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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曾经无比辉煌的戏剧艺术也有落寞的时候，当年万人空巷看戏的胜景已经无奈地离我们越来越远
，中国戏剧目前已处于非常边缘化的境地。
忧心忡忡的戏剧教育家、戏剧艺术家、戏剧研究家们在深思戏剧艺术衰落的原因。
　　有人说是由于中国戏剧背离了传统，有人说是中国戏剧缺乏堪称经典的新创作，有人说是影视艺
术的挤压，也有人说是戏剧艺术在中小学艺术教育中的缺失，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戏剧艺术之所以衰落，可以从它当年为什么辉煌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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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冀川，男，汉族，河北邯郸人，1972年生，文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991年至1995年，在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
1995年至1998年，在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胡润森先生，攻读现当代文学硕士，获文学硕士学位。
1998年至2001年，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董健先生，攻读戏剧戏曲学博士，获文学博士学位。
2001年起，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至今。
已出版学术专著一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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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后的现代戏剧教育　　辛亥革命前后的二十年是中国现代戏剧教育的萌芽期
。
王钟声于1907年创办的通鉴学校标志着中国现代戏剧教育的出现，这所学校尽管条件简陋、师资缺乏
、办学时间也很短，甚至没有较成熟的教学计划，但王钟声通过学校培养戏剧人才、借新剧来宣传革
命、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清王朝的办学宗旨，无疑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的戏剧教育观，中国的现代戏剧
教育从此和中国的社会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之后出现的南开学生演剧活动，尽管没有学校教学，但在精神上却与通鉴学校一脉相承，张伯苓先生
正是鉴于“新剧可作社会教育之利器”而大力提倡学生演剧的而南开学生的演剧活动在培养学生综合
素养、使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方面起到了巨力的作用，这种教育理念深深影响了我
国的学校教育今天，我国大学中依然活跃着无数业余学生组织的戏剧团体。
　　对于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来说，富连成科班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戏曲教育开始迈向现代戏剧教育的步
伐这所中国戏曲教育史上最著名的科班，在习艺、生活等方面均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和严明的纪律
规定办学宗旨也脱离了过去科班对名和利的追求，注重对！
戏曲人才的培养。
因此，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富连成科班可以说是我国第一所大规模传授京剧的学校。
而创办于1912年，历经近百年风雨而不倒的秦腔剧团易俗社，将戏曲训练、艺术人才培养、文化教育
和演出实践相结合，明确提出“以编演各种戏曲，补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为宗旨”，在办学理念和
演出实践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易俗社开创了中国地方戏曲走向现代教育的先河。
　　起步阶段的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在民族危亡、国事日艰的时候，可以说是步履蹒跚，但早期戏剧教
育家们所开创的把戏剧教育融入到社会教育、把戏剧教育视为为国家民族兴亡培养人才的教育理念奠
定了中国现代戏剧教育的精神支柱，为以后现代戏剧教育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节　 王钟声和通鉴学校　　王钟声（1874～1911），中国早期话剧（新剧）活动家、剧作家
、演员。
原名熙普，又名宗成，浙江绍兴人。
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1898年留学德国，攻读法政八年。
回国后曾历任法政学堂监督、洋务局总办等，并加人同盟会。
1907年在上海受聘主持通鉴学校，培养新剧演员。
同年，以通鉴学校学生为骨干创办“春阳社”，演出了《黑奴吁天录》，开国内早期话剧的先河。
后率学生以“春阳社”名义在苏州、杭州、北京、天津等地演出《秋瑾》、《徐锡麟》等新剧。
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光复上海的战役。
上海光复后不久，他只身接受陈英士的秘密派遣，到天津进行策反军队的活动，不幸事情泄密，在天
津奥租界被捕，1911年12月2日，清北洋巡防大臣张怀芝奉袁世凯之命枪毙王熙普于其官署前，时年37
岁。
　　王钟声创办并主持的通鉴学校是我国最早的现代戏剧教育机构。
通鉴学校的创立和王钟声作为一名革命者的身份大有关系。
为了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宣传革命思想，当时的革命志士们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后，意识到了宣传
的重要性，而具有很强群众性的戏剧艺术自然就成为他们用来宣传革命思想的首选工具。
当然，他们看上的不是传统戏曲，而是从西方舶来的用写实的对话进行演出的正在形成的新剧（话剧
）。
可是，新剧演员奇缺，于是，王钟声想到了通过办新剧学校来培养新剧人才。
　　通鉴学校的发起人是马相伯（1840～1939）和沈仲礼（1866～?），他们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希
望创办一所戏剧学校来传播新剧。
但他们对戏剧并不在行，需要找一个懂新剧的人来主持。
在一次宣传禁烟的集会上，他们对王钟声慷慨陈词的演说能力十分欣赏，于是，他们找到王钟声，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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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一拍即合，决定创办通鉴学校。
　　1907年下半年，王钟声、马相伯、沈仲礼在上海创办通鉴学校，学校位于上海成都路白克路（今
凤阳路）北面的一幢坐西朝东的楼房里，马相伯、沈仲礼出资支持，王钟声主持戏校的实际工作。
他们通过登报招生的办法，以提倡新戏剧、“包念书、包出洋”为号召，来者不拒，招到学生六七十
人。
通鉴学校的办学思想主要是为了通过培养戏剧人才、借新剧来宣传革命、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清王朝。
正像王钟声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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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王钟声本人尽管以演说而闻名，但对演戏其实也不在行，更缺乏戏剧教育的经验，加上客观
条件的限制，通鉴学校的课程设置十分简单，只有舞蹈课、体操课、文学课、排演课以及宣传革命的
政治性的演讲课。
计划开设的英文、算术、历史、地理等课程，因为没有师资，实际上根本没有开设。
而由于缺乏具有舞台经验的师资，学生们只有通过观察生活来学习表演技能，一段时间，每逢星期天
到外滩去摹仿外侨的表情动作成了唯一的表演课，以便排练外国剧目。
经过几个月极不正规的教学和排练，通鉴学校于1907年农历9月以“春阳社”的名义在兰心大剧院进行
首次公演，公演剧目是《黑奴吁天录》，剧本由许啸天改编、王钟声主演。
演出中还保留有锣鼓、唱工等许多传统戏曲手法，但演出的分幕制、逼真写实的灯光布景让中国观众
耳目一新。
《黑奴吁天录》串演了三天，虽然轰动一时，但观后效果并不理想。
有些观众评价道：“新剧里面唱西皮，旧剧不是旧剧，新剧也不是新剧，是个‘四不像”’。
　　1908年，任天知（生卒年不详）加入，他协助王钟声排演了《迦茵小传》，这次完全取消了锣鼓
、唱腔等戏曲表演的格式，观众看了后以为“不像戏，像真的事情”②。
《迦茵小传》的演出标志着早期国内话剧在形式上已经趋于定型。
此后，王钟声率通鉴学校的学生们到苏州、杭州、北京、天津等地进行巡回演出。
在北京时，他还与著名京剧演员杨小楼、梅兰芳等同台表演。
他率通鉴学校演出的剧目有：《宦海潮》、《官场现形记》、《孽海花》、《热血》、《鸣不平》、
《爱国血》、《革命家庭》、《禽海石》、《新茶花》、《爱海波》、《波兰亡国惨》、《仇情记》
、《剑底鸳鸯》、《革命家庭》、《社会阶级》、《秋瑾》、《徐锡麟》，等等。
广泛地宣传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通鉴学校前后只存在了半年左右，真正的教学活动很少，而且，王钟声办学校的根本目的在于宣
传革命，而不是推动戏剧艺术的发展。
但是，它在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式意义却是不可抹杀的。
首先，它改变了传统的师徒私授的教学方式，建立了初步的现代学校教育模式。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通鉴学校计划开设的很多课程没有开设，但这种培养计划向我们勾画了一种崭新
的具有全面知识和能力的戏剧人才，这种戏剧人才完全不同于传统戏曲教育培养的只会表演技巧的演
员。
其次，对新剧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新剧还不为国人所知，只在上海这样大城市里的先进知识分子中间流传，王钟声率通鉴学校的学
生演出的剧目如《秋瑾》和《徐锡麟》等风行一时，随着这些剧目在全国的流传，新剧也在中国传播
开来。
第三，王钟声借改良戏剧宣传革命的办学思想和实践，客观上开始改变戏剧及戏剧艺人的卑贱地位，
戏剧和戏剧艺人在革命者眼里成为宣传革命、打倒专制的重要力量。
当然，更重要的是，通鉴学校宣传了革命思想，为辛亥革命做了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这也是王钟声
最想看到的。
通鉴学校还培养了汪优游、钱化佛、肖天宝、陈镜花等第一批话剧运动的人才，为话剧艺术在将来的
繁荣做了人才的储备。
　　通鉴学校之外，早期的戏剧学校还有剧学馆、星漪演剧学校、女子新剧学校和群英戏剧学校。
剧学馆由顾无为创办，是一所速成式的学校，学生三个月毕业，曾吸引了很多戏剧爱好者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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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漪演剧学校较为正规，由欧阳予倩、朱双云、汪优游等当时的著名演员和活动家发起创办，开设的
课程有脚本、剧史、中国音乐与旧剧、西洋音乐、舞蹈、化妆术、审美学、世界文艺思潮等。
女子新剧学校和群英戏剧学校由妇女会主办，专门训练女演员。
由于资料匮乏，这几个戏剧学校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第二节　南开学生演剧　　话剧诞生后，当时被称作文明戏或文明新戏。
文明戏兴起后不久，便由于种种原因误入歧途，陷于困境。
此时，一支学校演剧队伍却异军突起，这就是南开新剧团。
学生演剧的萌芽早在十九世纪晚期的一些西方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中就出现了，但对中国现代戏剧教
育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南开学生演剧。
　　南开校长张伯苓（1876～1951）在西方接受过教育，曾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在留学美国
和到日本考察期间，他受到欧美戏剧和日本新派剧的影响。
据南开学校创始人严范孙的后人回忆，1906年，任南开学校前身“敬业中学堂”教务长的张伯苓就自
编自演自导了新剧《箴膏起废》。
1909年，他还自编自演自导了新剧《用非所学》，不同于前者，《用非所学》是师生同台演出。
这年公演《用非所学》之后，南开学校创始八严范孙和南开校长张伯苓，鉴于“新剧可作社会教育之
利器”①，于是努力提倡，决定以后每值南开学校周年纪念日（10月17日）即公演新剧。
此后，南开学校分别于1910年重演《箴膏起废》，1911年演出《影》，1912年演出《华娥传》，1913年
演出《新少年》。
　　1914年，南开学校1o周年纪念，演出了《恩怨缘》一剧，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声誉大振，于是
由师生合作正式成立南开新剧团，时趾周为团长，周恩来为置景部长。
1915年公演《一元钱》，又受到社会人士的称赞，南开新剧的名声更大了。
1916年，张伯苓的胞弟张彭春从美国留学归来，因他对戏剧的爱好，遂加入新剧团，并被推选为副团
长。
本年公演了张彭春创作的《醒》和《一念差》。
1917年演出滑稽戏《天作之合》。
1918年公演张彭春创作的《新村正》，此剧在京津两地均有演出，影响颇大。
　　南开新剧团成立时，被张伯苓誉为“南开最好的学生”的周恩来，是剧团的置景部部长。
他不但积极参加演出，还积极探讨新剧的理论。
他于1916年写的《吾校新剧观》②，是中国话居0史上一篇具有开拓性的历史文献。
首先，他认为新剧具有开启民智、教育大众的便利功效。
他说：“今日之中国，欲收语言文字统一普及之效，是非藉通俗教育为之先不为功。
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舍极高之理论，施以有效之实事。
若是者，其惟新剧乎！
”“施之以教，齐之以耻，生聚教训不十年，神州古国，或竟一跃到强国之林，亦意中事也”。
其次，他主张写实主义。
“现代写实剧者，乃最近七八十年之戏曲，其意在不加修饰而有自然实际及客观之趣味。
此种剧旨，更为锐进而成空前之发达”。
他认为南开新剧“于潮流中已占有写实剧中之写实主义”。
此外，他还对趋向堕落的文明戏作了切中肯綮的批判，对当时的各新剧派别进行了剖析。
周恩来的理 论主张在南开新剧发展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影响深远。
之后，在周恩来的革命活动中，他都同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彭春（1892～1957）是对南开新剧团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人物。
张彭春，字仲述，张伯苓的胞弟，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分别获艺术硕士和哲学教育硕士
。
留美期间，张彭春就已对戏剧有深入的钻研了。
1916年回国后，加入新剧团，并被推选为副团长。
他将在美国所学到的西方现代演剧的经验和知识，全部用于指导南开新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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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每部戏都要求精益求精。
每次确定了所要表演的剧目之后，张彭春先讲述该剧作家的社会背景、剧本主题，让表演者更加容易
捕捉人物的灵魂。
在表演上，张彭春的执导也是非常严格的。
他要求演员应该从社会生活和人物性格出发，把握好表演的分寸感，要做到不温不火。
他经常告诉南开剧团的成员，当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应该让自己在表演生活，而不是在表演剧作。
他和剧团编演的《一元钱》、《一念差》以及《新村正》等，采用西方写实主义的方法，反映社会现
实问题。
他们坚持按照剧本排练，杜绝随意的矫饰的表演，演出风格力求真实、自然。
　　张彭春还一直都在尝试着将西方戏剧这种外来艺术表现形式同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
他所执导的剧作，兼具中西戏剧之优势——既挖掘西方剧作的深层内容，又潜心吸收中国传统戏曲中
的表演精华。
张彭春为：“我们根据活的需要，对于文化成品感觉不话。
有了这样的感觉，我们才用想象。
由想象的构造，拟定活的需要的决方案。
在这时，一切文化成品，无论中外，都是新创造的资料。
”　　由于从剧本创作到正式公演，张彭春都追求尽善尽美，所以南开新剧团每公演一剧，都会出现
“本埠与外埠观众相当拥挤”，“入场券甫售即尽，而外间索购者纷至沓来，愧无以应”的盛况。
1916年，南开上演《一念差》，北京清华学校教员及学生十人，专门由北京乘晚车来南开观看，翌日
才返回北京。
胡适（1891～1962）曾在给友人的信中称赞南开新剧团：“天津的南开学校有一个狠好的新剧团。
他们所编的戏，如《一元钱》、《一念差》之类，都是‘过渡戏’的一类；新编的一本《新村正》，
颇有新剧的意味。
他们那边有几位会员，——教职员居多，——做戏的功夫狠高明，表情、说白都很好。
布景也极讲究；他们有了七八年的设备，加上七八年的经验，故能有极满意的效果。
以我个人所知，这个新剧团要算中国顶好的了。
”　　南开新剧团的演出为当时的剧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不仅传达了时代变革的先声，也培养了
不少优秀的戏剧人才，如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曹禺中学时代就是南开新剧团的活跃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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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曾经无比辉煌的戏剧艺术也有落寞的时候，当年万人空巷看戏的胜景已经无奈地离我们越来越远，中
国戏剧目前已处于非常边缘化的境地。
忧心忡忡的戏剧教育家、戏剧艺术家、戏剧研究家们在深思戏剧艺术衰落的原因。
有人说是由于中国戏剧背离了传统，有人说是中国戏剧缺乏堪称经典的新创作，有人说是影视艺术的
挤压，也有人说是戏剧艺术在中小学艺术教育中的缺失，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戏剧艺术之所以衰落，可以从它当年为什么辉煌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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