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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

当中原地区在商、周、秦、汉已有灿烂的文化时，上 在上海的土地上，如今还保存着唐、宋，元、明以来

海城区所在的土地，还只是一片海水漫漫的景象。而现在 的艺术成果，主要是建筑、园林、绘画、书法。西晋时，华

属于上海的郊县，先民们已经开拓、劳作、生息；上海的 亭(今上海松江)出过名震文坛的“二陆”，即陆机(261～

文化艺术便起源于这块土地。 303年)，陆云(262～303年)兄弟。陆机不但著有文论经

据考古发现，上海市郊有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的 典((文赋》，还是杰出的书法家；他那龙飞凤舞的《平复帖》，

古文化遗址二十余处，如青浦的崧泽，福泉山，松江的汤 是至今我国保存最早的名人墨迹，历代宫廷收为珍品。现

庙村、广富林，金山的亭林、张堰，奉贤的拓林，上海县 存造型艺术中最早的是松江城内唐大中十三年(859年)造

的马桥，董家村等。其中最早的属于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 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由二十一级石刻叠砌而成，雕有

的马家浜文化，距今约七千年；崧泽文化距今六千多年；新 勾片栏杆及八角攒尖顶屋檐，花纹精美。古塔有十四座，有

石器时代父系社会的良渚文化，距今也有四千五百多年。 始建于唐、重建干宋的青浦击云禅寺塔(青龙塔)，建于唐

有“东方金字塔”之称的青浦福泉山遗址，兼有这三种文 乾符年间(874～879年)立于泖河之中的青浦泖塔，建于

化的遗存，从中出土了三千多件文物，其中良渚文化的玉 五代至北宋(907一1127年)的嘉定南翔寺砖塔，建于五代

壁、玉琮、玉钺、玉锥等玉器百余件，制作精美，为新石 后汉乾裙二年(949年)的松江兴圣教寺塔(方塔)，建于

器时代考古所罕见，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上海县 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的龙华塔⋯⋯这些塔的造型别

的马桥遗址叠压着五层文化遗存，有新石器时代的陶片、 致，工艺讲究，很有艺术价值。建于北宋元丰二年(1079

土鼎、壶、盘，益，杯和石制的斧、锛、凿、镞以及建筑遗 年)的天马山顶护珠塔，是世上罕见的斜塔，其斜度大于

迹；有夏、商、周以及唐、宋、明、清时代的铜器、陶器 意大利著名的比萨斜塔，营造时间也早于它一百多年，虽

和瓷器。这些出土的文物说明，上海也有悠远的历史，先 屡遭台风、地震袭击，塔身依然无恙。保存完好的真如寺

民们在劳作时已产生了审美意识，不但注重实用，还注重 建于元延裙七年(1320年)，是江南为数不多的元代木结

造型、装饰；有些工艺品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 构建筑。元代上海还出了画家任仁发(1255—1327年)，他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东端，星移斗转，陆地逐渐向 擅画人物，尤长画马，识者谓可与赵孟顺匹敌。

东拓展，沧海变桑田，出海港口东移，古代上海人的活动 明代，上海商品经济活跃。自元代黄道婆对纺织技术

范围也逐渐向东延伸。北宋初，华亭县青龙镇成为贸易港 有重大改进后，上海地区纺织业发达，松江府跃为全国棉

口，随着市面的渐趋繁华，都市文化娱乐活动也逐步繁荣。 纺织业中心。明永乐二年江浦合流工程竣工，上海港成为

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从华亭县划出东北五乡建立 海运与内河航运的要津。清代康熙年间废除海禁，上海设

上海县，地点大致就在如今市区的老城厢。明嘉靖年间为 立江海关，上海港“舳舻相衔，帆樯比栉”。南北货物汇聚，

抗倭，上海筑起城墙，形成方圆九里的城区；作为港I：1和 富商名士云集，私家花园也就有了出现的条件。上海市区

县治，上海渐渐发展起来。 明代有三家名闻江南的私家花园：豫园、日涉园、露香园，

就文化传统而言，古时上海文化是吴越文化的一部分。 他们都具有“文人花园”的艺术特点。露香园除园林艺术

这一带盛行载歌载舞形式的巫觋驱疫祛病活动，孕育着歌 外，其园主顾名世的孙媳韩希孟善画工绣；绣法独具神韵，

舞戏曲表演的某些形态；吴歌或吴歙在魏晋六朝时便十分 称为“顾绣”，对后世陈设装饰性刺绣影响甚大。顾绣原品

流行，不少歌被采入乐府。以舞袖为主的白给舞、执拂而 仅传世一件，藏于故宫。明、清时期的园林，还有嘉定的

舞的拂舞等舞蹈，盛行于魏晋至唐代。 秋霞圃，松江的醉白池，青浦的曲水园、嘉定南翔的古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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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布局设计均富有诗情画意。明代上海还出了以华亭(今 太平、土戏诸腔竞奏的繁盛局面。尤其是嘉靖、隆庆年

松江)书画家董其昌、陈继儒为首的“松江画派”。“松江 间昆山腔传入后，风靡上海。官宦富商置办“家乐”(私

画派”为当时中国画之翘楚，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灿烂的 人家班)成为风尚，有记载的便有十余班，豫园主人潘

一页。 允端的家班是首届一指的大班。民间职业班社也很活

明代上海的戏曲活动，在全国已占重要地位。元末 跃，他们或应召豪门府第，或漂泊江湖。农村戏曲演出

战乱频仍，中原，江南一带屡遭兵火，海边的上海地区 十分普遍，而且常与民俗活动结合一起。这种局面一直

相对安定，许多隐逸文人、戏曲艺人荟萃于此，松江已 持续到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由于商业发达，各地及

出现营业性演出场所“勾栏”，并有一定规模。明代不 外国客商汇聚，出现了专为他们服务的演出；随着寄居

但北杂剧活跃，而且作为“新声”的南曲声腔发展迅速， 上海者的增多，出现了以地域为特征的会馆。会馆成为

并涌现了一批著名剧作家，如松江的徐霖，写有《绣襦 演出戏曲的重要场所，而且有各自的乡音，这就为各种

记》、《枕中记》等数部传奇；嘉定的沈龄，写有《娇红 戏曲声腔汇集提供了条件。戏曲演出活动从过去的“崇

记》、《龙泉记》等；沈采写有《千金记》，均为传世名 官”，“崇贵”逐渐向“崇商”演变，这是经济繁荣带来

作。明代中叶，上海地区出现弋阳、海盐、余姚、昆山、 戏曲繁荣的必然结果。

近代

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通商I：1岸之一。上海开埠，掀开 1 1日在徐园放映“西洋影戏”，是上海也是中国最早的放映电

上海历史新的一页，这是充满屈辱灾难的一页，又是上海社 影的记载。1907年西班牙人雷玛斯在虹口建造了第一家电影

会经济、文化艺术发生深刻变革的开端。列强在轰开中国国 院。1913年，中国人在上海自己开办了电影公司，由郑正秋、

门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艺术等。上海的文 张石川编导的《难夫难妻》在上海摄制完成，这是中国第一

化艺术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碰撞、冲突中，发生急剧的裂变， 部短故事片，中国的电影艺术由此发端。

开始了近代化进程，并影响和带动了全国。 中国原有的艺术门类中，也因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催生出

外国人来上海居住、经商、传教，引入了各国不同的 新的品种、样式。如音乐，西方的交响音乐传入上海，1879

建筑，其中既反映出建筑史上各历史时期不同的建筑形式， 年出现公共乐队，1907 g曼r-zlf"大为33人的管弦乐队，指挥是德

又反映了各个国家不同的建筑风格，哥特式、罗马过渡时 国的柏克教授。上海众多的教堂和教会学校，也起到传播西

代式、文艺复兴式、西班牙式、俄罗斯式、意大利式、埃 洋音乐知识的作用。李叔同、沈心工、曾志态、高寿田等上

及式、挪威式⋯⋯，为后来上海赢得“万国建筑博览会”之 海留日学生，编辑并在上海发行了我国第一种音乐期刊《音

称打下了基础。 乐小杂志》，出版了《和声学》等音乐理论著作。上海又率先

西方新技术的引入，带来了中国过去没有的新的艺术门 引进了西洋油画，19世纪末天主教会在土山湾孤儿院设立了

类，如摄影、电影。世界上照相技术始于1837年。上海开埠 画馆，教授西洋画技。上海还率先引进了水彩画，并在西方

后不久，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将照相技术传入上海，并留下了 影响下发展起版画、漫画、月份牌画，这些品种将西洋画技

上海最早期的摄影图片。1864年5月中国人便在上海开了照 法与中国传统的绘画技巧相结合，呈现出新的风貌。

相馆，摄影艺术开始在中国土t也AJ／L下根来。法国人在1895 西方文化的传入，还促使中国固有的传统艺术发生变革。

年12月发明电影，第二年就通过上海传入中国，1896年8月 上海的艺术家得风气之先，又敢为天下先。上海五方杂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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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环境、迅速发展的商品经济、日渐兴起的市民阶层、日

益更新的外来思潮，不能不影响艺术家的心理结构、思维方

法、审美情趣、价值取向和职业风尚。传统艺术这条长河，迂

回曲折地缓缓流到19世纪后叶，开始在上海地区激浪飞腾。

求新图变，成为这时期传统艺术领域的共同特点。

中国画出现了“海上画派”。源远流长的中国画，自元

代以后中心南移，代表人物从御用画院高手转为民I'日J的文

人高士。19世纪中叶，寄居上海的画人之多，已为全国之

冠。清末，上海的画家受时代潮流的推动，社会风尚的影

响，以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王一亭、虚谷、黄宾虹

等为代表，开创新的画风，在继承民族绘画传统的基础上，

内出性灵，破格创新，广采博取，互成风骨。他们张扬艺

术的多样性，丰富性、世俗性，具有强烈的个性和自由倾

向；同时又注重笔墨之美，无论粗笔如椽，还是细笔如发，

都能挥洒自如。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傅抱石，当时

都曾寓居上海，后来做出过杰出的贡献。

戏剧领域也发生了剧种的嬗变。清代，上海的戏曲最

初主要是昆曲。上海开埠后，建造的第一个营业性戏园“三

雅园”就是昆曲戏园。随着徽商的来沪，徽班也来到上海，

并与昆曲争胜。同治六年(1867年)，在北京形成的新兴剧

种京戏从北方引入上海。京剧在上海扎下根来，自身也吸

收着上海的文化营养、适应着上海观众的欣赏习惯逐渐发

生着变化。它注重吸收徽剧的唱腔、剧目和表演技巧，发

展了诉诸视觉的表演艺术，尤其足武打，从北方的着重“听

戏”变成南方的着重看戏，适应上海观众喜新好奇的心理。

同时，大量编演新剧目，尤其是情节曲折的连台本戏、灯

彩戏，渐渐形成“南派京剧”的特色。

甲午战争失败，使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一批

进步的知识分子认为，要救中国，首先要开启民智；而开启

民智的有效途径，是运用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戏剧形式进行宣

传。1904年10月，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陈去病、柳亚子，以

及南派京剧演员汪笑侬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本专业戏剧刊

物《二十世纪大舞台》，成为戏剧改良运动的喉舌。一大批

杂剧、传奇作品相继涌现。这些作品及时反映现实生活和当

时的重大事件，有的对顽固派和洋务派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有力的抨击；有的以隐喻的手法写中国面临着外敌瓜分的危

险；有的认为维新只是梦想，痛斥改良派“西颦东效”。还

有一些作品歌颂为革命献身的女英雄秋瑾、反映黄花岗起

义、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和表现历史上爱国志士的事迹。这

些作品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作者热血喷涌，写戏目的性非

常明确，而且以群体出现，在戏剧史上实属罕见。

“海派京剧”在改良中迅猛崛起。1908年10月，“丹桂茶

园”的一批艺人潘月樵、夏月润、夏月珊等与金融、工商界

合作，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制，在华界集资建成我国第一座近

代新式剧场“新舞台”。他们编演了大量新剧目，其中现实题

材和外国题材的“时装新戏”占多数。如控诉鸦片毒害的Ⅸ黑

籍冤魂》、歌颂革命志士的Ⅸ潘烈士投海》等等。由于剧目反

映了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因而受到观众的欢迎。新剧

目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段上，重视可看性、灵活性；剧本情

节曲折跌宕、引人入胜，雅俗共赏；曲调不限于“西皮”、“二

黄”，还吸收了民间小调，运用“五音连弹”；舞台美术引进

声，光、电等科技手段，视觉形象丰富多彩，更有吸引力和

表现力。“海派京剧”从新舞台开始形成气候。

杂剧、传奇和京剧，都有较为严格的规范。在世纪之交

的大变革时期，一种接近生活又便于普及的新型戏剧形式应

运而生，这就是“新剧”，又称“文明戏”，即早期话剧。“新

剧”最初在学生业余演出中萌生，据记载，最早出现的时间

是1899年，地点是上海梵王渡圣约翰书院。此后，学校演

剧之风日盛，并从学校走向社会，组织业余剧团、剧社。1907

年后，“新剧”进入繁盛阶段。1906年末，在上海从事学生

演剧活动的李叔同，在日本东京与留日学生组织“春柳社”，

1907年演出Ⅸ巴黎茶花女遗事》。后“春柳社”成员陆续回

国，在上海以“新剧同志会”、“春柳剧场”的名称演出。在

“春柳社”影响下，1907年秋，王钟声在上海成立了“春阳

社”，演出了《黑奴吁天录》、《迦菌小传》、《秋瑾》、《徐锡

麟》、《官场现形记》、《爱国血》等有鲜明政治倾向的戏。此

外，上海还有一大批社团在活动。影响较大的是任天知为首

的“进化团”。他们的戏着重政治宣传，戏中夹带演说，以

激发人们的革命情绪。同时，在艺术形式上，他们又注意从

戏曲中汲取营养，通俗易懂，故事有头有尾。在辛亥革命前

后，这类富有宣传鼓动色彩的戏大受欢迎。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戏剧改良运动随

着辛亥革命的失败也走向衰落，其衰落在“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前夜，这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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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新思潮的广泛传播，上 乐理论和技法。在该院任教的黄自对现代音乐有开创性的

海艺术的结构更为多元、形态更为多样、思想更为活跃、人 贡献，声乐系主任周淑安是我国第一位女合唱指挥。该院

才更为集中，在我国现代艺术史上具有领先地位。 造就了贺绿汀、丁善德，李献敏、喻宜萱等一大批出色的

从20年代到30年代，上海经济高速发展，人口剧增。 音乐人才。

开埠时，人口约五十万；20年代初，人II突破一百万；20 新文化的传播，新思潮的涌现，为现代话剧的形成创

年代前期，人口越过二百万；20年代末已达三百万；40年 造了条件。从事过“新剧”和提倡新文艺的人士，从理性

代末上海解放前夕，市区人口已达五百万。外国资本的注 上对“新剧”的弊端和衰落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发出建立

入和民族资本的递增，外来侨民和各地移民的涌入，客观 “真新剧”的呼声。他们主张真新剧既吸收借鉴欧美优秀剧

上为上海艺术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和人才条件；各种新思 作的成功经验，又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面向中国的大众。

潮的涌现和交汇，又为上海艺术增添了内在的活力。 1921年5月，民众戏剧社在上海成立。这是“五四”后出

求新擅变，接纳新潮，引领新潮，是上海艺术的特点。 现的第一个戏剧社团，同时也是第一个戏剧理论研究团体。

在二三十年代，中外文化的交融、现代审美思潮的传播、竞 它由汪优游发起，主要成员有沈雁冰、欧阳予倩、郑振铎，

争激烈的环境，使上海各艺术门类无不以创新精神求生存、 陈大悲、徐半梅、熊佛西等十三人。该社创办了第一个新

求发展。在服饰艺术方面，20年代，上海妇女有了“曲线 文学戏剧刊物((戏剧》，共出版六期，打出“为人生”的旗

美”意识，旗袍开始普及；30年代初，旗袍吸收欧美女装 帜。他们受欧美小剧场运动的启发，提倡不受资本家束缚

的特点，花样不断翻新，用料、式样、花纹、衣领和袖I：1 的非营利性、非职业性的戏剧。这一主张当时得到广泛响

以及旗袍的长度变化无穷。绘画方面，上海作为中国现代 应，形成一股热潮。曾与郭沫若一起创办。创造社”的田

油画的发源地，涌现出一批画家。徐悲鸿、刘海粟致力于 汉，1927年在上海成立“南国社”，主要成员有欧阳予倩、

把西洋画法与中国传统的绘画风格结合起来，油画，国画 洪深、徐悲鸿、陈白尘、郑重、郑千里(郑君里)、赵铭彝，

都有杰出的成就。刘海粟创办美术学校，培养了很多人才， 左明、孙师毅等，为中国话剧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28

他开设人体模特儿素描课，推动了中国美术的进步。中国 年10月23日由南国社、辛西剧社、戏剧协社等组成上海

画发扬了“海上画派”的优良传统，吴湖帆、林风眠、贺 戏剧运动联合会。话剧在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蓬勃发

天健、朱屺瞻、王个移、江寒汀、张聿光、钱瘦铁、唐云、 展，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张大壮、沈尹默等大批画家、书法篆刻家都有自己独创的 与现代话剧几乎同时崛起的是电影艺术。成立于1918

风格，在国内画坛享有盛誉。版画艺术也有很大发展，鲁 年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影戏部(后改为影片部)，是中国民族

迅先生曾为提倡版画做出过重要贡献。连环画在20年代诞 资产阶级兴办电影事业的开始。1920年，它与梅兰芳合作，

生于上海，它以文学和美术相结合的形式描绘故事，深受 摄制了两部古剧片《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1921年7

广大群众所喜爱。上海出版的连环画品种和数量居全国之 月，它为中国影戏研究社摄制的《阎瑞生》，是中国拍摄的

冠，在世界连环画中也独树一帜。20年代。上海培养出我 第一部长故事片。初期的影片，脱胎于“文明戏”，有舞台

国第一批新音乐的专业人才。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创 程式化、“欧化”倾向，艺术上比较粗糙。1922年、1923年，

办的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是我国第一所培养音乐等艺术师 明星影片股份公司拍摄的《劳工之爱情》、《孤儿救祖记》分

资的专业学校。1927年，蔡元培、萧友梅在上海创办了我 别为中国首部内容健康的喜剧片、“正剧长片”。1924年，上

国第一所专业高等音乐院校——国立音乐院，系统传授音 海《东方杂志》连载洪深的电影剧本《申屠氏》，为中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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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完整的无声片电影剧本。同年徐卓呆的《影戏学》出版，

是中国最早的电影艺术理论著作。1926年，万氏兄弟(万

籁鸣、万古蟾、万超尘、万涤寰)拍出中国首部动画短片

《大闹画室》。1931年明星公司拍摄的((歌女红牡丹》(洪深

编剧、张石川导演)是中国最早的用腊盘发音的有声片。20

年代的上海电影十分复杂。一方面，受盈利驱动，影片公

司数量上快速膨胀，民族电影事业渐具规模，1925年前后，

全国共有电影公司175家，上海一地就有141家，占全国

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另一方面，除少数几部(如《故都春

梦》、Ⅸ野草闲花》、《天涯歌女》等)艺术上有追求外，不

少影片粗制滥造。

话剧、电影的兴起，促进了戏曲的变革。其中最突出

的代表人物是周信芳。周信芳，艺名麒麟童，登上京剧舞

台不久，便卷入了改良的热潮。他广泛汲取新文艺的营养，

努力塑造自己的艺术个性，积累了一批有独创性的剧目，

如《乌龙院》、《萧何月下追韩信》，Ⅸ徐策跑城》，《四进士》

等。他继承了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汪笑侬、王鸿寿

等南北名家的精华，创立的“麒派”，不仅为京剧老生行增

添了一个新的流派，而且推动了京剧的近代化进程。除周

信芳外，创立“盖派”的盖叫天，继承了南派武生创始人

李春来的艺术风格，又广泛吸收了其他艺术的特长，武打

技术丰富多彩，造型雄健威武，表演神采奕奕。他演的《武

松》等戏，把武生艺术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此外，老

生常春恒，小达子(李桂春)，白玉昆，赵如泉，林树森，

以及被称为南方。四大名旦”的小杨月楼、刘筱衡、王芸

芳、赵君玉，也都形成独自的表演风格。

30年代，是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复杂的时期。日本帝国主

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重；而国民党政府

发动的“文化围剿”又以上海为重点。1930年以来，艺术界

一些进步人士相继成立了以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为M-T--的

左翼作家联盟、左翼剧联、左翼美联、电影小组、音乐小组，

并成立了左翼文化界总同盟。进步艺术家在各个领域积极开

展活动，在现代艺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戏剧方面，1930年8月23日，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改

组为“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后改为个人自愿参加的“左翼

戏剧家联盟”)。左翼剧联1931年9月提出了“左翼电影运

动”的口号，洪深、沈端先(夏衍)、郑伯奇、钱杏村(阿

英)、沈西苓、司徒慧敏、王莹、胡萍、陈凝秋等“左翼剧

联”成员先后进入明星公司，联华、艺华等公司也相继聘

请了田汉、阳翰笙、聂耳、郑君里、金焰、王人美、舒绣

文等左翼人士。1932年7月，“左翼剧联”成立了以共产党

人为主的“影评人小组”。1933年3月，夏衍与明星公司导

演程步高合作，创作出第一部左翼电影《：狂流》；接着他们

又合作将茅盾的《春蚕》改编为电影，这是中国现代文学

名著搬上银幕的首次尝试。1934年以来又拍摄出((渔光

曲》、《新女性》、《大路》、《神女》、《女儿经》、《迷途的羔

羊》、《夜半歌声》，《十字街头》、《马路天使》、《桃李劫》、

《风云儿女》等几十部进步电影，形成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

个高峰，它面向社会、面向时代，它的现实主义的美学追

求和艺术风格，赢得了各阶层观众的喜爱。蔡楚生编导的

((渔光曲》在上海创造了连映84天的空前纪录，并在1935

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奖，这是中国电影首次在国

际上获奖。

音乐方面也成立了众多进步团体。如1933年任光、安

娥，聂耳、张曙、麦新在上海成立的“苏联之友社”音乐

小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等。聂耳创作的《义勇军

进行曲》、麦新作曲的《大刀进行曲》、冼星海作曲的《救

国军歌》等等，都响遍全国，传唱至今。

随着民族矛盾的加剧，左翼艺术团体相继提出。国防

戏剧”，“国防电影”，“国防音乐”的口号，激发人民保卫

祖国的热情。“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戏剧工作者及时集

体创作了大型话剧《保卫芦沟桥》，以磅礴的气势、火热的

激情奏出全民族奋起抗战的最强音，轰动上海剧坛。不久，

。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8月17 E1上海话剧界救亡协

会成立，协会决定成立救亡演剧队，嗣后有十三个演剧队

投入救亡宣传工作，并陆续开赴抗日前线或大后方。

1937年11月，租界成为“孤岛”。这时期，进步话剧、

电影工作者面对变化了的形势和环境，选择不太有明显政

治鼓动性的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推动进步剧运持久开

展。当时演出的剧目，如于伶创作的《花溅泪》、《夜上海》，

魏如晦(阿英)创作的《碧血花》(又名《葛嫩娘》)，阳

翰笙创作的《李秀成殉国》，吴祖光创作的《正气歌》，夏

衍创作的《上海屋檐下》，曹禺创作的《北京人》，都有较

高的质量，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还有黄佐临、吴仞之、

石挥等组织的上海职业剧团(上海沦陷后改组成苦干剧

团)，费穆组织的天风剧社(后与“新艺”，。银联”剧团

的部分成员合并组成上海艺术剧团)，也演出了一些有价

值的剧目。电影界拍摄了《木兰从军》、《花溅泪》、《乱世



风光》等曲折表达爱国精神的影片。 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剧团、剧场数量雄踞各剧种之首。袁

上海“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过去被认为“不登大 雪芬、尹桂芳、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等都相继形成自

雅之堂”的地方戏曲却在夹缝中取得迅速的发展。一些从 己独特的风格和流派。

事话剧、电影的新文艺界人士也进入戏曲界，促进了地方 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艺术家从内地回到上海。不久

戏曲的革新。最典型的是沪剧和越剧。1941年上海沪剧社 内战爆发，社会动荡不安，许多艺术门类的发展受到制约。

成立，剧种从此定名为沪剧。丁是娥、石筱英、杨飞飞、邵 雪声越剧团1946年5月将鲁迅名著《祝福》改编成《祥林

滨孙、解洪元、顾月珍、凌爱珍等一批青年演员崛起，赢 嫂》，引起广泛关注。电影方面，摄制了一批题材严肃，思

得观众喜爱。越剧是从浙江传入的剧种，上海“孤岛”时 想进步、艺术上各具特色的优秀影片，如《遥远的爱》、《天

期，为适应这一大都市的环境和观众的需求，以姚水娟为 堂春梦》、联乘龙快婿》、《忆江南》、《八千里路云和月》、《一

代表的一批人对越剧进行了改良。上海沦陷时期，袁雪芬 江春水向东流》、《丽人行》、Ⅸ假凤虚凰》、《夜店》、《小城

受进步话剧的影响，对越剧进行改革，树起“新越剧”的 之春》、《乌鸦与麻雀》等。这些影片发扬了左翼电影的优

旗帜。上海各主要越剧团相继加入新越剧的行列，使越剧 良传统，构成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当代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的艺术开始了与时代相适 梦))；淮剧中的《女审]》、《三女抢板》、《秦香莲》；甬剧中

应的深刻变革。50年代N60年代前期，上海艺术的一个突出 的《半把剪刀》；扬剧中的《十二寡妇征西》等等。这些剧

特点是题材更加，“泛，涌现出一大批反映新生活，充满时代 目成为代表剧种水平的保留剧目，拥有大批观众，其中大

精神的作品。如电影《翠岗红旗》、《南征北战》、《老兵新传》、 部分被摄制成电影，在全国乃争国外产生了，～泛影响。新

《林则徐》、《聂耳》、《红日》、《渡江侦察记》，京剧Ⅸ红色风 编历史剧也取得不少成果，编导和演员以历史唯物主义观

暴》、《赵一曼》、《智取威虎山》，沪剧《星星之火》、《鸡毛飞 点表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舞台的艺术体现也较多地突

上天》、《芦荡火种》，Ⅸ红灯记》，淮剧((海港的早晨》、《党的 破传统的样式，有较大的革新。如京剧《淝水之战》、《澶

女儿》，滑稽戏《满同春色》，话剧《初开的花朵》、《布谷鸟 渊之盟》、《海瑞卜疏》、《武则天》，越剧《忠王李秀成》、((秋

又叫了》、《枯木逢春》，《年青的一代》，Ⅸ激流勇进》、《小足球 瑾》，沪剧Ⅸ甲午海战》等，都受到观众的欢迎和舆论界的

队》等。其中不少作品在全国有影响。 好评。

1951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作为戏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扶植下，上海的艺术形成门

曲改革的方针。有“百戏之祖”之称的昆剧，解放前已濒 类齐全、品种多样的态势。美术方面有中国画、油画、版

临消亡，解放后人民政府把流散的老艺人重新组织起来， 画、漫嘲、连环画、粉画、漆画、书法篆刻、雕坦、工艺

并培养出新一代优秀青年演员。各戏曲剧种、曲艺曲种组 美术、摄影。音乐方面有民族音乐、声乐，交响乐，如小

织艺人挖掘、整理的传统剧目、曲目有四千多个。依托上 提琴协奏曲((梁祝》，唢呐曲Ⅸ百呜朝凤》，筝曲《战台风》，

海艺术门类众多、人才济济的优势，戏曲建立起编、导、演、 钢琴曲《新疆舞曲》，交响曲《长征》，管弦乐曲((红旗颂》

音、美综合一体的艺术机制，展现艺术的综合性，完整性。 等等，都是艺术质量高、艺术特色鲜明的佳作。舞蹈方面

一些在历史上曾多次演出的传统剧目，经过提炼，成为深 有民族舞剧((小刀会))、芭蕾舞剧《自毛女》等等。

受广大观众喜爱的精品，如京剧中周信芳主演的((徐策跑 建国后的17年，上海艺术发展也受到过种种干扰，

城》、《坐楼杀惜》、《宋士杰》，童芷苓主演的《：尤j姐》，李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海艺术受到严蕈摧残。

玉茹主演的联红梅阁》；昆剧中俞振飞、言慧珠-主演的《墙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海艺术的历史，

头马上》；越剧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Ⅸ红楼 又谱写出崭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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