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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明 的坑成戏浏创 作及其成就

刘 绍 军

左明是我国三十年代著名的戏剧家
,

电影艺术家
,

他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首任戏

剧系主任
,

是早期进步戏剧事业的奠基者和革命文艺事业的开拓者
。

左明在北京
、

上海
、

南京
、

广州
、

延安
、

重庆等地
,

与熊佛西
、

洪深
、

田汉
、

欧阳予倩
、

周扬
、

陈白尘
、

夏

衍
、

宋之的
、

江上清
、

陈凝秋
、

陈明忠
、

赵铭彝
、

赵清阁
、

郑君里
、

崔鬼
、

莫耶等一代

优秀文艺战士
,

活跃在文化战线上
。

他曾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红色话剧团体
“

五
·

五
”
剧

社
,

参与 田汉组建南国社
,

与周扬等创建摩登社
;
积极组织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

,

在党

的领导下
,

开展无产阶级戏剧运动
,

戏剧创作蓬勃发 展
,

剧作题材领域扩大
。

左 明的

《到明天 》
、

《夜之颤动 》 与 田汉
、

欧阳予倩
、

宋之的和夏衍
、

曹禺等的剧作
,

都对工人阶

级的斗争生活作了比较细致的表现
;
他把农村生活引户

、

戏剧文学领域
。

从九一八事变到

芦沟桥事变
,

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
,

左明把全身心倾注到抗 日救亡运动和戏剧创

作里
,

成 为一员抗 日文化战线上的猛将
。

随着
“
国防戏剧

”
运动的发展

,

左明等一代优

秀戏剧工作者纷纷创作和演出
“
国防剧

” ,

抗 日的题材成了这一时期戏剧创作的重要内容
。

左明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
,

坚定地走出了 自己的路子
。

这一切
,

在文化宣传战线上和

全民族的抗 日救亡运动中
,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战斗作用
,

也为我国现代话剧的发展
,

奠

定了基础
。

1 9 41 年春
,

左明积劳成疾
。

当这位抗 日文化战线上的斗士手捧周恩来亲 自赠送的反

乡盘缠
,

被搀扶上重庆驶往汉中的汽车时
,

他落 泪了
: “
只要我不死

,

决不辜负周公 (当

年在重庆
,

大家对周恩来的尊称 ) 的情义 ! ”

孰料
,

这竟是这员
“

名将
”

与周公
、

与老大

(田汉 ) 诸战友的最后诀别
,

成为民族的巨大损失
。

左明为民族解放事业奋勇战斗
,

直到生命临终一刻
,

还落笔在 《爱国一片心 》 的最

后一幕的稿纸上
。

未完成的剧作
,

未听见抗战胜利的炮声
,

带着深深的遗憾
,

离开 了他

矢志奋斗的事业
。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 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的日子里
,

回顾

探讨这位爱国文化战士的抗战戏剧创作及其成就
,

有现实意义
,

也是对烈士的纪念
。

左明集编
、

导
、

演于一身
,

在他短暂的一生
,

创作电影作品十余部
,

戏剧作品众多
。

但能够流传下来为我们搜集到的剧本却为数不多了
。

仅就我们能见到的几部戏剧作品
,

都

充分显示了唤起民众
,

宣传抗 日的重要作用
,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
,

曾产生过巨大影

响
。

我们不能忘记
,

当年左明的剧作和演出风行全国
,

对 民族解放大业所做的贡献
,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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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的汗马功劳
。

左明的作品在中国抗 日战争史和戏剧文学史上
,

留下

了辉煌的一笔
。

《放下你的鞭子 》 就是这样不朽的作品
。

这是一个篇幅不长的街头剧
,

按现在的说法亦可称之为广场艺术
、

广场剧
,

剧本通

过对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后
,

失去亲人家园
,

背井离乡
,

流亡到关内的爷孙俩

沿街卖唱乞讨的悲惨情景的描写
.

控 诉了 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我大好河山
,

屠杀我同

胞的滔天罪行
,

鞭挞了国民党
“ 不抵抗政策

”

造成的放狼入室的恶果
,

有力地表现了以

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人民群众同仇敌汽
,

誓将 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决心
。

就像张寒晖

的 《松花江上 》 张曙的 《抗敌 》 歌一样
,

在如火如茶的抗日救亡年代
,

它们这对戏剧
、

音

乐姊妹花家喻户晓
,

像周恩来同志称赞的那样
“

给全面抗战起了伟大的推动作用
, ”

在全

国抗 日救亡运动中
,

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左明和张寒晖二十年代在北京艺专时
,

曾同在

一个 中共地下党支部 )
,

是左明抗战戏剧创作的重大收获
,

在政治上
、

艺术上都是成功的
,

具有不可忽视的创新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

《放下你的鞭子 》 一剧充分体现了左明
“

我们的戏剧运动当然不是他们的戏剧运动
。

更不是戏馆里的老板专门赚钱为 目的的戏剧运动
”

这一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价值观
。

社会

效益在这里摆在了首要地位
。

剧作短小精悍
,

剧情线条简洁明晰
,

人物极少
。

但左明新

颖独特的巧妙构思安排
,

不仅增大了剧作的时空和 内涵
,

而且调动了街头
、

广场千百观

众群众的直接参与
,

爆发出轰动效应
,

这也是左明
“
民众戏剧

”
思想的实践体现

。

他将

口 汉上演过 的 《迷娘 》 一戏整理出来
,

用他
“

与 样众打成一片
”

的设计构思
,

终于使

《放 》 剧达到了政治与艺术和谐统一的完美地步
;
特别是观众的真接参与

,

应该说是今天

话剧舞台不景气的情况下
,

在上海
、

北京等地出现的一些
“

室内剧
”
强调

“

与观众直接

交流
” , “

调动观众参与
”

的文化渊源
,

值得戏剧工作者借鉴
、

发展
,

并能够有所突破
。

6。 年代初的一个夏天
,

当时笔者还是中学生的时候
,

一次
,

在北京宝禅寺崔鬼先生

家里
,

适逢赵丹
、

徐韬等导演
、

明星在崔鬼家做客
,

崔鬼知道我是汉中人
,

便提起了左

明的一些事
,

询问左 明家的情况
。

可是我竟不知道 自己家乡陕西汉中还出过这样一位著

名的人物
。

当时
,

赵丹说他们和 白杨
、

张平等曾都是左明的学生哩 ! 当时
,

我的崇敬和

由于无知的羞惭
,

至今仍在心头
。

曾与左明在延安鲁艺共事的崔鬼先生还讲述了新中国

成立后他去上海的一件事
。

那时
,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邀请他和张瑞芳录音—
《放下你

的鞭子》
。

这出戏在抗战初期
,

他曾与张瑞芳同志演出过
。

现在战友相逢
,

当年情景历历

在 目
。

张瑞芳饰卖艺的姑娘
,

她真挚的感情和动人的表演
,

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扉
;
崔

鬼饰卖艺老汉
,

演到老汉哭诉 自己流亡的痛苦和为了吃饭不得不鞭打 自己的女儿
,

全场

观众不禁悲愤交加
.

这时场内和场外之间
,

演员和观众之间
,

感情完全融合在一起
,

全

场振臂高呼
: “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 “

宁死不做亡国奴 ,’1 等口号
,

其场面之感人肺腑
,

影

响之深远广大
,

在中国戏剧史上罕见
。

当录完音后
,

他和张瑞芳同志竟失声地抱头痛哭

不止
。

「

是的
,

历史证明那些植根于生活沃土之中
,

并且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品是不朽

的 !



1 93 7年
“
七

·

七
”

事变
,

全面抗战爆发
。 “

八
·

一三
”
日本侵略者把战火燃烧到大上

海
,

上海文化界紧急动员起来
,

左 明参加发起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
。

进步影剧界人士意

气风发
,

组成了十三支救亡演剧队
,

肩负起抗战宣传的重任
,

纷纷奔赴前后方演出
,

宣

传抗战
。

左明为第五演剧队队长
。

1 9 3 7 年冬
,

他与由洪深
、

金山率领的第二演剧队等在开封

会师后
,

决定继续西进
,

先后经江
、

浙
、

豫
、

皖
、

陕公演后
,

率队去革命圣地延安
。

从

此
,

开始 了戏剧家又一创作时期
。

这期间
,

左 明除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和

教学工作 之外
,

他导演了 《农村曲》 和 《血祭大上海 》 等大型话剧
,

文学创作也非常活

跃
。

这主要是发表在著名作家赵清阁主编的 《弹花文艺》 月刊上的 《王八旦才逃 》 (1 卷

4 期 )
、

《军火船 》 (1 卷 6 期 )
、

《大义灭亲》 (3 卷 3期 )
、

《神枪手 》 (3 卷 8期 ) 等独幕剧

本
。

至 41 年剧作家去世前
,

他创作的 《中国进行曲 》
、

《爱国一片心 》 等多幕剧本
,

是很

难找到踪迹 了
。

短短几年间创作了数部剧作
,

由此可见
,

左明尽管没有投身烽火前沿
,

却

勤奋地以笔代枪
,

参加了抗 日战斗
,

成为无愧的民族解放战士
。

《王八旦才逃 》 这出戏
,

作家把喜剧形式下掩盖的悲剧内容描绘出来
,

喜剧的调子中

蕴含着讽刺的力量
; 悲枪的调子中有着民族的一股排山倒海的气势

。

由于远在芦沟桥抗

敌前线的新郎不能如约回家拜堂
,

而要由妹妹阿英替哥哥与新嫂子拜天地时
,

人们对制

造这扭曲的生活
,

颠倒的夭地的罪魁祸首日本帝国主义
,

憎恨与愤怒之情油然增长
。

当

新郎阿义为保护新娘免遭 日寇侮辱而倒在日寇枪 口下时
,

新娘郁结的痛苦和仇恨冲出来

了 ;
当人们拿上锄头

、

镰刀
、

斧头
、

剪子
、

菜刀
,

甲长也跟了上去
,

李二嫂操起堂屋那

对龙凤烛的铜盏台时
,

她们内心的积怨和仇恨象火山喷发一般
,

冲向 日本鬼子
, “

那怕流

尽我们中华民族最后一滴血
,

我们也要与敌人抗争到底的
,

我们只有抱着必死的决心
,

我

们才能从死里夺回我们的生存 ! ”

这铿锵的声音振撼人心
。

人物的成功塑造
,

产生了撼人

的力量
。

阿龙和甲长的矛盾冲突和解决
,

不仅反映了当时国统区后方人民的生活真实
,

也

高度地概括了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的矛盾关系
,

是中国共产党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

正确表现
,

这画龙点睛的一笔也是值得称颂的
。

全 民总动员起来参加抗战
,

有国才有家
,

有了民族的解放
,

才可能有个 人的幸福
,

成为 《王 》 剧的主题
。

还值得称道的是
,

这出

戏的民族风格
,

尽管只是一部短剧
,

但无论是刻划冲突
,

描绘 人物
,

渲染气氛
,

都有浓

郁的民族色彩和乡土特色
。

独幕剧 《大义灭亲 》 的矛盾冲突和人树性格则较为复杂
。

这是一个家庭悲剧故事
,

正

像恩格斯说的
,

家庭
“
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

立
” 。

《大义灭亲 》 正是以现实主义笔触
,

透过家庭悲剧
,

揭示出人们在社会变动中的精

神历程
。

宋珍是流亡关内的一位深明大义的善良母亲
,

她带着三个孩子
,

饱尝了流亡的

痛苦和心酸
,

顽强地活着
,

而把丈夫受 日本侵略者利用最终成为汉奸带给她的屈辱和眼

泪埋在心底
。

历年的艰辛
,

带大了儿女
,

无疑是母亲的喜悦
。

然而
,

孩子们随着时代成

长起来的思想
,

给母亲带来了更为复杂的心理矛盾
,

从而深化了人物性格和戏剧冲突
,

使

汉奸父亲失去了做父亲的资格
。

作品透过血缘关系的纱帷
,

令人看到的是更典型
、

更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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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阶级关系
。

在这里
,

亲子关系没有掩盖阶级的对立
,

而表现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

的阶级冲突
。

儿子从新所代表的是全民族的利益
,

那就是
“

对于出卖 民族出卖国家出卖

自己人格的汉奸
,

绝没有可原谅的
” ! 这一形象在剧中的出现

,

使 《大义灭亲 》 的现实主

义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

给作品的主题注入了新的阶级内容
。

尽管这个形象不够丰厚
,

却

加强了作品的悲剧分量
.

剧中人物心灵撞击的残酷
,

是作家把日常生活中阶级压迫的残

忍和冷酷戏剧化了
。

剧作收尾有力
,

震荡观众的心扉
,

令人沉思
、

回味
。

尤为深刻之处
,

是作家从这个小小家庭震荡崩溃图景中
,

揭示着生活发展的趋势
,

展示着生活发展的逻

辑力量
。

不难看出
,

作家在延安时期思想更加趋于成熟
。

《军火船 》 也是一个独幕剧
,

虽然同是抗战内容
,

却一反左明题材取向
,

描写了一场

夺取日寇军火的紧张战斗
。

战争生活对左明来说是不太熟悉的
,

谈不上深刻的体验
。

但

作家没有直接描写战争场面
,

而是通过游击队包围并机智的夺取日寇一船军火的斗争来

展现主题
。

在这里作家构思得当
,

使得这场发生在黄浦江码头上的斗争恶浪寓寂静之中

翻滚
;
紧张惊险寓抒情之中发展

,

情节引人入胜
。

尽管是一场战斗小戏
,

作家注意了人

物刻划
,

妓女 (游击队员 ) 和警察形象的塑造
,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
现在不是你个

人的父母姊妹被屠杀的问题
,

而是千百万中国同胞的父母姊妹被屠杀的问题
,

你懂吗 ? ”

“

你知道亡国奴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吗 ?’’ 警察回答女游击队员
“

我知道
,

我们同队的老

乡没有一个人不知道
,

他们一听见这三个字差不多就要哭出来的
” 。

特定的时空
,

作者营

造起的特定情景氛 围
,

使得这些类似政治说教的语言
,

却能撞击着人们的心灵
,

崩发出

时代的火花而引起共鸣
。

更为可贵的是作家直接描写了战斗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敌后游

击队斗争风貌
,

工人形象的出现
,

诗意地概括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

正将

强大的 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

敌人四面楚歌
,

漫画式的描写了他

们的疯狂与恐惧
。

表现了作家对抗 日战争必胜无疑的坚定信念和期待
,

这也是抗 日战争

历史进程的必然
。

这些都是作家在延安创作时期的新收获
。

当我们在研究左明剧作和他的艺术创作道路时
,

不难发现他和我国戏剧改革运动的

先驱者
、

戏剧文学家
、

革命文艺的开拓者
、

组织者 田汉在事业上交织在一起
。

在田汉的

戏剧文学创作中
,

如果把他 1 9 2 9 年以前算作前期的话
,

这也正好适合左明的戏剧创作生

涯
。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

这个时期
,

剧作家队伍迅速扩大
,

除了欧阳予倩
、

洪深
、

田

汉
、

熊佛西
、

谷剑尘等人在剧本创作上有新的突破之外
,

戏剧队伍又增添了曹 禺
、

夏衍
、

宋之的
、

于伶
、

陈白尘
、

李健吾
、

白薇
、

楼适夷
、

’

阿英等新秀
,

左明就在这批新秀之中
。

他描写工人阶级斗争生活的独幕剧 《到 明夭 》
、

《夜之颤动 》 等
,

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

而

他大部精力是
“

协助 田汉在剧本创作和舞台演出方面的工作
” 。 “

他差不多像田汉先生的

左右手
,

田先生时常把他构思的一些戏剧情节和左明摆谈
,

听取他的反映和建议
,

左明

也喜欢开门见山地 出谋献策
。

田先生这一时期 的剧本创作和演出设计
,

例如 《名优之

死 》
、

《湖上的悲剧 》 以及 《一致 》 等
,

在场面
、

人物
、

语言各方面
,

左明实际是一个剧

作参加者
” 。

这个时期
,

田汉的思想还属于民主主义范畴
,

此后
,

逐步形成了无产阶级世

界观
。

田汉的创作由最初带有不同程度感伤情调的浪漫主义倾向到
“

渐趋明确的反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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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左明的戏剧创作不能不有所影响
。

然而
,

此时作为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起来

的早期络产党人左明
,

公开表明自己关于
“ 民众戏剧

”

的思想
,

他说
: “

戏剧在艺术中是

最民众的艺术了
,

它的起源也是由民众而起的
,

后来落在帝王的手里
,

再后又落在资本

家手里
。

直到今日
,

戏剧真不知成了什么东西 ? 现在我们做戏剧运动的唯一目的
,

就是

将被强暴劫夺跑了摧残了的戏剧
,

将它救起来仍旧还给民众
” 。

这些思想对田汉的戏剧改

革运动和创作思想
,

也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

这与田汉
“
摆脱感伤情调

,

倾向于现实主义
,

直接紧密地结合了政治斗争
” 、

是密切相关的
。

1 9 3 0 年后的
“

左联
”
时期

,

党领导文艺战线的斗争
,

左明的创作活动主要集中在戏

剧演出和电影编导方面
,

展现了他集编
、

导
、

演于一身在戏剧和电影艺术创作中的才华
,

电影作品颇丰
。

戏剧演出中
,

左明对人物塑造上的表演技巧精益求精趋于成熟
。

1 9 8 1 年
,

陈明忠先生回忆
: 1 9 3 5年左明饰 《钦差大臣 》 中的小丑仆人一角

。

此剧初演请鲁迅先生

看戏
,

事后鲁迅先生托人带来了意见
,

其中之一即对仆人这个人物特征说
: “
傻而自做聪

明是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人物
,

演得木机灵
,

不符合原著的精神
” .

左明听了非常激动
,

感到这个宝贵意见必须深入体会
,

他和执行导演
、

他的老同学章泯认真仔细研究
,

再三

排演
,

后来演出成功
,

完美地塑造了一个
“
傻而自作聪明

”
的仆人形象

.

陈先生说
: “

现

在想起来
,

好像这个人物还活跃在我的眼前
” 。

田汉 19 5 7 年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关于
“

名优之死
” 》 一文中

,

不无自豪地写到
: “ 《名优之死 》 … …最初演名优的是洪深

,

演左

宝奎的是后来在延安导演 《血祭大上海 》 的左明同志
” 。

仅此
,

亦可看出左明在表演艺术

上的成就和造诣
。

七七事变后和延安时期
,

是左明戏剧文学创作非常活跃的时期
,

短短三
、

四年他创

作了不少独幕剧
、

多幕剧
。

1 9 3 6 年
,

随着
“ 国防戏剧

”

运动的发展
,

新老剧作家纷纷创

作
“ 国防剧

” ,

抗日的题材成为戏剧文学的重要内容
。

田汉
、

于伶
、

夏衍等名家均有一批

佳作间世
。

戏剧特有的宣传
、

鼓动作用
,

适应了当时历史的要求
,

剧作家们借助于戏剧

这一形式唤起了更多的人的觉醒
,

顺应了抗 日斗争的需求
。

在党的领导下
,

左明和一批

优秀文艺工作者团结战斗
,

积极倡导组织推动
, “

左翼剧联
”

开展了无产阶级戏剧运动
。

戏剧运动推动了演出
,

舞台演出又推动了剧本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
。

在左明上述剧

作中
,

语言简洁易懂
,

即是没有文化的人也能听得明白真切
。

当然有的失之含蓄
,

少些

令人咀嚼的余味
。

但是
,

我们认为正是剧中台词的直白形成的呐喊风格
,

是时代的需要
。

. “

政府
,

他不需要戏剧
,

需要戏剧的是民众
。

资本家也不需戏剧
,

他只需要消遣
,

需

要下流的玩意儿
。

在这年头儿
,

资本家高于一切
,

他需要什么
,

当然有人会变本加厉地

供给他
,
在这里用不着再来说什么

” , “

我们赶快联合起来
,

努力向同一 目标做去 ! 黑暗

已经在束装了
,

光明还会远么?" 左明这呐喊不也是历史给现实敲响的钟声么 ?

左明以自己在戏剧文学
、

电影创作领域集编
、

导
、

演于一身的卓越才能
,

深深地植

根于民族文化
,

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

把自己的创作和人民的命运
、

民族的解放和祖国

兴衰紧紧连在一起
.

在抗战中
,

他更是杀向敌营的战将 ! 他的作品是时代的战鼓
,

唤起

中华民族奋勇向前
;
他的作品犹如发向敌阵的地弹

,

为民族解放战争呼啸呐喊 , 这些也

都成为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遗产
.

左 明把自己的青春和短促的生命全部贡献给了祖

国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
,

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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