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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反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与实践

罗智国

(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 芜湖 241002)

摘要吴晗在创作京剧《海瑞罢官》时，就历史剧创作提出“戏剧真实性”原则，即不能违背常识，人物、事迹、时代精神不能错乱，尊重中

国传统典籍。出于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在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过程中，他反对在戏剧中虚无历史。但他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却

难以贯彻这些思想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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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 Zhiguo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 1 002，China)

Abj曲豫ct When Wu Han writes the Peking opera The Dismissal of Hairui From Office，he puts forward a principle of drama

authenticity in historical play,which means that drama should not be contrary to common sense，there should be no

confusion in person，achievement and zeitgeist，and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s and records should be respected．Out of hi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a historian，he is opposed to historical nihilism in drama when historical knowledge is

popularized to people．But in practice to write his own opera，he Can’t conform to his ideological views．

Ir,_-,yword Wu Han；historical nihilism；the Dismissal of Hairui From Office；drama authenticity

吴晗的一生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段：前半段

是作为明史研究专家，后半段是作为北京市主管文化教

育卫生的副市长。他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前半段，后

半段则创作了《投枪集》《灯下集》《春天集》《学习集》《三

家村札记》等数本杂文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兴趣从

历史转向文学。1961年他应邀创作京剧《海瑞罢官》，却

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生命最后二十年无心文学艺

术，却最终因文学艺术而死。

吴晗并非文学家，亦非戏剧家，但却勇于“破门而

出”跨人完全陌生的京剧领域，去创作《海瑞罢官》。他

跟海瑞剧直接联系不过是明史专家，从历史专业角度出

发，他连续写了几篇有关海瑞的文章。应马连良之邀写

作剧本，一年之内七易其稿，完成清官剧《海瑞罢官》。围

绕海瑞剧创作，吴晗作过理论方面的反思，并就历史剧

创作问题与廖沫沙等人产生过一些辩论，其中核心的问

题是反对历史剧中的虚无主义倾向。

一、反对虚无历史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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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把中国古典戏剧分为三大类：历史剧、故事剧

和神话剧，他重点讨论的历史剧主要包括《杨家将》《三

国》《包公》等，其主人公在正史中确有其名，不少事迹

亦载人史册。神话剧是超越现实的“怪力乱神”剧，如

《封神榜》和《西游记》等，这个剧种比较容易区分。难以

区分的是历史剧和故事剧，由于吴晗遵循严格的史学

标准，大部分历史剧在他看来，多半应该划到故事剧的

范畴当中，否则便是“虚无历史”。他反对虚无历史的标

准有哪些呢?

首先，历史剧不犯常识性的错误。《杨家将》系列剧

中，佘太君一百岁还能挂帅出征，孙媳妇穆桂英已五十

多岁，余太君麾下一大堆儿媳妇和八姐九妹大概七老八

十，从人的生理常识上看，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世界历史

上也找不到类似例证⋯4。再如杨家将在北方边陲抵抗

大辽，破洪州是其中一幕重头戏，洪州即现在的南昌，从

地理位置上看是南辕北辙。

其次，人物、事迹、时代精神不能错乱。戏剧反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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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典型人物的典型事迹，历史剧的前提是史上确有其

人。历史与小说泾渭分明，不能像后现代主义者所谓“历

史除了人名全假，小说除了人名全真”。《杨家将》系列剧

中，杨业、杨延昭、杨文广在《宋史》《续通鉴长编》等史书中

有案可稽，但佘太君、穆桂英、十二寡妇、烧火、r环杨排风

等纯属虚构。在吴晗看来，历史剧中的主要人物和大人物

不可虚构，但次要人物和小人物可以虚构。杨业是真实

存在的历史人物，余太君等则为虚构，于是观众把《杨家

将》想当然归类到历史剧中，吴晗则将杨业之外的剧目

划到故事剧中。

事迹不能错乱，并不意味着戏剧所述事迹是否与历

史记载吻合，而是看事迹在那个时代有没有可能发生。

吴晗提出“艺术真实性”原则，强调事迹在那个时代完全

有发生的可能性，非如此不能称历史剧。剧作家遵照这

个原则，有充分的虚构的自由，创造故事，加以渲染、夸

张、突出、集中，使之达到艺术上完整的要求【1】112。

时代背景和时代精神不能错乱。时代错乱是文艺界

之通病，由于历史的功能体现为古为今用，人们难免用

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古人。“文革”前中国史学界研究的

主题是“五朵金花”，排在首位的是农民战争问题。为了

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原则，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

义重新估价，中国历史变成了农民起义的历史，从而验

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但在

吴晗看来，“对待旧时代地主阶级史学家对于农民起义

的歪曲、污蔑，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还其本来面

目，肯定其正义的正确的一面。但是，也决不可以任意美

化，把古代的农民战争现代化了，把现代的思想意识强

加于古人，这样做完全没有好处，尽管主观意图是好的，

但效果却是有害的，是非历史主义的，因而也是非马列

主义的”⋯s。吴晗对时代性提出无比严苛的标准，连语

言都不允许错乱。“所用语言要尽可能符合当时的历史

情况。不仅不能用今天的语言，也不可以以不同历史时

期的语言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吴晗认为历史真实性和戏剧真实性存在辩证统一

关系，历史剧目的是普及历史知识，能够进行历史主义、

爱国主义教育，甚至是阶级斗争、社会发展的教育哪!22。过

去老百姓识字率低，接触媒体相当有限，很容易把戏剧当

成历史。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历史剧比历史教科书的作

用更大。吴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曾经为普及历史做

过很多工作，其中包括编印《中国历史小丛书》，标点《资

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编写历史剧等等。吴晗说：“如果

从一部中国通史中选择每个时代的一两个重大事件，写

成一两部戏，那么观众看了，知识就增加了，等于学了一

部中国通史。”[1p56为证明历史与文学关系密切，他考证

出《今古奇观》有篇《徐老仆义愤成家》故事情节直接收

入《明史》卷二百九十七《阿寄传》中[212船。

他更强调历史真实性第一，戏剧真实性第二。在编

写历史剧时，遵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强调“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

的精神，强调历史性第一，戏剧性第二，不能犯政治的

错误，不能颠倒历史的价值判断，坚决反对颠倒历史价

值的“恶搞历史”。“包公、海瑞，人民群众都知道他们是

好人，如果把他们写成坏蛋，观众就不会答应，因为违

反了历史真实。而次要人物，次要事件，则是可以改动

的。”【1】353但历史与戏剧分工不同，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

评价应当全面客观，戏剧家则可选取历史人物的某一

段活动或某一件史实，不一定非要指出几项成就或几

大缺点。通过《海瑞罢官》，吴晗塑造出“海青天”的传统

中国清官形象。在历史真实性与戏剧真实性产生矛盾

的《杨门女将》剧中，吴晗认为这些戏剧千百年来广为

传颂、深入人心，在戏剧情节上栩栩如生，但缺乏历史

真实性。大宋朝连一个能带兵打仗的将军都没有，只能

让老太婆领着一群寡妇驰骋沙场，实在是虚无了大宋

王朝的历史【·】11s。所以吴晗将杨家将等传统京戏划为故

事剧，而不是历史剧。

吴晗肯定历史与历史剧都有其内在的价值。有人提

出：历史既然写的是过去的事情，和今天的现实有什么

相干呢?吴晗反对“历史无用论”，认为通过学习历史，人

们能够掌握社会发展规律，指明社会发展的必然前途，

人类由此掌握自身的命运。有人提出：过去的历史记载

都是封建史家所写，由于阶级立场，他们对农民、人民的

活动会歪曲、隐蔽、污蔑，因此历史不可信。吴晗最为反

对的是对国家民族历史的这种虚无主义倾向。正史除前

四史外，每被人讥为“断烂朝报”，枯燥乏味，缺乏具体形

象。司马光说：“实录正史，未必皆有据；杂史小说，未必

皆无凭；在高鉴择之。”吴晗承认戏剧是对历史有力的补

充，大体上类似于野史所起的作用。它不能用来考证，但

它可以增强史学工作者的意念、思考和想像。

二、《海瑞罢官》的历史真实性与戏剧真实性

吴晗反对在戏剧创作中虚无历史，提出历史真实性

LANTAI WORLD兰台世界f嬲■万方数据



和戏剧真实性兼备的标准。他身体力行去创作《海瑞罢

官》，为普及历史知识尽一己之力。他前面所提标准，在

《海瑞罢官》里是否能够贯彻落实呢?

《海瑞罢官》的剧情13P-5是：海瑞在苏州担任应天巡

抚，退休宰相徐阶、徐瑛父子在苏州霸占民田，徐瑛气死

农民赵玉山独子，抢走赵玉山孙女小兰。翁媳到华亭县

告状，知县王明友受贿后，当堂杖杀赵玉山，斥逐洪阿兰

结案。海瑞不顾徐阶的救命之恩，秉公执法平反冤案，命

令乡官退还抢占的民田，当堂将贪官污吏革职囚禁。海

瑞最终因触犯权贵而遭弹劾罢免。

吴晗是受过严格历史训练的明史专家，在编写海瑞

剧前曾做系统的历史梳理。海瑞一生做官四次：任淳安

知县时有旧戏《五彩舆》《大红袍》，北京做官时期有周信

芳的新戏《海瑞上疏》，南京做官三年却无大事，只有应

天巡抚时期有戏可作。应天任职共八九个月，主要有清

丈、推行一条鞭法、修吴淞江、除霸、退田五件大事。五件

事中前三件不易写，就选择除霸和退田作为主题情节。

前四稿都以退田为主题，有人提议退田是改良主义，不

能反映阶级斗争。后三稿便改除霸为主题，九场戏中有

六场写除霸，即除掉抢田霸女的徐瑛。

就人物和事迹的历史真实性而言，吴晗认为主要人

物和大人物必须真实存在，是构成历史剧的必然要素，

徐氏父子在《明史》中俱有记载。次要人物和小人物赵玉

山祖孙三代，全为向壁虚构的人物。海瑞作为中国历史

上最著名的清官之一，他审案的被告真实存在，但原告

却是艺术的虚构与创造。海瑞断案原则“事在争产业，与

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在剧中得以充分体现。

但是史书并未记载徐瑛占人田地，亦未因欺男霸女被判

斩刑。人物和事迹不对应，但事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又

是可能的，所以符合吴晗“艺术真实性”的主张。这部戏

的高潮部分既是罢官，又是处斩，海瑞在移交巡抚大印

前一刻，坚持将徐瑛处斩，是经不住历史考验的。海瑞任

应天巡抚的时间为隆庆三年(1569)六月二十四日至次

年正月，明朝刑事案件绝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速判速

决的。苦主洪阿兰控告徐瑛抢田霸女，附带控告知县王

明友贪赃枉法。海瑞接手此案属于重审程序，在当年的

秋季未必能结案，赶不上死刑复核的必经程序——朝

审。朝审需经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会审，最后报

请皇帝裁决。如果真能赶上朝审程序结束，判处被告徐

瑛死刑，那么根本不用拖到海瑞临走的来年一月。执行

死刑在霜降后冬至前执行，即10月23日至12月21日

这两个月期间，绝不可能在来年一月执行。艺术真实性

和历史真实性由此发生矛盾，在艺术上没有问题，但在

历史真实性上，根本站不住脚。

就时代背景和时代精神来说，明朝和新中国前后相

距四百年，时代迥然不同。吴晗写作的时代背景是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后的两三年，吴晗认为“历史研究、历史剧

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41395，海瑞与乡官集团的争斗，属

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而非农民和地主阶级

之间的矛盾。吴晗重现了明朝的时代背景，可与新中国

的时代背景不能合拍。他虽然努力学习阶级分析的方

法，但在其历史剧中终究还是未能体现他所处的时代背

景和时代精神。甚至在剧本出版的当年就有人上纲上

线，诬称吴晗描写退田是要求单干，反对人民公社，反对

三面红旗[5120。吴晗想用历史剧为当前政治服务，结果适

得其反，在文革的黑云压城的前夜，影射史学大行其道

时，编写历史剧要求“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

历史真实”151¨，有人攻讦他用海瑞罢官剧来替彭德怀鸣

冤叫屈，吴晗真是有口难辩了!

吴晗所主张的语言不能错乱更是无法落实。明朝人

说话，今人或许根本听不懂。海瑞大概操一VI海南El音

的官话，在苏州城估计也没几个能听瞳。海瑞断案讲话，

大概需要刑名师爷来帮他翻译。在《海瑞罢官》里，贪官

王明友唱词“这些天来财运好，油水知多少?”京剧实行

脸谱化表演，贪官扮演涂着白脸的丑角。戏剧里贪官明

目张胆地贪赃枉法还算合理，但真正的贪官怎会这样讲

话?有几个贪官心甘情愿甚至肆无忌惮去枉法裁判呢?

《海瑞罢官》戏剧场景设计不合常理。第六幕断案

中，海瑞明察秋毫，一举推翻被告的证人证言。原来徐瑛

令家仆徐富假冒张生员，证明案发当天他在张生员家读

书，并无作案时间。海瑞询问生员所读何书，所写何文，目

不识丁的徐富顷刻露出马脚。于是案件发生惊天大逆转，

成此案最关键的转折点。这一剧情的设计，实在有诸多不

合理之处：徐富作为徐瑛的跟班，不少攀龙附凤者包括知

府、知县多半都认识他，而且原告洪阿兰更会当堂指认这

位抢夺女儿的元凶，徐瑛怎会选择这样一位常客来作伪

证呢?最不合隋理的是，既然身份是生员，让一位家奴来

扮演，实在太容易被戳穿。吴晗的戏剧设计既不符合历

史真实性，也不符合戏剧真实性。吴晗的剧本有历史但

是没有戏份，为了坚持历史真实性，不得已会牺牲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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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潮籍文学作家及报人陈辣清作品概述

蒋冬英阙本旭

(广州航海学院图书馆广州 510725)

摘要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新马华文文坛上，潮籍华侨陈觫清是一位杰出的文艺副刊编辑和作家，他在推进南洋色彩的文艺与新

兴文学的工作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新马华文文坛及新闻报业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关键词南洋色彩新闻报业新马华文文学报刊编目 文艺副刊中图分类号G133．89文献标识码A收稿13期2016-11—15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新马华文文坛上，陈辣

清是一位产生广泛影响的文艺副刊编辑和作家，他主

编《椰林》以及《晓天》文艺周刊杂志，写下不少优美的

散文、诗歌、杂文以及文学批评建设的论文，在马华新

文学运动中享有声誉，起到过重要的作用。正如杨松年

的《新马华早期作家1927—1930》一书中对陈辣清所

评价的那样：“陈觫清是一位杰出的文艺副刊与杂志的

真实性；同时为了兼顾戏剧真实性，又不得已牺牲历史

真实性。两者原有的辩证统一关系往往会矛盾重重。

三、结论

出于职业史学家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吴晗确认

历史和历史剧的内在价值，为提高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

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在位者的权限范围，为普及历史

知识做了很多工作。他始终反对历史无用论，坚决反对虚

无传统典籍。这些思想与实践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他反对在历史剧中虚无历史的主张在当时就遭遇

挑战。他提出历史真实性和戏剧真实性标准，以此作为

是否虚无历史的标准。其实历史以求真为第一要务，无

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出处，“历史真实性”一词是同义

反复，不具实际意义。而戏剧包括历史剧是文学艺术创

作，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不是历史教科书或

者历史论文，未必非得用“特定时期可不可能发生”的真

实性来衡量戏剧的价值。

吴晗对历史剧“历史第一、戏剧第二”的理解在当时

就与人发生激烈争论，剧作家在创作戏剧时并未自觉意

识到自身的普及历史知识的功能，他们在创作戏剧时并

编辑，也是文艺批评与杂文的能手。说他是杰出的文艺

副刊与杂志的编辑，是由于他曾经通过《叻报》副刊《椰

林》以及另一份文艺杂志《晓天》周刊的编辑，对当时的

文艺理论，作出不少的贡献，说他是杰出的文艺批评

者，是由于他属于当时少有的积极提倡南洋文艺批评，

而且具有一套系统性的理论的文艺工作者；说他是杂

文高手，因为他所写的这一类文字，短小而精悍，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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