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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实主义话剧在“五四”时期是“问题剧”和“写实的社会剧”。“问题剧”以易卜生写实

剧的眼光和形式来思考和表现中国的社会问题，"$!" 年成立的民众戏剧社倡导“写实的社会

剧”，使现实主义戏剧的艺术视野更加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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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可以看作是一种正视现实的创作精

神，一种客观地描写社会生活的创作方法，或者是

一种忠实反映生活的文艺思潮。本文所描述的中

国现代话剧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流变，兼及三

者，主要是指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性质的文

艺思潮，它基本上是在对外国文艺横向吸收和改

造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新质的文艺观和强烈的

社会使命感。中国现代戏剧的历史显示：现实主

义戏剧既是中国现代话剧的源头，也是中国现代

话剧的发展的主导流派。

现实主义话剧，在“五四”时期，是“问题剧”和

“写实的社会剧。”

中国新戏的发端，就是以“为求新异，为求进

步”为目的，而“竭力向模仿的写实的路上走”。中

国现代戏剧最初编写和演出的，是由几个中国留

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的“写实的模仿人生的废除

歌唱而全用对话的戏剧”［"］（,-"&）《茶花女》、《黑奴

吁天录》。"$". 年周恩来刊载于南开中学《校风》

上的《吾校新剧观》，最早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提

出了“写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周恩来指出“现代

写实剧者⋯⋯其意在不加修饰而有自然实际及客

观之趣味，此种剧旨，更为锐进而成空前之发达”，

因而写实主义“潮流”，是“大势所趋”，“不得不资

为观鉴”。正是在“写实”观念的指导下，南开新剧

团能在文明戏一派衰微，而新文化运动尚未兴起

之际，卓然独立，推出了现实主义戏剧的力作《新

村正》。

“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

陈独秀在其《文学革命》中说：“新鲜的至诚的写实

主义”成为“五四”“革命军”的“三大主义”（《新青

年》第 ! 卷第 . 期）之一。尽管不少新文学的先驱

者对浪漫主义或新浪漫主义颇有好感，但他们都

明确地强调以现实主义来适应思想革命的要求。

胡适在他那篇著名的《易卜生主义》的文章里开宗

明义地宣称：

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

是一个写实主义。

《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勇壮的出阵既是借

助挪威戏剧大师的作品作为进攻旧戏的援兵，同

时也是为新文学，包括新戏鼓吹“把社会种种腐败

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的“写实

主义”（《新青年》第 ’ 卷第 . 期）。

在西方众多的戏剧家里，为什么新文学、新戏

剧独尊易卜生呢？而且，在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文

坛上，易卜生已经以他后期剧作（如《野鸭》、《罗斯

莫庄》、《海上夫人》、《建筑师》等）的象征手法和心

理分析而备受现代派的推崇，而“五四”时期的中

国新文化界，新戏剧界仍在独崇易卜生的写实主

义，特别看重易卜生中期那些“敢于攻击社会，敢

于独战多数”的社会问题剧，这实在是“五四”时期

的中国正需要易卜生式的揭示社会真相，反抗传

统观念，反抗社会压迫的现实主义戏剧，是国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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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时代选择了易卜生主义和现实主义戏剧。

易卜生写实的社会问题剧的介绍如奇兵突发，不

但动摇了旧戏在戏剧界的垄断地位，还为新文学

新戏剧提供了一种新的创作观念和形式，那就是

把戏剧当作“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

具”［!］（"#$%），以“问题剧”的形式，写实地反映揭示

各种尖锐的社会问题，以引起警觉和讨论。所以，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与“五四”文坛上

的“问题小说”同步，一批从内容到形式都借鉴易

卜生的“问题剧”应运而生，在中国现代剧坛上形

成一股“易卜生热”。第一部戏，则是胡适的《终身

大事》。

《终身大事》发表于 !&!& 年 ’ 月《新青年》第

六卷第三期。这是最早运用现代话剧的形式表现

“五四”时代精神的剧作，因而在中国戏剧史上具

有特别的意义。这出独幕剧剧情简单：在半新半

旧风气的田先生家庭，田太太请来算命瞎子为女

儿田亚梅的婚事算卜，被告男女生辰相克，“这门

亲事是做不得的”。田亚梅几年前在东洋就和陈

先生相识相恋了，她盼望得到父亲的支持。田先

生一向反对田太太的迷信求卜，可他却捧出一部

家谱告诉女儿：“两千五百年前，姓陈的姓田的只

是一家⋯⋯所以两姓祠堂里都不准通婚。”就在田

先生和田太太吃饭时，陈先生托佣人给田亚梅送

来字条：“此事只关系我们两人，与别人无关”，田

亚梅毅然留下一纸，披衣出门，纸条写道：“这是孩

儿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孩儿现在坐上陈

先生的汽车走了⋯⋯。”《终身大事》无论在内容与

形式上都是易卜生《娜拉》的仿制。胡适得风气之

先，受到民主主义思想和易卜生写实剧的浸染，感

受到时代的脉搏而成此剧。“五四”时期，婚姻问

题是知识青年从切身经验中首先感到痛苦的和觉

悟到应该解决的大事。所以，尽管《终身大事》有

趣剧的色彩，主要是“半新半旧”的田先生田太太，

就如田家“中西合壁式”的家俱陈设一样，观念上

的不协调被剧作家用夸张的手法描绘成喜剧的矛

盾，但剧本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是十分强烈的，年

轻一代针对“中国风俗规矩”和“祖宗定下的祠

规”，喊出“这是孩儿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

断”的呼声，振聋发聩，为时代之音，革命之声，洪

深在称道《终身大事》时说：这时期，理论非常丰

富，创作却十分贫乏。只有胡适的《终身大事》一

部剧本，是值得称道的”。“田亚梅是那个时代的

现实人物，而‘终身大事’这个问题在当时确又是

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也可以说是一出反映

生活的社会剧。”［!］（"#$’）

《终身大事》开了仿制易卜生戏剧的先河，加

之“五四”时代风气引导，中国初期话剧中出现了

为数众多的“娜拉”型人物和“出走”型的作品，如

余上沅的《兵变》、欧阳予倩的《泼妇》、成仿吾的

《欢迎会》、熊佛西的《青春的悲哀》、张闻天的《青

春的梦》，甚至在浪漫主义戏剧《卓文君》和《获虎

之夜》里也塑造了古代的娜拉和出走未成的女性。

执着现实的精神贯穿在问题剧的创作中，易卜生

的“出走”又直接为新剧作家提供了一种明了便利

的戏剧模式。这类戏剧故事的情节框架大都以一

组中年的人物代表旧社会，另一方面又以一对青

年代表新思想，然后竭力暴露旧社会的丑态、对青

年的压制，描写青年觉醒，于是双方冲突，青年反

抗，最后则以新人物的出走来表现剧作家的社会

理想。

欧阳予倩的《泼妇》描写做了银行副经理的陈

慎之信奉“岂有不讨姨太太而能称新人物”，背着

妻子从堂子里买来王氏做妾。《泼妇》将戏剧冲突

集中在陈慎之纳妾进门之际，在不可避免的新旧

观念的正面冲突中揭露受到传统陋习腐蚀而倒退

的“新人物”，也塑造出具有民主思想、独立人格、

敢做敢为的“五四”新女性于素心。陈家请来姑母

和小姨劝说于素心，于素心怒斥陈慎之背弃誓言，

揭发他所谓正义人道的假面，以把儿子带走为要

挟，逼陈慎之退还王氏，写出离婚书，然后带王氏、

儿子一同离去。众人面面相觑，“真好个泼妇啊！”

《回家以后》更是一出视角独特，分寸感很强的社

会问题剧。剧本描写陆治平在美国娶了刘玛利，

回到家乡湖南欲与妻子吴自芳离婚，可回家以后

又发现自芳有许多新式女子所没有的好处，欲言

而不能。就在这时刘玛利闻讯追踪而至，激起这

个乡绅之家的轩然大波，刘玛利言辞逼人，令陆治

平“赶紧跟这个乡下的女子正式离婚”，陆父震惊，

岳父要求陆治平“凭他的良心来处置这件事情”，

吴自芳则自重大度，体贴贤惠，冷静对待。陆治平

似有悔悟而又左右为难，只得“暂且”一去。剧作

家在一片“婚姻自主”的声浪中提出接触西方文明

的留学生应严肃对待爱情的主题，显示了他对生

活的独到见解。更值得注意的，是剧本着意设置

“乡下的女子”吴自芳贤惠庄重与“洋女子”刘玛利

泼辣强悍的对比，流露出对以知情达礼，温柔敦厚

的东方女性的爱护赞美和对以田园耕读为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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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亲近留连，认为西方文明中也有“迷魂

汤”。所以洪深极有见地地提醒人们：“这个戏，演

得轻重稍有不合，也容易变成一个崇扬旧道德，讥

骂留学生的浅薄的东西。”［!］（"#$%）在更深层次上，

或者说在潜意识里，正显示出处于东西方文化碰

撞中的剧作家的一种心态，他在理智与情感，西方

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求两者的融合而不能单向抉

择，偏偏陆治平的婚姻又必须排他，剧作家就只得

让陆治平不知所为而去，留给人猜测和思索。

以妇女解放，婚姻自主为题材的戏剧是“五

四”时期问题剧的热点，这些洋溢着时代精神和民

主主义思想的戏剧，对中国的封建婚姻制度予以

锐利打击。女作家石评梅更进一步从知识青年的

恋爱婚姻受到封建家庭摧残的悲剧中提出了“这

是谁的罪？”的问题，为“五四”问题剧抹上思辩的

色彩。《这是谁的罪？》是一部“受着眼前社会上活

的事实反射而产生”的“今代的人情剧，”［&］（"#’%!）

留美学生王甫仁和陈冰华相爱并在回国前订下婚

约，可王甫仁一回国就受到父亲的压力，被迫与别

的女子成亲。陈冰华没想到爱人回国不到一礼拜

就被环境所软化，“在美国不是说中国社会恶俗害

人吗？但万想不到这种切肤的痛苦我陈冰华身受

了。”她在婚宴上毒死新娘，终得以与王甫仁成婚，

在婚礼后的当晚，她给王甫仁留下绝命书，承认自

己夺君前妻以顺从爱情的要求，又以自杀得良心

的慰藉，以“情的自杀”“对杀子女的父母为一点儿

的惩戒！”［&］（"#’%!）

“五四”时期的问题剧以易卜生为老师。以易

卜生写实剧的眼光和形式来思考和表现中国的社

会问题。但是中国剧作家有自己的思路，他们始

终关心社会问题，总愿意开出药方，以社会问题的

解决为归宿，甚至要彻底否定现存社会，如张闻天

的《青春的梦》。其次，易卜生剧中人物往往体现

出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思想，即反抗多数的人最有

力，是“任个人而排众数”。中国的问题剧，并不强

调个人的孤独或有力，也不如此突出个人与众人

的对抗。

!(&! 年成立的民众戏剧社高扬“民众的”“为

人生的”“真的新戏”的旗帜，强调戏剧在现代中国

的作用，一是宣扬进步思想，推动社会前进；二是

揭露社会病根，三是“正真无私”地反射出“一国人

民程度”。因而提倡“写实的社会剧。”从“五四”

“问题剧”到这时期的“写实的社会剧”，现实主义

戏剧的艺术视野更加扩展了，从热衷于“问题”或

从“问题”来编排戏剧，发展为描写社会的现实，反

映广阔的人生，自觉要做一面“正直无私的”镜子，

去反射“一国人民程度”，戏剧家不再是专注于描

写激扬着民主精神和青春朝气的青年一代的悲欢

离合，而是描写芸芸众生，展示社会的色相。即使

是《幽兰女士》这样刻画寄寓作者理想的年轻女性

形象的剧作，所展示的生活面要比《终身大事》一

类问题剧开阔得多，并更多地以写实的描写揭露

代表社会腐朽势力的人物。

蒲伯英戏剧揭露与讽刺的焦点在上流社会的

虚伪的“道”上，他在“人艺剧专”时期发表了六幕

剧《道义之交》和四幕剧《阔人的孝道》。揭开“阔

人”的“道义”和“孝道”的虚假面孔，显露出内里的

种种自私丑恶，以及因名不符实自相矛盾所造成

的滑稽可笑，带有喜剧性的讽刺。

陈大悲是从文明戏舞台走向戏剧创作的，又

从批判文明戏起而倡导爱美剧，他在 !(&%———

!(&’ 年间，为解决爱美剧舞台的上演剧目写了

《良心》、《英雄与美人》、《是人吗？》、《双解放》、《幽

兰女士》、《说不出》、《王裁缝的双十节》、《爱国

贼》、《平民的恩人》、《忠孝家庭》、《维持风化》、《父

亲的儿子》、《虎去狼来》等十几部剧作，主要是暴

露社会黑暗，攻击封建礼教的虚伪和罪恶。内容

大多为革命党人的蜕变、伪君子的卑劣、官僚家庭

的丑闻、军阀混战的灾难、妓院的陋习、所谓“忠孝

节义”的虚伪和妇女的悲惨命运。在情节上往往

是偷听隐私，相互争斗，枪杀自尽，良心发现等几

个环节，以适应市民阶层的观剧心理和审美情趣，

引起观众的惊奇、猜测、紧张和快意的情感，因而

在当时曾有“通俗戏剧”之称。又因为“一致地用

出奇的事实与曲折的情节来刺激观众，”而被洪深

称为“空想的闹剧”。［!］（"#’）其最有影响的戏剧是

!(&% 年发表于《晨报》的五幕剧《英雄与美人》，剧

作家“为要打破国人对‘英雄’与‘美人’的痴梦”［)］

而描写一对蜕变的“英雄”和“美人”———辛亥革命

时期的革命党人张汉光和他的情人林雅琴。剧作

曲折地，也入情入理地描述了人物情感的变化，透

过爱情悲欢表象的则是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的可

悲的蜕变。此剧曾风行一时，但其实质只是肤浅

的社会批判加上曲折的情节与感官的趣味。陈大

悲写得比较好的剧作是“爱美剧”时期的《幽兰女

士》。幽兰，这位具有民主思想，追求个性解放的

新女性便一面坚决反对父亲的包办婚姻，一面毅

然去裁缝店认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刘凤。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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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向父亲揭穿假儿子的骗局被李氏枪杀，在临终

时希望父亲“能够得到一种觉悟”。这出戏虽有文

明戏的家庭戏的色彩，描写稳私和罪恶，以枪杀结

局等，但毕竟在一团污泥中显出一线光明，这就是

闪耀着“五四”时代精神的幽兰女士。在她身上，

表现出“五四”时期反对封建道德，挣脱家庭束缚，

争取婚姻自主等民主平等的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

熊佛西早期戏剧集《青春的悲哀》也是问题剧

的路子，到 !"#$ 年燕大毕业走进社会以后，他的

戏剧审美创造目光投向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

阶级矛盾。剧作家将《当票》作为“汉口租界虐待

华工的写真”，“将外人在租界之横行，中国贫民阶

级的生活与痛苦，以及甘心做奴隶者的恶毒行为

表露无余。”《甲子第一天》又是以“二七”罢工中英

勇牺牲的施洋烈士为原型，塑造出一位支持烟厂

工人罢工而被军阀杀害的青年律师时伯英。《醉

了》则被誉为是“短小精悍”的独幕剧，“表现方式

是尖锐的”，“情节虽然很简单，但它很有力地暴露

人生的丑恶一面，使我们深深地感到社会经济的

压迫之可怕。”三幕剧《一片爱国心》是熊佛西早期

戏剧的代表作。这个戏通过一个家庭夫妻之间、

母女之间的矛盾侧面，成功地塑造出具有鲜明时

代精神的爱国青年。女主人公唐亚男是一位聪

明、热情、深明大义的女学生，她有一个温暖的家

庭，母亲秋子是日本籍妇女，对亚男视若掌上明

珠，亚男平时也爱母亲，依从母亲。母亲要亚男穿

日本和服，她依从了，母亲要亚男不参加抵制日货

的辩论会，她也被迫同意了。因而亚男一方面敬

佩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忍受同

学们误解的目光和责备，她把痛苦深埋在心底。

然而当涉及到国家民族的利益时，她性格中炽热

的爱国热情便如火如荼地迸发出来。第二幕，当

她听说母亲让身为实业督办的哥哥唐少亭在一张

出卖祖国矿山权誉的契约上签字时，不禁义愤填

膺，痛斥其兄，当母亲抢过契约出门要送交日本公

使馆时，她毫不犹豫地冲出门，不顾母亲的眼睛已

被打碎的玻璃刺伤，夺回契约，撕得粉碎，掷入室

中，大笑起来。唐亚男这一系列举动生动地表现

了经过“五四”洗礼，在反帝浪潮激励下青年一代

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因而这位女主角当然地成

为当时青年学生的楷模。《一片爱国心》和后来的

郑伯奇的《抗争》一样，表现了强烈的反帝爱国的

时代情绪，同时也以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有条不紊

的戏剧结构，通俗流畅的语言达到了艺术上的较

高成就，可称为是在我国现代话剧诞生时期出现

的一个具有进步思想倾向和较高艺术质量的优秀

多幕剧作。

从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戏剧创作可以看出，

现实主义的剧作家们已不再如“五四”初期从问题

出发编排故事，而是从生活出发，写出生活中自己

感受强烈的那部分，由此来反射“一国人民之程

度”，塑造人物，表现社会与时代。把这种现实主

义的创 作 精 神 讲 得 最 为 清 楚 的 是 洪 深。洪 深

!"#! 年回国就立刻成为中国剧坛上的“黑旋风”，

为中国戏剧带进一股活力。他回国后一直强调戏

剧是“属于一个时代的”，“是这个时代隐隐的一个

小影”，“戏剧所搬演的，都是人事，戏剧的取材，就

是人生”。［$］（%&!’(）他回国后编演的第一部戏剧的

《赵阎王》借鉴了奥尼尔的《琼斯皇》，运用意识流

和象征手法，浓重而有层次地表现赵大作恶后内

心极端矛盾，直至崩溃的复杂心理过程。全剧气

氛紧张节奏强烈。尽管在舞台表演上有着浓厚的

表现主义色彩，但剧作家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是

现实主义的，洪深曾撰文说明《赵阎王》不是鼓吹

“裁军”之类的“趋时的作品”，他的戏剧都是“经历

人生，观察人生，受了人生的刺激，直接从人生里

滚出来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赵阎王》

的人物复杂性，在过去，旧戏里人物常常是帝王将

相，才子佳人，文明戏中多为具有传奇色彩的夸张

性人物，“五四”问题剧的人物形象色调单纯对比

鲜明，要么是代表旧势力的中老年年纪的腐败虚

伪人物，要么是代表了新思想的充满青春活力的

年轻男女。而《赵阎王》中主人公则显示了现实主

义戏剧的深化，他是普通农民，被迫当兵，受欺受

压，又沾染恶习；他做过坏事又良心未泯，有忏悔

之意；他偷了营长克扣的军饷潜逃终被追兵击毙。

如同赵大的好友在掩埋赵大时所说的：“你啊！你

做好人心太坏，做坏人心太好，好人坏人，都做不

到家”。这其实正是剧作家对生活的深入认识和

在创作中塑造人物的现实主义态度。赵大这样一

个“好人坏人，都做不到家”的真实复杂的戏剧人

物，标志着我国现实主义戏剧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汪仲贤的《好儿子》也是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戏

剧创作的成功之作。剧作“描写一个上海的‘经纪

小百姓’底家庭生活，写得忠实极了，在这次是完

全从现实的生活里搬取材料的”。剧作家在剧本

的前言里明确地说出了他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好儿子》是按照“事实明了”和“意义浅显”“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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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原则创作的”，从生活实际出发，如实地描写上

海“一个普通家庭生活”。在上海做经纪人的陆慎

卿因失业造成家庭经济困窘，导致家庭成员之间

的相互埋怨和陆慎卿本人在经济与人情的压力下

铤而走险，贩卖假钞而被捕抄家。剧作以陆慎卿

为中心构成了婆媳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朋

友之间，主仆之间的一组组各不相同的又相互影

响的家庭矛盾，陆慎卿在母亲与媳妇之间左右为

难，母亲逼儿交钱与对儿媳妇的不信任，妻子和弟

弟对陆慎卿的抱怨及相互争吵，都得到十分真切

地展现。难怪剧作家说：“这个剧是描写一个普通

家庭生活，差不多寄居在上海的经纪小百姓，都有

过这种生活的机会，所以凡在上海经过平民生活

的人，看了大概都能有些感触吧？”［!］（"#$%%）剧作家

又从陆家“分利者多，生利者少”和“利己心太重，

人人没有公共观念”想到“我们民族的弱点”，想到

“中国穷极了”，“督军”“执政府的阔人”的搜括钱

财与“好儿子的家庭有什么两样？”［!］（"#$%%）因而

“虽是叙述一个家庭，也可以把他当作一个现在的

中华民国的缩影”，力图赋予这个家庭悲剧以中国

社会的共性因素，去开掘人物命运的普遍意义。

《好儿子》的现实主义创作得到了戏剧史家的一致

肯定，张庚曾评析说：“虽然作者的结论并没有归

结到社会制度的原因，而不免用小市民的观点看

问题，但由于比较忠实地反映了生活，也就说是一

个朴素的写实作品。它在语言，生活细节的描写

等方面都很逼真，这就大大加强了这个戏的艺术

感染力，应当说是这时期极少数写得最好的剧本

之一”（《戏剧报》$&!’ 年第 ( 期）。

$&%! 年前后，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革

命文学”的口号被提出，沈雁冰在 $&%! 年撰写《论

无产阶级艺术》和《文学家的新使命》，从性质、题

材、内容，形式诸方面对无产阶级艺术作了较为全

面的介绍说明，并号召“文学者目前的使命就是要

抓住被压迫民族与阶级的革命运动的精神。”［)］与

此同时，“五四”时期从事浪漫主义创作的创造社

开始自我否定和转向，$&%) 年郭沫若在《革命与

文学》中曾偏激地宣称：“对于浪漫主义的文艺也

要取一种彻底的反抗的态度”，时代所要求的文学

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

文学”（《创造月刊》第 $ 卷第 * 期）。在这种背景

下现实主义的戏剧创作注入了“抓住被压迫民族

与阶级的革命运动的精神，”“表同情于无产阶级”

的阶级观念和抗争意识。洪深在评述第一个十年

的戏剧史时就指出了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戏剧受到

的“革命文学”的倡导的影响：“谷剑尘底《冷饭》和

胡也频底《瓦匠之家》，都是想用写实的手法，去写

出那中下层社会的痛苦生活的⋯⋯这两部戏剧还

只是他们最初期的作品，多少是受了民国十四年

以后第二次着重文学底社会作用的影响”［$］（"#($），

这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戏剧创作从第一个十年向

第二个十年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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