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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 概摇 述

第一节摇 话剧简史

话剧是一种以对白和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戏剧。最早出

现在辛亥革命前夕，当时称作“新剧”或“文明戏”。新剧于辛亥

革命后逐渐衰落。话剧是在 圆园 世纪初才由外国传入中国的。

员怨园苑 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由中国留学日本东京的曾孝谷据美

国小说改编的《黑奴吁天录》，是中国早期话剧的第一个剧本。

现代著名话剧家有郭沫若、曹禺、洪深、田汉、老舍等。“五四”

运动以后，欧洲戏剧传入中国，中国现代话剧兴起，当时称“爱

美剧”和“白话剧”。员怨圆愿 年又洪深提议定名为话剧。它通过人

物性格反映社会生活。话剧中的对话是经过提炼加工的口语，

必须具有个性化，自然，精炼，生动，优美，富有表现力，通俗易

懂，能为群众所接受。郭沫若的《屈原》、老舍的《茶馆》，曹禺的

《雷雨》等，都是我国著名的话剧。

早期话剧辛亥时期和在港、台演出史料收藏难又加了个更

字，可这两项又是中国话剧史不可分出的一支：在我话剧史料收

藏中最有突破点的是辛亥时期和港、台这两部分，最值得“大书

特书”。

抗战胜利后在香港活动着地下党领导的中原剧社，此剧社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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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由（东江纵队鲁迅艺演队、艺专、艺联、新中国演剧四队部

分成员组成）这个剧社常以票价低廉联系普通民众。曾演出过

章泯、瞿白音导演的《升官图》和《以身作则》。

员怨源愿 年夏，在夏衍、邵荃麟同志的倡议下，由在香港的建

国剧社、中原剧社、中华音乐学院在香港联合演出歌剧《白毛

女》。这是香港首次公演解放区的大型歌剧。当时香港政府

由“华民政务司”审责剧本和发放准演证。为了争取审查通

过，除派人打通内部关系外，并在送审时强调《白毛女》是描写

“白毛仙姑”的神怪传奇歌剧而得以批准上演。上演后轰动港

九连场爆满，有的观众从澳门、新加坡等地赶来看戏。由于影

响太大，国民党曾派特务打手在演出时多次捣乱，国民党的报

纸《国民日报》以醒目的大标题：“八路军军妓李露玲（饰喜儿

的演员）潜入香港扰乱人心进行共党宣传……”但因当时的港

督及其随员们曾看过演出。港府已批准公演，尤其是观众踊

跃，港九各界人士支持《白毛女》的演出，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

捣乱未能得逞，《白毛女》在港演出取得极大的成功。当时在

香港的社会是弱肉强食，是冒险家的乐园：社会风气是有头有

脸的人吃香。为了阻止反动派的非难，演员们找到了一位老

太太出面帮助，此人就是连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都害怕的何

香凝先生。

《白毛女》演出后，何香凝先生为了庆祝演出，特邀请全体

演员到九龙港浅水湾海滨吃海鲜晚餐联欢。

当时在港的郭沫若先生为《白毛女》演出而做了“悲剧的解

放”一文指出：《白毛女》的故事，是在解放区中传播得很广的一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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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抗日战争中的事实。《白毛女》这个剧本的产生和演出也就

毫无疑问，是标志着悲剧的解放。这是人民解放胜利的凯歌或

凯歌的前奏曲。

在抗战期间 员怨源园 年沪港粤少年青年随军服务团在香港公

演了夏衍先生的抗战剧《一年间》（因便于香港政府审查通过剧

名改为《花烛之夜》）。导演林蜚，演员巴鸿、鲍淑英（苏茵）、黄

汉生等。

员怨源远 年“新中国剧社”（员怨源员 年皖南事变后在广西成立。

此剧社付出了周恩来的心血，战时一直由我党南方局资助演出

思想和艺术水准高的剧目）应台湾长官分别邀请赴台演出《郑

成功》《日出》《牛郎织女》《桃花扇》。面对祖国人民带来的话

剧，台湾人民热烈欢迎新中国剧社。当时的“新中国剧社”一网

打尽了当时中国话剧界的翘楚人物和全部俊才。

新中国剧社负责人是瞿白音。

职员表包括：石联星、朱琳、李露玲、戴爱莲、苏茵、曹泯、尤

梅、叶露西、许秉译、严恭、贾克、王逸、汪龚、特伟、查强磷、石炎、

张友良、姚平、蒋柯夫、张凯、李巴鸿、岳勋烈等。

创艺人：田汉、洪深。

特别演员：白杨、舒绣文、魏鹤龄、王人美、沙蒙、郑君里、

金焰。

特别导演：洪深、史东山、司徒慧敏、章泯、欧阳予倩、蔡

楚生。

特别编剧：田汉、曹禺、阳翰笙、夏衍、宋之的。

员怨源怨 年 苑 月中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中国戏剧家协

·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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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北京成立，中国话剧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党和政府重

视话剧事业的发展，先后成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人民

艺术剧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政治部话剧团以及各省、自治区、大军区的专业话剧团。《龙

须沟》《茶馆》（老舍）、《蔡文姬》（郭沫若）、《关汉卿》（田

汉）、《万水千山》（陈其通）、《马兰花》（任德耀）等优秀剧目

大量涌现；焦菊隐导演的《蔡文姬》《茶馆》显示了话剧的民族

化追求，黄佐临导演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介绍了布莱

希特的演剧思想；文化基础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缘园 年代后也

出现维吾尔、蒙古、朝鲜、藏语的话剧演出，扩展了话剧艺术领

域。随着文艺界“双百”方针的讨论与贯彻，员怨远圆 年后出现了

《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年青的一代》（陈耘）等优秀

剧目。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话剧艺术实践荒疏、与观众割

断联系的衰败时期。

尽管话剧受到了“左”倾思潮的影响，但它自身的艺术潜质

和生机，并没有淹没在重重阴云之中。

从 圆园 世纪 缘园 年代到 远园 年代初，中国话剧毕竟走入了一个

和平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自身的创造力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

示，涌现了《战斗里成长》《红色风暴》《万水千山》《茶馆》《马兰

花》《蔡文姬》《关汉卿》《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一大批成功的剧

作。其中的一些优秀作品，成为某些剧团的保留剧目，甚至成为

民族艺术的骄傲。

《茶馆》是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创作的话剧剧本，经由中国著

名导演焦菊隐执导，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批优秀的表演艺术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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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参与演出。多年以来，这出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已成为中

国当代话剧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圆园 世纪 愿园 年代初期，《茶

馆》曾赴联邦德国、法国、瑞士、日本等国演出，反响强烈，被誉

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茶馆》以旧北京一家大茶馆为背景，描写了清末、民初、抗

战胜利以后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北京社会风貌。时间跨度 缘园

年，出场人物 苑园 个，确实展示了民族历史变迁的恢宏画卷。王

利发是这个大茶馆的主人，在他的周围，聚集着社会上形形色色

的人，而这些人物的命运又随着历史的动荡而沉浮，变幻出摇曳

多姿的景象。松二爷是个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他的命运像他

的大清帝国一样江河日下。踌躇满志要兴办实业的秦二爷最终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打击下，一败涂地。诚实本分、精明干

练的王利发，只想做好自己的茶馆生意，过上安稳自足的日子，

可是动荡的社会却使他走投无路，惨淡经营，最后无力撑持，抑

郁而终。这中间还穿插着太监娶妻的闹剧、吸白面的人贩子诱

拐民女的恶行等等。该剧的结尾处，几位被世道摧垮、被命运捉

弄的老人聚在一起，他们抓出街上拾来的纸钱，带着无奈的苦

笑，为尚且活着的自己举行祭奠。这一场面的出现，把一个民不

聊生的时代面貌刻画得深刻细腻，也从中透示出这样的时代必

将结束，而新的时代必将到来的信息。

《茶馆》演出的成功，既显示了老舍戏剧创作的雄健笔力，

也凝聚着导演焦菊隐舞台处理的超人才华。

焦菊隐（员怨园缘 耀 员怨苑缘 年），原名焦承志，曾用名居颖、居尹、

亮俦，艺名菊影、菊隐，天津人。早年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文学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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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抗战时期归国，在西南地区从教。解放后任北京人

民艺术剧院总导演，曾为北京人艺导演过《蔡文姬》《虎符》《武

则天》《明朗的天》《胆剑篇》《关汉卿》等话剧。焦菊隐的导演

风格浑厚、浓郁、古朴、典雅，他不仅系统地研究过斯坦尼斯拉夫

斯基的演剧体系，而且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舞台实践，结合中

国传统戏曲的审美特点，在话剧舞台上创造出了富有民族特色

和美学风格的艺术形式，同时，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形成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在《茶馆》中，焦菊隐打破现实主义的自然生活

形态，在高度艺术化的舞台情境中，表现出浓郁的诗情和韵味。

在表演上，焦菊隐注重“内心体验”，指导演员去创造富有意味

的“心像”，从戏曲表演中借鉴表现技巧，使台上的人物形象形

神兼备，情感状态、心理体验和外在动作有机统一。《茶馆》的

丰富内涵和它所具有的艺术水平，为新中国话剧的历史增添了

光彩夺目的一页。

谈到新中国的话剧成就，尤其不应忘记田汉的贡献。作为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文化部艺术局领导，剧作家田汉不仅关心

话剧事业的发展，而且雄风不减，笔耕不辍，创作了标志着他话

剧创作成就新高度的剧作《关汉卿》。

历史剧《关汉卿》创作于 员怨缘愿 年，是新中国话剧的又一部

杰作。它围绕中国元代杂剧奠基者、著名戏剧家关汉卿创作

《窦娥冤》一剧的过程来展开情节。大幕启处，元代社会残暴无

道的情景即进入观众眼中：无辜民女朱小兰因受坏人诬陷，加上

贪官作乱，竟负屈含冤被判极刑。关汉卿义愤填膺，要为民女鸣

不平，把她的不幸遭遇写成杂剧，以抗议异族统治者的残暴、昏

·远·



话摇


剧












﹃
农
家
书
屋
﹄
必
备
书
系
·
第
远












卷

庸，为受奴役、受迫害的平民百姓伸张正义。关汉卿此举，无疑

是冒着巨大的危险的，但他无怨无悔。他的正义行为得到了红

颜知己、艺妓朱帘秀、赛帘秀的支持，她们不避危险，出演《窦娥

冤》中的角色。尽管《窦娥冤》的演出受到了人们的欢呼，但是

却惹恼了当朝统治者，他们强令关汉卿更改剧本。关汉卿不畏

强暴，坚持不改一个字，愿以生命的代价维护世间的公道。为

此，他们遭到了统治者的疯狂报复，赛帘秀被挖去双眼，关汉卿

和朱帘秀则被囚于死牢。

此剧一方面描写了关汉卿与朱帘秀的纯真爱情，一曲《双

飞蝶》将二人“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床死同穴”的至爱真情

渲染得异常生动；另一方面也很好地塑造了“蒸不烂、煮不熟、

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式的关汉卿的崇高形象。

《关汉卿》堪称戏剧家田汉的绝唱，剧作以诗的语言和诗的情

调，不仅谱写了一曲文化人可贵品格的颂歌，而且展现了剧作家

的奇妙构思和卓越才华。

第二节摇 话剧概述

一、话剧特点

中国话剧艺术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点：

（员）舞台性。古今中外的话剧演出都是借助于舞台完成

的，舞台有各种样式，目的有二：一利演员表演剧情，一利观众从

各个角度欣赏。

（圆）直观性。话剧首先是以演员的姿态、动作、对话、独白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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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表演，直接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并用化妆、服饰等手段

进行人物造型，使观众能直接观赏到剧中人物形象的外貌特征。

（猿）综合性。话剧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其特点是与在舞

台塑造具体艺术形象、向观众直接展现社会生活情景的需要和

适应的。

（源）对话性。话剧区别于其他剧种的特点是通过大量的舞

台对话战线剧情、塑造人物和表达主题的。其中有人物独白，有

观众对话，在特定的时、空内完成戏剧内容。

二、经典剧目

话剧的经典剧目主要有《黑奴吁天录》（作者：曾孝谷、李叔

同 ）、《名优之死》（作者：田汉）、《年关斗争》（方志敏主持创

作）、《终身大事》（作者：胡适）、《一只马蜂》（作者：丁西林）、

《获虎之夜》（作者：田汉）、《五奎桥》（作者：洪深）、《雷雨》（作

者：曹禺）、《这不过是春天》（作者：李健吾）、《日出》（作者：曹

禺）、《原野》（作者：曹禺）、《上海屋檐下》（作者：夏衍）、《夜上

海》（作者：于伶）、《屏风后》（作者：欧阳予倩）、《放下你的鞭

子》（作者：陈鲤庭）、《北京人》（作者：曹禺）、《屈原》（作者：郭

沫若）、《法西斯细菌》（作者：夏衍）、《梁上君子》（作者：佐临）、

《抓壮丁》（作者：陈戈、丁洪、戴碧湘等集体创作）、《风雪夜归

人》（作者：吴祖光）、《升官图》（作者：陈白尘）、《桃花扇》（作

者：欧阳予倩）、《龙须沟》（作者：老舍）、《马兰花》（作者：任德

耀）、《关汉卿》（作者：田汉）、《茶馆》（作者：老舍）、《蔡文姬》

（作者：郭沫若）、《赫哲人的婚礼》（作者：乌·白辛）、《于无声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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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作者：宗福先）、《大风歌》（作者：陈白尘）、《陈毅市长》（作

者：沙叶新）、《松赞干布》（作者：黄志龙执笔，次仁多吉、洛桑次

仁）、《风雨故人来》（作者：白峰溪）、《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

（作者：刘树纲）、《狗儿爷涅槃》（作者：刘锦云）、《北京往北是

北大荒》（作者：杨宝琛）、《天下第一楼》（作者：何冀平）、《红蜻

蜓》（作者：欧阳逸冰）、《李白》（作者：郭启宏）、《商鞅》（作者：

姚远）、《北京大爷》（作者：中杰英）、《立秋》（作者：姚宝瑄、卫

中）、《黄土谣》（作者：孟冰）、《有一种毒药》（作者：万方）、《暗

恋桃花源》（作者：赖声川）。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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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摇 话剧在中国的诞生

第一节摇 戏曲的改良

中国人眼中的西方戏剧，中国人最早接触西方戏剧的，是

一些出使西洋的外交官。他们或由于外交礼仪，或出于好奇，观

看了西方戏剧的演出。显然，他们对此感到新奇，而最令他们感

兴趣的：一是津津乐道西洋剧院建筑之华美，其“规模壮阔逾于

王宫”；二是惊异西方艺人地位之高贵，所谓“英俗演剧者为艺

士，非如中国优伶之贱”，“优伶声价之重，直与王公争衡”；三是

慨叹西方戏剧布景之逼真，“令观者若身历其境，疑非人间”；四

是看重或夸张西方戏剧之社会功能。以法国为例，说法德战争

后，法败，遂集巨款建戏馆，“盖以鼓励国人奋勇报仇之志也”。

随着中国沿海口岸的对外开放，一些西方传教士和外国侨

民涌入中国，上海成为他们主要的聚集地。在此，他们演出一些

西方戏剧以自娱。员愿远远 年，侨民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座西式剧院

──兰心大剧院，它由外国人经营，定期演出业余剧团编演的
戏剧。

一些曾留学国外，或对西方戏剧感兴趣的中国人，时常出入

于兰心大剧院，他们有幸在中国本土上观看西洋戏剧，逐渐对这

种新鲜的艺术样式有了更具体的认识。

·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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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怨 世纪末 圆园 世纪初，当西方戏剧涌入中国之时，中国传统

的戏曲也正经历着变革思潮的冲击。当时，一些戏曲界人士对

古旧的剧目不足以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状况甚为不满，因此掀

起了一股戏曲改良的热潮，遂有了“时事新戏”。改良戏曲的参

照物，即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写实戏剧。

在中国，促进戏曲改革的另一支力量，来自新式学堂。当时

一些学校效仿西方的学生演剧，开始模仿以对白和动作表情达

意的西方戏剧，遂有了中国学生演剧活动。

学生演戏活动的开展，打破了中国人传统意识中视演戏为

贱业的局限，为后来的留学生演剧以及文人演剧活动奠定了

基础。

第二节摇 日本新剧与中国文明戏

中国早期话剧被称为“新剧”、也称为“文明新戏”、“文明

戏”。其时，中国海禁初开，几乎许多外来事物，都冠以“文明”

二字，如外国绅士用的手杖，被称为“文明棍”；西裤上位于腹部

的纽扣，被称为“文明扣”。因此，当 员怨 世纪末西方戏剧传入中

国后，也就被称为“文明戏”。

西方戏剧主要是透过日本新剧的中介传入中国的。

一、日本新剧与春柳社

日本与中国比邻，其维新之后的社会进步，颇吸引了一批有

志的中国青年。故 圆园 世纪初叶，中国兴起留日热潮。

员怨园远 年冬，一个旨在研究各种文艺的留日学生团体春柳社

·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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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成立。开始只设演艺部，由李叔同主持。主要成员还有

欧阳予倩、吴我尊、马降士、曾孝谷等。春柳诸人，多为戏剧爱好

者，他们推崇日本“新派”，即新剧；并以研究和仿效新派演剧为

己任。

日本近代戏剧的变革，是在西方戏剧的影响下进行的。开

始是所谓“新派剧”的兴起，颇像中国的“时事新戏”。其演剧是

在日本传统的歌舞伎形式中，加入宣传性的演讲，形成由角藤定

宪倡导的“壮士芝居”和川上音二郎发起的“书生芝居”。稍后，

又以西方现实主义戏剧为摹本，形成“新剧”，也即中国的所谓

话剧。

员怨园苑 年春，春柳社在东京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的名剧《茶花

女》的第三幕 ，获得东京中外人士之称赞。他们的演出“全部用

的是口语对话，没有朗诵，没有加唱，还没有独白、旁白”。这种

演出形态，可以说，已是话剧了。

《茶花女》的演出成功，鼓舞了春柳社诸人的士气。不久，

又演出了根据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

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

五幕剧《黑奴吁天录》描写黑奴哲而治被主人转借他人。

他替人发明了机器后，受到原主人的嫉恨，因而被召回深受虐

待。他的妻子和孩子是另一家农奴主的奴隶，由于主人要以奴

隶抵债，他们面临母子分离的悲惨命运。后来，他们都逃跑出

来，杀出重围，得以团聚。该剧表现了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在

思想内容上很有现实性。剧中的分幕方法，以对话和动作演绎

故事的特点，还有接近生活真实的舞台形象，无不显示着已开始

·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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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新剧形态，即后来才定名的话剧艺术

形态。

二、日本新派剧与进化团

如果说春柳社的新剧受到日本新剧的启示，那么，任天知和

他领导的进化团，则深受日本新派剧的影响，特别是“壮士芝

居”的影响。角藤定宪所倡导的“壮士芝居”，是同日本的革新

相联系的。他把戏剧运用于宣传自由民权的主张。而天知派戏

剧，则直接效法这种做法，用来鼓吹民主革命。时值孙中山领导

的辛亥革命前夜，进化团以文明戏演出鼓动革命，遂轰动长江两

岸，使文明戏乘势而起。任天知，生卒年不详。他在日本时就有

心于戏剧活动，对日本新派剧是相当熟悉的。员怨员园 年底，他在

上海发起成立新剧团体──进化团，其足迹遍布南京、上海、武

汉、长沙等十多个城市。他们顺应时代之需要，以戏剧攻击封建

统治，鼓吹革命，演出了《血蓑衣》《安重根刺伊藤》等剧。孙中

山曾对进化团给予赞扬，为其写下“是亦学校也”的题词。

《安重根刺伊藤》该剧取材于一段“时事”，员怨园怨 年 怨 月，朝

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枪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反抗日

本侵占朝鲜。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意图日益明显，故此剧的演

出也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之心声。进化团的演出

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其剧情多为喜剧或闹剧，藉此讽刺现实。

剧中人物常常离开规定情境，发表演说，或议论时政，或鼓动革

命，激昂慷慨，颇富煽动性。他们并据此创造出“言论老生”的

角色类型。

·猿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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