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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浙江抗战戏剧运动的形成特点和发展倾向
＊

摘要:以金华为中心的浙江区域性抗战戏剧运动 , 以及他们随抗战局势进入永安 、 赣州的戏剧

活动的存在 , 是抗战宣传文艺活动对当地影响最大的文艺运动 , 对该戏剧运动的形成和艺术倾

向的分析 , 不仅是对抗战文艺史的补充 , 更是对当今繁荣文化市场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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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FormationCharacteristicsandDevelopmentTendency

ofZhejiangAnti-JapaneseWarDramaMovement

GAOZheng, ZHANGLe-yang, YEZhi-liang

Abstract:TheregionalAnti-JapaneseWardramamovementinZhejiangProvinceandcenteredinJinhua

enteredYong' anandGanzhouwiththedevelopmentofthesituation.Thedramaactivitiesasthepropa-

gandaculturalactivitiesoftheAnti-JapaneseWarexertthegreatestinfluenceonthelocalliteraryandar-

tisticmovement.Theanalysisoftheformationandartistictendencyofthedramamovementnotonlycom-

plementstheliteraryandartistichistoryoftheAnti-JapaneseWar, butalsoprovidesadirectreferencefor

theprosperityoftoday'scultural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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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抗战期间 , 以金华 、 永安 、 赣州等地为中心 , 曾掀起一个颇具声势的 “东南抗战文艺运动 ” , 持续

时间达八年之久。因这一文学运动的存在 , 使战时东南文艺得与大西南文艺 、 西北根据地文艺鼎足而

立 , 构成我国抗战文艺的整体。尽管它在运动规模与创作实绩上还难于同西南 、 西北相匹敌 , 但其实

际的存在毕竟显示出不可或缺的文学史意义。而抗战戏剧宣传作为文艺活动的一种 , 也在此中蓬勃开

展着 , 乃至成为了这期间对当地影响最大的文艺运动。本文着重以金华为中心的浙江区域性抗战戏剧

运动 , 以及他们随形势进入永安 、 赣州的系列戏剧活动为研究对象 , 论述该戏剧运动的形成特点和艺

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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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抗战戏剧运动所处的地域格局

就时局而言 , 当时我们的民族正在遭受空前的劫难 , 民族解放战争的烈火也在四处燃烧。面对中华

民族的浩劫与奋起 , 文艺界人士当以更充沛的热情投入民族自救 、 自立的斗争 , 同时也必使其于 30年

代初的文艺活动在战争赐予的激荡的时代生活中受到锤炼。从抗战初期到 40年代 , 他们始终处在旺盛

的创作状态中 , 创作数量之巨 , 在战时作家中是少见的;其作品关注着民族和人民的命运 , 尤其是在

表现民族灵魂 、 思索战时症结问题等方面体现出显著特色 , 在战时中国文艺中有很高的艺术品位 。从

这个意义上说 , “东南抗战文艺运动 ” 的戏剧运动在我国现代戏剧发展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战时文学新格局的建构 , 是由于我国抗战文艺呈区域性展开的独特形态决定的。如果说 , 战前的文

艺主要集中在北平 、 上海等大都会 , 那里成为作家们的主要集结地 , 那么 , 随着河山破碎 , 国土分裂 ,

交通阻隔 , 作家们的活动区域势必改变 , 而形成区自为战 、 人自为战的格局。当时的茅盾曾分析认为:

“像抗战以前的上海那样的文艺中心 , 今人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事实上 , 今人的中国文坛已形成了好几

个重心点 , 重庆是一个 , 而桂林 、 延安 、 昆明 、 金华 , 乃至上海 , 也都是其中之一。这许多地方 , 各有

若干作家 、 戏剧家 、 导演 、 演员 , 站在抗战文艺的岗位上努力。这是一种 `人自为战 ' 的方式 , 然而

目标是一个 , 步骤是一致的 。”[ 1]这里提到当时的浙江金华也是抗战文艺的 “重心点 ' 之一 , 它具备了

足以同全国几个著名抗战文艺中心并列的优势地位 , 足见其影响之大 。这个文艺 “重心点 ” 是 “八一

三 ” 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就形成的 。因其时上海 、 南京 、 杭州等大都市相继陷落 , 文化人纷纷南下 , 又

加以浙江的政治 、 文化中心南迁 , 地处交通要冲而又是浙江临时省政府所在地的金华 , 遂 “一跃而成

为东南文艺的据点 ”。当时汇聚金华的文化 、 文艺团体有十余个 , 本省与外地作家数十人 , 创办报刊 30

余种 , 抗战文化 、 文艺活动极一时之盛。更重要的是这个 “文艺据点 ” 还形成强大的辐射力量 , 以此

为中心很快促成抗战文艺在全省铺展的蓬勃声势 , 而且其影响所及 , 还造就整个东南地区抗战文艺的

繁盛。随着战局的变化 , 区域分割态势愈益分明 , 浙江作为东南文艺中心的地位就更为显著。浙江作

家邵荃麟意识到在 “区自为战 ” 的情势下 , “在军事上东南事实上将形成独立军区 , 因此文化上也必须

建立自给自足的中心区域 ”;而就人才 、 物质 、 文化条件说 , 东南诸省均仰给于浙江 , “浙江文化运动

的主要任务 , 就是建立东南的文化中心 ”[ 2] 。正是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 , 浙江抗战戏剧宣传在一个新的

文艺运动到来并发展势头迅猛向前推进时 , 必会以更自觉的姿态投入 , 也必会有所作为。

浙江抗战戏剧运动的形成特点

在以往对抗战文艺的研究中比较注重以 “文协 ”、 “第三厅 ” 为主的官方性文艺活动 , 以及由共产

党直接领导的各文艺救国团体的活动 , 而事实上 , 在浙江战时戏剧运动中 , 除了上述有党政组织的外 ,

民间自发的也不在少数 , 他们不是被发动的 , 更不是职守所系 , 而是基于保家爱国的朴素观念参与其

中 。比如北大教授柯璜 (台州桐屿人 )在先后撰写 《九一八告日本书 》 、 《一二八告同胞书 》、 《敬告日

本军民同志应运速起大革命书 》、 《河山老人恢复失地予言歌 》、 《豕人骑狮予言歌 》 等 , 自费印成传单

在国内散发后 , 还直接邮寄给日本天皇和首相 , 日本首相犬养子远———因在对华问题上与少壮主战派

意见相左 , 后来在政变中被刺杀———给柯璜回信赠诗:“百虑谋犹拙 , 一言迷自开 , 忌心都去尽 , 何复

病尘埃。” 他还书写文天祥 《正气歌 》 四条屏 , 自费刻石碑拓印分赠全国师厅以上文武官员 , 鼓舞全军

抗日将士斗志 , 并多次资助三门县学生抗战演出 , 这些举动 , 尤其是邮寄传单给敌酋 , 绝不是当时任

何一个党派或团体会去指派他做的 , 同样 , 用家财资助戏剧演出也完全是个人行为。再如天台人孙平

与王鉴标 (王超)、 金宝璋等秘密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简称民先 ), 公开名义叫 “兴平会 ” , 每

个成员起了个带 “平 ” 的名字 , 如王超叫王怡平 , 金宝璋叫金望平 , 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 他们还

在俞德丰 、 俞菊生 、 叶宗淦等辅导下 , 与新中学生组成自强话剧团 , 王以强为团长 , 排演话剧 《八一

三之夜 》 等 , 在县城及乡村演出 , 他们的活动甚至有明显回避其他党政涉入的意图。

这种依热情而迸发的自发者社会范围很广 , 乃至投入抗战戏剧运动者很多先前没有接触过戏剧。

比如处于战时东南前哨的温州 , 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宣传风起云涌 , 如火如荼的抗战戏剧活动激发了大

众的参与热忱。温州平阳金乡镇 (今属苍南县 )人夏野士 (又名夏公谕 )。曾做过记者 , 他自己回忆参

·36·



第 2期 高　铮　张乐养　叶志良:论浙江抗战戏剧运动的形成特点和发展倾向

加戏剧运动时说:“那时 , 我们这批 20来岁的热血青年 , 从投身抗日救亡宣传 , 到参加救亡演剧队 ,

大多得益于抗战初期救亡戏剧洪流的启蒙。事实上 , 我对戏剧本是门外汉 , 完全是抗战的力量帮助了

我 , 假如没有抗战 , 我相信我是不会拿起笔来写剧本的。” [ 3]结果夏野士就是这样走进了抗战戏剧运动。

而且自发到淞沪前线宣传抗战 , 被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看中 , 加入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 , 随队奔赴内

地进行救亡宣传活动的。上海失守后 , 他返回家乡平阳县 , 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创办的 “抗日救亡

干部学校 ” 工作 , 后又到永嘉 (今温州)抗日自卫委员会办的 《先锋 》 半月刊杂志社任主编 , 继续创

作剧本。当然此时夏野士的戏剧活动就由自发转为有组织的了。投入抗战戏剧运动的人 , 在初期以自

发为多 , 但一般都会随着深层介入而融入组织中 , 夏野士代表了这个运动群体的集体指归 , 像柯璜这

样始终是自发活动的反而是个类了 。

由于民间自发投入战时戏剧运动的实绩难以形成历史资料 , 即使有 , 也未及进行大规模的整理 , 所

以民间自发形成的抗战戏剧运动多不见于文学史。但研究浙江抗战戏剧运动的形成时 , 必须关照到其

自发性 , 而且这种自发 , 也是它作为戏剧运动存于中国戏剧发展史的一种独特性。之后中国戏剧的几

次革新乃至运动基本是自上而下的 , 很少有自发的因素。所以对浙江抗战戏剧运动自发性的提出 , 也

是基于发掘其对当代戏剧发展的价值。

分析时势可知 , 浙江抗战戏剧运动的形成所表现出的自主性 , 是需要一定的现实条件的。当时政府

提倡军事第一 , 自然放松了对文艺的监管力度 , 为该运动的自发性提供了温床 ;其次 , 救亡图存的焦

虑和全面抗战的号召又激发了各界人士投入自发性抗战戏剧运动的冲动 。可以说 , 对戏剧运动自发性

的培养和支持 , 上述物质和精神的条件都必须具备。这是浙江抗战戏剧运动对当今戏剧发展的两点关

照 :缺失宽松的发展空间 , 戏剧的自发运动将流于形式 , 更谈不上繁荣 ;同样 , 没有精神的感召 , 戏

剧的自发运动将偏离方向。

就浙江抗战戏剧运动的全局看 , 党政团体本是有部署的 , 但因为戏剧活动自主性的存在 , 加之战时

形势考量不具备前瞻性 , 各戏剧团体往往是各自为战 , 比如刘奎斗回忆抗日战争爆发后 , 浙江大学为

做好护校 、 组织力量后援抗敌 , 在浙江抗敌后援会的授意下 , 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浙江大学抗敌后援

联会 , 下面就有募捐 、 慰劳 、 宣传 、 交通 、 侦察奸细 、 纠察消防等部门 , 开始彼此还有联系 , 但 “随

着战局的转变 , 音信阻隔 , 该联会的活动也就自己做了 ”。其他如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 、 杭州大中专院

校和中学抗敌后援会 (刘奎斗都兼任主席一职)基本也这样 , 很多宣传组织自主转移 , 甚至不知所终。

再有天台大公中学抗敌戏剧社 , 本是台州大公中学剧团 , 后吸纳宁海旅沪杭甬同学会成员成立了抗敌

戏剧团体 , 抗战期间一直在浙江流动演出 , 各地文化馆大都有对他们到本地进行戏剧宣传的文字甚至

图片记录。说明他们在浙江各地的巡回演出绝对有数次之多。一般而言 , 若一个民间抗战戏剧团体到

一处宣传次数不多 , 不大可能被当地文艺界熟悉 , 更难以被记载下来。类似的流动剧团被记载的自然

不止于一个大公中学抗敌戏剧社。所以战时的戏剧活动呈现出很强的流动性。王嘉良总结的所谓 “哪

里有抗日的烽火 , 那里就有抗战戏剧运动 ” [ 4]正是对该特性的形象阐释。

浙江抗战戏剧运动的流动性 , 不仅仅指戏剧团体活动范围 , 还指参与其中的人事流动 。比如浙江绍

兴人董秋芳曾经流动于杭州 、 嘉兴等地 , 后甚至到天津 、 福州 、 永安等外省进行抗战宣传。对于抗战

戏剧运动的流动性 , 以往学者论述颇多 , 笔者在实证资料后认为造成人事流动的主要因素大致有以下

三种。第一是组织安排 , 比如为大家熟悉的邵荃麟和葛琴夫妇 , 两人在开展抗战文宣历程中 , 多次服

从党组织的安排调动工作。第二是个人主观意愿使然 , 这部分人一般是戏剧运动的基层人物 , 自主性

本就很强 , 因种种原因作出的决定自然有很大的随意性 , 他们的记载不多但却是抗战戏剧运动人事流

动的主流 , 好比人民虽然创造了历史 , 但历史只书写英雄一样 , 他们无法像邵荃麟和葛琴那样被记载

下来 , 我们也无从确切地证实其流动的原因和趋向 , 只能将心比心地臆度。第三个因素比较悲壮 , 那

就是一个流动的戏剧团体瓦解了 , 其成员只得流动他处 , 加入其他组织继续戏剧宣传。在浙江活动的

抗战戏剧团体除少数几个如 “民众教育施教团 ” 等 , 几乎都有分 、 合 、 散 、 续的经历 。比如 , 温州瑞

安中学曾组织学生剧团计划赴沪演出 , 结果因中途演员流失严重而改为新闻清唱团 , 最后也没有他们

到达上海的记载。

当继续深入分析这个因素时 , 浙江抗战戏剧运动第三个特性 ———危险性———就显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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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本身即杀戮 , 浙江抗战戏剧运动的危险性自不必待言 , 但将其与通常发生的戏剧运动相比 , 抗

战戏剧运动就有它的危险性 。毕竟 , 我国自 19世纪中叶始肇百年战乱中 , 只有在八年抗战期间才产生

过全民规模的战务性戏剧运动。而后规模相当的戏剧运动基本是和平环境下进行的 , 所以时至今日 ,

抗战戏剧运动的危险性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进一步讲 , 学界公认的纵亘八年抗战的

戏剧运动中心点有 “重庆 、 桂林 、 延安 、 昆明 、 金华 、 上海 ” 六个 , 其中唯有浙江 、 上海是沦陷区 ,

斗争形式最为残酷 , 而上海在汪逆附日 、 租界沦陷后 , 抗战戏剧运动日渐寥落 , 所以说以金华为中心

点的浙江抗战戏剧运动是当时最具有危险性的。

作为浙江抗战戏剧运动中心的金华 , 活跃着八婺女中中心剧团 , 据许杰回忆 , 1938年春的一个上

午 , 金华遭到了日机的狂轰滥炸 , 炸弹爆炸的声音像连珠炮 , 警报解除后 , 三清殿的几十个壮丁被炸死

了 。八婺女中被炸了 , 中心剧团也被炸毁了 , 幸好没有人员伤亡。这只是记录了她们经历的一次极

“幸运 ” 的空袭。事实上 , 中心剧团自建成到解散 , 一共有刘嘉 、 钱惠儿等 8名团员在戏剧运动中

牺牲。

杭州余杭人高文达在抗战时承担了许多宣传印刷工作 , 杭州沦陷后 , 辗转到永安 , 在永安改进出版

社印刷厂当厂长。当时的永安是日寇 “无差别轰炸 ” 区 , “到处是喊娘叫爹和哭儿泣女 , 更有逃命来不

及的炸飞了的尸体 , 倒挂在残墙上 。还有没来得及逃命的人 , 尸体又被火海吞灭。那些烤胀了尸体的

肚皮 , 时不时会发出爆炸开来的惨震人心的怪声音。火烧尸体的味道特别难闻 , 令人恶心。”[ 5]但大家

不顾艰辛与恐怖 , 继续印刷抗日宣传品 , 给包括抗敌街头演剧团在内的宣传工作团到永安城内的中华

路 、 大同路 , 省府路 、 西门街等繁华地区分发。结果在被称为 “永安浩劫 ” 的大轰炸中 , 他的妻子邵

铸华和儿子高熊飞被炸断手臂 , 终身残疾 , 他自己则献出了生命。高熊飞后来回忆说 , 日寇空袭时 ,

街头演剧团在演活报剧 , 有人来不及疏散 , 也被炸死了。

再如台州箬横镇人林林 , 抗战初期他在海门组织春野救亡剧团 , 任导演 。 1940年在派往政治部第

三厅的上任途中为规避空袭而发生车祸遇难 。

除却战事的威胁 , 由于条件恶劣 , 参与浙江抗战戏剧运动依然是危险的。比如天台人齐德夫 , 抗战

爆发后 , 任中共台州临时工委委员 、 中共天台县工作委员会书记。曾帮助大公中学组织大公剧团。

1938年 10月 24日 , 在下乡带队演出的返城途中得急病 , 翌日病情恶化逝世。

综上可知 , 浙江战时戏剧运动比之于大后方戏剧运动 , 其危险性尤为突出 , 抗战戏剧宣传绝不仅仅

是几句口号和几面旗帜 , 而是意味着牺牲。

浙江抗战戏剧运动的发展倾向

浙江抗战戏剧运动的勃兴 , 最直接原因当是抗日战争所带来的中日两国在军事 、 政治和文化上的

冲突。汪子美回忆自己的抗战活动说 :“战争与文化的关系愈趋密切 , 文化在战争中的地位亦更属重要

了 ;尤其是民族革命的战争 。其战争的性质 , 是综合性的国力战 , 这国力是包括国民生活各部门的总

汇 ;文化是占着其中最重要的一部门 。” 这位战时文艺的投入者对战争文化如此深切的理解 , 既是基于

其切身体验 , 同时也源于他对战争文化的深刻透视 。历史昭示着一条明晰的道理:战争既是人类力量

的角逐 , 同时也是产生雄浑艺术的温床 , 而战争催生的文艺运动必然具有回馈式的功利倾向 。

具体到我国的抗战文艺 , 自然也应作如是观 。在中国现代史上 , 抗日战争是一场何其惨酷激烈而又

何等激励人心的伟大战争 ! 战争的伟力是以全民族的广泛投入 、 浴血奋战并最终取得我国自近代以来

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次获取完全胜利的辉煌结局而显示出来的。其间的丰功伟绩难于历数 , 最值得珍视

的一条自当是弘扬优秀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文化意义。在整个战争期间 , 与民族的空前浩劫并存的是

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 .中华民族素来就有的团结御侮 、 同仇敌忾的主体精神闪射出从未有过的耀眼光

芒 ;而全民族整体战争所显示的威力是 :这场战争既是军事战 、 政治战 、 经济战 , 同时也是文化战 ,

因而其文化意义是包含在内蕴特质与外在表现两个层面上的。郭沫若于战初即指出中国抗战的文化意

义 , “目前的世界很显明地划分成了两个阵营 :一边是克制着兽性 , 发挥着理智 , 把人类推动向进化一

方面走;一边是发挥着兽性 , 克制着理智 , 把人类推动向退化一方面走 。这两大阵营是壁垒森严 , 而

且是普遍于全世界的。西欧诸国的情形我们暂且不提。在目前我们中日两国的战争 , 不正是这两个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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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短兵相接吗 ? 这抗战可以说是理性与兽性之战 , 是进化与退化之战 , 是文化与愚化之战。” [ 6]他在

另一篇 《抗战与文化 》 一文中对抗战现实状况的概述和演绎 , 也道出了战时戏剧艺术不得不关注社会

现实 , 积极地传达对现实的认识 、 理解和评价的客观必然性 。

浙江抗战戏剧运动的参与者们确实遵循了这一原则 , 从而使之体现了强烈的功利倾向 。比如 , 董秋

芳在 “文救会 ” 救亡剧团成立后 , 进行过具体指导。他在 《抗战期中的戏剧 》 和 《对救亡剧团说几句

话 》 这两篇文章中都认为 “最具形象的戏剧艺术尤其应该极度地发挥它的抗战的武器的效用 ” , 鼓励戏

剧工作者在实践中努力。从戏剧艺术价值观念的角度看 , 这种源于现实责任和历史使命的创作态度与

方式是与直接的现实功利 、 战斗的实用意图相互交融在一起的。戏剧作品的价值直接地与社会生活进

程密切相契 , 由于有自觉的信仰和坚定的信念来驱动 , 使那些积极的精神状态和价值态度也就相应具

备了宏大的历史容量 , 形成了注重戏剧艺术对现实的作用和责任的功利倾向 ,

事实上 , 这种功利倾向影响下的好作品层出不穷 。比如 1937年 7月 7日 , 卢沟桥事变爆发 , 群情

激奋。夏野士受到抗日热情的激励 , 激昂地说 :“我就不顾一切地拿起笔来写我自己要写的剧本了。”

独幕话剧 《保卫卢沟桥 》 便在卢沟桥一声炮响后的第二天挥笔写成。 《保卫卢沟桥 》 紧密配合形势 , 迅

速反映了揭开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 , 展现了中华儿女奋起抗战的热情 , 发出了 “保卫卢沟桥 ”、 “保卫

华北 ” 的正义呼声 , 获得极大成功。这类 “主题先行 ” 的作品 , 占据了绝大多数剧目。当时仅以卢沟

桥事件为题材的成功剧本 , 还有由上海剧作者协会会员集体创作 (后署名中国剧作者协会集体创作 )

的三幕剧 《保卫卢沟桥 》, 文赛闪创作的独幕剧 《保卫卢沟桥 》 , 陈白尘创作的三幕剧 《卢沟桥之战 》,

田汉创作的 《卢沟桥 》, 胡绍轩的独幕剧 《卢沟桥 》, 张季纯创作的独幕剧 《血洒卢沟桥 》 和吴若创作

的独幕剧 《卢沟桥之夜 》 等。

再如骆宾基的多幕话剧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 》 , 展示出抗战大时代中先进 、 落后和介乎两者

之间的女性形象 , 用以启示和鼓舞广大妇女将自身解放与民族民主革命的大前提紧密地联系起来 , 勇

敢地跃入时代激流中去。该剧在越剧发源地嵊县的自发演出 , 曾引起轰动 , 演员的表演完全不能和本

地的专业演员相比 , 但就是剧目的主题打动了观演眼光比其他地方 “挑剔 ” 的嵊县人 。

浙江抗战剧运大众化的倾向 , 第二个标志和其流动性息息相关 , 那就是传播范围的深入乡土 。战前

的文艺主要集中在北平 、 上海等大都会 , 那里成为作家们的主要集结地 , 那么 , 随着河山破碎 , 国土

分裂 , 交通阻隔 , 作家们的活动区域势必随之改变 , 而形成各自为战 、 区自为战的格局。我国战时文

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肩负抗战救亡重任 、 承担民族解放使命要求的进步文艺工作者 , 面对已经变化

了的情势 , 纷纷走出大都市 , 挺进到内地小城 , 乃至落后的穷乡僻壤。比如共产党员宋成志在抗战期

间 , “先后在浙江台州各县以及景宁 、 新昌等广大农村执导并参演 《木头人 》、 《流亡曲 》、 《打回老家

去 》、 《放下你的鞭子 》、 《回春之曲 》 等 , 后又离开浙江到省外进行抗战戏剧宣传 , 基本都是在乡村活

动 ”[ 7] 。

战时浙江剧运大众化的倾向另一个重要标志是 , 各行各业参与其中的抗日救亡戏剧团体的出现如

雨后春笋。由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戏剧团体遍布东南各地 , 我们统观流动于整个东南区域 (金华 、 永

安 、 赣州)的抗战剧团不下千个。如 :抗战浙江流动剧团 , 是刘保罗 、 刘孟壬借浙江抗敌后援会之名 ,

由来自上海的戏剧工作者和杭州师范的师生组织起来的 , 后邵荃麟加入 , 更壮大了宣传力量。他们在

浙西 、 浙东一带巡回演出 , 宣传抗日救亡 , 对唤醒民众起来抗日起了很大作用。战时金华文化中心也

拥有演剧团体 12个。据绍兴 《战旗 》 杂志的一份资料表明 , 抗战前期两年间 , 仅活跃在绍兴三 (战)

区的戏剧团体就有战地剧团 (绍兴)、 越王魂剧团 (绍兴)、 越吼剧团 (绍兴 )、 流动剧团 (诸暨)、 抗

卫剧团 (上虞)、 抗建剧团 (萧山)、 吼声剧团 (绍兴 )、 景贤剧团 (绍兴 )、 血花剧团 (海盐 )、 业余

剧团 (诸暨 )、 政攻剧团 (上虞)、 星星剧团 (余姚 )等 12个。这样的戏剧密度在平时是极难想象的。

具有特殊意义的还有 1939年成立的金华战时戏剧训练班 , 他们在金华演出过话剧 (也称时装剧) 《古

城的怒吼 》 , 其培养模式对于时下我国艺术类高职院校以及某些民营艺术剧团采取的实训培养模式具有

相当的借鉴意义。

戏剧团体遍布各行各业 , 构成了不受职业 、 年龄 、 社会阶层限制的格局。其中有隶属军队的 , 郭沫

若负责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下辖的抗敌演剧队 , 在东南各战区进行巡回演出;活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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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一带的浙江省抗日自卫团总司令部与浙江省军管区政治部联合组成的抗战剧团 , 以及第三战区特

别党部话剧二团 、 军委会政治部剧宣工队 、 空军剧团等。第二类戏剧团体 , 是各种性质的战时服务团 、

协会自发组织的。如战地服务团 , 在共产党员 、 著名学者杜国库的带领下 , 来到金华城乡开展抗战文

化宣传工作 。这个团有成员二三十人 , 大多为文化界知名人士 , 如林默涵 、 何家槐 、 王亚平 、 石凌鹤 、

麦新 、 柳青等 , 团内的戏剧工作由石凌鹤负责 , 演出了 《放下你的鞭子 》、 《民族公敌 》 等流行活报剧。

上海市各界慰劳第三战区将士流动剧团在团长吴大现的率领下 , 也来金华等地开展抗日戏剧活动 。此

外较有影响的剧团还有:浙江流动剧团 、 浙江省战时剧人协会 、 绍兴战旗剧团等 , 绍兴战旗剧团甚至

还不定期地刊印有关戏剧的杂志 《战旗 》。还有一类是教育系统自发形成的剧团 , 如浙江省战时文化副

业委员会中心剧团 , 湘湖师范嘈嘈歌剧团 , 天台大公剧团 , 金华八婺女中剧团等。

战时浙江剧运大众化倾向的第三个表现 , 是派生出了哑剧等新戏剧形式。它克服了话剧等下农村

进山乡后 , 观众听不懂所说的对话和所唱歌的词的困难 , 赢得了社会各个层次的认同 。在浙江 , 最早

编导演出哑剧的是尹庚 , 他的 《在高高的山冈上 》 、 《当自己要活的时候 》、 《艺术家与小丑 》 三部哑

剧 , 尹庚回忆演出 “效果意外的好 , 后来新四军军部演出招待外国记者 , 记者的介绍在国际间扩大了

影响 , 给人以难忘的深刻印象 ”[ 8] 。至于仅出现于抗战时期的活报剧 、 街剧 , 作为他们的拿手好戏更成

为大众最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拉格拉夫的观演理论认为 , 剧场体验是群体性的 , 发生在剧场中的反

馈是多角反馈 , 这种特点可以有效调动观众的参与情绪。戏剧传播一旦大众化 , 做到和接近日常生活

的感知方式 , 在引导观众从感觉到思考 , 最大限度地保证观众的注意效果和记忆 、 理解效果方面 , 具

有文字和其他媒体难以替代的作用 。邹树文说: “他们的戏剧演出不分白昼 , 经常前线的最新战报一

来 , 就被他们当内容演给大家看 , 有时演出接近火线 , 漫天的硝烟和枪炮声倒让演出的舞台美术和配

乐省事了。 ……那时也有油印小报等宣传品 , 量少 , 且大家不认字 , 所以士兵和百姓是通过看戏了解

战事发展的 。 ……很多台词都成了大家的口号。” [ 9]

对于浙江抗战戏剧运动大众化倾向的分析 , 可知它们不仅仅是戏剧传播的内容在发生变化 , 更重

要的是 , 它们还表明戏剧家以现实为基点 , 以战争形势为契机 , 在戏剧所提供的交流范围的框架内 ,

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让戏剧承担新的功能的历史责任。不仅为日后戏剧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 而且其

本身也成为日后戏剧文化建构的有益案本。

结　　语

浙江抗战戏剧运动 , 既是作为战时需要而进行的一场目的明确 、 轰轰烈烈的文化宣传 , 又是一次深

刻而成功的戏剧大众化历程 。以往的戏剧革新 , 包括文明戏革新和爱美剧运动等 , 都只发生在北京 、

上海等中心城市里 , 还无法和传统地方戏曲一样让浙江民众接触到。而如火如荼的抗战戏剧运动中 ,

戏剧工作者为适应抗战新形势的需要 , 采取了戏剧战线上的 “游击战 ” 和 “散兵线 ” , 纷纷组织流动戏

剧团体 , 深入农村乡野 、 内地甚至抗日前线 , 以极大众化的艺术形式 , 声援着上海抗战戏剧 , 并把新

的戏剧形式传播到浙江极其周边地区。浙江抗战戏剧运动在浙江戏剧发展史上是首次大规模的普及 ,

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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