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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话剧诞生 110 周年。
1907 年 6 月，留日学生李叔同等组织的“春柳社”

在日本东京本乡座，举行“丁未演艺大会”，公演由曾孝
谷根据美国女作家斯陀夫人的小说 《汤姆叔叔的小屋》
的中译本（林琴南、魏易译）改编的五幕话剧《黑奴吁天
录》，是为第一部由中国人完成的话剧。 同年秋天，王钟
声在上海率领“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是为中国
话剧在中国的第一次演出。 1907 年因此被视为中国话
剧的诞生年。

上海是中国话剧的发源地，见证了中国话剧从最初
的生涩逐渐走向成熟，见证了从文明戏、新剧到话剧的
开枝散叶、根深叶茂，见证了中国话剧人从都市小舞台
走向民众、汇入时代洪流。

回望中国话剧在上海诞生之初，经历了辛亥革命洗
礼的一代文人志士，怀抱救国救民、复兴中华的理想，以
上海为根据地，筚路蓝缕、艰辛开拓，将话剧这一原本来
自西方的艺术形式，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相结合，开创
了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中国话剧，绵延百年。

1914 年 6 月， 清华大学上演了一

出学生们自导自演的话剧 《罗 宾 汉 》
———那是中国第一次运用实景的演出，
演员们穿梭在校园树林、亭子、空地表

演， 观众们则跟着演员跑， 生动有趣。
担任编剧、导演、主演的，是二年级学生

洪达，也就是日后被曹禺誉为“能编、能
导、能演，是剧坛的全能；敢说、敢写、敢
做，是吾人的模范”的戏剧大师洪深。

洪深 ，1894 年 12 月 31 日 出 生 于

江苏武进一个名门望族，少年就读于上

海徐汇公学、南洋公学，1912 年考入清

华大学实科（工科），活跃在演讲台、文

学社和运动场，与闻一多、陈达等组织全

校性的学生团体“同学研究会”，学校的

新剧演出，编导几乎都是他一人担当。
洪深在清华求学期间， 走出校园，

将目光投向了下层百姓的生活。他与清

华四周的贫民交朋友，“晓得了许多他

们平常不肯说而一般同学所不屑过问

的凄惨情形”。 1915 年，洪深写出了他

反映平民生活的第一个剧本《卖梨人》；
1916 年， 为了给附近村民办职业学校

筹款，他创作编排了《贫民惨剧》，该剧

演出后深受好评。 清华园里的戏剧实

践，使洪深认识到戏剧是感化民众有力

的工具。
1916 年秋天， 以优异成绩从清华

毕业的洪深， 远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

学，学习烧磁工程，同时选修文学、戏剧

等文科课程。
1919 年 4 月， 洪深决定以戏剧立

命。 同年，他以《为之有室》和《回去》两
剧考取哈佛大学，是美国戏剧家贝克教

授唯一的中国学生，也是中国第一位在

国外专攻戏剧的留学生。

在哈佛，洪深系统地学习了从剧本

创作到舞台演出的全部过程； 与此同

时，他还专门到波士顿“表演学校”“戏

院学校”学习表演艺术、戏剧及戏院经

营和管理。 他用英文写三幕剧《虹》,抗
议巴黎和会上我国被迫割让青岛和胶

济铁路。 1921 年，美国上演根据中国故

事译成英文的《王宝钏》一剧，正在参加

职业剧团演出的洪深觉得该剧译本有

损原著，有伤民族自尊。 他遂与清华校

友张彭春合编三幕 11 场英文剧 《木兰

从军》， 自导自演在纽约公演， 反响热

烈，其票款全部捐助华北水灾难民。
1922 年 ，怀抱 “做中国的易卜生 ”

的志向，洪深回到上海。此时的上海，新
剧正因为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文化和电

影的出现，重现生机。一方面，以社会新

闻为题材、以取悦观众为目的、以票房

论高低的社会戏剧比比皆是； 另一方

面，以戏剧同好结社、以研究戏剧美学

为目的的艺术戏剧，也频频亮相。 后者

以应云卫、欧阳予倩、汪优游等在上海

戏剧社基础上扩建的上海戏剧协社声

势最大。 1923 年经欧阳予倩介绍，洪深

加盟戏剧协社出任排演主任。
洪深的到来，给中国话剧以脱离了

传统戏曲的独立意义。 首先他提出“凡

一切有价值的戏剧， 都是富于时代性

的。换言之，戏剧必是一个时代的结晶，
为一个时代的情形和环境所造成，是专

对了这个时代而说话，也就是这个时代

隐隐的一个小影。 ”其次，受过美国编、
导、演和舞台美术正规教育的洪深革除

了新剧脱胎于戏曲的一些弊端，强调演

戏须有完整的文学剧本，须有严格的排

演制度而不是随演员临场发挥，须男演

男女演女，须有一系列台前幕后规章制

度并加以严格执行……
这年 9 月，戏剧协社公演由洪深导

演的两部新戏， 一是欧阳予倩编剧的

《泼妇》，一是胡适创作的《终身大事》。
戏剧电影评论家鲁思曾撰文写道：“鸣

锣开幕以后，观众先看《终身大事》，他

们对台上‘男扮男角、女饰女角’这样的

男女合演，感到非常自然，全都聚精会

神地看，闭幕时掌声雷鸣，收到了预期

的演出效果。 观众们紧接着再看 《泼

妇》，瞧着剧中的女角全由男性扮演，尖
着嗓子在舞台上扭扭捏捏地走动，前后

相互对照，顿觉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装

腔作势，非驴非马，十分别扭，简直令人

喷饭，于是哄堂之声，此起彼落，此伏彼

起， 笑得演员们在台上犹如芒刺在背，
坐立不安，个个感到入地无门、上天无

路，其窘无穷！”男女合演就此在观众的

掌声和笑声中获得成功。
紧接着，洪深将英国剧作家王尔德

的《漫特米尔夫人的扇子》改编为话剧

《少奶奶的扇子》。 他认为，“社会恶状，
与时而异，与地而异；生性之弱点，则古

今万国，多有相同，故剧中所言，大似我

国之情形”。 他改译时注入当时上海的

社会背景、 人物习性、 风俗习惯等，不
仅刻意求工，力尊原意，而且努力将戏

剧的美学旨趣以中国化的方式传给国

人；在排演时对剧本、导演、表演和舞台

美术作了严整的规定，在中国现代戏剧

史上首次建立起了话剧的专业导演职

能和正规排演制度； 运用立体布景，灯
光能按时间气氛而变换，还有道具的安

排、舞台监督的设置，在国内均属首创。
在洪深的严密调度下，《少奶奶的扇子》
展示了很高的演剧水平，被公认为“确定

了中国现代戏剧的艺术形态”。
1928 年 ，经洪深提议 ，田汉 、欧阳

予倩附议，把新的戏剧形式正式定名为

“话剧”，意思是这种戏剧主要是以言说

和对话的方式展开情节，也鲜明地亮出

了中国现代戏剧的崭新旗帜。从此，“话
剧”这个名称约定俗成，沿用至今。

此后，洪深一边在复旦大学教授英

文，创建复旦剧社，一边加入田汉领导

的戏剧团体“南国社”，又于 1930 年参

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左翼作家联盟”
和“左翼戏剧家联盟”。至 1932 年，他相

继写出了反映江南农村农民生活与斗

争的农村三部曲 ：《五奎桥 》《香稻米 》
《青龙潭》， 关注中国农村与农民的命

运，与他的“易卜生”理想一脉相承，奠

定了其现实主义剧作家的历史地位。

1922 年,《少奶奶的扇子》 一片赞誉

声中， 洪深意外地接到一位陌生观众对

这出戏“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的来信。
这位写信人提醒他道 ，“上海戏剧文学

及舞台艺术有真知灼见者不多，而旧势

力 、似是而非的势力又特大 ，望兄莫误

于浮名 ，莫与旧势力握手 ，否则成功之

希望有限也。 ”挨了批评的洪深反而称

道作者是他的“真知己”，两人一见如故

一拍即合。 这位批评者，就是刚从日本

回国的田汉。
田汉 ，1898 年 3 月 12 日出生于湖

南省长沙县东乡茅坪田家塅一户农家，
本名寿昌。童年迷恋当地盛行的湘戏、影
子 戏 ，13 岁 时 就 改 编 当 地 传 统 折 子 戏

《三娘教子》为新剧《新教子》，剧本发表

在当时的《长沙日报》上。 少年时响应武

昌起义报名入了学生军， 后入长沙师范

学校，深受校长徐特立的教诲。 1916 年

毕业，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

海军技术。 他坚信，中国要富强，必须铭

记甲午海战的伤痛，变法图强。在日本求

学期间， 他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

国学会， 渐渐明白要改变国弱民穷的根

本，在于变革世道人心，在于唤醒民众。
他一边学习海军技术， 一边悄悄转向文

学艺术，与郭沫若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

文学，创作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剧本。
田汉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他对海军

技术的造诣， 甚至不亚于当时中国的职

业军人。 在 1937 年上海“八一三淞沪抗

战”中，年轻的中国空军和海军在台风暴

雨中突袭停泊在黄浦江东岸的日本海军

陆战队旗舰出云号，战斗激烈，可惜未能

将其击沉。在外滩《救亡日报》楼上目睹战

事的田汉痛惜不已，写下了《应如何轰击

出云舰》一文，翔实地介绍了出云舰的战

史，列出其性能、构造、炮位、行速尤其是

装甲厚薄位置等，力陈如何用谋略攻其弱

点。此文之专业，给中国海军、空军以极大

的帮助。
田汉是一个用笔作武器的战士。 从

1922 年归国后，他即倾囊而出全力以赴

地投身于戏剧事业。 他与妻子住在上海

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里，一边在各大

学任教， 一边自掏腰包创办 《南国半月

刊》，“欲在沉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

清新芳烈的艺术空气。 ” 他创办南国电

影剧社，“以一绝对无产者经营需要大资

本的事业”。 他与洪深、欧阳予倩等志同

道合的戏剧同道经常在一起热烈地辩论

着中国戏剧运动该往何方去， 是屈从于

所谓资本的规则做演出商品， 还是面向

更广阔的大众，实现以戏剧改良社会、唤
醒民众的宏愿？ 他率领学生们做了一次

名为“艺术鱼龙会”的别开生面的小剧场

戏剧活动， 演出他所翻译的日本菊池宽

的《父归》，以及他创作的《生之意志》《江
村小景》《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这是

一次成功的尝试， 也促使他改组了南国

电影剧社为南国社， 并创办了南国艺术

学院， 开始了自主的艺术教育和艺术活

动。 1928 至 1929 年底，南国社先后在上

海、南京、广州、无锡等地举行多次话剧

公演和其他艺术活动，实践“真正的戏剧

是属于民众”的信念。而田汉本人也在这

一时期创作了大量剧本，影响及于全国。
开办了仅一年的南国艺术学院， 培养出

了陈白尘、吴作人、郑君里等不少著名的

作家、画家、音乐家、演员和导演。在南国

社的旗帜下，集结了欧阳予倩、洪深、徐

悲鸿、冼星海、唐槐秋、陈凝秋(塞克)、赵

铭彝 、金焰 、张曙等中国戏剧 、电影 、音

乐、美术等方面的骨干人才。
1929 年是上海文艺界戏剧界急剧

变化的年代，受国内革命高涨的影响，无
产阶级的文学、 无产阶级的戏剧等口号

开始广泛传播， 田汉由此找到了南国社

的方向。 1930 年初，田汉加入了中国自

由运动大同盟。 1930 年 3 月 2 日，左联

在中华艺术大学成立， 田汉出席了成立

大会， 并毅然率领南国社成员加入 “左
联”。 4 月，田汉发表洋洋十余万言的《我
们的自己批判》一文，总结和检讨了几年

来南国戏剧运动和编辑《南国月刊》的得

失， 这也是田汉从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

主义者的转折点。 8 月潘汉年、田汉、夏

衍等人将南国社与艺术剧社等七个剧团

联合成立中国左翼剧团联盟。
在中国话剧史上， 南国社起着承前

启后的重大作用， 较彻底地摆脱了对外

国戏剧的模仿并挣脱了文明戏的束缚，
将强烈的思想性、文学性和观剧效果，通
过清新质朴的表演流露出来， 实践了田

汉让观众 “知道真正的新剧不是单叫人

白相、开心，是叫人思想的”目的。在表演

上， 南国社摒弃文明戏遗留下来的装腔

作势的程式化演技，朴素自然，富有生活

气息。 他们注意学习传统戏曲的表现手

法，采用简单的舞台布置，不用硬景或绘

景，而代之以布条制作的布景，突出灯光

的作用。 1929 年，南国社在南京晓庄师范

学校演出时，就在舞台的桌椅上覆上白布

与黑布，配成一种黑白相间的幕景，用蜡

灯和煤油灯照明。 演出《苏州夜话》时则

用一条横板并点上十多个烛头代替 “脚
灯”，革新了舞台演出形式 ，表现出一种

清新、自由、奔放而富有反抗的精神。
1932 年， 田汉加入中国共产党，从

此走上了新的征程。

纪念中国话剧诞生 110 周年

因为他们，上海成为中国话剧的发源地
本报记者 陈晓黎

尽管中国话剧的诞生时间普遍被

认为在 1907 年，但事实上，上海在这之

前已经有了被时人叫做文明戏的早期

话剧的演出。 据记载，在 1850 年，由英

国人组成的业余剧团在租界一所仓库

中作了上海有史以来首次话 剧 演 出 ；
1866 年兰心戏院在圆明园路落成 ，专

供旅居上海的外国人组成的外侨剧社

演出；在一些教会学校，也经常有外国

老师指导学生在校内演课本短剧，学生

们 “所演皆欧西故事， 所操皆英法语

言”；1899 年末， 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学

生自编自导了穿时装的《官场丑史》，全
靠台词演出。此后民立中学学生组织开

明演剧会，将这种戏剧从学校演到了社

会，被视为“实开各剧社之先声”。 1907
年，王钟声与马相伯等合作成立的中国

第一所话剧学校———通鉴学校招生，11
月该校组春阳社借兰心戏院演出《黑奴

吁天录》。 自此， 话剧便在上海落地生

根，进而走向全国，遍地开花。
王钟声， 原名槐清， 字熙普，1881

年出生于浙江上虞一户富足的官宦家

庭。 少年时代赴上海教会学堂学习德

语、法语。 1898 年，前往德国得来伯西

大学留学，攻读法政。 1906 年，学成归

国。 先在广西巡抚处当幕僚，后又任职

于官办的广西法政讲习所和广西洋务

局，前程似锦。 此时的中国，国家积弱，
政府腐败，反清呼声日益高涨，王钟声

秘密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他意

识到中国要富强，必须革命，革命要靠

宣传，宣传的办法，一是办报，二是改良

戏剧。 他不顾家族的反对阻拦，只身奔

赴上海， 在马相伯等名士的赞助下，开
办了中国第一所话剧学校———通鉴学

校，创建了中国国内第一个专演新剧的

团体———春阳社， 并为自己改名王钟

声，取自“钟声木铎”一词，即为革命呐

喊之意。
在春阳社之前，上海的文明戏演出

大多采用戏曲的幕表制演出，大团圆的

故事以及程式化表演屡见不鲜，除了不

用锣鼓、不用唱腔之外，与海派京剧几

无差别。 在通鉴学校招生广告里，王钟

声明言“提倡新戏剧”，即倡导一种不同

于中国传统形式、“采用西法”的新型剧

种，这种剧种后来被称之为“新剧”，所

谓“设剧场，收廉值，以灌输文明思想”。
学校除开设一般的文学课外，还开设体

操、舞蹈等科目。半年后，王钟声成立春

阳社，排演《黑奴吁天录》。
春阳社演《黑奴吁天录》是第一次

用分幕的方法编剧，让观众知道了新剧

是分幕的，中间还有休息；第一次采用

舞台灯光和布景技术。 更重要的是，原
著中白人解放黑奴的结尾， 被改为了黑

奴汤姆团结大家杀死奴隶贩子、 实现自

我解放。因此，《黑奴吁天录》的意义并不

仅仅限于引进了一个新的剧种， 使用了

新的语言、腔调和表演方式，更在于其与

生俱来的思想性和时代感，不断激发“思
想的雷电、精神的光”。 沪上报社将王钟

声誉为“缔造新剧之伟人”，后来欧阳予

倩称这次演出为“话剧在中国的开场”。
春阳社在上海一炮打响后，王钟声

又奔走苏杭、北上京津，一路演出，以戏

剧宣传革命， 在清廷的眼皮底下上演

《秋瑾》《徐锡麟》，屡禁屡演，终被京师

警察厅解递出京，押回原籍。
1911 年 10 月 10 日 武 昌 起 义 爆

发，潜回上海的王钟声立即投入了上海

的武装革命。 11 月 3 日夜，新军和警察

会同商团与工人、 市民组成敢死队，开
始猛攻江南制造局。王钟声从丹桂园后

台服装库拿来一套军装和一把指挥刀，
冲向前线。4 日攻克江南制造局，6 日成

立沪军都督府，他出任参谋，成为 12 名

领导成员之一，“筹划戎机，颇为得力”。
10 天后，王钟声辞去了在沪军都督府的

职位，向陈其美请命只身北上，到天津游

说清军起义。
一向洒脱的王钟声到了天津以后，

先去见了他的连襟汪笑侬。可惜的是他

行事豪爽，一见面便将此行目的和盘托

出，将随身所带的手枪和子弹都随手放

在桌子上。 但他不知道，汪家此时正有

一位他不认识的客人，就是袁世凯的次

子袁克文。
12 月 2 日晚， 王钟声正在河东奥

租界于家大院移风乐会会长刘子良家，
秘密召集戏剧同行故旧， 酝酿举事，直
隶总督陈夔龙、暗探局长杨以德串通奥

国驻津领事， 将王钟声等 7 人逮捕，并
当场搜出都督印信和文件、 信函等。 3
日，袁世凯内阁电示“尽法惩治”，下午

王钟声被天津镇总兵张怀芝杀害于西

门外韩柳墅疙瘩洼刑场。他临刑前威风

凛凛，神色自若，高呼“驱除鞑虏，光复

大汉！”身中 13 枪，壮烈牺牲。九天后的

12 月 12 日，清廷发布退位诏书 ，清朝

覆亡，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历

史宣告终结。
王钟声牺牲后，北京、天津和上海

的许多新剧团体，都把他的照片挂在了

后台，以表纪念。

田汉， 南国社的现代关汉卿

曹禺如此评价说：“田汉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话剧发展

史。他对中国话剧的主要贡献表现在：第一， 他是中国话剧运

动的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第二， 他在中国话剧史上， 是

一位具有开拓性的剧作家和中国话剧诗化现实主义艺术传统

的缔造者。 ”

王钟声， 创办春阳社的辛亥烈士

1907 年，王钟声与马相伯等合作建立的中国第一所话剧

学校———通鉴学校招生，11 月该校组春阳社借兰心戏院演出

《黑奴吁天录》。自此，话剧便在上海落地生根，进而走向全国，
遍地开花。

洪深， 愿做中国的易卜生

作为中国接受过西方系统戏剧训练的第一人， 洪深回国

后开创了数个第一：确立了“话剧”这个名字，最先建立起了话

剧的专业导演职能和正规排演制度。

荨在中国落地生根之

后 ， 曾经的 “舶来品 ” 话

剧 ， 在不同时代的艺术家

笔下 ， 成为关注现实书写

命运的载体 。 曹禺创作于

上 世 纪 30 年 代 初 的 《雷

雨》， 以两个家庭、 八个人

物、 三十年的恩怨为主线，
反映了那时深层的社会及

时代问题 ， 被誉为 “中国

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 根

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的话

剧 《骆驼祥子》， 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首演， 80 年代复

排 后 ， 推 出 了 多 个 版 本 ，
而 同 名 电 影 也 让 “祥 子 ”
“虎妞” 的名字家喻户晓。

图①为由濮 存 昕 、 潘

虹 、 田海蓉等明星主演的

话剧 《雷 雨 》 （图/CFP)，
该剧 2004 年 在 上 海 首 演 。
图②为根据老舍 《骆驼祥

子》 创作的美术作品。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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