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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父亲吃惊地望着眼前刚满15岁的儿子，他不知道陈大悲这些叛逆思想从何而来？
面对摇摇欲坠、风雨飘零的清王朝，作为帝国臣子的父亲只能以父权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了，他严词命
令儿子必须回到他所设计的轨道上来：好好读好圣贤书。
他还期盼着儿子有一天会等到开明的君主的召唤，为国家立功，为家族光宗耀祖。
    但时间毕竟到了20世纪初，那时的中国已经到了全面变革的前夜。
清政府为应对危机，宣布了变法维新，中国从而进入所谓十年新政的关键阶段。
这时的国内士人群体对清政府统治彻底失望，虽仍有立宪和共和立国之争，但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
封建王朝的日子指日可数。
    在思想和文学界，这种革命的思潮如钱塘江之浪潮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
严复所译的《天演论》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的学习开始深入到思想理论层面，而梁启超提出的
以“小说为国民之魂”的主张，则为《官场现形记》等重要作品以及大量文言白话短篇小说相继涌现
奠定了思想基础。
晚清乃至延续到民国初的文学繁荣因此得以出现，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大致在此一阶段基本
完成。
    年轻的陈大悲强烈感受到了时代车轮的轰鸣。
从内心深处，他有着强烈的变革激情，对革命充满着期待。
而对父亲“光宗耀祖”的期许，他有着很强的排斥心理，特别是到了上大学以后。
    进了东吴大学，陈大悲选择就读的是文学系。
而之所以选择读文学，陈大悲明显受到当时社会思潮和苏州人文精神的影响。
    晚清的中国社会，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他们各自都在那儿鼓吹着自己对强国之梦的主张，而
所运用的武器就是在各类印刷品上发表的各类文章。
此时的文学实际上已超出过去传统范畴，呈现出文体的多样性。
新闻、纪实、历史、文学、政论、诗歌、笑话、奇闻逸事等文体出现，其实际社会功能大都与宣扬民
族主义、改良社会风俗、抨击腐朽政治黑暗社会、表达个人情感和观点有关。
而随着翻译小说的涌现和在创作中对西方文化的引用、想象和价值肯定，文学的世界化和世界视野的
出现，极大开阔了当时国民的视野，对国民思想的影响极其巨大而且深远，文学的这种功能和作用是
传统抒情言志的诗文和娱乐消遣的小说所没有的。
    陈大悲由此认识了文学并看到了新文学的作用。
他不能认同父亲对文学的不齿及一向所持的轻视态度，更不认为小说、戏剧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
”。
相反，他认同文学既具有社会功能又有审美作用同时兼有娱乐性这种在当时完全崭新的观念，认同革
命派所认为的应运用文学的通俗性和普及性特点来开发民智、宣传爱国、唤醒民众、刷新政治，从而
达到兴利除弊、富强国家这一知识分子所应担当的历史使命，而这种对文学的认知，影响了陈大悲一
生。
    此外，传芳巷走出来的陈大悲对苏州人文精神充满了景仰，而晚清苏州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其中以
王韬、吴梅、王季烈、章太炎、王国维等为代表，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时代进步性和前瞻性，对陈大悲
的选择文学道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已是大学二年级的陈大悲在如饥似渴读完他所能找到的各类文学作品之后，
忽然发现心中的缪斯女神已是苏醒，他强烈感受到心灵的沸腾、激情的燃烧，抒发的冲动。
这时，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件事发生了，那就是“南社”的成立。
    “南社”1909年成立于苏州，发起人多为南方籍知识分子，取“操南音不忘本”之义命名，鼓吹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倡民族气节，反对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主要创建者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其中柳亚子、陈去病即为苏州吴江人。
“南社”的成立和发展，为辛亥革命做了非常重要的舆论准备，标志着文学为革命服务的目的性更明
确了，文学的战斗性和群众性也大大地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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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社”可谓是近代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社团。
它出现在苏州，前期主要骨干又多为江南士人，这对青年陈大悲影响是巨大的。
而东吴大学开放、包容和西式的学风，又助推了陈大悲对文学和艺术的痴迷。
至此，从时代环境和个人思想基础方面而言，陈大悲已做好“出发”的准备，他要出发了，向着心灵
中的缪斯奔去。
P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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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打开时间之门，拂去岁月留下的尘埃，你会发现时间不仅不能冲淡我们对逝去的事实真相的探究，相
反会让我们穿过时空的隧道看清事物的本质，会让原先不甚明了的东西变得清晰。
时间就像一把筛子，它筛去了浮华与虚无，留下了真实与永恒，让一切归复于平静。
但面对已消逝在时空深处却越发显得闪亮的本书主人公陈大悲先生，我们却不能平静，相信读完这本
传记的你们也和我们一样，也是不能平静。
当最后一个字符从键盘上打出，我们是如此的不舍，不舍与大悲先生“告别”！
在两年多与大悲先生的时空“对话”中，我们试图去全面透彻地去了解他、剖析他，并还原出一个真
实、完整、有血有肉的陈大悲。
我们努力了，也许做得并不完美，我们留下了希望，希望于未来我们在这一版基础上的修订再版；我
们留下了种子，更期许未来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和一切爱着陈大悲的人帮助我们，让陈大悲能更加真
实丰满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我们会继续努力，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更是现实的召唤！
    感谢陈大悲的爱子陈健先生和儿媳陶白莉女士！
年已古稀的他们不辞辛劳地一遍又一遍帮我们找寻那珍贵的历史资料，并尽量多地去回忆他们的父亲
生活和工作的点点滴滴。
尤其是让我们感动的是，他们对书中每一个观点、每一个史料出处的严谨态度和求真精神，让我们后
辈受益良多。
    感谢陈大悲之女陈正薇女士！
她不仅将自己珍藏的许多历史照片拿出来供我们使用，而且她的《梅苑一薇一陈正薇的艺术与人生》
一书也给我们提供了她对父亲陈大悲和母亲刘心珠的回忆和理解。
这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弥足珍贵，它使本书愈发生动、厚实。
    感谢陈大悲的幺女陈玉薇和女婿王长海，他们对父亲的思念和爱已融化在本书中，相信读者朋友们
能体会到的。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花城出版社相关工作人员，感谢詹秀敏社长和林宋瑜编审，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
，本书不会如此迅速、如此高品质地呈现于我们面前。
    同时感谢北京步涛文化交流有限公司的全体员工，他们数十次进出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及各高
校、研究机构图书馆、资料馆翻阅查找资料，他们在资料收集和整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最后，我们得向研究陈大悲的学者、同仁致敬！
你们研究陈大悲的学术成果对我们从更高层次上认识和理解陈大悲提供了理论依据，本书中我们也采
纳了你们的一些观点，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并荣幸地写下你们的名字：韩日新、黄振林、胡德才、
张健、胡宁容、梁淑安、文硕⋯⋯    “我不与人争；因为无人值得我争：    自然系我所爱，其次则为
艺术：    我在生命之火前暖手：    火尽了，我即告辞。
”    这是西方近代杰出诗人Walter S.Landor(兰道尔)的一首诗，陈大悲很是喜欢，现照录于此，作为不
是剧终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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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陈大悲在戏剧上的地位是和胡适之在文学上差不多的，虽然他的影响没有后者远大。
”    ——向培良(著名戏剧研究专家、作家)    “大悲既有剧学的素养，又有舞台上的经验，无怪他创作
的剧本，读下去如身入其境。
”    ——徐半梅(20世纪初著名戏剧文学家、演员)    “对于新式话剧实有筚路蓝缕、以肇山林之功，可
以说是新剧界的陈胜与吴广。
”    ——苏雪林(著名作家、学者)    “我幸而遇到一位从上海方面来的、有实践经验又确实热衷于话剧
运动的大师陈大悲。
”    ——李健吾(戏剧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    “陈大悲自己曾经编过许多剧本，都是有对话的，有
结构的，在中国编话剧的人，大概要算他是最早的了。
”    ——马彦祥(戏剧理论家、活动家，知名戏剧导演)    “他在中国是第一个设学校研究戏剧的人。
”    ——怡：《话剧先锋陈大悲》    “陈大悲煞费苦心构想的这个名字‘话剧’，从戏剧自身的特点
出发，竟十分贴切，以至终于六年后，得到以洪深、田汉、欧阳予倩为首的诸多戏剧家的肯定，一直
沿用至今。
”    ——胡宁容(中央戏剧学院教师)    “作为中国现代讽刺喜剧的早期开拓者之一，陈大悲对于中国现
代喜剧史的贡献仍然不应被抹煞。
”    ——张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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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大悲，中国现代戏剧先驱。
他是中国话剧的命名者、中国现代话剧第一本入门书《爱美的戏剧》的编著者，也是中国第一所培养
现代话剧人才的学校——北京人艺剧专的创办者。
他是著名新剧社团春柳社的重要成员，中国话剧最早的职业演员、导演之一。
《化蛹为蝶(中国现代戏剧先驱陈大悲传)》作为陈大悲先生的唯一传记，以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从生
活到艺术，全面描述陈大悲的成长、戏剧观念以及对中国新剧的贡献。
本书由李民牛、陈步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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