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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田汉先生和他的戏剧业绩，我向来是敬仰和感慨

的——敬仰他的人格魅力和艺术成就，感慨他的人生多艰和命

运多舛。从1898年到1968年，他处在中国历史的动荡、变革时

期，可以说是生于忧患，逝于灾难。田汉先生才华横溢，著作等

身，艺术活动涉及话剧、戏曲、电影、诗歌、理论、文学、翻译、书法

等诸多领域。其真实生命，不是后世者想象的那样伟岸、光鲜、传

奇，而是伴随忧伤、艰难、焦虑，他的心灵纠结了漂泊者的无奈、

生与死的困惑、“灵”与“肉”的冲突、诗与梦的憧憬。在上世纪20

年代，他是中国当时的先锋派，甚至带有世纪末的颓废、感伤；自

然，其中也蕴蓄了对贫苦大众的同情和对社会现实的愤懑。在田

汉诞辰120周年、逝世50周年之际，上海戏剧学院的李歆老师完

成了重要的戏剧史学著作《田汉南国社话剧史料整理及研究》，这

是对于文化巨擘、戏剧先驱田汉先生早期艺术追求和创造业绩的

考察与还原，也是对其历史成就之现实意义的反思与确证。

关于田汉和他主办的《南国》系列期刊的研究，是一个很有

学理价值的选题。田汉自日本归国后，便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

缘，这里不仅是当时中国最摩登的大都市，是中国新兴戏剧的大

本营，而且这里有传统与现代杂糅的市民文化土壤，有五光十色

的社会现实，以及东西文化交汇的时代空气。因此，田汉把他“要

做中国的易卜生”的戏剧梦想，投射在了上海的土地上。在整个

20世纪20年代，田汉和他所领导的南国戏剧运动，以其顽强的

拼搏精神和新锐的艺术面貌，一扫文明戏衰朽堕落的习气，辉映

着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光芒，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开拓了新

的路径。田汉还以他的戏剧创作成果，奠定了中国现代戏剧的文

体学价值基础。

要了解20世纪20年代的田汉的历史贡献，必须考察由他

主办的南国系列期刊杂志，这不仅是尘封在历史记忆里的生命

书写，而且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符号系统。从名称上来看，田

汉的《南国》系列期刊，不同的历史时期，称谓不尽相同；从内容

上说，向来热情奔放、思维敏捷的田汉也是信手而写，随心所欲，

文体多样，形式不拘。

1922年，田汉回国后，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他曾一度作

为少年中国学会和创造社重要成员，又因故先后退出这两个组

织，告别了团体性的文艺活动，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艺术追求。

1924年1月，他与妻子易漱瑜在上海办起了一个小型文艺刊物

《南国半月刊》，此时已是五四落潮期，田汉的办刊宗旨很明确，

在第1期《南国半月刊》中，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南国宣言》的文

章，说出版《南国半月刊》是“欲打破文坛的惰眠状态，鼓动一种

清新芳烈的空气”，同时还声言《南国半月刊》“不欲以杂志托之

商贾，决自己出钱印刷，自己校对，自己折叠，自己发行”。年轻的

田汉夫妻自筹经费，自办发行，这在中国近代期刊出版史上也属

首创之举。

这一时期，《南国半月刊》的主要作者是田汉与他的夫人易

漱瑜。田汉回国之后创作的第一个话剧剧本《获虎之夜》，最早便

是在《南国半月刊》上连载的。自第2期起，《南国半月刊》又附刊

《南国新闻》，“注重各种艺术，如戏剧、电影以及出版物的批评”，

登载了郭沫若、郁达夫、宗白华等人的通信。戏剧史上一般把这

个刊物的创办，看作“南国戏剧运动”的发端，这个刊物也是田汉

南国系列杂志的发端。可惜，《南国半月刊》在同年3月出版至第

4期时，就因为精力和财力的原因停刊了，但是它的价值和意义

不容低估，一些文学史研究学者称《南国半月刊》是点燃南国社

奋发自立的苦斗精神、追求艺术真美创新精神的“第一把火炬”。

1928年8月，《南国半月刊》由南国社重新编辑出版，田汉

还发表了《重刊之词》，同时发表了谷崎润一郎的书信《与田汉君

书》和田汉的剧本《湖上的悲剧》《怒吼吧，支那》《黄浦潮》等。

在《南国半月刊》停刊之时，1925年夏，田汉在将亡故的爱

妻易漱瑜安葬于湖南老家之后，带着惨淡的心境又回到上海，应

老友左舜生之约，在其负责的《醒狮周报》上办了一个附刊《南国

特刊》，自此“南国戏剧运动”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田汉既是该刊

的责编，也是主要撰稿人，在其上发表了他的《黄花岗》（第一

幕）、电影本事《翠艳亲王》《到民间去》和数篇散文。该刊拥有相

当多的热心读者，后来田汉发现了《醒狮周报》的“极右倾向”，

《南国特刊》出到第28期停刊，“南国戏剧运动”第二个阶段也就

到此结束。

之后，又有南国不定期刊物的出版。南国不定期刊，由南国

社主办，约创刊于1928年1月，署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编辑出版。

主要撰稿人有田汉和他的学生赵铭彝、左明等。是年5月因经济

困难和赴杭州“西征公演”等原因而停刊，共出5期。南国艺术学

院是由南国社主要成员田汉、徐悲鸿、欧阳予倩、洪深等人自筹

资金创办的。此刊本着南国社的宗旨，即“团结与时代共痛痒之

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以推进新戏剧运动，刊登了一

些戏剧理论方面的文章，宣传南国社的进步主张，发表了一批戏

剧新人的剧论和剧本，报道了南国艺术学院成立的消息及动态，

对中国新兴话剧的奠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南国》系列期刊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便是《南国月刊》了。《南

国月刊》是在南国社正式成立之后创办的一份杂志，可以视作

“南国社”的代表刊物，1929年5月1日创刊于上海，是继《南国

半月刊》《南国特刊》之后又一重要刊物。该刊由田汉主编，上海

现代书局发行，32开本。该刊时常因印刷之故而延期出刊，但每

期出版日期仍按原订时间印出。至1930年7月20日出版二卷

四期后终刊，共出10期，其中一卷五、六期是合刊号。田汉在第一

期《编辑后记》中曾说：“大体《南国月刊》之编辑方针以戏剧与小

说之创作为主，其次论文随笔通信之类，翻译是不大登的，除掉极

惬心满意的东西之外。”田汉自己创作的剧本《名优之死》《南归》

《苏州夜话》等便是刊登在该刊物上的。除田汉本人之外，《南国月

刊》的撰稿人还有黄素、洪深、康白珊、吴似鸿、欧阳予倩等。

以上所述，足见南国系列杂志所涉及的内容的丰繁，迄今为

止，尚未见完整研究田汉南国系列期刊的学术专著，故而这部

《田汉南国社话剧史料整理及研究》，是目前我所见到的一部最

为完整的有关田汉南国社和《南国》系列期刊研究的著作，其文

献价值、学术见识实属难能可贵。该书详尽地考证了各个时期田

汉南国系列期刊不同的特点、传播的途径，并对相关人员的情况

作出了考略。作者颇费心力地仔细研究了南国社几次重要的公

演情况，探讨了南国时代的田汉与戏曲之间的关系，阐发了独立

的研究见地，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作

者为了校勘南国系列期刊中所述内容，花费了大量时间，从《申

报》《新闻报》、上海《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小日报》《中央

日报》等民国报刊中查阅了海量的文献，与原书进行比对，这种

踏实认真的为学之道，令人钦佩并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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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近来，有关单位和读者反映，有人冒用本刊名义征集稿件。本刊声明如下：
1.本刊未设立其他采编点或分支机构，也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编辑出版《小说

评论》杂志；2.本刊唯一办公地为西安市建国路83号，联系电话为029—87428615/
87428476；3.本刊投稿信箱更改为xspl1985@vip.163.com，原xspl1985@163.com邮
箱作废；4.本刊对冒用本刊名义进行收费和征集稿件的单位和个人将保留起诉权利。

敬请广大作者和读者注意，谨防上当受骗。本刊将依法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文坛纵横 保护思维的锋刃 ………………………………………………… 张 炜
文学如何面对暴力 ……………………………………………… 刘剑梅
当代经验、民族志转向与非虚构写作 …………………………… 刘大先
一曲长恨，繁花落尽—“上海故事”的前世今生 ………………… 刘复生
中国小说中的娱乐精神

文学制度研究 《人民文学》与“人民的文学” ……………………………… 胡友峰
作家驻校制与作家批评的兴起 …………………………… 叶立文
从文学史背面谈“先锋文学”流变 ……………… 张子华 窦兴斌

莫言研究 主持人语 ………………………………………………………… 张清华
1987：先锋文学场中的莫言 ……………………………………… 周 蕾
从接受到创化——《檀香刑》与茂腔的影响关系考 …………… 李幸雪

小说译介与传播研究
王安忆在德国的译介与阐释 ………………………… 孙国亮 李偲婕
副文本视角下贾平凹《太白山记》德译本解读 ………………… 张世胜

小说家档案 王十月专辑
主持人的话 …………………………………………………… 於可训
飘荡在城乡间的离魂 ……………………………… 曹晓雪 王十月
创作自述：一些寻常话 ………………………………………… 王十月
游走在现代的边缘——论王十月的农民书写 ……………… 曹晓雪

王方晨评论小辑 “先锋化”的乡村叙述 ………………………… 杜 昆 贺仲明
连环兜转的城与人悼亡曲 ……………………………… 李掖平
老实街上的老实和不老实 ……………………………… 贺绍俊
别开生面的城市想像 ………………………… 黄发有 尹 林

海外华人文学研究 林佩芬小说的历史书写与主体精神 ………………… 冯 晟
“严肃的工作”与“严正的担当”——《雁城谍影》的文学启示录

……………………………………………………… 程小强

小
说
评
论
二○
一
八
年
第
五
期
要
目

2018年
第四期要目

《天涯》杂志已开通淘宝店http://tyzzz.taobao.com，欢迎网
购。亦可到邮局订阅或本刊邮购。邮发代号：84-12，双月刊，
20.00元/期，全年6期120.00元。邮购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
大道69号海南广场9号楼6层《天涯》杂志社。邮编：570203，
电话：（0898）65360004、6533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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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悬：岛屿生存叙事 ………………… 孔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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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边界 …………………………… 陈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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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动的轨道 ……………………………… 浇 洁
繁花似锦 ………………………………… 管 弦
私人饮酒史 ……………………………… 陈峻峰
碰撞（外一篇） …………………………… 莫晓鸣

研究与批评 “新诗百年”讨论小辑
霍俊明 杨碧薇 卢 桢 沈 健

9月4日，大型山西说唱剧《解放》第4次在北京

国家大剧院上演，把“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解放》

千场纪录演出”活动推向新的高潮。

说唱剧《解放》是200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60周年，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

和国家大剧院主办，山西戏剧职业学院和山西华夏

之根艺术团创作演出的一部新创舞台剧。该剧由张

继钢担任总编导，张千一担任作曲，一经推出，便获

得巨大成功，赢得广大观众、业内人士的齐声喝彩，

几乎囊括全国的各大奖项。9年来，该剧走遍全国，在

30个省市自治区的100多个城市演出逾千场，观众

突破150万人次。此次《解放》晋京展演，是该剧第六

次晋京，第四次进入国家大剧院。

该剧是以旧中国妇女“裹脚”为核心事件，以一

对青年男女的爱情为线索，讲述了一段凄楚动人的

爱情故事。全剧以小见大，以独特的视角折射出时代

变革的大背景，揭示“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天然尺

度，思想解放是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这一宏大主

题。该剧采用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把“说书人”这

一民间说唱艺术角色引入戏剧舞台，以说书人为主

线贯穿全剧,首次将评书、戏曲、山西民

歌及舞蹈融为一体，把经典的山西民歌

和戏曲唱段引入戏剧情节，创造了“说

唱剧”这样一种崭新的舞台艺术形式，

是对叙述体戏剧表现形式的一次大胆

尝试和创新。

9年来，《解放》始终把演出质量放

在第一位，在演出中提升完善，张继钢

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但他始终认为有

一种遗憾和不满足。在千场纪录演出到

来之际，他回到山西，根据《解放》多年

演出的经验和自己的思考，决定对《解放》进行一次

全方位集中式修改、加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

对“凤冠小脚舞”“天足舞”“双人舞”等舞蹈段落和

“说书人”的表演进行重新设计和加工，尤其是对“凤

冠小脚舞”进行了重点提升，综合运用“斜线”、“半

圆”、“竖线”、“满天星”等队形的变化，特别是借鉴了

戏曲旦角的身段和水袖等表演技巧，增加了舞蹈的

戏剧性和戏剧性的舞蹈，使该舞段从原来的“陪衬”，

变成与其他舞段的强烈“对比”，保证了全剧的场场

精彩。张继钢表示，《解放》是他创作的数百部作品中

很喜欢的一部，因为该作品不仅浸透了他的心血，更

重要的是倾注了他多年来一贯坚持的艺术追求：不

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解放》的可贵之处，在于

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舞台艺术样式，融合了各种艺术

手段，并对各种艺术关系进行了绝妙处理和流畅传

递。此外，该剧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对戏剧性的重新体

悟和认识。全剧由两个梦做支撑，架构起全部的情

节，为舞台艺术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晋 艺）

说唱剧说唱剧《《解放解放》》千场演出献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千场演出献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8 月 23 日，“崇德

尚艺做有信仰有情怀

有担当的新时代文艺

工作者巡回宣讲活动”

在北京启动。启动活

动现场上，姜昆、孙晓

云、居杨、何沐阳4位艺

术家结合各自的艺术

实践，形象阐释了他们

追求崇德尚艺的理想

信念，展现了他们自觉

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努力做有信仰、有情

怀、有担当的新时代文

艺工作者的矢志追求。

“崇德尚艺做有信

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

时代文艺工作者巡回

宣讲活动”是中国文联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

的重要论述，展现文艺

界正风正气，树立文艺

界良好形象，团结凝聚

更多从业者、爱好者立

志做有信仰、有情怀、有

担当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举措。

宣讲团由活跃在创演一线的文艺家组

成，首轮巡回宣讲于8月23日至8月30日举

行。期间，姜昆、何沐阳、吴为山、黄豆豆、吴

元新、居杨、奚志农、孙晓云等8位艺术家分

为三组，分别在北京、济南、杭州、武汉、重庆、

昆明进行巡回宣讲，并在宣讲期间与各地文

艺工作者开展研讨交流等活动。

据悉，此次巡回宣讲活动在整体上采取

视频串场的形式，宣讲艺术家们将从亲身经

历、动人事例入手，讲述他们在艺术成长道路、

创新创造实践、深入生活创作采风、热心服务

基层百姓等方面的鲜活内容和真实感受；还

将利用多种宣讲辅助手段，增强宣讲内容的

直观性趣味性，提升听众参与度。（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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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演员王艳在央视《跟我学·教唱京剧》栏目中教唱《杨门

女将·探谷》的一段“高拨子”时，把“星光惨淡”的气口安在了“星

光”与“惨淡”之间，并且认为“有人”把气口安在“星光惨”与“淡”

之间不妥，因为这个唱句应在“星光”与“惨淡”之间断句。记得《杨

门女将》这出戏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杨秋玲首演，拍成电影后影响很

大，广受好评。杨秋玲就是把这个气口安排在“星光惨”和“淡”之

间的，其后不同演员的演唱也无不如此，笔者听过不下数十遍，印

象极深。说实在的，把气口安排在“星光”与“惨淡”之间，笔者倒确

实是第一次听到。

当然，王艳这样唱，是她的处理方法，我们不论其优劣，但她

根据“断句”来安排“气口”的说法却是不妥的，况且“星光惨淡”是

个很短的主谓结构，其间也无须“断句”。在京剧唱段中，第一句导

板（或散板）的最后一个字，往往都会有一个较长的拖腔，在它前

面安排一个气口，以利把它唱得神完气足，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例如，汪曾祺《裘盛戎二三事》（汪曾祺《说戏》）中提到，在

《智取威虎山》李勇奇唱段中有这样一句：“扫平那威虎山我一马

当先”，按花脸惯例，都是在“一马”后面换气，“当先”一口气唱

出，裘盛戎不这样，他在“当”字后换气，唱成“一马当——先”。他

说“当”字唱在后面，“先”字就没有多少气了，不足。又如：

玉堂春含悲泪忙往前进（《玉堂春》）。

玉堂春跪至在督察院（《玉堂春》）。

自从我随大王东征西战（《霸王别姬》）。

明知陷阱须防范（《凤还巢》）。

习天书学兵法犹如反掌（《借东风》）。

听谯楼打罢了初更时候（《探皇陵》）。

龙车凤辇进皇城（《打龙袍》）。

以上各例最后一个字的前面，胡琴都有个小“垫头”，演员就有了充分的换气

时间；王艳自己主演的《乾坤福寿镜》“娇儿不见”的“见”字前还有锣经“哭头”，难

道此处她能不换气吗？即便像《汾河湾》的“娇儿打雁无音信”，“音”与“信”之间

胡琴无“垫头”，演员同样也是需要“偷气”的。这些“换气”或“偷气”之处，按照

王艳的说法可都是不该“断句”的地方。难道前辈艺术家们留下的这些唱法都

是不妥当的吗？再有，“探谷”这个唱段中的“垛板回龙”最后一个“山”字有一个

大腔，这个字一口气是无论如何也唱不下来的，必须多次偷气，王艳自己也得

这样唱。一个字当然更不可能存在“断句”的问题，足见“气口”与所谓“断句”是

毫无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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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疵篇

陈廷敬是清康熙朝的辅政良臣，在康熙年间

的各个重要部门任职，辅佐康熙长达半个世纪，他

还多次主持编撰国家典籍史志，包括对后世影响

极大的《明史》《康熙字典》。由雷献禾执导，陶泽

如、朱宏嘉、曹力等主演的历史正剧《一代名相陈

廷敬》，以陈廷敬与明珠、索额图的交锋为切入点，

串联起陈廷敬一生中最著名的几个大事件：如江

宁赈灾案、铜钱案、顺天乡试舞弊案、云南巡抚王

继文贪墨案、靳辅治河案、张汧案等，勾画出了清

朝康熙年间索党、明党互相倾轧争权的历史风

貌。雷献禾表示，之所以愿意接拍这部作品，主

要是被陈廷敬身上体现出的人格魅力深深吸

引。陈廷敬用自己一生的实践告诉我们怎样当

好“配角”，以不平凡的理想和心胸辅佐康熙帝

“正君道、明臣职”，这也是该剧独特的价值所在。

据悉，该剧将于近期登陆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黄金档剧场。

（许 莹）

历史正剧《一代名相陈廷敬》即将登陆央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