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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当前话剧十分不景气，全国都在讨论话尉的前途和命运的困窘状态中，刘方政教授竟然在书斋中冥
思苦想，对于中国话剧史上一些问题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讨论，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值得欢
迎和赞许的。
在这里，我只能谈谈我的读后感。
全书以系统的章节论述展开，大体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前三章，对中国早期话剧、五四话剧
、左翼话剧作了专章论述；第二部分，后四章，对田汉、李健吾、曹禺和夏衍的话剧作了专章论述。
方政对于中国早期话剧的研究，是从中国戏剧史的发展进行观察和评估的。
他认为早期话剧是从1899年的学生演剧开始，又以1916—1918年南开的学校的学生演剧而告终的。
他把这20年看作是中国的传统戏曲渐趋式微与五四话剧创生之前的过渡阶段。
这样，就把早期话剧与中国戏曲的发展史挂起钩来，形成他的评价角度。
他所谓的“过渡”，既是指时间的，也是指戏剧形态的：“无论在对戏剧功能的认识及其实践上，还
是在戏剧文本创作和舞台演出上，抑或是在观众的成分构成上，早期话剧既与传统戏曲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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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话剧史论》从内容上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至三章为1906—1936年中国话剧“史”的
论析，四至七章为四个具有重大成就和影响的作家“论”。
无论是“史”还是“论”，并不侧重历史线索的梳理与叙述，重点表述的是作者对中国现代话剧的理
解与认识：早期话剧作为中国戏剧“转型”的意义、五四时期旧戏批判的文化意义、左翼话剧运动与
话剧创作的得与失、田汉话剧创作方法的有机构成，以及李健吾、曹禺、夏衍话剧创作的横截面剖析
。
对诸多问题，作者均提出了不同前人的独特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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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方政（1962一），山东莱西人。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3年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师从著名戏剧史家孟广来先生，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古
代戏曲硕士学位。
1986年7月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
2000年至2003年师从解洪祥教授在职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2003年6月获文学博士学位。
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代戏曲史和二十世纪中国话剧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出版学术专著三部：《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论要》《田汉话剧创作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
艺术卷·中国戏剧论辩》（下），参与编著学术著作和选本五部：二十余年来，在《文学评论》《文
史哲》和《文艺争鸣》等国家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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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论早期话剧第一节 早期话剧：中国戏剧现代转型的序幕第二节 早期话剧与传统戏曲第三节 
早期话剧与外国戏剧第二章 论五四话剧第一节 五四时期旧戏批判的历史检讨第二节 五四问题剧创作
的历史检讨第三节 爱美剧运动的历史检讨第四节 国剧运动的历史检讨第三章 对左翼话剧运动和话剧
创作的历史考察第四章 论田汉的话剧创作第一节 创作方法的有机构成第二节 理性与情感的审美选择
第三节 唯美的感伤第四节 话剧民族化的集大成者第五章 论李健吾的话剧创作第一节 夹缝中选择的困
惑第二节 悖论中挣扎的矛盾第六章 论曹禺的话剧结构第一节 不同冲突形式下的共同内质第二节 锁闭
世界与旁逸而出的新世界第三节 诗化与戏剧化结构第七章 论夏衍的话剧结构第一节 散文诗式结构第
二节 电影蒙太奇结构第三节 内向化的审美和淡化的选择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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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生的话剧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风行大江南北，撼动传统戏曲一家独尊的霸主地位，并与其分庭
抗礼，甚至在大中城市的知识层、市民层观众中占据相对的优势，是因为它适应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中国特殊的现实政治的需要，得力于与政治使命的直接而紧密的关联。
也就是说，推动着戏剧转型的首先是中国社会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日益变化着的人的生活方式（政
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情感方式，正是社会的近现代化转型，为戏剧的变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
力和强劲持久的支持。
早期话剧的产生与发展，其深层的原动力是为了适应社会历史的紧迫需要，而对外国话剧进行的主动
自觉的“拿来”。
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华帝国封闭的大门，随之而来的，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物
质文明、制度文明和文化文明对华夏大地不同程度的冲击，中华民族领略了前所未有的辛酸与屈辱：
主权丧失殆尽，领土任人宰割。
另一方面，有识之士也在痛苦地思考中国被动挨打、腐朽落后的原因并进行积极的行动。
然而，引进的“器物”被甲午海战所摧毁，“制度”的变革也夭折了。
正是维新变法失败的惨痛教训，使梁启超认识到只有开启民智和“新民”才是救国强国的头等大事：
“‘民智’不开，任何制度的变动都万难奏效，因此即必然地把以‘新民’为倡导的思想启蒙运动推
出了历史的潮面。
中国历史的近、现代转型，思想文化启蒙本来就是重要的一维。
”①所谓“开启民智”，即是通过主动的文化破坏和积极的文化建设启发国人的政治觉悟、提高国人
的文化素质。
同时而稍晚的“同盟会”的成立则拉开了政治革命的序幕。
无论是文化变革还是政治革命，都必须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其基本前提依然是必须对民众进行启蒙
。
对民众进行启蒙，必须根据民众的觉悟程度和文化程度选择行之有效的启蒙手段方有可能。
因而，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是，20世纪初中国普通民众的觉悟程度和文化程度是如何的呢？
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它在文化上必然实施愚民政策，要百姓俯首帖耳，全心全意地忠于皇帝
，除却制造君权神授的“神话”，使他们只知朝廷之“喜”而不知国家之忧外，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抑
制和扼杀他们的认知能力和辨别能力，因而，中国百姓受教育的程度非常之低。
就是那些既有政治地位又有经济地位的人，所接受的教育也是传统的忠孝节义等伦理纲常的熏陶，这
种熏陶一方面使他们自觉地按圣贤经传的教义办事，维护现存的秩序和制度，不敢越雷池半步；另一
方面，知识文人所特有的独立的人格品性和超越的人文精神便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解得无影无踪，即使
发现自己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时，也对按照自己的理想对现实进行切实的干预甚至改造
缺乏必要的自信。
这样，国民的大多数没有文化，而知识者中的大多数人又缺乏起码的政治伦理觉悟，当少数接受了先
进的文化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先觉者，试图动摇现存社会的根本而进行改良或革命时，首要的便是兴办
教育。
然而，“俟水之清，人寿几何”，时间紧迫，来不及了。
康有为进行变法之初，孙中山进行政治革命之始，他们及其同伴未尝没有意识到兴办教育、启蒙民众
的重要性，但严重的内忧外患、紧迫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他们没有耐心、没有时间对民众进行
教育。
再说，除了时间之外，财力也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
既然没有时间和财力普及教育，梁启超和裘廷梁又将创办白话报刊对民众进行宣传纳入议事日程：“
报馆者，作世界之动力，养普通之人物者也。
”①“欲民智大启，必自广学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阅报始。
报安能人人阅之？
必自白话报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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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作为对民众进行文化启蒙和政治宣传的工具来说，报纸无疑比兴办学校更快捷、更经济。
然而，报纸的辐射范围只能局限在识文断字者中（白话比文言阅读困难较小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必须
以有文化、能阅读为前提）；梁启超倡导的“三界革命”、尤其是“小说界革命”，其目的与创办报
刊基本相同，也只是幻想通过感化的方式实现对国民的启蒙和宣传：利用小说新道德、新宗教、新人
心、新人格⋯⋯不过，这仍需逾越当时短时间内无法逾越的普通民众的阅读障碍。
怎样克服上述启蒙手段的各自局限性，而选择一种既适宜于进行文化启蒙和政治宣传，又能为绝大多
数国民所接受的理想形式呢？
陈独秀在制定了戏曲的五项改良措施后指出：“现今国势危急，内地风气不开，慨时之士，遂创学校
。
然教人少而功缓。
编小说，开报馆，然不能开通不识字人，益亦罕矣。
惟戏曲改良，则可感动全社会，虽聋得见，虽盲可闻，诚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也。
”因而“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
”③王钟麒也表述了同样的看法：“吾以为今日欲救吾国，当以输入国家思想为第一义。
欲输入国家思想，当以广兴教育为第一义。
然教育兴矣，其效力之所及者，仅在于中上社会，而下等社会无闻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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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近年我对中国现代戏剧研究的一点心得。
部分章节曾以论文的形式在《文史哲》、《文艺争鸣》、《齐鲁学刊》、《山东大学学报》等刊物上
发表过，统稿时除了技术性的调整，在内容上并没做大的改动。
由于时间的原因，更因为自己学术功力的欠缺，本书在体例上不甚完整，从时段上说，早期话剧、五
四话剧、左翼话剧都谈到了，战时戏剧的总体研究却留下了空缺；从作家论来说，田汉、李健吾、曹
禺和夏衍固然是中国现代成就最高的话剧作家，但漏掉了吴祖光也不能不说是莫大的遗憾。
田本相老师是我非常尊重的学术前辈，多年来一直非常关心、并切实地帮助我。
2005年，田老师担任《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艺术卷》的主编时，为了督促我多读书写作，将
《中国戏剧论辩》下册的撰写任务交给了我，使我对20世纪有关中国戏曲的学术论争有了较为系统的
认识和初步的研究。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田老师以76岁的高龄在百忙中通读了书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指导意见，并
为本书写了序言。
本书的第5、6、7三章，分别是我的研究生张巧玲、王兴强和姚成丽的硕士毕业论文，征得他们的同意
收入本书时，我除了在结构上作了调整外，又进行了修改、补充和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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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话剧史论》：论早期话剧论五四话剧对左翼话剧运动和话剧创作的历史考察论田汉的话剧
创作论李健吾的话剧创作论曹禺的话剧结构论夏衍的话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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