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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桂林文化城戏剧研究》是“桂林抗战文化城文学研究丛书”之一种。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戏剧运动秉承20世纪中国现代戏剧文化的开放品格，在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
文化创造中，创造出远远超过孤岛时期上海的成就。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形成的原因、基础、方式、样态、性质、意义等内容，有助于进一步理
解中国现代戏剧的文化传统以及中国现代戏剧家的文化贡献。
从学理层面做出的系统论证，有助于从新的视域深入推进对20世纪中国戏剧的历史研究，有助于丰富
和扩展对抗战时期历史和文化的研究。
对于理解和阐释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中知识分子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军事形势、经济困境和文化
危机时的行动和贡献，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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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江，男，1964年生，重庆人。
200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戏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
已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主要著作有《世界戏剧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插图21世纪简明百科全书》、《抗战时期大后
方戏剧主潮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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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的主体特征第一节 戏剧家的社会地位、处境及其历史特点抗战爆发后，
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实行片面抗战面抗战政策，国土大片沦陷。
武汉、广州失守后，逃难的民众一时间蜂拥到桂林，其中就包括以田汉、欧阳予倩和熊佛西为首的戏
剧家们。
他们身先士卒，用自己的青春、汗水、泪水乃至生命演绎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国艺术家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并在戏剧理论、创作实践和戏剧运动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那么，作为文化城抗日宣传活动的主体，戏剧家们当初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来到桂林？
又是以何种状态在这里进行创作和生活的？
他们的作品和活动具有怎样的历史特征和意义？
一 戏剧家在桂林文化城时期的社会地位在当年声势浩大的抗战文艺运动中，戏剧家群是最活跃的一支
队伍，正如夏衍所说：“在参加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整个文化兵团中，戏剧工作者们已经是一个站在战
斗最前列、作战最勇敢、战绩最显赫的部队了。
”这里集中了当时我国各省各阶层的爱国者。
按年龄，这是一支老中青三代结合的队伍，有文坛巨将郭沫若的悉心指导，还有像田汉、欧阳予倩、
熊佛西这样年轻有为的生力军来担当重任，当然也不乏像李文钊、杜宣、于伶等文艺新秀的积极参与
。
从队伍组成来看，这是一个囊括了社会各阶层的团体，他们的从艺之路也是各有不同：有的从小深受
家乡地方戏曲影响，比如田汉；有的是在求学的过程中慢慢地走进了艺术的殿堂，比如夏衍；还有的
却是出于对戏剧艺术事业的执著和挚爱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做出的选择，像欧阳予倩。
从任职情况来看，他们大多身居要职而且身兼数职，例如田汉、欧阳予倩、焦菊隐等，也有的专门负
责一个团体的运作，比如李文钊、杜宣等。
从文化水平角度出发，这又是一个各有所长的集体，有以田汉、欧阳予倩、熊佛西、丁西林、洪深等
为代表的受过高等专业教育的戏剧家，也有类似朱琳、尹曦等刚刚从艺不久、虚心学习的年轻演员。
这支戏剧兵，汇聚迅速，人员复杂，但在文化城的抗日文艺宣传运动中，它绝对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
量。
请看他们是以怎样的身份出现在桂林的：田汉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处长，主
管艺术宣传工作；欧阳予倩担任广西艺术馆馆长兼戏剧部主任，桂剧实验剧团团长；夏衍主编《救亡
日报》，全权负责此报的筹划、出版和发行工作；焦菊隐被聘为广西大学文史专修科的教授，并兼任
广西大学青年剧社的辅导工作；洪深担任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分管戏剧音乐的科长，并兼任广西大学
教授；李文钊最初担任新中国剧社社长，负责新中国剧社起步时的各项工作，等等。
二 艰难的现实处境夏衍曾说：“春来之前的寒气往往苛烈甚于冬天。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日渐明朗，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戏剧家们的
工作和生活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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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桂林文化城戏剧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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