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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
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
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
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
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
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
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
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
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
空，民不聊生。
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
的深渊。
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
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
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
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
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
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
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
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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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淑安编著的《话剧史话》讲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急遮的变化，中国文学进入了由
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期，戏剧也不例外。
清王朝长久闭锁的国门被列强以武力强行打开以后，东西方的交往日益频繁。
当“泰西新声共太平洋澎湃而来”的时候，中国的传统戏剧舞台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强烈冲击。
从此一种新式的、能够更好地表现现代民众生活的戏剧形式出现在了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并逐渐得到
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话剧史话》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
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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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淑安，1938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致力于近代戏剧研究。
以广泛收集、调查戏剧作品、发掘戏剧史料为起点，出版了《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编选出版
了近代戏曲作品集、研究资料集和作家的传记、评介及系列考辨文章；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
代卷》；在史料分析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处于转型期的近代戏剧发展演变的轨迹，发表《近代
传奇杂剧的嬗变》等论文多篇，参与编写《中华文学通史》（近现代编），著有《南社戏剧志》、《
话剧史话》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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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作为中国现代话剧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郭沫若以其浪漫派诗人的气质和激情从事戏剧创作，
其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在20世纪20年代的剧坛占有重要地位。
郭沫若（1892～1978），原名开贞，号尚武，笔名沫若、鼎堂、麦克昂等。
四川乐山人。
出身于地主兼营商业的大家庭。
幼年入私塾，受到严格的旧学教育和古典诗文的熏陶，1906年以后，入新式学堂读小学和中学，又接
受了新学和民主思想的影响。
1913年冬郭沫若赴日留学，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
学习医学，获医学学士学位。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西方和印度的哲学、文学著作，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激励下，1919年6月发起组织反日团体“夏社”，并在报刊上发表新诗和第一部
诗剧《黎明》。
1921年7月，他与成仿吾、郁达夫、田汉等组织文学团体创造社，并出版了诗集《女神》。
这本诗集集中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从内容到艺术风格均为现代新诗创作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奠定了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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