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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欧阳予倩，现代著名艺术家、戏剧教育家，我国话剧的开拓者和戏剧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本书分生平与文学戏剧活动，创作自述与戏剧主张，研究评论文章选辑，资料目录索引等四个部分，
全面收集了关于欧阳予倩的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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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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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欧阳予倩）　《欧阳予倩选集》前言（欧阳予倩）　《黑奴恨》后记（欧阳予倩）　戏剧改革之
理论与实际（予倩）　怎样完成我们的戏剧运动（欧阳予倩）　戏剧与宣传（予倩）　动的艺术（予
倩）　民众剧的研究（欧阳予倩）　戏剧运动之今后（予倩）　演《怒吼吧中国》谈到民众剧（予倩
）　中国艺术界的救贫运动（予倩）　戏剧之布帛菽粟化（予倩）　现代戏剧之欣赏（节选）（欧阳
予倩）　予之戏剧改良观（欧阳予倩）　二黄戏改革的可能性（欧阳予倩）　关于旧剧改革（欧阳予
倩）　改革旧戏的步骤（欧阳予倩）　导演经验谈（欧阳予倩）　后台人语（节选）（欧阳予倩）　
三个戏（欧阳予倩）研究评论文章选辑　读欧阳予倩的旧剧作品（易庸）——兼论旧剧改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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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29年2月16日，经过两个来月的调查、筹措、计划，广东戏剧研究所宣告成立。
该所“以创造适时代为民众的新剧为宗旨”，是一个专门的戏剧研究机关。
所内分总务、剧务、编纂三股，统属于所长指挥。
欧阳予倩为所长，总务主任周于清，剧务主任唐槐秋，编纂主任胡春冰。
所内附设戏剧学校，由洪深任校长，于1929年4月1日开学，后洪深回沪，由欧阳予倩代理校事。
1930年秋，又成立音乐学校。
所内还附设小剧场一所，供研究和练习之用；大剧场一所，作对外公演场所。
研究所还办有《戏剧》杂志和周刊各一个，刊登创作、翻译、理论、消息、动态等文字。
所内经费由广东省政府拨给。
为支持研究所创办，田汉曾于1929年春率南国社赴广州作短期演出，演毕，还留下数人协助欧阳予倩
开展工作。
研究所刚成立不久，适逢粤桂之战发生，政局动荡，经费不继，1929年5月奉省府之令停办，两三个月
后继续开办直至1931年7月，时跨三年，实际存在时间两年多。
在这段时间里，经过全力奋战，取得可观的成绩，主要有：《戏剧》杂志出版了两卷共12期，周刊111
期，发表了大量创作、翻译及理论文章；话剧公演不下10次，演出了创作与翻译的剧本约30个，在南
国播下了话剧的种子；培养了大量的戏剧创作和表演人才，截至1931年6月，演剧系学生毕业了一个班
，文学系学生虽未毕业，但经过在校期间的系统学习，水平亦有很大提高，是日后戏剧运动的重要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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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欧阳予倩是我国话剧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但我过去除了看过他的几个剧本之外，所知甚少。
编写本书，是我学习、熟悉欧阳老的一个极好机会。
应该承认，对于编写本书的困难，我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
刚接任务，原以为难度不大，只需半年，定可完成；然而从1981年暑假动手以来，我竟用上了4个寒暑
假和2段教学轮空时间！
实践嘲弄了我的轻视资料的想法是何等幼稚可笑。
从1907年参加“春柳社”到1962年在京逝世，欧阳予倩在戏剧工作岗位上不间断地奋斗了50余年。
他在浏阳、长沙、东京、上海、南通、南京、广州、桂林、香港、北京等地，少则耽过一年，多则十
来年，至于辗转流徙作短暂停留的地方就更多了。
要把他长达50余年在上述各地所从事的戏剧活动、所写过的作品文章以及他人的评述，搜集起来作一
番钩稽考察，在当前我们图书馆信息储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实非易事。
没有捷径，只有笨干：解放后的有报刊目录索引可寻，找到原文，核实一下即可；解放前的就只能埋
头于报刊的深山大海中苦苦寻觅了。
我按作家大致活动的时间和地区，搜寻他可能发表文章的当时当地报刊，发现蛛丝马迹，就扩大线索
。
深山探宝，大海捞针，殚精竭力，日积月累，搜集到数十万字材料。
经过筛选、归纳、整理，晨抄暝写，未敢怠惰，终于编成了现在这么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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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11:欧阳予倩研究资料》：《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是国内规
模最大、资料最全、内容最系统的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
丛书收录国家“六五”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研究成果，由最权
威的学者，穷数年心力，从浩如烟海的文献、笔记、访谈、作品中，筛选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汇编
为重要作家的研究资料，重要文学运动、文学社团和思潮的研究资料，以及包括文学期刊目录、主要
报纸文艺副刊目录等在内的文学书刊资料三个系列，全套丛书共一百余种，现由本社出版发行，以期
嘉惠学林，传诸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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