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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田汉在中国抗战戏剧中的地位

— 为纪念田 汉诞辰 10 0 周年而作

蔡定国

田汉是中国现代戏剧运动的拓荒者之

一
,

也是中国抗战戏剧的奠基者之一
。

他在

中国抗战戏剧运动中堪称楷模
,

他在中国抗

战戏剧创作中竖起 了一块丰碑
,

他在中国抗

战戏剧理论上飘扬起一面火红的战旗
。

一
、

田汉在中国抗战戏剧运动中堪称楷

模

1 9 3 7 年
“
七七

”
芦沟桥的炮声

,

震撼了沉睡 的

华夏大地
,

震撼了每个炎黄子孙的心灵
.

富有强烈

爱国主义精神的田汉
,

更是心情激荡
,

义愤填膺
。

他

以笔作刀枪
,

挥毫疾书
,

仅用几天时间便创作完成

了四幕话剧《芦沟桥 》
,

在南京大华
、

国 民
、

新都
、

首

都戏院首演
,

擂响了中国戏剧舞台全民抗战的战

鼓
。 、

抗战八年
,

他先后在南京
、

上海
、

武汉
、

长沙
、

桂

林
、

昆明
、

重庆等地奔走呼号
,

为抗扩宣传竭尽全

力
。

在上海
.

田汉
“

受到了郭沫若
、

夏衍等人 的欢

迎
,

立即投入了上海文化救亡协会的工作
.

又与欧

阳予倩
、

周信芳等发起组织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

会
,

筹建上海救亡演剧队
”
①

。

在上海
, “
田汉还与郭

沫若
、

夏衍冒着战火赴上海郊区南桥
、

南翔
、

嘉定等

前线慰间
;

与范长江
、

刘保罗等赴大场前线夜访
,

慰

问抗 日战士
” ②

.

在上海
,

田汉热情支持上海文化界

救亡协会创办的《救亡 日报 》
,

积极为该报撰稿
.

在武汉
。

田汉应周恩来的邀请
,

出任国共合作

的军委会政治部三厅 (郭沫若任厅长 )第六处处长
,

主管艺术宣传工作
.

田汉将
“
各地来汉的戏剧团体

,

以上海演剧队为骨干
,

统编为九个抗敌演剧队
,

四

个抗敌宣传队
,

分赴各地宣传演出
” ⑧

。

出发之前
,

在昙华林进行集训
,

并举行公演
。

周恩来
、

郭沫若给

抗战剧人作报告
,

田汉亲 自上艺术辅导课
。

台儿庄

大捷的喜讯传到武汉后
,

田汉欣喜若狂
,

他在组织

抗战扩大宣传周的戏剧活动的同时
,

还亲自带领抗

战文化人到台儿庄前线慰劳抗 日将士
。

在武汉成

立的中华全 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

田汉被选为理事
,

并出任
“
文协

”

创办的《抗战文艺 》杂志的编委
。

田汉

还参加了聂耳逝世 3 周年纪念会
、

武汉文化界纪念

鲁迅逝世两周年大会等活动
。

在长沙
。

田汉举办了湘剧艺人讲习斑
,

以湘春

园
、

景星园
、

百合三个湘剧班为基础
,

将湘剧艺人组

成三个抗敌宣传队
,

到湘潭
、

衡阳
、

酸陵等地
,

开展

抗 日宣传活动
。

在震惊中外的长沙大火中
,

田汉遵

照周恩来的部署
,

带领两个湘剧抗敌宣传队与演剧

六队共一百多人
,

从衡阳三塘返回长沙
,

投入火后

救灾工作
.

田汉在长沙期间
,

创办了《抗战日报 》
,

在

该报的《戏剧与电影 》专栏
,

发表了《非常时期的剧

人职责 》
、

《 旧剧中的汉奸意识 》等文章
,

以及《守住

我们的家乡 》
、

《两个壮丁 》
、

《打回老家去 》
、

《中国的

孩子 》等抗战短剧
。

在重庆
.

田汉于 1 9 4 0 年 6 月 2 0 日和 1 1 月 2

日
,

以 《戏剧春秋 》杂志社的名义
,

主持召开了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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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 》
.

这个座谈会
,

除在

重庆召开外
,

同时也在桂林召开
.

与会者有郭沫若
、

茅盾
、

光未然
、

陈望道
、

贺绿汀
、

史东山
、

夏衍
、

欧阳

予倩
、

黄药眠
、

聂组弩等人
.

这次座谈会规模大
,

内

容丰富
,

持续时间长
,

对国统区戏剧运动的开展
,

起

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

在昆明
。

田汉除带领四维儿童剧团从事抗战

戏剧宜传工作之外
,

他和安娥还服从党的安排
,

从

事救济工作
,

一直到抗战胜利
。

桂林— 是田汉抗战时期生活和工作时间最

长的地方
.

他先后三次来到这里
。

第一次是 1 9 3 9 年

4 月 2 0 日
,

他率领 100 多人的平剧宜传队第一队
,

从长沙起程经衡阳来到桂林
,

进行抗 日宣传演出活

动
,

时间长达 5 个月之久 ; 第二次是田汉跟戏剧家

严恭一道
,

随军委会南路宜访团
,

到广西桂南前线

慰劳抗 日将士
,

途经桂林作短暂停 留
,

观看了改良

桂剧《桃花扇》
,

与戏剧家欧阳予倩和桂剧名旦尹羲

等
,

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 ;第三次是 1 9 4 1 年 8

月 2 3 日
,

田汉从湖南南岳携家眷迁来桂林
,

先是住

在七星岩附近的东灵街
,

后又转迁到抗战文化人聚

居区— 施家园
,

一直到 1 9 4 4 年 9 月上旬桂林城

防司令部发出紧急疏散令之后
,

才离开桂林
.

田汉

三次到桂林的时间加起来
,

将近 4 年之久
.

抗战 8

年
,

他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桂林度过的
。

当年
,

这里聚

集着数以千计的抗战文化人
,

田汉是戏剧界颇有影

响的人物
,

他和欧阳予倩
、

熊佛西被誉为桂林抗战

戏剧运动中的
“

三杰
” ④

,

其主要贡献如下
:

— 田汉曾先后担任中国抗战文艺界抗敌协

会桂林分会理事
、

中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

事
、

中苏
“
文协

”
桂林分会理事

.

桂林文艺界和戏剧

界的重大活动
,

几乎都有他参与并成为中坚人物
。

—
1 94 0 年 11 月 1 日

,

田汉与欧阳予倩
、

夏

衍
、

杜宜
、

许之乔等人
,

创办了大型戏剧月刊《戏剧

春秋 》
。

田汉写了发刊词
。

该刊发表的《戏剧的民族

形式问题座谈会 》和 《历史剧问题座谈会》的专家发

言
,

影响巨大
。

—
194 1 年 n 月 15 日晚

,

田汉在三教咖啡

厅主持召开了桂林文化界庆祝郭沫若 50 寿辰盛创

作生活 25 周年大会
,

还发表长诗《南山之什— 为

沫若兄 5 0 寿辰而作》
,

热情讴歌郭沫若半个世纪的

历史功绩
,

赞扬他高尚的爱国情怀
.

—
1 9 4 1 年冬

,

田汉与杜宜在桂林组建了由

共产党领导的我国西南地区第一个民间专业剧团

— 新中国剧社
,

演出了几十出及时反映如火如茶

的现实斗争生活
、

针贬时弊的独幕剧和多幕剧
.

他

还和有意于抗战戏剧的同人一起
,

成立了
“
文艺歌

剧团 (京剧 )
、

中兴湘剧团等民间抗敌戏剧团体
,

还

长期辅导一个四维平剧社及所属的儿童剧团咱
。

—
1 9 4 4 年 春

,

田汉 与欧 阳予倩
、

瞿白音等

人
.

冲破重重阻力
,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
,

在桂林发

起
、

筹备
、

召开了历时 90 余天
,

有粤
、

桂
、

湘
、

技四省

30 多个戏剧团体
,

近 1。。。 人参加的我国西南地区

第一届戏剧展览会 (简称西南剧展 )
。

剧展期间
,

田

汉向与会者介绍了抗战 7 年来戏剧工作者为抗战

文化事业献身的斗争情况
,

作了《当前的客观形势

和戏剧工作者的新任务 》的专题报告和《剧运工作

总结报告 》
,

参加并领导十人评戏团的工作
.

这次剧

展
,

规模之大
,

影响之深远
,

为我国现代戏剧史上之

最
。

— 田汉组织西南剧展留桂的戏剧工作者和

桂林文化界的进步人士
,

在桂林全面开展了一个以
“

保卫大西南
”

为宗旨的扩大动员抗战宜传周
,

接着

又组织有上万 人参加的国旗献金大游行和成立桂

林文化界抗敌工作队
,

并担任总领队
,

出发前往湘

桂铁路沿线的灵川
、

兴安
、

全州等地
,

宜传抗战
,

慰

劳前线抗 日将士
。

田汉上述一系列活动和他在社会上的广泛影

响
,

确立了他在中国抗战戏剧运动中的中流砒柱形

象
.

他被誉为中国抗战戏剧运动中的楷模是当之

无愧的
。

二
、

田 汉在中国抗战戏剧创作上竖起了

一块丰碑

“
田汉是我国杰出的剧作家

,

他 以大量的优秀

的剧作
,

丰富了戏剧文学的宝库
” ⑥

。

抗战时期
,

正

是田汉的思想和艺术趋于成熟的时期
,

也是他戏剧

创作最旺盛的时期
。

据初步统计
,

他创作的话剧有

《春帆楼上的对话 》 (独幕剧 )
、

《芦沟桥》 (四幕剧 )
、

《最后的胜利 》 (四幕剧 )
、

《秋声赋 》 (五幕剧 )
、

《黄金

时代 )( 四幕剧 )
、

《 再会吧
,

香港 I》 (四幕剧
,

与洪

深
、

夏衍合作 )
、

《 怒吼吧
,

漓江 )( 活报剧 )
、

《薛尔

望 )( 只发表第一幕 )
、

《商山寺钟 》 (未发表 )等 ;创作

或改编的戏曲剧本有《土桥之战 》
、

《江汉渔歌 》
、

《新

雁门关 》
、

《杀宫 》
、

《岳飞 》
、

《新儿女英雄传 )
、

《新会



缘桥 》
、

《情探 》
、

《金钵记 》
、

《武松与潘金莲 》
、

《双忠

记 》等
;

创作的电影剧本有《胜利进行曲 》等
。

田汉抗战时期的戏剧创作
, “
无论其思想内容

或艺术成就
,

都超过同时期其他作家
” ,

在中国抗战

戏剧创作中
,

他成功地竖起了一块金光闪闪的丰

碑
。

无论是话剧
、

电影或戏曲
,

都无一例外地表现抗

日救国的重大主题
,

跟火热的现实斗争生活紧密结

合起来 ,在戏剧舞台上展现抗战洪流中涌现出来的

抗战英雄和平民百姓的爱国形象 ;努力使剧作的思

想性和艺术性 比较完美地结合起来
.

这些都是田

汉抗战剧作的显著特色
。

在田汉大量的抗战剧作中
,

当推戏曲《江汉渔

歌 》和话剧 《秋声赋 》为代表作
。

下面笔者试将《秋声

赋》略作剖析
,

便可领略田汉抗战剧作的成就和魅

力所在
。

《秋声赋》于 1 9 4 1 年冬在桂林完稿
,

同年 12 月

由新 中国剧社首演于桂林
,

翌年 4 月 ~ 6 月在《文

艺生活》杂志第二卷第 2 期 ~ 第 6 期连载
,
1 9 4 4 年

由桂林文人出版社出单行本
.

《秋声赋 》是以湘北第

二次会战前后的桂林和长沙为背景创作的
.

通过

新文化人徐子羽与妻子秦淑瑾以及昔 日的情人胡

萝红之 间的爱情纠葛
,

和他们服务于抗战所起的变

化
,

表现中国知识分子经过抗战烽火的洗礼
,

怎样

抛弃渺小的个人迷梦和利 己主义
,

锻炼得既坚强 又

高尚
, “

用铁一般的坚定从风雨 中
、

浪涛中屹立起

来
” .

正如 田汉 自己所说
: “

在这个作品里我所要表

现的主题是很明白的
,

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每个人都

能集中力量于抗战工作
,

我们要清算一切足以妨害

工作甚至使大家不能工作的倾向
”
⑦

.

剧中的秋声
,

象征着当时秋风萧瑟的政治气候
,

同时
, “ 《秋声赋 》

是新的秋声
.

新的秋声
,

是不予我们以飘衰之感

的
” ⑧

.

这
“
新的秋声

” ,

也是对国 民党反动派发动皖

南事变对抗战所产生 的严重后果的严正抗议
. “

此

秋声也
,

胡为乎来哉
” ,

这正是亿万爱国 民众的心

声
。

人们透过深秋还会看到那即将来临的明媚的

春天
,

还会看到胜利的曙光
.

所以
, “

这样的秋声不

会使我们悲伤
,

而会使我们更积极
、

更勇敢
,

不会使

我们兴迟暮之感
,

而会使我们努力不懈
,

不知老之

将至
”⑨

.

全剧在中秋节晚上桂林市民热烈庆祝
“

湘

北大捷
”

的鞭炮声和欢呼声中结束
,

预见了抗战的

光明前途
.

该剧强烈的时代精神以及它给 人们巨

大的精神力量
,

决定了它在中国抗战戏剧创作中的

地位
。

《文学创作》杂志评价《秋声赋 》
“

全剧充满诗

意
,

为作者近年来之代表杰作
,

前在桂湘渝蓉各地

上演
,

曾获得空前成功
” .

在《秋声赋 》中
,

剧作家以过 人的胆识
,

大胆地

提出了知识分子应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个许多作家

不曾提出也不曾想到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

剧 中的

主要人物— 作家徐子羽
、

诗人胡萝红
、

教师秦淑

瑾均属知识分子范畴
,

剧作家没有把他们引进世外

桃园
,

而是把他们汇入到惊涛汹涌的抗 日洪流中

去
,

经受战火的熏陶
,

风雨的冲刷
,

时代的考验
.

《秋声赋 》之所以成为田汉抗战剧作中的代表

作
,

是因为它不仅和 《江汉渔歌 》
、

《再会吧
,

香港峥

等剧作一样
,

一扫其早期剧作中仿徨苦闷的悲伤情

调
,

饱和着战斗激情
,

吻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
,

起到了抗战戏剧团结人民
、

教育人民
、

鼓舞人民的

革命斗志
,

打击敌人
、

消灭敌人
,

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的作用
,

具有强烈的思想性
.

它还具有鲜明的艺术

特色
:

(一 )歌与戏交融

话剧是对话的艺术
。

田汉在保持话剧重在
“
话

”

的本质的前提下
,

有意识地加进
“
唱

” 。

这就是

田汉创造的
“
话剧加唱

” 。

对
“

话剧加唱
”

这一新形

式
,

田汉自己
“

以为是有效果的
”
0

。

什么是
“

话剧加

唱
”
呢 ?

— 就是使戏 (话剧 )与歌有机地融会在一

起
.

是歌与戏交融的典范之作
,

其主要特点有
:

1
、

歌在戏中的成分比较重

当大幕徐徐拉开的时候
,

迎来了
“

欧阳子方夜

读书
,

忽闻有声自西南来… … ”

的《主题歌 》
.

在第一

幕 中除《主题歌 》之外
,

还有具有浓郁桂林色彩的

《漓江船夫曲》 ;

第三幕有《擦皮鞋歌》
、

《落叶之歌 》 ;

第四幕有 《潇湘夜雨 》 ;

第五幕有 《银河秋恋歌 》
。

几

乎每一幕戏都离不开歌
,

歌在全剧中占有重要地

位
,

这在 田汉以往的话剧作品中是很难见到的
,

特

别是戏的开头和 结尾都运用了
“

歌
” ,

首尾呼应
,

前

后统一
,

给人留下一个整体美的印象
。

2
、

歌成为剧本构思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田汉在话剧中加唱
,

不是光为唱而唱
,

而是把

唱作为整个剧本构思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

比如

《主题歌 》是根据欧阳修的《秋声赋 》
,

注进时代的新

内容加以改编的
。

歌中所唱的
“

啊
,

此秋声也
,

胡为

乎来哉 !但是我们不要伤感
,

更不用惊怪
,

用铁一般

的坚定从风雨中
、

浪涛中屹立起来
,

这正是我们民

族翻身的时代
” 。

这种不畏形势险恶
,

号召人们乐观

向上
、

勇于进取的精神
,

贯穿着全剧
.

它像一根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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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剧中的人和事
,

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

给人留下一

个和谐美的印象
。

3
、

歌成为剧中人心灵的自白

田汉在 《秋声赋 》中加进的每一首歌
,

无不是剧

中人心灵的呼唤
,

情感的使然
.

像第三幕中的《落叶

之歌 》
,

不是一首平平常常的歌
,

而是主人公胡萝红

的内心写照
:

革末 无情 为什 么落 了丹枫 ?

像叙拿的儿女
,

萧萧地随着秋风
,

相 思河呼为什 么 又有 涛江 ?

扶着两行情 泪
,

怅帐地流 向湘 东
。

啊 ! 秋风送臾为什 么 吹皱 了局峰 ?

青春 尚在 为什 么 灰褪 了唇红 ?

趁着局青
,

趁着唇红
,

辞 了开帆
,

贾着秋 风
,

别 了涛水
,

走 向湘东
,

落叶儿归根
,

歼草儿朝宗
,

从大众 中生 成的
,

应 回 到大众之 中
,

他们 在等待我
,

那广大没有 妈妈的儿童
。

这首《落叶之歌 》 ,

是胡要红在大纯拒绝叫她妈

妈
,

而难童们又在热烈欢呼她
“

妈妈万岁
”
的复杂感

情中
,

从她心底流泻出来的
:

是她在沐浴着阵阵秋

风
,

亲眼看到那片片红叶纷纷飘落而下的情况下触

景生情
,

情不自禁地脱 口而出的
。

歌声叙说着女主

人公胡萝红
“

像飘零的儿女
” , “

挟着两行情泪
” ,

即

将
“

别了漓水
,

走向湘东
” , “

回到大众之中
” ,

去救护

那些 因战乱而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
“
那广大没有妈

妈的儿童
” 。

这首歌
,

是胡萝红 思想转变的见证
,

是

女主人公从一个爱情至 上主义者变为具有崇高爱

国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写照
,

也是女主人公心灵

的自白
。

4
、

歌推动戏剧情节发展

正当胡萝红为大纯不愿叫她妈妈而难过得流

泪时
,

一个擦皮鞋的名叫阿春的女孩
,

唱着
“

您看

哪
,

擦鞋的没鞋穿
,

流浪的孩子真可怜
,

先生擦一擦

吧
,

不亮不要钱
,

太太擦一擦吧
,

不亮不要钱 … …
”

的 《擦皮鞋歌 》
,

经过胡萝红面前
,

主动前去帮她擦

皮鞋
。

在擦鞋过程中
,

阿春认出了胡萝红
,

历数她在

长沙救护难童工作中的各种表现
,

使胡萝红百感交

集
,

最后终于决定重回长沙参加救护难童这一有意

义的工作
.

一首《擦皮鞋歌 》
,

使女主人公的灵魂一

步步净化
,

使剧情一步步地向前发展
,

成为推动戏

剧矛盾发展的重要手段
。

歌与戏交融这一艺术特色在《秋声赋 》中的成

功运用
,

正如陈瘦竹先生所说
,

这
“

一方面深刻地

揭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
,

一方面有力地推进了冲突

的发展
” , “

它不是外加的因素
,

不能说是机械地

所谓
`

话剧加唱
’ ,

而是一个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

并且这正是浪漫主义剧作家的特色之一
”
0

.

(二 )在话剧民族化方面迈出了新步伐

中国 的剧作家们在话剧的民族化方面进行了

不少实践
,

成绩最显著的
“
无疑首先要数才气横溢

,

领袖群伦的田汉
,

抗战八年中
,

他以他的许多剧作
,

更 以他领导剧运的累累劳绩
,

为推进中国戏剧 民族

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L .

如果说《黄金时代 》
、

《再会吧
,

香港 ! 》是田汉在话剧 民族化方面的继续
,

那么
,

《秋声赋》则已在话剧民族化方面迈出了可喜

的新步伐
.

诚然
,

前面所论述的歌与戏交融的艺术

特色
,

也是属于民族化的范畴
,

但我们在这里重点

讨论的是结构上重写意和风格上重抒情的特色
。

1
、

在结构上重写意

话剧于 1 9 0 7 年传进我国
。

它在结构上属于写

实戏剧
,

其特征是讲究以实的方法
“

再现
”
生活

,

舞

台上的时空是固定的
.

我国传统戏曲则与外国话

剧不同
,

在结构上以
“

立主脑
” 、 “
减头绪

” 、 “
一线到

底
”

为规范法则
,

具有浓厚的
“

表现
”
色彩

,

又与西方

的
“

再现
”
色彩融会在一起

,

要求做到
“

形神兼备
,

虚

实相生
” ,

主张
“

审虚实
” 、 “
重机趣

” L
。

情节单纯明

朗
,

场面干净利落
,

这是中国传统戏曲在结构上的

重要特色
。

《秋声赋 》就是中国传统戏曲结构特色的

产物
,

全剧 自始至终是围绕着徐予羽
、

胡萝红
、

秦淑

瑾三者之间的爱情纠葛进行的
。 “

爱情纠葛
”
这条主

线贯穿全剧
,

脉络是很清楚的
。

故事从胡要红给徐

子羽打电报从重庆来桂林看望他
,

从而在徐子羽的

家庭生活中引起矛盾开始
,

到徐子羽的妻子秦淑瑾

与胡萝红由互相猜疑
、

妒忌
、

怨恨
,

到相互谅解
、

坦

诚相见
、

团结协作
、

共同对敌结束
,

矛盾由引起—
发展— 高潮— 结束

,

一清二楚
。

这种结构形式

与西方艺术形式形成了趣味相异的美学特征
,

适合

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
.

这种结构形式
,

对事件的冲

突往往作
“

淡化
”

处理
,

而对人物的感受和情绪则强

调到细致入微的程度
,

像第三场描写胡萝红的思想

转变
,

就写得很深很细
,

令人信服
。

剧中对难童李阿

春这个次要人物
,

也写得很细很有人情味
,

从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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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也充分看到胡要红在救济难童工作中取得的

成效
,

从而证明胡萝红所走的道路是正 确的
,

是中

国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所应走的一条光明大道
。

2
、

在风格上重抒情

其一
,

从戏的整体考察
,

它像《 1 9 4 2 年渝
、

桂各

战区剧运评述 》一文中所说的那样
, “

是一部诗一样

美丽动人的作品
” , “

全剧充满诗意
” .

单说《秋声赋 》

这个剧名吧
,

就饱含着画意诗情
。

剧中人说的第一

段台词
,

就把观众带进了秀甲天下的桂林胜境—
“

迷人的竹林
,

可爱的象鼻山
,

清清的漓江水
” ,

使刚

从重庆来桂林的黄志强
,

面对这如诗如画 的景色
,

连连发出
“

好极了
”
的赞叹

.

剧中的《潇湘夜语 》也够

抒情的
,

胡要红用低回的声音动情地在唱
: “

… … 看

过了漓江的秋色
,

怎禁得今夜又云暗潇湘 ! 猛然的

泪般的秋雨
,

凄清的敲着纱窗
,

…… ”

结尾
,

剧作家

有意安排了一曲夜莺般的歌—
《银河秋恋曲》

。

看

到这歌名
,

读者恐怕就要动情三分了
。

全剧就是在

这样的浓浓的抒情气氛中自始而终的
。

其二
,

台词优美
,

这是 《秋声赋 》带有浓郁抒情

色彩的重要艺术手段
。

孟超在评论文章中
,

把田汉

剧作中的台词与莎士比亚和普希金的语言相提并

论
,

说只有田汉
“

才能有这么蕴藉的谈吐呵 ! ” 。 《 秋

声赋 》的台词除具有优美的特色 以外
,

还具有幽默

美
.

田汉剧作中的抒情风格作用何在呢 ?

—
“

它

的作用在于表现处在矛盾冲突中的人物的心情
,

并

推动矛盾冲突的发展
,

因为它具有诗歌的力量
,

所

以它比普通的对话更为凝炼
,

更能激动人心
。 ”

O

田汉在探索 民族化方面的各种努力
,

归纳起来

有一个总的特点—
“

不是变相地搬用戏曲的某些

手法
,

而是把我国传统艺术的基本精神和 美学特

征
,

创造性地
`

化
’

过来
,

从而使话剧表现 出一种诗

情画意的真正的民族 风格
。 ’ ,L

正是田汉创作了像 《秋声赋 》这样的抗战佳作
,

才在中国抗战戏剧创作宝库中
,

竖起了一块高大而

又灿烂夺目的丰碑
。

三
、

田汉在中国抗战戏剧理论上飘扬起

一面火红的战旗

田汉在精心进行戏剧创作的同时
,

对抗战戏剧

理论也颇费心机
。

他在百忙中写下了大量抗战戏

剧理论文章
,

为中国抗战戏剧理论飘扬起一面火红

的战旗
。

(一 )戏剧在抗战中的作用— 动员民众最有

效的手段

田汉从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在群众中引

起的强烈共鸣醒悟到— 艺术一旦与群众的心灵

发生碰撞
,

他们就会
“

不折不扣地
`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
’ ”
就会

“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 ” 0 要

取得反抗 日本侵略这场神圣战争的胜利
,

靠什么 ?

靠飞机大炮
,

我们不如日本
。

我们要靠广大军民的

爱国精神— 即精神原子弹去夺取胜利
,

这就要对

军民进行积极的艰苦的政治动员
。

用什么方法去

动员呢 ? 田汉在文章中指出
: “
动员民众最有效的手

段是戏剧
” 。

这是因为
“

戏剧由于最易为一般民众所

接受的特质
,

被称为最民主的艺术
”L

。

正是由于 田汉看中了戏剧在抗战中的特殊作

用
,

他才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
,

积极参与并领导各

地的戏剧运动
,

以火热的激情创作抗战戏剧
,

用各

种方式引导
、

培训
、

教育
、

帮助抗战剧人
,

和他们一

道投入沸腾的抗战斗争生活
,

写抗战戏
,

演抗战戏
,

做抗战人
。

(二 )确立抗战时期戏剧运动的路线— 戏剧

游击战

路线就是方 向
。

抗战时期的戏剧运动去向何

方 ?向着城市还是向着乡村 ? 田汉根据当时的形势
,

城市一座座沦陷
, “

我们在
`

大舞台
’
上公演的机会

是一天比一天少了
” .

0 城市的大舞台犹如
“

戏剧的

阵地战
” ,

不能放弃
,

还要利用一切机会去加强
。

但

在当时的形势下
,

田汉主张把
“
我们的队伍变成散

兵线
,

散到每一个乡村去
,

组成戏剧的游击队
.

这就

是现阶段所最迫切需要的戏剧的游击路线
” L

。

田

汉奉劝抗战剧人
,

不要把戏剧观众
“

局限于知识分

子 的范畴之内
” , “

不要过 于 重视都市里的什么中

心
,

而应分散到 乡村去
”

。

田汉还要求每个抗战剧人

“
不仅仅要做一个戏剧的游击队员

,

同时
,

在一个必

要的时候
,

我们本身也应变成一个真正为民族解放

而斗争的游击战士
’ ,

@
。

田汉倡导的戏剧游击战的剧运路线
,

与毛泽东

同志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是吻合的
。

中国八

年抗战戏剧运动的实践也雄辩地证明
,

这条剧运路

线是正确的
。

为使这条剧运路 线落到实处
,

田汉还

著文提出在戏剧运动中应注意的三个问题— 即
“

学习 的问题
” 、 “

工作态度 问题
”
和

“

表演方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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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

。

这对提高抗战剧人的自身素质
,

使抗战剧运

路线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是大有裨益的
。

(三 )充分发挥旧剧作用— 让旧剧放出意想

外的光辉

田汉在《关于 旧剧改革 》一文中
,

首先强调改革

旧剧的 目的—
“

为的是要争取抗 战胜利
,

必须动

员广大军民
,

而广大军 民最熟悉的艺术形式便是旧

剧
,

因而改革旧剧使适合当前需要成为迫切之课

题
. ”
旧剧如何改革呢 ? 田汉在文章中提出三条

:

“ ( l) 改革旧剧演员生活
,

使他们过得像一个文化上

的民族战士
。

( 2) 团聚其硕果仅存或少壮有为之人

才
。

( 3) 充分预备抗战歌剧材料
. ”

0 这三条概括起

来就是改人改剧
.

田汉本着这三条原则
,

通过《新雁

门关 》
、

《江汉渔歌 》
、

《新会缘桥 》等剧进行改革的成

功实践
,

为旧剧改革树立了榜样
.

尤其是田汉在桂

林进行的平剧和湘剧改革
,

曾在中国抗战剧坛轰动

一时
。

田汉领导的旧剧改革
,

不仅在思想内容上具有

强烈的抗战时代精神
, “

从艺术上看
,

已大大跨越了

旧瓶装新酒和话剧加唱的阶段
,

无论在剧本结构

上
,

音乐设计上
,

在表现戏曲的特有规律的基础上
,

都有所突破和创新
” 。

,

成为旧剧改革的一份珍贵

遗产
。

田汉还对旧剧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
,

不仅要求
“
竭力多演富有民族意义的戏

,

提高民族抗敌情绪
,

消灭一切宿命论的图徽的汉奸思想
” ,

还要求
“

绝对

不演那些宜传奴隶道德的戏麻醉民众抗敌情绪
” ,

“

绝对不把 自已的艺术奉事帝国主义统治者及其走

狗— 汉奸卖国贼
” .

不仅如此
,

他还对旧剧改革寄

予厚望
: “
我们必须实现旧剧之较有力的改革

,

使在

抗战中发挥较大效果
。

在抗战成功之后
,

旧剧当在

全国全世界放出意想外的光辉
. ” 。 正如 田汉所预

料的那样
,

抗战早已成功
,

旧剧的光辉已洒满 中国

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剧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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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

丈 艺出版社 1 9 8 8 年 9 月版
。

④ 见秦似为 t 桂林丈

化城史 话 》所作 的《序 》
,

广西人 民出版社 1 9 8 7 年 1

月版
.

⑥@L 陈建竹 《论田 汉 的话剧 创 作》
,

上渗

文 艺出版社 1 9 6 1 年 6 月版
。

⑦⑨田 汉 ( 关 于 < 秋

声斌 > )
,

转引自《 田汉 文集
·

5 》第 4 8 3 页
,

中国戏

月lt出版社 1 9 8 5 年 1 1 月版 ⑧O 孟超 《我们体会到

另一种秋 声— 看 < 秋声斌 > 的感怀 》
,

载 1 9 4 2 年

1 月 8 日 《广西 日报 )
。

L见《 田 汉剧作选
·

后 记 》
,

1 9 5 5 年 2 月人民文 学出版社 出版
。

O 序全京 《 大

后方戏剧论稿 》
,

四川教育 出版 社 1 9 8 8 年 1 1 月版
。

L李渔 《 闲情偶 记 》
.

L丁 罗 男 《论田 汉对 话剧民

族化的贡献 》
,

载 《戏剧艺米 (沪 ) 》 1 9 8 4 年第 1 期
。

LL田汉 《坑 战与戏剧 》
,

见《田 汉丈集
·

15 》
,

中国

戏剧出版社 1 9 8 6 年 12 月版
.

LL⑧田汉 《现阶段

的 月11运路线— 戏 剧的游击 战》
,

载汉 口 《 坑战戏

剧 》一卷五期
,
一9 5 8 年 1 月 1 6 日出版

.

@ 田汉 《戏

剧运动 中的几个问题 》
,

载 1 9 4 4 年 5 月 29 日
,

重庆

《新华日报 》
.

LL田 汉 《关于 旧剧改革 》
,

载《新长

沙报 》小丛书《旅伴 》
,
1 9 5 9 年 2 月 出版

。

⑧奚帆
、

金

紊秋 《夜话 四维平 (京 )剧社—
回 顾桂林时期的

京剧改革 》
,

载 《桂林 旧 事》
,

漓江 出版社 1 9 8 9 年 10

月 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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