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 年 11 月 20 日, 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国民政

府兹为适应战况, 统筹全局, 长期抗战起见, 本日迁驻重庆。以

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继续抗战, 必须达

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1]于是, 重庆凭借战时陪都

的特殊身份从区域性文化中心逐渐发展为全国性文化中心, 戏

剧作为当时最具战斗性的宣传武器逐渐繁荣兴盛起来。

这一时期许多著名剧作家怀着满腔热情积极投身于抗

日救亡、争取民主的斗争中, 成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创作和演

出,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容忽视的历史功绩, 同时也

对战时剧坛戏剧艺术水平的提升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曹禺的《蜕变》与《北京人》

1940 年 4 月 15 日, 曹禺新作反映抗战生活的四幕话剧《蜕变》

由国立戏剧学校在国泰大戏院首演。1942年 12月 21日,中国万岁剧

团在抗建堂再次上演《蜕变》,演出时间长达五个小时, 是当时话剧演

出时间最长的剧本。《蜕变》公演后,引起观众、戏剧界和报刊的热烈赞

誉。最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认为《蜕变》给抗战

建国增加了莫大效果,给演出《蜕变》的中国万岁剧团颁发了“力争上

乘”的立轴, 并且, 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潘公展还给

《蜕变》剧本颁奖。然而,该剧却受到了蒋介石的种种指责,很快遭到禁

演,重庆市戏剧审查委员会对该剧提出四项修改意见:一、不准提“伪

组织”;二、不准写成“省立医院”;三、丁大夫儿子不能唱《游击队员之

歌》;四、剧中不准用红肚兜。经过几番周旋,双方作出些许让步,曹禺不

得不将原剧本作了一定的修改, 同意在演出中提到“伪组织”处改称

“这个”, 同时竖起小拇指以示为“小老婆”的意思, 把“省立医院”改为

“受公家津贴私人开的医院”。之后,《蜕变》又被全国各地多个剧团多次

上演,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曹禺写了反映现实的《蜕变》之后,因有前车

之鉴,故而决定潜沉下去,创作了颠峰之作《北京人》,该剧作转向写抗

战前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家庭,看似与抗战无关,实则是为“惊醒那些被

旧社会的桎梏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

向新的生活”[2]。《北京人》写了一个大家庭的分崩离析,揭示了封建社

会势力必然灭亡,改剧人物刻画出色,寓意深远, 是曹禺的颠峰之作。

1941年 10月 26日,《北京人》在抗建堂上演,虽然招致多方面的批评,

然而更多的是肯定,茅盾说:“这一群人物,写得非常出色,每人的思想

意识情感,都刻写得非常细腻,非常鲜明。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物,无疑

问的,这是作者极大的成功”[3]。1942年盛夏,曹禺将巴金的《家》改为同

名剧本,于 1943年 4月在道门口银社剧场演出了 86场,近 9万观众,

场次和观众都创重庆抗战时期剧场演出最高记录。此外,抗战时期还上

演了曹禺的《雷雨》、《原野》等经典剧作,都产生了不同凡响的影响。

二、郭沫若历史剧的五朵奇葩

皖南事变后,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 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第

二次反共高潮, 重庆话剧界率先行动, 1941 年 11 月 20 日, 郭

沫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以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和纪念他创

作二十五周年的名义在抗建堂上演。这个剧本“主张集体, 反

对分裂”, 号召团结起来反抗强暴的主题, 对蒋介石发动皖南

事变, 同室操戈破坏团结予以抨击。1942 年 1 月至 1943 年 4

月 1 日, 郭沫若凭借丰厚的历史底蕴, 连续创作了《屈原》、《虎

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五部大型历史剧。《屈原》的

演出是在国民党独裁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进行的。1942 年 4 月

3 日,《屈原》在国泰大戏院上演, 不仅轰动重庆, 成都、贵阳、桂

林也有人专程来看戏。皖南事变后, 人们充满激愤之情,《屈

原》借古讽今, 有如冲破阴霾的生命之火,《雷电颂》更是喊出

了人民的心声, 一时间, 任何一个角落都纷纷响起“爆炸吧! ”

“毁灭吧! ”的怒吼声, 人们以这种方式猛烈地发泄对黑暗统治

的愤怒。《屈原》的演出把重庆雾季公演推向了高潮。1942 年

9 月, 郭沫若以爱情为题材创作出《孔雀胆》, 全剧凄切哀婉极

富悬念。1942 年 12 月 31 日, 四幕历史剧《孔雀胆》在国泰大

戏院上演, 是为元代历史第一次搬上舞台, 他仅用五天时间就

写成了这出足以引起观众对阿盖公主深切同情的大悲剧, 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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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可贵之处正在于, 他能够从个人新闻价值

的实现与社会责任之间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抉择。

二、传媒工作者的角色扮演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有句名言: 如果让我选择

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 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

者。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意义, 同时也

映射了作为传媒工作者应承担的责任- - 社会的良心和守望者。

记者或者说传媒工作者无疑是一种自致角色、表现性角色。
[6]生命的抉择、利益的诱惑与社会责任感、受众的信任往往会造成

其角色冲突、角色紧张。在新闻工作者的队伍里, 既有像王克勤

这样置生命于不顾、力揭兰州股市黑幕的优秀代表, 也有像在山

西繁峙矿难中收受金元宝而隐瞒不报的若干害群之马。新闻工

作者角色扮演的成功与否,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坚守新闻

信念和新闻职业道德, 是否心系受众和社会良性发展。

应当看到,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 记者在新闻

产品的生产过程中, 所犯技术性错误的可能性在逐渐降低。

1969 年秋天, 纽约《时代周刊》借助于一种音像系统装置使担

任现场采访的记者得以见到他们写的报道在发表之前的稿

子。随着修改稿在付印之前输入计算机, 将被用来排版的同

一盘经过计算机处理过的录像带被送入电传机, 然后以令人

咂舌的高速度到达国外某个首都供周刊记者审读。倘使记者

不同意该报道, 抑或发现严重失实之处, 那么他依然有时间

向纽约表示异议。[7]而另一方面, 伴随着社会分层的日益多元

化, 面对着纷繁复杂的社会利益格局, 记者犯职业道德错误

的几率却在相应增加。如果一个记者在道德上不幸失范, 有

什么机器可以拯救他的错误呢?

因此, 传媒工作者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 必须谨记时代、

社会、受众所赋予的责任,“背负起更重的责任、做更多工作、

支付更高的生命成本, 甚至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放弃你本来

可能得到而且应该得到的物质利益”。[8]

三、小结

马克思曾说:“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传媒工

作者新闻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 其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新闻

从业人员的内在信念。[9]历史的发展越来越证明传媒之于人

类社会的重要性, 唯有广大传媒工作者坚守住自身的职业道

德准则、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 整个传媒行业才能更好地

为社会的良性运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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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善与恶, 公与私, 合与分的斗争”[4]是该剧的主旨。1943 年

2 月 4 日, 中国万岁剧团在抗建堂公演五幕历史剧《虎符》, 该

剧所写为信陵君切符救赵的故事, 演出之时布景场面宏伟, 开

重庆演剧新记录, 上场人数超过《屈原》。

三、阳翰笙的历史剧创作

阳翰笙的历史剧创作在重庆抗战剧坛也有着重要的地位。

历史剧《天国春秋》是其剧作中社会影响最大的一部, 该剧 1941

年 11 月 27 日在国泰大戏院公演, 共演出 25 场, 观众 22000 余

人, 因其强烈的现实性和全明星制的演出阵容轰动了大后方。

《天国春秋》借太平天国洪秀全指使韦昌辉杀害杨秀清, 致使革

命走向失败的教训, 指责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破坏团结、自相

残杀。著名评论家欧阳凡海对《天国春秋》给予了高度评价:“中

国历史剧如果能够发展, 那么《天国春秋》的演出, 是奠定中国历

史剧的一块主要基石, 一个纪念碑”[5]。他的另外一部历史剧

《草莽英雄》是以辛亥革命前夕川南保路同志军的真实事件为原

型, 热情歌颂人民群众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精神, 总结保路会会长

罗选青丧失革命警惕, 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的惨痛历史教训。

然而, 遗憾的是, 这却成为国民党禁止该剧演出的要害, 于 1943

年 4 月被列为查禁剧目, 抗战胜利始解禁。

四、夏衍的《法西斯细菌》

曹禺最赞赏夏衍的作品, 他认为夏衍的作品写得非常深

刻。1939 年 4 月 12 日, 夏衍的新作《一年间》在国泰大戏院公

演, 该剧写的是从沪战爆发的“八一三”到第二年的“八一三”抗

战一年间给一个家庭带来的变化, 作者把提高抗战必胜的信心、

抨击悲观主义作为剧本的主题。这是文化界、戏剧界以自己的力

量支持抗战, 演出盛况空前。1942 年 10 月 17 日,《法西斯细菌》

在国泰大戏院上演, 剧本描写了一位专心致志于细菌研究的学

者转变为反法西斯战士的过程, 该剧不以情节取胜, 在平淡无奇

的人物活动中着重于人物心灵的表现方面达到了很高水平。《法

西斯细菌》的演出揭开了 1942 年重庆雾季公演的帷幕。

诚然, 对战时剧坛的发展曾作出重要贡献的著名现代剧

作家远不只上述四位, 例如陈白尘于 1941 年 10 月创作的

《大地回春》刚一上演, 就被戏剧界赞誉为“剧坛五年来的第

一部抗战史诗”。此外, 宋之的创作《鞭》、《雾重庆》, 洪深创作

《包得行》, 吴祖光创作《凤凰城》、《风雪夜归人》等等, 所有人

为战时剧坛所作出的贡献都是我们现代文学戏剧史上一笔

宝贵的财富。许多年过去了, 这些著名剧作家在话剧方面的

成就仍然拥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它们是历史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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