟能

详的《夫妻串门》的最初版本。从当初的短短

13句唱词，经过200多年的活态传承，已延展

到百句唱词，并在人民大会堂成功唱响；第四

代传承人周兴，艺名周短”；第五代传承人耿

君，艺名耿扣子；第六代传承人李财、郭云甲；

第七代传承人董孝芳，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发明了手绢绝技“凤还巢”；第八代传承人赵丹

丹是省级非遗传承人，带领梨树剧团先后获得

多项殊荣。

“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让梨树二人转

有了勾魂夺魄的魅力，“唱扮舞说绝”五门功课，

造就了多次“万人围着二人转”的火爆场面。可

以说，梨树二人转最能体现东北劳动人民对艺

术美的追求。梨树二人转早已成为梨树县文化

发展史上的代表性符号。350个文化大院、9个

民间小剧团、1800多名文艺骨干，遍及县域全

境；乡镇有小剧团，村屯有文化大院，几乎人人

都能哼唱几句，处处都有二人转的声响，呈现出

繁荣“升腾”的态势。

2011年，梨树县被授予全国唯一的“中国二

人转之乡”称号。2014年，梨树县被评为中国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梨树二人转被列入第四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7年，四平千人

同唱二人转，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人欢驴快不停腿儿，鞭声助兴跑热蹄儿，

夫妻备下四合礼儿，新正大月去串门儿……”今

年7月25日晚，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二人转《夫

妻串门》等优秀经典曲目，通过“繁花竞放”向祖

国汇报——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吉林梨树

二人转专场演出，亮相北京城，小曲小调、一招

一式，让首都各界群众感受到来自“转乡梨树”

的独特魅力。

截至目前，梨树二人转文本库存达到1791

部，位于东北二人转院团文本库存前列。《梨树

二人转》《梨树土风》《基本功教程》等专著刊物，

凝聚着历代梨树二人转艺人的艺术结晶。

打造二人转打造二人转传承基地传承基地——

县剧团升格省剧县剧团升格省剧院院

1955年，由评剧团、吉剧团、二人转团改建

成立的吉林省梨树县地方戏曲剧团，是梨树县

唯一以演出二人转为主，以戏剧、歌舞、小品为

辅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2012年，剧团转企改

制为国有制企业——吉林省梨树县地方戏曲剧

团有限责任公司，全力实施“二人转+工程”。投

资4000万元建设了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的二人

转综合活动中心，打造了文旅融合发展的文化

新地标。公司拥有一批业务素质好、表演水平

高的艺术人才，82名各类演职人员中，有国家一

级演职员7名、国家二级演职员12名，有吉林省

“四大名旦”和“四大名丑”9名，平均年龄30余

岁。公司采取“一引进、二选拔、三培养、四留

住”的方式，精心培养二人转优秀人才，特别注

重从全省各类艺术院校选拔；长年开展以老带

新、名家授课的业务集训，邀请闫淑平、佟长江、

贾慧敏等省内外知名老艺术家，面对面指导排

练；融入时代元素，在服装、道具、舞美设计和表

演艺术上，不断进行提升和创新。多年来，公司

在改革和艺术建设上成果显著，先后获评全国

文化工作先进集体、第五届和第八届全国服务

农民服务基层先进集体、国家文化科技卫生“三

下乡”先进集体、吉林省服务农民服务基层先进

集体、吉林省吉剧二人转创作演出基地、吉林省

非遗展示传播基地等荣誉。

2021年，由中国曲艺家协会、吉林省委宣传

部主办的“弘扬传承文化、繁荣发展二人转艺

术”座谈会暨考察梨树“中国二人转之乡”建设

情况活动在四平举行，会上宣布在梨树县成立

中国曲协二人转艺术委员会。2023年，成立了

梨树县二人转传承保护中心，负责二人转艺术

的研究、传承、保护和发展等工作。

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剧院揭牌仪式，于今年7

月12日在梨树县举行，同时举办了吉林省二人

转老艺术家成就巡礼。

在“崇德尚艺绽芳华——吉林省二人转老

艺术家成就巡礼”上，老艺术家们全情投入，演

出了自己创作的二人转剧目，唱出了韵味、演出

了精彩，赢得一阵阵掌声和叫好声。当日，著名

二人转作曲家金士贵、著名二人转剧作家赵月

正、著名二人转导演艺术家郑淑云、贾慧敏、董

孝芳、韩子平6位老艺术家荣登巡礼台，集中展

示了二人转守正创新的丰硕成果。

7月12日至14日，连续3天在梨树县朝阳

公园举办老艺术家经典作品专场演出。巡礼活

动后，召开了“弘扬非遗文化 传承创新发展”二

人转艺术主题交流座谈会。与会人员围绕二人

转未来发展、二人转网络直播、非遗文化传承、

非遗文化进校园等多个话题进行交流研讨，从

二人转的发展现状出发，修补痛点、提升亮点，

描绘出二人转艺术未来发展的新蓝图。

“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剧院揭牌和吉林省

二人转老艺术家成就巡礼活动，是梨树二人

转文化传承中的一件大事、一件喜事，更是省

和四平市长期以来支持梨树特色文化发展所

取得的成果。未来，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

想为指引，聚焦传承发展梨树二人转这一特

色文化品牌，加快发掘、培育和锻炼一批二人

转中青年人才，创新推出一批弘扬主旋律、传

递正能量的精品力作，全力推动梨树二人转

唱响大江南北、走向世界舞台，把中国二人转

之乡打造成为我省的一张靓丽文化艺术名

片。”赵丹丹说。

为了有效传承发展特色文化，2019年起，

在四平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梨树剧团翻拍了

《三调芭蕉扇》《冯奎卖妻》《杨八姐游春》《西厢

观画》《梁祝下山》《寒江关》《包公赔情》《胡知

县断案》《双锁山》《醉青天》《打龙袍》等经典传

统剧目，邀请韩子平、董孝芳、闫淑平、佟长江、

郑桂云、郑淑云等几十位省内外知名老艺术家

悉心把脉赐教。

大力弘扬地域大力弘扬地域文化文化——

与时俱进创作新与时俱进创作新剧目剧目

与时俱进、辛勤耕耘，多年来，梨树剧团创

新推出“二人转+”模式，把二人转文化和“三农”

发展、黑土地保护、乡村振兴、红色文化、廉政建

设、普法教育等主题结合起来，深层次开展剧目

创作，不断推出鼓劲、提神的二人转精品。累计

创排了以歌颂新时代、奋进新时代为主题的现

实题材作品130多部，其中，廉政文化专题剧目

20余部、“三农”专题50余部、脱贫攻坚专题剧

目10余部，民法典专题剧目5部。

创排的许多代表性剧目，让观众大饱眼福：

二人转《香妃梦》《男人的烦恼事》《百姓书记》

《楼上楼》等，蕴含时代精神，让百姓深有感悟；

二人转《鎏金锁》《一双千层底》、情景剧《老房

东》等红色题材剧目，让人们回望历史，珍惜和

平；二人转《离婚对对碰》《老赵家的婚事》、拉场

戏《家和万事兴》等普法剧目，聚焦大众关注的

天价彩礼、高空抛物等案例，营造出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二人转《三击掌》、拉场

戏《五嫂请客》、表演唱《黑土恋情》《东北冬》等

剧目，引发共鸣，促进了“耕地中的大熊猫”黑土

地的保护利用宣传。

2023年，四平将二人转文化纳入四平干部

学院主体课程，展演了《一双千层底》《鎏金锁》

等红色题材的原创二人转作品，给干部学院添

加了新课堂。

2024 年春节期间，梨树剧团受全国多家

电视台邀请参加春晚，因时间原因，最终选定

1月 11日录制吉林卫视春晚，1月 21、22日录

制第六届中国非遗春晚。其中，央视新媒体

平台陆续展播 10部二人转剧目，推介梨树二

人转。

让观众欣赏到让观众欣赏到““原汁原原汁原味味””——

送戏下乡开展惠民送戏下乡开展惠民演出演出

按照省文旅厅关于“送演出下基层”的工作

部署，梨树剧团精心组织演职人员排演剧目，每

年平均开展文化惠民演出150余场，保质保量

超额完成送戏下乡演出任务，让群众欣赏到原

汁原味的梨树二人转。

下乡演出多在盛夏时节，30多度的高温，

演职人员依然把演出送到百姓家门口。为了

让观众能够舒适地观看演出，在现场搭上遮

阳网、摆好凳子。演出不仅有传统剧目二人

转《水漫蓝桥》、二人戏《锔大缸》，又有展现时

代主题、宣传民法典的二人转《离婚对对碰》，

体现家庭美德的二人转《望儿山》等，把党的

惠民政策宣传到村屯，足迹遍布各乡镇。演

员们演得动情，观众们看得尽兴。如今，剧团

的“流动舞台车”，已成为乡间地头的一道美

丽风景。“剧团送戏到我家，男女老少乐哈

哈。感谢党的好政策，群众生活日日发。活

跃农村新阵地，遍地开满幸福花。”一位村民

写诗夸赞。

为了提升梨树二人转的社会影响力，推进

梨树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近年来，结合端午

节、七一、八一建军节等重要节日，剧团每年都

在南河公园、朝阳公园等处开展文化惠民演出，

把欢乐与喜庆带给父老乡亲。

多年来，剧团探索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

方式，依托抖音、快手、视频号等平台开展线上

文化惠民演出，发布梨树二人转优秀作品，普及

二人转知识。2024年6月，抖音、快手平台梨树

剧团公众号开启直播，传统文化焕发出新魅

力。截至目前，快手号粉丝达72.9万人，点赞

量375.3万次，播放量超过1.7亿次；抖音号粉

丝11.7万人，点赞量87.3万次。

宣传家乡推介宣传家乡推介吉林吉林——

多次参加国内国外多次参加国内国外展演展演

多年来，梨树剧团先后参加全国农业大型

文艺晚会《七彩的大地》、中央电视台《倾注三

农》文艺晚会、中央电视台《沃土》主题晚会、中

纪委春节团拜会等大型演出。2019年，高质量

完成央视春节联欢晚会长春分会场的录制。多

次受邀赴法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德国、爱尔

兰、新西兰、坦桑尼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

行文化交流演出。2023年，梨树二人转再次走

进德国。

剧团演职人员用心用情用功创作出一批批

优秀二人转作品，荣获国家级、省级奖励几十

项。创作的拉场戏《写情书》荣获中国舞台艺术

最高奖项——第二届“文华奖”新剧目奖；国家

一级演员、梨树二人转第八代传承人赵丹丹表

演的二人转《香妃梦》，荣获第六届中国曲艺牡

丹奖全国曲艺大赛牡丹奖表演奖；排演的二人

转《双菊花》，荣获第十一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

国曲艺大赛牡丹奖节目奖和第十三届吉林省长

白山文艺奖评委会特别奖。近年来，原创吉剧

《狼妻》和《古韩州传奇》，分别荣获吉林省吉剧

优秀剧目、汇演综合剧目大奖，这两部剧在“吉

剧振兴工程”中，包揽了“名团、名剧、名角”三项

奖励，并进京参加“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吉

剧优秀剧目晋京展演”。

2021年5月，“向党报告——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优秀曲艺节目展演‘梨花飘香

黑土情’吉林梨树二人转专场演出”，在北京喜

剧院隆重举行。二人转《夫妻串门》《鎏金锁》

《双菊花》等经典剧目，一招一式、一腔一调带动

起观众情绪，110分钟的演出，掌声和喝彩声不

断。一位北京市民说：“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二人

转，演员们的唱功真好，剧情真感人，真是名不

虚传！”

2021 年 9月，剧团围绕婚姻家庭、赡养老

人、人格权等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创排了一台

二人转专题晚会“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在全

省各市州巡演，受到高度评价和广泛好评。

2022年7月和8月，“梨花飘香黑土情”梨树

二人转全国巡演，先后在开原和通辽市启动。

巡演在辽宁、内蒙古、黑龙江、山东等地引起热

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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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辣辣的关东情 热腾腾的乡土气
—梨树二人转传承发展记事

本报记者 崔维利 高鸿

7月25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吉林梨树二人转专场演出在京举行。

▶经典二

人转《猪八戒拱

地》演出现场。

在梨树县朝阳公园举办的文化惠民演出。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梨树二人转第
八代传承人赵丹丹，晋京展演中表演的单出头

《昭君出塞》，得到观众的高度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