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周贻自在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的历史．剧创作 

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 ，周贻白 (1900— 

1977)是一位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剧作家。周 

贻白生于湖南长沙，青少年时代曾经演过文 

明戏、京剧和马戏。1927年，周贻白加入 

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结识了欧阳予倩、唐槐 

秋等话剧界人士。卢沟桥事变后，周贻白参 

加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为抗战服务。1940 

年，受著名历史剧作家阿英之邀，周贻白加 

入新艺剧团，任编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同 

年，被唐槐秋领导的中国旅行剧团聘为专职 

编剧，成为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最多产的剧 

作家之一。但在解放后，周贻白是以戏剧史 

家而知名的，他在话剧方面的成就被遮蔽 

了。直到最近 10年，周贻白的话剧才开始 

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上海的孤岛和沦陷时期是上海话剧史上 

的黄金时代，也是历史剧创作的高潮时期。 

周贻自在这一阶段至少创作了6部历史剧： 

《北地王》、 《李香君》、 《花木兰》、 《连环 

计》、 《天外天》、 《天之骄子》。此外 ，还 

有 《阳关三叠》、 《金丝雀》、 《绿窗红泪》 

等多部现代题材的剧作 ，以及 20多部电影 

剧本。根据当时的 《申报》演出广告看，他 

的历史剧除了 《天之骄子》，其它都曾经由 

中国旅行剧团和其它剧团演出过。 

周贻自历史剧的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 

期。出版于 1940年的 《北地王》、 《李香 

君》、 《花木兰》是他前期的剧作 ， 这三个 

剧作带有抗战宣传剧的色彩，以表达爱国思 

想为主题。作者通过描写反抗外辱、舍生取 

义的英雄人物，抨击投敌卖国的可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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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激励广大民众的抗 日救国热情。1944年 

以后。周贻白又相继创作了反映朝廷内乱的 

《连环计》和反映宫廷争斗的 《天外天》和 

《天之骄子》，在表达爱国意识的同时，也展 

现了女性的个性爱情在政治斗争中的压抑和 

毁灭。具体来说，周贻白历史剧的艺术特征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 这些历史剧多取材于观众比较熟悉 

的中国传统戏曲故事，讲究情节的曲折与传 

奇性。作为一个中国戏剧史研究专家，周贻 

白对戏曲中的历史剧无疑是十分熟稔的。周 

贻白曾在一些历史剧自序中阐述了他的选材 

方法。如 《连环计·自序》： “戏剧取材于三 

国史事，在昔颇为盛行，元之杂剧。明之传 

奇，乃至今之皮黄梆子及各地方戏剧，俱与 

其全部剧目中占有相当地位。而王允诛董卓 
一 事，则尤为人所熟知。盖其情节恢奇，颇 

合舞台关目，故作者不惮其频，观者不厌其 

复也。” Ⅲ 《北地王·自序》中也有类似的 

阐述： “本剧所演亦为三国故事之一。其事 

不惟见诸正史，且亦见诸平话，见诸演义 ， 

见诸昆曲，见诸皮黄，乃至于其他地方戏 

曲，莫不有之。” 圆可见。周贻白所选的三 

国故事，是戏曲中搬演较多的。他的 《李香 

君》则直接改编自孔尚任的著名传奇 《桃花 

扇》，而 《花木兰》中女英雄花木兰代父从 

军的传奇故事，更是千百年来历演不衰，家 

喻户晓。 

剧情结构上 ，这些历史剧情节曲折多 

变 ，具有引人人胜的传奇性 。 《花木兰》 

中，花木兰女扮男装、村女爱恋的情节 ，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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炀帝欲将她纳入后宫 、招来杀身之祸的情 

节，都极富传奇色彩。 《连环计》紧紧抓住 

连环计这条情节线 ， 从董卓残酷杀戮朝臣开 

始，顺序写了貂蝉焚香引起王允注惫、痛苦 

舍弃个人情爱、以王允女儿身份勾引吕布、 

用歌舞打动董卓、离间吕董关系这些事件， 

最后以吕布朝堂杀死董卓结束，把连环计的 

起因、设计、实施、成功的过程写得环环相 

扣，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当时有人这样高 

度评价此剧的戏剧技巧： “周贻白 《连环 

计》一剧也 ，堪列为三国故事的优美 之 

melodrama， 以其人物，事件，情节，氛围， 

各臻佳妙，和谐之境，剧情与动作之进行尤 

丝丝入扣。徐疾有致．序幕之浩浩荡荡 ，小 

宴、大宴之巧妙 ，问罪之惊险，亭会掷戟之 

灵动，紧凑，密室誓盟之振奋，及至尾声开 

始之酝酿空气和以刺卓为结的有力的收场， 

真可谓尽寓作剧法则之秘奥，堪为初学写剧 

之楷模的。” [31如此不吝赞美之词的评价， 

在周贻白剧作的评论中是不多见的。 《天外 

天》一剧，剧情也很动人 ： “摄政王大权独 

揽，皇太后再做新娘。董贵妃痴心殉情，顺 

治帝看破红尘。” [41时人 的评价也很高 ： 

“大气磅礴 ，天衣无缝，人情人理，有始有 

终，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历史剧，这才是中国 

气派与中国情调，这才是民族形式的大悲 

剧，舞台创作的成功作!” [51可惜的是，这 

个剧作今天看不到了。 

周贻白这种向传统戏曲靠拢的选材和情 

节结构处理原则，是比较符合当时 “话剧民 

族化”的潮流的。他一定程度上打通了戏曲 

和话剧的界限。把～部分戏曲观众吸引到话 

剧剧场中去，从而扩大了话剧的观众群，当 

然也使他的剧作获得了很高的票房。 

二、这些剧作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斗争精 

神和爱国主义主题。在国难当头，上海沦为 

“孤岛”特殊局势下，历史剧成为剧人们以 

古喻今、宣传抗战的有力武器，剧坛上很快 

形成了一股历史剧热潮。上海完全沦陷后， 

92 

历史剧热潮仍然持续，只不过爱国意识的表 

达更为隐晦。与话剧界阿英、唐槐秋等人关 

系颇近的周贻白也积极投身于这般雠 热潮 

中。周贻白的第一个历史剧 《北地王》，写 

三国时期魏国灭亡蜀国的故事。后主刘禅在 

宦官和部分大臣的蛊惑下，以百姓免遭生灵 

涂炭为由，不战而降。他的第五个儿子北地 

王刘谌，不甘屈膝事敌，哭祖庙之后，与妻 

子儿女一起慷慨赴死。刘谌临死时说： “皇 

天后土，实鉴此心，我刘谌也算对得起堂堂 

的汉族了!”剧本在颂扬北地王高贵的爱国 

情操和凛然正气的同时，强调了他 “与其谓 

为死于不降，毋宁视为死于不战”， 阎批判 

了抗战中的 “求和”、 “投降”逆流。 《李 

香君》的题材本身就极富现实性，因为南明 

时期和当时 “时代虽有不同，环境恰有相似 

之处”。 r玎剧本偏重写了李香君个人部分： 

却奁、骂宴、拒媒、选优、人道、死亡，表 

现了以她为代表的下层民众可贵的民族气 

节．讽刺了侯朝宗投降变节以及权奸阮大 

铖 、马 士英等士大夫们的腐败 堕落 。即 

“以娼优下贱之忠义 ，讥讽当时的士大夫 

们”。 罔周贻白描写抵御外辱、保家卫国的 

《花木兰》，歌颂以美色建功立业的 《貂蝉》， 

也表现的明显的爱国意识。这写剧作从反抗 

外族入侵 、痛惜国家内乱的视角解读历史 ， 

歌颂英雄人物，弘扬了民族气节和爱国思 

想。周贻白剧作强烈的爱国意识弓}起了日军 

的当局的注意，他被列人黑名单，即便离开 

上海躲避到无锡进行创作，周贻白的日常生 

活仍然受到日军的盘查和监视。 

三、‘对有高风亮节、忠贞爱国精神奇女 

子形象的塑造。周贻白历史剧钟爱刻画有气 

节、有爱国精神的奇女子，这些奇女子在民 

族危亡关头，往往表现出比男子更坚强的个 

性和反抗精神。 《北地王》中江油守将马邈 

之妻李氏，敦促丈夫练兵备战，在得知马邈 

准备献城投降时，李氏愤怒唾其面： “呸! 

亏你说得出!你知不知道，忠臣不事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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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女不配二夫!枉了你是一个男子汉!敌人 

还没有来，现就预备投降，不忠不义， (厉 

声地)你怎么对得起这个职位，这座城池， 

和这一城的父老?”马邈投降魏将邓艾后 ， 

李氏自杀殉国。 《花木兰》中的农家女子花 

木兰，巾帼不让须眉，立志 “愿将此身长报 

国。不杀胡儿誓不还”!战争中，花木兰智 

勇双全，挫败奸细的阴谋，在主帅阵亡、敌 

众我寡的危机时刻振臂大呼： “不愿做俘虏 

的人们，跟着我向前头去杀罢!’’凯旋回朝 

后 。花木兰不贪恋富贵 ，再次奔赴边境御 

敌。 《连环计》中的歌姬貂蝉，在董卓专 

权、汉室江山社稷将倾的血雨腥风中，她面 

对深爱的王允要她用美色勾引吕布和董卓的 

请求。陷入个性情感与爱国意识的冲突中： 

“您不要以为我是一个歌姬，就不知道什么 

是气节，我也读过书，也知道那三纲五常! 

所以我愿舍着这条性命，去扫除叛逆。您要 

我用美色去勾引他们，岂不是完了臣节，倒 

失了贞操!”最终，貂蝉出于对 “汉家基业， 

天下苍生”的爱，牺牲了 自己的爱情和身 

体。为国除害。这些出身各异的女子舍身取 

义、忠贞爱国的精神。与许多或苟且或附逆 

的男子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产生了强大的 

道德感召力量。 

在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的历史剧热潮 

中，周贻白历史剧的创作方法是别具风格 

的。在 《连环计·自序》中，周贻白曾经明 

确阐述过他的创作主张： “凡取材历史者 。 

必先征之正史 ，正史不足 ，始旁及其他记 

载。而后小说也，杂剧也，传奇也，择其可 

从者从之。但能不背大旨，仍于其中自留回 

旋余地也。所谓死躯壳中注入新生命。原不 

必以违背史实为能。”对五四浪漫抒情历史 

剧不尊重史实的主观抒情化倾向，周贻白提 

出批评： “旧有王独清貂蝉一剧，其旨趣殆 

完全抒发个人之诗思。不惟于史事全不相 

侔，即其间人物之处理，亦似近于欧化⋯⋯ 

是故王独清之貂蝉，实代作者本身狂呼口号 

之宣传员也。” 19]他认为历史剧应该尊重历 

史。在此基础上再根据所要表达的主旨，从 

小说、戏曲等其他典籍中选择可用的情节内 

容。加以发挥创造，在 “死躯壳中注入新生 

命”。他的这种艺术方法与当时以阿英为代 

表的 “求真”创作方法相背离，而接近于国 

统区以郭沫若为代表的 “求似”创作手法。 

“求真”手法一度是上海孤岛时期占主流地 

位的历史剧艺术方法，严格讲究以史为据 ， 

力求再现历史的原貌。其不足之处是容易过 

分注重表现 “史”而忽视了艺术创造。 “求 

似”手法要求把握历史精神，不要为史实所 

束缚，更加注重创作主体的创造性。从整体 

上看。 “求似”手法在艺术上比 “求真”手 

法取得了更高的成就。周贻白别具特色的历 

史剧创作艺术手法，对上海孤岛时期流行的 

“求真”创作手法来说是一种重要补充。周 

贻白之后，顾仲彝、姚克、杨村彬等一批卓 

有成就的历史剧作家也采用了与其相似的创 

作倾向，他们共同推动了上海孤岛和沦陷时 

期历史剧的繁荣。 

总体而言，周贻白在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 

的历史剧创作颇具特色。他在话剧文学上的成 

就虽然不及同时代的郭沫若、阿英等著名历史 

剧作家，但他向传统戏曲的靠拢、在情节结构 

方面高超的戏剧技巧、女性形象的塑造、爱国 

意识的表达等方面，都是可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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