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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话剧史稿（现代卷）》

前言

戏剧艺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传统，而易卜生式的话剧，传到中国还只有七八十年的时间
。1907年欧阳予倩和曾孝谷等在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一般都说这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创始。但这
出戏是外国小说的改编，内容是美国黑人反抗种族歧视的问题。中国人自己创作的话剧，最早是1915
年洪深写的《卖梨人》和与此差不多同时欧阳予倩写的《运动力》，以及五四之后胡适写的《终身大
事》。所以我说，从1915年算起，中国人自己创作和演出的话剧，还只有74年的历史。今年是五四新
文化运动70周年。中国话剧是开始于五四运动前夕，而在五四之后才迅速地发展和成长起来的。在这
不满80年的历史中，中国话剧经历了一条艰难而曲折的道路。话剧是一种从外国引进的新的艺术样式
，要让它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必然要经过一个探索、尝试、融合——也就是中国化
的过程，而作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戏剧艺术，即使从元曲算起，也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中国戏
曲艺术的特点，一是它有“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传统，二是它和音乐、舞蹈紧密结合，是一种
载歌载舞、寓教化于娱乐的艺术。远的不说，从元曲到明清传奇，一直到京剧、昆曲的唱做念打，它
已经有了相当完美、也可以说凝固了的艺术程式，和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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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百年话剧史稿(现代卷)》讲述了：中国话剧的播种、萌芽、生长、成熟于新中国成立前，
从1907年到1949年，走过了40年风雨征程。这是一条曲折的、光荣的道路。现实主义是它的主流和传
统，但也活跃着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潮流。整部中国话剧文学发展的历史，丰富、充实，色彩斑斓
，具有悠久的生命力。随着它的不断跃动，流向了社会主义时代。40年漫长而艰辛的岁月里，中国现
代话剧的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长起大批优秀的编剧、导演、演员、舞台工作者，形成了一支
坚强有力的力量，形成了一条战线，具有自己独立的领地。40年漫长而艰辛的岁月里，中国现代话剧
始终积极发挥艺术的独特功能，暴露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罪恶，鼓舞着人民大众进
行殊死斗争。40年漫长而艰辛的岁月里，中国现代话剧的艺术水平有了相当的成就与发展。许多作品
思想性与艺术性相当完整地结合起来，其中杰出的部分可与世界著名戏剧媲美而毫无愧色。40年漫长
而艰辛的岁月里，中国现代话剧挣扎图存。同时，它又促进了姊妹艺术——中国电影事业的发生、发
展。多少支撑着中国电影得以独立存在、长足进展的著名编剧、导演、演员、乃至技术工作者，是从
话剧界转移过来、或影剧双栖、双重作战。它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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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现代话剧的播种时期（1907-1917）第一节 “传统”与“输入”在正式展开论述之前，首
先介绍几个相关的情况：（一）中国话剧第一次比较正规的演出，是1907年春，在日本东京由中国留
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等发起组成的“春柳社”举行的，演出剧目是法国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选
场；（二）中国话剧史上第一次完整的话剧演出，是由“春柳社”成员在1907年6月改编的《黑奴吁天
录》（即美国斯托夫人所著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上演于东京；（三）中国话剧史上第一个自己
编写的剧本，是“春柳社”同仁于1912年在上海演出的《家庭恩怨记》；（四）目前可以见到的中国
第一部保留下来的话剧剧本，是洪深于1915年为清华大学筹款创立成府贫民小学义演而创作的《贫民
惨剧》；（五）中国第一部在公开刊物上正式发表的话剧创作，是1919年3月15日《新青年》6卷3期上
胡适的《终身大事》，稍后两个月，又有天津南开学校新剧团创作的《新村正》发表于《春柳》第6
期。上述情况，清楚地表明了中国话剧作为“舶来品”，其历史是不长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年轻的话
剧同中国的民族戏曲传统毫无内在的联系，事实上，任何一种“舶来品”得以生存与壮大，都离不开
使其存活、发展的民族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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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阿 很详细 何老师说德语雅虎
2、跟我们学校的教材一样的，便宜了好多，很划算！
3、到1949就截止了，感觉不太全。
4、书很好
！
5、是一本很系统的话剧用书！
6、学院派的书
7、为了写论文查资料看的，信息量还比较全
8、可以了解戏剧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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