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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全集》

内容概要

《田汉全集》共20卷830余万字，图录160面。全集收录田汉一生创作的话剧、戏曲、歌剧、电影剧
本100部，诗词1000余首，文论数百万字，译著1卷，小说、散文1卷，其中首次发表的田汉日记、书信
和“文革”中的“交待材料”与“难中自述”，无疑将特别引人关注。
   该全集的出版，不仅为全面了解、认识田汉的思想与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对进一步研究、总
结我国现、当代多变的文坛风云、文艺发展历程，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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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电影卷
2、第一次看＜获虎之夜＞的时候感动得哭了。缅怀田汉20年代的玫瑰&小提琴情节，只可惜走上左联
之路之后就毁了。
3、被遗忘的大家。
4、他的诗人气质印象深刻
5、2016.022
只读了田汉的戏剧部分。
《咖啡馆一夜》 《名优之死》《获虎之夜》《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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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田汉的剧作《获虎之夜》主要讲述了莲姑与黄大傻两个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整个剧情在一个夜
晚得以展开，这个夜晚是“获虎之夜”，就是捕获老虎的夜晚。莲姑的父亲魏福生是个猎户，想在这
个晚上捕获一只老虎为莲姑的出嫁做准备，莲姑要嫁的是户陈姓的“好人家”——“像陈家那样的人
家在我们乡里是选一选二的”。但是，莲姑对这门包办的婚事，心里不愿。她心里有个黄大傻。黄大
傻是与莲姑从小就在一块玩的一个少年，他命里多桀，爹妈相继去世，没机会读书，手艺也没学成，
后来沦为乞丐，每晚就睡在庙前的戏台底下。莲姑与黄大傻深深地爱着。这份爱，从小的时候就已经
开始了。黄大傻对魏福生回忆到：“那时我家里还好，你老人家还带玩带笑地说过，将来这两个孩子
倒是好一对。那时我们小孩子心里也早已模模糊糊地有这个意思了。”不过，这份爱最终没有进入婚
姻。当晚，魏福生禁止莲姑照顾被误作老虎打而受伤的黄大傻，强行将莲姑从黄大傻身边拖走⋯⋯在
莲姑的声声呼唤与魏福生的大声训骂中，黄大傻拿起一把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一生。没有爱，毋宁
死。凶手是谁？人们狠狠地盯着魏福生、魏黄氏，甚至是莲姑的祖母，诅咒着旧式家庭的门当户对的
旧观念。魏福生：莲儿嫁到陈家里去不取第一也要取第二，他家那样多的媳妇，我都看见过，就人物
讲，很少及得我们孩子的。魏黄氏：放着陈家这样的人家不去，你还想到什么人家去？祖母：是呀。
像陈家那样的人家在我们乡里是选一选二的。他家里肯要你，真是你的八字好呢。你不倒他家去，还
想到什么更好的人家去？就是有更好的人家，他不要你也是枉然哪。魏福生：莲儿，仔细想想吧，爹
不是因为爱你才把你许给陈家的吗？爹辛苦半辈子，只有你这一个女儿，不想把你随便给人家。好容
易千挑万选地才攀上了陈家这门亲。陈家起先嫌我们猎户出身，后来看得你人物还不错，才应允了。
只望你心满意足地到陈家去，生下一男半女，回门来喊我一声外公，也算我没有儿子的人的福分。但
是，为人父母，总是会尽可能地为子女考虑得多些，他们有着非常朴素的观念，首先吃饱不饿是很重
要的。因为他们的一辈子都被牵扯在这一件事上了，所以，没有想过在吃饱不饿之后的事。黄大傻显
然还饿着呢，怎么说也不能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跟他一辈子喝西北风啊？ 为人父母有他们自己的想
法，而这想法不是考一两句就能够说得通的。他们是过来人。不过，他们恰恰忘记了，他们是他们那
条路上过来的人。而年轻人的路和他们是不同的。年轻人的路是什么样的呢？年轻人可以自由恋爱了
，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寻找自己的意中人，他们有了选择权。不过，这个选择权足以让人用命
来换吗？黄大傻是用命来换的。他怎么可以拿命来换？随着自己家道中落，黄大傻也就跟着沦落了。
一个少年就开始了要饭过活的日子。他有学手艺的机会却一再地放弃，对于自己的当下、未来可以说
毫无把握、无能为力。可以说，黄大傻对自己的“活”没有根本的信念，他的生命力极端脆弱。黄大
傻：一个没有爹娘、没有兄弟、没有亲戚朋友的孩子，白天里还不怎样，到了晚上独自一个人睡在庙
前的戏台底下，真是凄凉得可怕呀！烧起火来，只照着自己一个人的影子；唱歌，哭，只听得自己一
个人的声音。我才晓得世界上顶可怕的不是豺狼虎豹，也不是鬼，是寂寞！而一个生命力脆弱的人却
又是最想爱，最需要爱的。黄大傻：我寂寞得没有法子。到了太阳落山，鸟儿都回到窠里去了的时候
，就独自一个人挨到这后山上，望这个屋子里的灯光，尤其是莲姑娘窗上的灯光，看见了她的窗子上
的灯光，就好象我还是五六年前在爹妈身边做幸福的孩子，每天到这边山上喊莲妹出来同玩的时候一
样。尤其是下细雨的晚上，那窗子上的灯光打远处望起来是那样朦朦胧胧的，就像秋天里我捉了许多
萤火虫，莲妹把它装在蛋壳里。我一面呆看，一面痴想，身上给雨点打的透湿也不觉得，直等灯光熄
了，莲妹睡了，我才回到戏台底下。不是吗？每晚看“莲姑娘窗上的灯光”，可以重温往昔父母都在
时的温暖的日子：“还是五六年前在爹妈身边做幸福的孩子，每天到这边山上喊莲妹出来同玩的时候
一样”。这种爱，所呼唤的是他生命力的最源头所在，于是，他脆弱的生命能力通过回忆得到了滋养
。在眷恋莲姑的背后，隐含的是一个敏感的少年小心拾掇起自己生命力的种子、期望其发芽的热切的
心！只要拥有这份爱，生命力就会逐渐苏醒，然而，在得知莲姑要出嫁之后，他再也没有机会了。对
莲姑的爱直接关切到黄大傻的生：没有莲姑，毋宁死。
2、田汉作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其早期戏剧创作在主题思想、语言风格、价值追求等方面，都
颇有创新之举，开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新时代。纵观田汉20世纪20年代的戏剧创作，漂泊情结是其中
一以贯之的一个母题，并形成了一个连续的、不断深化的漂泊系列，这在中国话剧史上亦是首创之举
。究其原因，田汉的漂泊情结既有时代的因素，又是个人生命体验的书写；它承继着中国古代诗人的
羁旅情怀，又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漂泊因子，成为田汉早期剧作中一条独特的风景线，具有丰富的意
蕴内涵。从亚当和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人类便开始了在芒茫大地上的漂泊之旅。漂泊，这一亘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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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题，在不同的时空里，与具有漂泊气质的心灵相遇、碰撞，开出绚烂的艺术之花。古有屈原被
放逐而作《离骚》，天涯孤旅、漂泊无依的离愁别绪从此萦绕在不同朝代的文人心头，积淀起民族文
化里厚重的漂泊感。到了欧风美雨的近代中国，西方现代思潮的涌入，在解构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找
到了精神上的共通点，漂泊情结便是其中之一。田汉的漂泊情结，正是中西漂泊意识交汇的产物。在
五四之后的社会现实里，田汉以他独特的生命体验，描写着人类亘古的漂泊情结。他在漂泊里体悟到
了感伤的情怀，在躁动的暗夜中品味着永恒的孤寂。但在不断的幻灭中，他又以艺术家的浪漫精神，
将现实的悲哀过滤成人生诗意的篇章，并赋予漂泊情结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在苍茫的人世上下求索，
追求着灵肉的和谐与生命的自由。感伤的漂泊“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历来，漂泊总是
伴随着感伤的情怀，在田汉早期的剧作中，也不例外。但是，这种感伤，并不是后来人批判的“小资
产阶级”式的颓废绝望，而是田汉通过对时代情绪的把握与自身生命的体认，伴随着漂泊意识的不断
觉醒而提炼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常态情感。从1920的《梵峨璘与蔷薇》，到1930年“向左转”的《我
们自己的批判》，整个20年代的剧作构成了田汉创作的早期阶段。这一阶段的初始，伴随着五四运动
的落潮，整个社会处于热烈过后沉寂肃穆、令人窒息的状态，中国人从蒙昧中醒来，却发现梦醒之后
无路可走。西方思潮的涌入，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裂，知识分子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又
对纷繁芜杂的新思想感到困惑。“精神找不到皈依，漂泊便成为必然的命运了”， 因此，漂泊的感伤
与精神的迷惘成为五四落潮期觉醒了的时代青年的情绪特点。田汉作为觉醒者与启蒙者，敏锐地抓住
了这一时代情绪，创作出一系列的漂泊者形象，如《苏州夜话》里倾尽半生于颠沛流离中寻求救国之
路的刘叔康，又如《南归》里以漂泊为宿命的行吟诗人，他们在现实里无家可归，在精神上无可寄托
，灵与肉的双重层面都处在漂泊的状态，谱写出一曲感伤的流浪之歌。这种感伤的漂泊不仅反映了整
个社会的情绪，同时也是田汉人生经历的写照。生于乱世，家境贫困，再加幼年丧父，少年留学的经
历，使田汉很早就品味到了离丧之殇、漂泊之苦。这种切身的生命体验，与田汉青春期特有的感伤情
怀相遇，便形成了他早期剧作中感伤的漂泊情绪。但是，这时的漂泊虽然感伤，却仍然有家的牵挂与
回返的指向，因此有种少年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滋味。但是，随着田汉自我认知的加深与生命经
历的丰富，生死与人生的苍茫感开始进入他的剧作，舅父的遇害与爱妻的离世，让田汉开始思考生死
与人生的重大命题，使漂泊的感伤有了更为厚重的意义。他在散文《从悲哀的国里来》中写到：“但
我于她（田汉妻子易漱瑜）死后虽在生我长我的故乡生活了半年，却依然是个异乡人，依然是‘上无
一尺天，下无一尺地’，依然天天感着精神上生活上的不安⋯⋯我总觉得我眼里的故乡，还不能慰藉
我的乡愁⋯⋯我的灵魂他又引我到所梦想的那个故乡去了。啊！梦里的故乡！”身处故乡却有异乡之
感，说明田汉的漂泊意识已从生存层面过渡到哲理层面，开始追寻精神的家园与“梦里的故乡”。“
漂泊从此突破了青春期表浅的感伤，也超越了世俗意义上无家可归、无路可走的迷惘，而渗入到田汉
的个体人格结构之中，成为一种人生哲学，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和地位”。这种漂泊的感伤，首先体
现在田汉早期剧作中对于孤独寂寞的喟叹。正如伊静言在《乡愁》中的疑问：“始终一个人飘来飘去
不很寂寞吗？”田汉笔下的人物，在不同的剧本里，都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咖啡店之一夜》里
，漂泊在社会这个大沙漠里的白秋英答道：“啊，人生！这样寂寞！”；《苏州夜话》里，老画家承
受着“一种幻灭的悲哀与无家的寂寞”；《南归》里，诗人更是大声吟唱：“鞋啊，我寂寞，我心伤
。”这种寂寞的喟叹，回荡在田汉早期的剧作里，使漂泊蒙上了一层感伤的情绪，突出了人生的苍茫
之感。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就是一场漫长而孤独的漂泊。每个人都是漂泊着的浮萍，而人与人的
相知相守又是如此困难，更加使人感到寂寞无助。在田汉的早期剧作中，他惯常借助夜色来抒发天涯
孤旅、漂泊无依的状态。田汉以诗人的敏感，抓住了夜色幽暗与神秘的特点，营造出一种感伤的氛围
，使得漂泊有了一种孤苦悲伤的意蕴。如《咖啡馆之一夜》中，初冬寒冷的夜色，营造出凄清惨淡的
氛围，使得剧中人爱情与命运的悲剧更加令人感伤。但是，田汉对夜色的感悟又不止于此，他赋予了
夜色一种哲理与象征的意味，漂泊就是一种在暗夜中的求索。黑暗无边的宇宙里，地球只是一颗本身
不会发光的小小星球，漂泊在无限的寰宇里。田汉通过对夜的描绘与思考，将人生的漂泊放到宇宙的
大背景下，升华了剧作中的漂泊情结，使人在夜的氛围里感到一种无上的感伤与孤寂。此外，这种漂
泊的感伤，还蕴藏在田汉早期剧作中的幻灭结构里。在田汉看来，人生这一场漂泊，伴随着不断地幻
灭。首先是对爱情的幻灭，如《咖啡店之一夜》中，白秋英为了追随理想中的爱情，踏进了社会的大
沙漠，但是，在见到爱人李乾卿的那一刻，她的爱情便已经幻灭了，相见即是永别，咫尺比天涯更远
，爱情的幻灭使她真正变成了无所依靠的漂泊者。其次是对艺术的幻灭，在《苏州夜话》里，老画家
刘叔康起初沉浸在艺术的王国里，一场战争毁了他的艺术梦，他认识到：“要建设艺术文化不能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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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画笔，还得拿枪”，（但是，当他漂泊到欧洲之时，他又重拾了艺术救国的梦想，“一种幻灭的悲
哀和无家的寂寞，驱使我丢了枪再拿画笔”，这种往复体现出漂泊者精神上的彷徨无依。到了《古潭
的声音》这部剧作里，田汉才真正实现了对艺术的幻灭，他借美瑛之口说出：“我本想相信先生的话
，把艺术做寄托灵魂的地方，可是我的灵魂告诉我连艺术的宫殿她也是住不惯的，她没有一刻子能安
，她又要飞了”，美瑛最终投入了神秘的古潭，对艺术的幻灭体现出她躁动不安、永不停息的漂泊者
的灵魂。最后是对故乡的幻灭，《南归》中，诗人在北方的雪国与南方的农舍之间徘徊，但每一处却
都不是他的故乡，因此他只能重新上路，永远都是“在路上”。在这里，田汉消弭了回返的倾向，真
正的故乡是不存在的，漂泊是人一生的宿命。对爱情、艺术、故乡的幻灭，增强了田汉早期剧作的感
伤氛围。但是，这些幻灭最终却被漂泊本身所治愈，白秋英看穿了李乾卿爱情的虚伪，在漂泊中建立
起独立的人格；刘叔康虽然意识到美在“不断的被破坏”，但依然坚持“不断的再创造”；《南归》
中的诗人虽常想回归温暖的巢穴，但却更留恋漂泊行吟的生活，所以毫不犹豫的再上路。为什么幻灭
的感伤能在漂泊中得到治愈？漂泊又为什么有着这样强大的力量？这是因为在人生旅途中，漂泊除了
感伤之外，还有诗意与求索的深层涵义。诗意的漂泊徐志摩曾经这样评价南国社：“南国的情调是诗
的情调，南国的音容是诗的音容。” 田汉南国时期的戏剧创作，正体现了这种诗意情怀。人生本来就
是一场漂泊，田汉在体认其感伤孤独之时，也以他浪漫主义的情怀，将生之苦恼看做美之源泉，从悲
哀的现实生活中提炼出美感，并赋予其诗意。这种诗意一方面来自于中国历代文人对漂泊的诗性描述
，另一方面也是田汉新浪漫主义主张的体现。中国古典文化中的漂泊书写是诗化的。“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些诗句中固然体现着漂泊的悲哀，但同时
也是诗人的审美所在。中国的诗人惯常从苦难的经历中生发出诗性的情怀，这种诗意的书写脱离了漂
泊简单的感伤层次，而进入到自我审视的审美领域。因为“在路上”的人生状态，打破了世俗的沉闷
与琐碎，其本身就有一种飘渺仙游、不断发现、永远新奇的诗意。田汉有着深厚的旧学功底，他汲取
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性因子，以旷达的心胸与漫游的情怀写出了漂泊的诗意。田汉曾经留学日本，
期间接触到许多西方的现代思潮，形成了新浪漫主义的主张。田汉的新浪漫主义，秉持着对西方唯美
主义、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各种现代思潮的“拿来主义”态度，主张人生应当艺术化，
以高蹈的艺术姿态描绘现实的苦难，为其早期剧作中的漂泊增添了一种哲理意味与诗意色彩，将这场
人生的漂泊之旅描绘成一场美与诗意的旅程。漂泊的诗意首先体现为田汉的浪漫情怀。在其早期剧作
中，田汉创作了一系列流浪的艺术家形象。处女作《梵峨璘与蔷薇》中，田汉就通过富商的儿子李家
骐之口，讲述了一对逃出巴黎在世界各地流浪演奏的歌女与琴师的故事，而剧中的柳翠与秦信芳也正
要流浪到巴黎，寻求艺术救国之路。此后的剧作中，田汉的漂泊情结总是体现在诗人或艺术家身上，
如《咖啡店之一夜》中流浪各地的俄国盲诗人，《苏州夜话》里漂泊半生的画家刘叔康，《南归》里
以漂泊作为终身宿命的行吟诗人等。为何漂泊的主体始终是诗人，而不是受战乱而流离的贫苦百姓，
也不是为救国而奔波的仁人志士？这正是因为田汉的浪漫情怀，他对浪漫唯美的追求，使他将笔触停
留在更能表达诗意生存的艺术家身上，从而使他的漂泊情结具有了鲜明的诗意色彩。漂泊的诗意还体
现在田汉早期剧作浓郁的抒情氛围里。他将抒情诗与戏剧相结合，使其早期剧作呈现为一种弱情节戏
剧，外部的戏剧行动不足以构成激烈的矛盾冲突，人物常以大段的抒情独白来表达情绪，推动剧情发
展。“强烈的主观抒情压倒了客观叙事，对诗一般意境的追求胜过了对剧情的真实描写。” 《南归》
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漂泊的诗意。整部剧作的情节极其疏淡，田汉直接让诗歌入戏，通过诗人的弹唱交
代了其回乡的经历，并通过在桃树上刻诗，到拿刀剥去树皮上的诗，刻画了一个不知道从哪儿来，也
不知道到哪儿去的流浪诗人形象。诗歌本身成为了推动剧情发展的要素，整部剧作建构在诗的基础之
上，使得诗人的漂泊与女孩对于漂泊的向往充满了浓郁的诗意。此外，漂泊的诗意还体现在田汉早期
剧作丰富的象征意蕴上。象征是诗歌的一大特征，田汉擅长在其剧作中运用象征手法，使其漂泊情结
充满了神秘的哲理气息与鲜明的诗意特色。以《古潭的声音》为例，诗人将美瑛从世俗的诱惑中解救
出来，但这个漂泊惯了的女孩子，最终又被古潭引诱而去。在这里，古潭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古
潭是生与死、已知与未知、超越与皈依之界的象征，纵身一跃进入古潭的美瑛，达到了‘齐生死’的
境界”。 正如美瑛自己所说：“古潭啊，你是漂泊者的母胎，古潭啊，你是漂泊者的坟墓”。古潭成
为漂泊者最终的灵魂指向，使躁动的漂泊情结蒙上一层象征的诗意。求索的漂泊田汉早期剧作中的感
伤、诗意因素，常被人指责为脱离现实。但实际上，生活于那个动乱年代的田汉，对现实始终有一种
强烈的关照。五四之后的中国社会，虽然弥漫着一种感伤与彷徨的情绪，但启蒙者们的脚步从不停歇
，他们不断地“在路上”，进行着艰难的反思与求索，田汉早期的戏剧创作，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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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觉醒后现代青年的精神探索历程。其次，田汉对西方的各种主义，始终秉持着为我所用的原则，
他以强烈的现实关怀，赋予西方“世纪末”颓废的精神漂泊以积极的求索涵义。此外，田汉对漂泊积
极一面的认识，也与他奔放不羁的性格有关，就像《南归》中的诗人一样，田汉对漂泊始终有着非常
强烈的渴望，因为漂泊体现着生命的自由意志，漂泊也是上下求索、追求真理的必经之路。田汉早期
剧作中的人物，始终在漂泊的旅途中寻求着灵肉的统一。田汉认为：“我们人类最大的职责在为世界
创造一种健全的文明，健全的文明一定在灵肉一致的圣域。” 但是，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
现实，使田汉灵肉调和的社会理想难以实现，反映在剧作中，便是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以及人物躁
动不安的漂泊灵魂。《湖上的悲剧》中，包办婚姻的封建制度，使白薇为爱情选择自杀，被救后过着
隐秘无所依的生活，杨梦梅屈从于现实的力量娶妻，却因灵魂的不安而离家到处漂泊。当白薇再次邂
逅杨梦梅，我们本以为会是大团圆的结局，但现实的力量渗透了进来，白薇知道杨梦梅已经娶妻；灵
魂上的不懈追求，也使白薇为了不让杨梦梅“将严肃的人生看成笑剧”，而毅然选择自杀。现实与理
想的巨大差异，使田汉深感灵肉难以调和，他的问世之志受到现实的压抑，因而转向更具灵性的艺术
领域。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悲观绝望，堕入颓废的境地，反而将矛头对准扼杀艺术的现实，对其进行了
尖锐的批判。他始终以高蹈的艺术姿态，在漂泊的状态里寻求着灵肉和谐的境界。这种漂泊中的求索
，体现为田汉早期剧作与实践中的艺术救国论。《梵峨璘与蔷薇》里，“前革命家今实业家”李简斋
，走过了革命救国与实业救国的道路，但最终都归于幻灭，革命没有成功，又没能“藉金钱的力量做
几桩痛快事”。到最后，他还是回归到艺术救国的道路，资助立志做“少年中国开国的大音乐家”的
秦信芳与柳翠，继续他们的艺术救国之路。《苏州夜话》里，刘叔康漂泊半生求索半生，最终还是“
丢了枪再拿画笔”，在艺术救国的道路上艰难而又坚定的前进。这些剧中人的生活轨迹，同时也是田
汉现实生活的写照。20世纪20年代，田汉及其率领的南国社，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先锋的戏剧运
动。他们以波西米亚的穷艺术家自居，奔波在祖国的东南西北，以其顽强的拼搏精神与新锐的艺术面
貌，实践着他们艺术救国的理想。南国时期的田汉，从生存到灵魂都处于全方位的漂泊状态。然而，
面对现实的残酷考验，他并没有堕入颓废绝望的深渊，而是在不断的漂泊中，积极地探求人性的奥秘
与救世的良方，从而使他的漂泊情结避免流于空泛与虚无，反而具有了求索不止的积极意义。漂泊这
一亘古的人类命题，在田汉的早期剧作中得到了新的演绎。田汉以生命体验为经，以时代精神为纬，
吸收传统文化的诗性因子，融合西方文明的现代精神，赋予了其漂泊情结以感伤、诗意与求索的独特
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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