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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剧运动是中国现代的一个非主流文化关注，是个生不逢时的“悲剧性”存在。
1920年代，一群海外留学回国的热血青年余上沅、熊佛西、赵太侔等，倡导以“爱尔兰戏剧运动”为
蓝本，进行中国的戏剧革新。
尽管时间短暂，但它在理论倡导、戏剧教育、改革实验、西方戏剧理论译介，以及中西戏剧比较与整
合方面产生了重要的意义。
　　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作者从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艺术与人文等多个角度对国剧运动进行
深入的探讨，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
作者对国剧运动倡导者怀有深厚的人文主义关怀，字里行间饱含着浓郁的感情，这与当前不少学术成
果对研究对象的“隔膜”甚或“冷漠”恰成鲜明、对比。
《戏剧的救赎：1920年代国剧运动》的出版无疑、当前中国现代戏剧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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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为宜，1956年出生，湖南茶陵人。
北京大学访问学者，师从温儒敏教授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访学期间获得北京大学授予的“创新成果奖
”。
现为河池学院中文系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主任，副教授；广西写作学会常务理事，广西语言文学学会理
事，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
合著学术著作2部，参编教材3部，主编大型辞书1部；在核心期刊与其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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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国剧运动诞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第二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戏曲的批判我们今天能够以较平
和的心态来看待和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
不管我们以哪种意识形态来审视，或者出于什么目的进行叙述，我想都应该承认，五四为我们提供了
对事物的另一种思维方式。
“从来如此，便对么？
”习惯于盲从的人们终于开始用怀疑的、审视的目光来看待我们的文化源流和现实社会。
新文化运动有明确的指向性，审视和批判的目光集中在传统文化上，而戏曲艺术的非经典性、戏曲文
化的边缘性和综合性更能引起人们的检视和否定的动机。
于是批判的迅猛、集中、尖锐不亚于对运动的总标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彻底否定。
《新青年》不仅肩负了文化革命的重任，也同时肩负了戏剧建设的重任。
杂志的第2卷至第5卷，连续登载了当时已有巨大声誉和影响的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北大
教授的文章，还登载了欧阳予倩、张厚载、傅斯年、方孝岳、宋春舫等人关于文学、关于戏剧改革的
文章。
《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登载了钱玄同于2月25日给陈独秀的信，以《通信》为题，钱
玄同的信中由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中关于“不用典”的主张，于是就说到戏曲了，“传奇诸作，
即不能免用典之弊。
元曲中喜用四书文句，尤为拉杂可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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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对“国剧运动”的研究，是我2005至2006学年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导师温儒敏先生建议我做的
访学研究课题。
记得是刚去北大不久，在一次导师的博士研究生研讨课下课后，先生问我准备做什么方向的研究，当
时正是我十分彷徨的时候，访学前有过思考，来北大后又重新作了选择，但都被自己逐一推翻了。
我把这种尴尬告诉先生，于是先生对我说，“国剧运动”的研究是学术的新的生长点，很值得深入地
探讨。
听了先生的一席话，甚有茅塞顿开的欣喜，于是不揣鄙陋，当即就决心斗胆一试。
有了方向就好办了，我把访学的计划留出进行“国剧运动”研究的空间，重点就是利用北大丰富的图
书和学术资源，为“国剧运动”研究搜集尽可能翔实的资料，为深入的探讨做好前期的思想和学术的
准备。
于是复印资料、购买图书、做读书笔记、拍摄影像资料、听学术报告等，忙得不亦乐乎。
第二个学期把提纲写好后，拿去请教先生，先生又提了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心里面有底了。
访学回来后，颇为踌躇满志，决心在一年内争取写出初稿，现在看来真是不切合实际，首先，研究对
象是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一次重要的戏剧革新运动，但因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既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又得不到客观公正的对待（这也正是研究价值之所在），要对它做全面深入的研究还涉及很多艺术
领域，已搜集的资料还不够，常因此而辍笔，于是除了购买图书，还托在北京学习的同事到北大图书
馆去复印资料；其次是，研究的成果是偏重于文学史的构建，还是以学术的争鸣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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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戏剧的救赎:1920年代国剧运动》是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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