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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夏衍在《悼念田汉同志》一文里说

到，在中国现代戏剧界，“话剧和戏曲这方

面，从来没有不团结的问题，应该说是团结得

比较好的一个艺术部门。理由何在？我想主要

是由于我们中国话剧的三个奠基人，即欧阳予

倩、田汉、洪深，他们三个人一方面都是中

国话剧的奠基人、创始者；而同时，他们又

对于中国戏曲有比较深刻的研究、造诣和爱

好。”［1］十年之后，他又在为《欧阳予倩全

［1］夏衍：《悼念田汉同志》，载《夏衍近作》，四

川人民出版社，1980，第188-189页。

论熊佛西对中国话剧的贡献

胡德才

摘  要｜作为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熊佛西和欧阳予倩、田汉、洪深一样，都称得上是戏

剧全才，能编、能导、能演，还是戏剧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熊佛西对中国话剧的诞生

和发展的独特贡献体现在他是中国话剧史上最早出版个人话剧作品集的剧作家，是中国话

剧开创期著名的讽刺喜剧作家，是自觉且系统致力于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探索的前驱，是中

国现代从事农民戏剧运动的第一人和终身献身戏剧教育事业的先行者。他和欧阳予倩、田汉、

洪深一样无愧于“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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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佛西以其戏剧创作、戏剧理论，以及率先

从事农民戏剧运动和毕生从事戏剧教育事业的辉

煌成就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被誉为“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但

对熊佛西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的这一评价无论

在学界还是在社会上还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没

有得到有效的传播。因此，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

研究和阐释。

一、关于“中国话剧的奠基人”

关于中国话剧的奠基人，最流行的说法是

“三大奠基人”，最早是夏衍提出来的。1979

·戏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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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出版所写的序里写道：“中国话剧有三位

杰出的开山祖，这就是欧阳予倩、洪深和田

汉。”［1］“三大奠基人”的说法因此流传开

来，在关于中国现代戏剧和中国话剧史的各类

考试中也常出现“中国现代戏剧三大奠基人”

或“中国话剧的三个奠基人”这样的选择题。

被称为“中国话剧奠基人”的还有曹禺，

1990年，田本相在为祝贺曹禺从事戏剧活动65周

年而作的文章里提出“他是中国话剧文学的奠

基人之一”［2］，1995年，田本相在为《曹禺全

集》写的前言里，进一步阐释说：“曹禺是以

他的杰出剧作，奠定了他在中国话剧史乃至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的。他同欧阳予倩、田

汉、洪深、熊佛西等老一代戏剧家有所不同；但

是，就其创作来说，他仍可以被看作是中国话剧

艺术的奠基者之一。”［3］这样，就有了“现代

话剧五个创始人”（欧阳予倩、田汉、洪深、熊

佛西、曹禺）［4］的说法。

自然，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替

代的，其创作成就在中国话剧史上是首屈一指

的。但曹禺毕竟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第二代作家，

到他创作《雷雨》在剧坛产生广泛影响的时候，

中国话剧已走过近三十年的艰难拓荒期。曹禺是

中国话剧发展到三十年代的一位集大成者，他的

创作代表了中国话剧的成熟，也代表了中国话剧

的最高水准，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话剧艺术大

师。但称曹禺为中国话剧的创始人或奠基者却并

不恰当。

关于熊佛西在中国剧坛的地位和影响，早在

20世纪30年代初就有学者给予高度评价，称“如

其说田汉是南方剧坛的权威，则熊氏便是北方剧

坛的泰斗了。”［5］因此，戏剧界流传有“南田

北熊”之说。但此后多年，我们的现代文学史、

戏剧史对熊佛西的评价并不高。最早对熊佛西

在中国现代戏剧史的地位给予高度评价的是陈

白尘。1983年4月，陈白尘在为《现代戏剧家熊

佛西》一书写序时，开篇即说：“中国现代戏剧

运动的拓荒者，在南方为欧阳、田、洪三老，在

北方则为熊佛老。他们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功

绩应该说是各有千秋，他们都是剧作家和戏剧运

动的领导者。”［6］与此同时，中国文联、中国

剧协的领导也在正式讲话或文章中不约而同地高

度评价了熊佛西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1983年

12月，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剧协等单位联合

举行田汉诞生85周年和逝世15周年纪念会，文联

主席周扬发表讲话指出：“从田汉同志开始从事

话剧到今天已经六十多年了。现在，话剧在祖国

的大地上已经蓬勃发展，形成了一支联系千百万

人民的艺术大军，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忘记

田汉和其它（他）一些为中国话剧开拓道路的前

辈们的巨大功绩呢？这里，我们还应当提到欧阳

予倩、洪深、熊佛西、丁西林等同志，我们要以

他们为榜样，奋发图强，去开创社会主义话剧的

新局面。”［7］周扬在列举“为中国话剧开拓道

［1］夏衍：《〈欧阳予倩全集〉序》，载《欧阳予倩全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第1页。

［2］田本相：《杰出的时代戏剧诗人——为祝贺曹禺从事戏剧活动65周年而作》，《剧本》1990年第9期。

［3］田本相：《〈曹禺全集〉前言》，载《曹禺全集（第1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第14页。

［4］曹树钧：《〈新青年〉与熊佛西对中国现代话剧诞生的开创性贡献》，载《影视戏剧评论（第2辑）》，中国电影

出版社，2016，第218页。

［5］罗芳洲：《〈现代中国戏剧选〉序》，载《现代中国戏剧选》，上海亚细亚书局，1933，第2-4页。

［6］陈白尘：《〈现代戏剧家熊佛西〉序》，载《现代戏剧家熊佛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第2页。

［7］周扬：《一代杰出的戏剧大师和时代的歌手——在纪念田汉同志诞生85周年和逝世15周年会上的讲话》，载《田

汉》（回忆田汉专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3-4页。



19

论熊佛西对中国话剧的贡献

路”作出“巨大功绩”的五位前辈戏剧家时，是

将熊佛西排在田汉、欧阳予倩、洪深之后的第四

位。1984年3月，中国剧协等单位联合召开“纪

念西南剧展四十周年座谈会”在桂林举行，中国

剧协书记处书记陈刚代表剧协在座谈会结束时作

总结讲话，他指出：“要研究中国话剧运动的历

史，确实不能不首先写到欧阳予倩、田汉、洪

深、熊佛西等同志。对于这几位中国话剧的拓荒

者和奠基人，都需要有专门的研究和专门的著

作。”［1］陈白尘、周扬、陈刚表达的意思是相

似的，但陈刚的讲话是第一次明确将熊佛西与欧

阳予倩、田汉、洪深并列为“中国话剧的拓荒者

和奠基人”。当然，严格地讲，中国话剧的拓荒

者和奠基人是一批人，不限于他们四位，但他们

四位应该是贡献最大的、最主要的拓荒者和奠

基人。

对于熊佛西作为“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

基人”的历史地位的这一评价，在近三十多年

来的众多现代文学史、戏剧史著述中，只有极

少的著作给予明确的肯定。［2］在学界和读者

中流行的还是“中国话剧的三个奠基人”的说

法。其原因之一可能还是对熊佛西的研究深入

拓展不够，传播不广。2020年，上海戏剧学院

大师剧《熊佛西》的演出、纪念熊佛西诞生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熊佛西研究资料汇

编》的出版等就是推进熊佛西研究深入拓展和

广泛传播的重要形式。如能编辑出版《熊佛西

全集》，将为熊佛西研究的深入拓展和广泛传

播创造更有利的条件。［3］早在1990年，上海文

艺出版社已出版了《欧阳予倩全集》，2000年花

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田汉全集》。

对于作为“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

一的熊佛西为中国话剧的诞生和发展所作的独特

贡献，本文试图作简要阐述。

二、《青春底悲哀》：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第一部个人话剧作品集

我们都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

诗集是1920年出版的胡适的《尝试集》，第一本

现代白话短篇小说集是1921年出版的郁达夫的

《沉沦》，但我们很少提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

第一本话剧作品集。熊佛西的《青春底悲哀》作

为文学研究会通俗戏剧丛书第一种，于1924年1

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内收话剧剧本四部：

《青春底悲哀》《新闻记者》《新人的生活》

《这是谁的错》。该书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的第一本个人话剧作品集。和《青春底悲哀》同

年但稍后出版的话剧作品集是侯曜的《复活的玫

瑰》，它作为文学研究会通俗戏剧丛书第二种，

于1924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田汉的独

幕话剧集《咖啡店之一夜》也随后由中华书局

1924年12月出版。次年出版的话剧作品集有丁西

林的《一只马蜂及其他独幕剧》（北京大学现代

评论社1925年5月版）和井花的《小戏剧》（上

海文明书局1925年9月版）。1926年出版的话剧

作品集有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光华

书局1926年4月版）、徐公美的《歧途》（上海

商务印书馆1926年5月版）、徐宝炎的《受戒及

其他》（上海光华书局1926年9月版）和谷剑尘

《冷饭》（新亚学会1926年12月版）。

［1］陈刚：《从纪念西南剧展想到田汉同志》，《影

剧艺术》1984年第4期。转引自《西南剧展四十周年纪念座

谈会资料集》，广西文化厅编印，1984，第220页。

［2］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称

“熊佛西是中国现代戏剧的拓荒者之一”，中国戏剧出版

社，1989，第144页。宋宝珍著、田本相主编《中国话剧艺

术史（第2卷）》称“熊佛西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事业的奠基

人之一”，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第297页。

［3］陆军主编：《熊佛西文集（六卷本）》，上海人

民出版社，2021。



20

影视戏剧评论	 2022 年	第 4 期

《青春底悲哀》中的四个剧本是熊佛西1920

年至1922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所作，在当时学

生爱美的剧团兴起，“到处都感受着剧本荒”，

“到处都在试编各种剧本。而其结果，则成功者

极少”的情况下，中学时代即有编剧经历又富有

舞台经验的熊佛西所创作的这些剧本就“都是在

北京及其他地方表演过而很得成功的”，因此，

郑振铎在序中认为，这样“通俗的比较成功的剧

本实有传播的必要。”［1］文学研究会的及时推

介出版，使熊佛西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版个

人话剧作品集的第一人。

中国现代戏剧观念和话剧文体是在“五四”

文学革命时期正式确立的，最初一批现代话剧作

品是在《新青年》译介“易卜生主义”及其社会

问题剧的浪潮中诞生的。作家们几乎不约而同地

都以描写家庭问题、婚恋题材来反映社会问题，

胡适的《终身大事》是其发端之作。熊佛西的

《青春底悲哀》中的四个剧本也都是代表了当时

剧坛创作主流的社会问题剧。暴露封建家庭的专

制与腐朽，反映青年男女追求婚恋自由、人格独

立和个性解放，是其基本倾向和主题，具有鲜明

的时代特色。正如戏剧史家所评价的：“这些剧

本作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最初创作成果，其开

创性的功绩应予充分肯定。它们为新兴话剧争取

了观众，扩大了社会影响，促进了‘爱美的’戏

剧运动的广泛展开。”［2］

三、中国话剧开创期风格独具的喜剧家

中国现代喜剧创作是随着胡适自称为“游戏

的喜剧”《终身大事》的出现而拉开序幕的，现

代喜剧观念也逐步得以确立。随后，陈大悲、蒲

伯英、欧阳予倩、丁西林、余上沅等人的剧作显

示出现代喜剧创作的实绩，尤其是丁西林的独幕

剧在中国现代话剧诞生初期为现代喜剧赢得了较

高的声誉。而随后，从理论到实践为现代喜剧发

展推波逐浪、用力更多的则当推熊佛西。

熊佛西从文学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立场出发，

有感于现实的离奇芜杂，有人倒行逆施、虚伪

狡诈、愚蠢癫狂，“可笑的材料太多”，而民

众因受几千年来家族制度的束缚，向来不苟言

笑，缺少互助合作精神，因而，他极力呼吁喜剧

的重要性。他强调：“喜剧更是今日社会的急

需。因为喜剧完全是团体生活的表现，社会缩影

的批评。”［3］喜剧“是以‘批评人生’‘指导

社会’为依归的”。喜剧对人生的指导，比其他

艺术更具体，也“比任何艺术的力量都大”。

“喜剧中的笑，是对于当前环境的不满意的表

示，它的意义是反抗的，前进的，向上的”，

“幽默家应当是最富于同情的社会批评家与指

导者”。［4］他的《写剧原理》中的《喜剧》一

文，较全面地梳理了从亚里士多德到弗洛伊德的

喜剧理论，力图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对喜剧

的“笑”给以界说，并且对喜剧的四种基本形态

（滑稽、讽刺、机智、幽默）作了较细致精辟的

比较论述，对喜剧结构、喜剧手法与技巧也提出

了一些可借鉴的经验。这是我国现代较早出现的

一篇完整的喜剧美学专论。

熊佛西不仅在理论上积极倡导和研究喜剧，

而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喜剧创作，喜剧也成为

熊佛西戏剧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从1926年在美国

留学时创作《洋状元》到1931年初发表《苍蝇世

界》，仅五年的时间，他创作了包括《蟋蟀》

［1］郑振铎：《〈青春底悲哀〉序》载，《青春底悲

哀》，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第1页。

［2］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

国戏剧出版社，1989，第147页。

［3］熊佛西：《戏剧与社会》，载《佛西论剧》，上

海新月书店，1931，第28页。

［4］熊佛西：《由喜剧谈到莫里哀的〈伪君子〉》，

载 《 熊 佛 西 戏 剧 文 集 （ 下 册 ） 》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

2000，第836-8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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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喇叭》《一对近视眼》《裸体》

《模特儿》等在内的8部喜剧，成为当时中国剧

坛创作喜剧作品最多的剧作家。

三幕讽刺喜剧《洋状元》是熊佛西“第一次

的喜剧尝试，”剧作以夸张、漫画化的手法塑造

了留学归来的杨长元博士即“洋状元”的形象，

借此辛辣地嘲讽了某些留学生不学无术、数典忘

祖、招摇撞骗的丑行劣迹。作者身在纽约，眼见

那些中国留学生无意于真学问，注重的只是些

“表面的浮华与虚荣”，因此对“留学教育”深

感失望，创作《洋状元》意在“唤醒国内一般迷

信留学生者的迷梦。”［1］剧中人物言行极度夸

张，剧情近乎荒诞，充分显示出熊佛西从《洋状

元》开始展示的是讽刺喜剧的路数。而剧作所嘲

讽的“崇洋媚外”现象，实乃中国自近代以来

一直未能根治的沉疴，至今仍不乏现实意义。该

剧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1917—

1927），被认为“代表一种作风”。［2］四幕剧

《蟋蟀》是一部具有丰富的象征寓意的讽刺喜

剧，剧作通过展示“人如蟋蟀、自相残杀”的社

会景象，寄寓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和对现实

的批判。《艺术家》和《模特儿》是两部构思精

巧、趣味盎然的独幕喜剧，揭示出艺术和艺术家

在现实社会不被理解的尴尬处境，前者重在揭露

金钱对艺术的腐蚀，后者表现一些人对艺术的愚

昧无知。三幕讽刺喜剧《喇叭》通过塑造一个擅

吹“喇叭”的专家形象无情地揭露了夸夸其谈、

不干实事，一味吹牛拍马、哗众取宠的世风及其

危害。

三幕讽刺喜剧《苍蝇世界》想象奇特、手法

夸张、结构完整、寓意丰富，情节看似荒唐不

经，实则深得讽刺喜剧之精髓。其技巧之圆熟、

喜剧精神之强烈，可视为熊佛西喜剧的代表作，

也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有数的讽刺喜剧佳作。剧

中的主人公是研究苍蝇之学二十余年的“苍蝇博

士”杜先生，他打着“为民除害”“为同胞造幸

福”的招牌，自封“中华苍蝇扑灭会会长”，宣

称“我们最大的最厉害的仇敌就是苍蝇。”他在

公园向民众演讲，发起了“伟大的驱逐苍蝇运

动”，并将苍蝇问题上升为一个国际问题。他一

面向慈善家募捐、争取“国际联盟”资助，一面

在滑稽胡同设立苍蝇收购所兼陈列处，高价收购

苍蝇，引来名流外宾观展，扩大影响，以期“将

来可以收入很多的金钱”！一时标语满墙、媒体

宣传，民众响应、名流关注，苍蝇事业，蒸蒸日

上。苍蝇繁殖，有利可图，个体种养、公司成

立，如响斯应，如火如荼。人们以苍蝇为业，全

社会苍蝇泛滥。杜博士则被认为是为民造福、功

在党国。最后，苍蝇博士所收购陈列的一百二十

多种、七千多万只苍蝇被他笃信佛教的母亲放生

了。全剧在民众“这真是苍蝇世界”的喊声中闭

幕。该剧的喜剧性既来自为扑灭苍蝇而收购苍蝇

的动机与苍蝇更大量的繁殖与泛滥的结果之间的

矛盾，更来自杜博士之流沽名钓誉、志大才疏、

华而不实的行径的荒谬可笑。只要看看我们人类

社会有过多少冠冕堂皇、高调好听的种种大小运

动，结果只是劳民伤财、并无助于社会文明的进

步和民众生活的改善，就可领悟该剧的深刻寓

意，甚至在今天仍具有警示意义。

在中国话剧的开创期，致力于喜剧创作，并

形成了独特风格的剧作家，除了丁西林，就是熊

佛西。丁西林的喜剧文雅、机智、幽默、含蓄，

以结构精巧和语言俏皮取胜，是中国现代幽默喜

剧的代表。熊佛西的喜剧热闹、风趣、夸张、辛

［1］熊 佛 西 ： 《 学 习 戏 剧 的 一 段 回 忆 》 ， 载 《 熊

佛西戏剧文集（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第

1020页。

［2］洪深：《导言》，载《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

（1917—1927）》，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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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通过巧妙的构思和生动的故事寄寓对现实的

批判和对世态的讽刺，属于讽刺喜剧类型。丁西

林和熊佛西分别代表了幽默喜剧和讽刺喜剧在中

国话剧开创期所取得的成就和水平，相对而言，

我们过去对丁西林喜剧的成就有较充分的认识和

较高的评价，而对熊佛西喜剧的研究则有待深

入，评价亦不够公允。

四、致力于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探索的

前驱

在中国现代戏剧的几位主要拓荒者中，在

戏剧理论的探索上，熊佛西是最为自觉、用力

最多、也是最为系统的。熊佛西自称“天性好

剧”［1］，1917年，在汉口辅德中学读书时即开

始演戏、编剧。1920年考入燕京大学后，活跃于

“五四”剧坛，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同

年，参与发起成立“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第一

个话剧团体“民众戏剧社”。大学期间，创作、

发表了六部话剧作品，并选取其中的四部结集为

《青春底悲哀》出版，成为中国话剧史上最早出

版的戏剧作品集。在开始话剧创作的同时，熊佛

西就开始了对戏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思考与探

索，并立志要系统研究戏剧原理和编剧方法。他

在1930年为《写剧原理》写序时回忆说：“不才

在十年前就想写两部书：一部是《写剧原理》，

一部是《写剧方法》。我认为这类的书对于中国

戏剧前途异常重要。”［2］1924年远赴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攻读戏剧之后，其戏剧创作影响更大，

戏剧理论研究也更加自觉、更为深入。1926年，

他在《留美学生季报》《北平晨报副刊》《北平

晨报·剧刊》连续发表《戏剧是什么》《戏剧与

舞台》《观众与批评》《论剧》《我对于今后戏

剧界的希望》《我们现在的大悲剧》《何谓戏剧

诗人》等系列论文，初步展现出他对戏剧基本问

题的思考。1928年由北平朴社出版了戏剧论文集

《佛西论剧》。［3］熊佛西自1926年10月回国及

随后担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主任兼教

授之后，担任了“戏剧概论”“舞台装饰”“导

演术”“表演术”等专业课程的教学，对编剧原

理及戏剧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思考更多，后来他

根据在戏剧系编剧班的讲稿整理成的《写剧原

理》于1933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现

代戏剧史上“第一部关于戏剧原理的比较有系

统的书。”［4］因此，在中国现代第一代戏剧家

中，熊佛西被视为“对戏剧有研究，有热情的学 

者”［5］。罗芳洲除称他为“北方戏剧的泰斗”

外，还强调“他对戏剧的研究很深”［6］。

关于熊佛西的戏剧思想，丁罗男先生有过

全面的论述。［7］笔者认为，熊佛西戏剧思想

中最为独特、也是对中国话剧的发展产生了重

要影响的有两点值得特别强调，一是“可读可

演”的剧本观。熊佛西说：“戏剧必须合乎

‘可读可演’两个最紧要的条件。可读的剧本

是文学，才能有永久性。可演的剧本方不失掉

［1］熊佛西：《〈佛西戏剧〉（第1集）序》，载《佛西戏剧（第1集）》，北平古城书社，1927，第1页。

［2］熊佛西：《写剧原理·自序之二》，载《熊佛西戏剧文集（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第613页。

［3］《佛西论剧》1928年初版收文15篇，1931年由上海新月书店重印的《佛西论剧》收文28篇（其中保留初版论文13

篇，其中有的论文题目亦有修改和调整，如初版中的《戏剧与中国》，重印本改为《戏剧与社会》等），并于1935年再版。

［4］熊佛西：《写剧原理·自序之二》，载《熊佛西戏剧文集（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第614页。

［5］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第217页。

［6］罗芳洲：《〈现代中国戏剧选〉序》，载《现代中国戏剧选》，上海亚细亚书局，1933，第3页。

［7］丁罗男：《熊佛西戏剧思想简论》，载《现代戏剧家熊佛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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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熊佛西对中国话剧的贡献

戏剧（to do）的原意。否则，戏剧与其他文学

无别。”［1］可读，需要有文学性；可演，需要

有舞台性。戏剧天生就具有双重性：文学性和

舞台性。熊佛西认为，戏剧是“剧本与舞台的

结合，产生艺术滋养人生”［2］。戏剧的综合

性，从大的方面说，就是指文学与舞台两大构

成要素，文学剧本是戏剧的内容、思想和精神

的主要载体，决定着戏剧精神层面的深浅，是

戏剧舞台创造的前提和主要依据，甚至对戏剧

艺术的成功与否起着决定作用。戏剧史上的经

典大都也是文学经典，同时也都具有长久的舞

台生命力。这就是熊佛西说的“永久性”。在

中国话剧的开创期，在普遍存在的“剧本荒”

中，不仅可读的具有文学价值的剧本少，可演

的具有良好的舞台效果的剧本亦匮乏。1926年

熊佛西表达对戏剧界的希望时还说：“近十年

来报章杂志上时常登载着剧本，其中好的固然

不少，可是严格地说来，可观的实在寥寥无

几。有的不是思想过于浅薄，便是艺术过于幼

稚，或是上不得舞台。我始终相信剧本必须合

乎‘可读可演’的两个条件。”因此，他希望

“有好的剧本出现”［3］。中国现代话剧之所

以比现代小说、新诗和散文都要晚熟，就因为

戏剧作为综合艺术有其独特性，创作“好的剧

本”比创作好的小说、诗歌、散文更难。“盖

作剧非他种文艺可比：小说诗歌能供动人之阅

读，即可谓之精品，绘画雕塑能与人满意之观

览，亦不愧为佳作；惟戏剧非但必具可读可阅

之条件，且须备有能做能演之要素。”［4］与

强调剧本“可演”的舞台性相联系，熊佛西特

别重视“观众”这一戏剧要素，认为“这是任

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戏剧家成功之秘诀。”［5］

同时，对于戏剧批评家，除了“必须要有主

张”“决不可以感情用事”等批评家的基本素

质外，熊佛西也强调：“戏剧批评家必须懂

剧本，必须懂表演，懂背景，懂音乐，懂跳

舞雕刻建筑以及其他一切与戏剧有关系的艺

术。”“他是戏剧界的哲学家，理论家，历史

家”［6］。正是对戏剧的多侧面、多角度的认识

构成了熊佛西完整、科学的戏剧观。

熊佛西戏剧思想的另一个独特而有价值的方

面是：单纯有趣的戏剧美学观。熊佛西主张戏

剧必须符合既经济又有美感的原则，这就是他

的“单纯主义”。在中国话剧的开创期，鉴于

戏剧运动展开之困难和观众之经济状况，熊佛西

认为，“不管从观众或剧院方面着眼，中国现在

是需要单纯化的戏剧。”从编剧技术上讲，单纯

化的戏剧应该“情节精粹，背景简略，人物单

纯”，以此“表现一个精彩的思想”，同时，可

以“减除观众的担负”［7］。他呼吁各大城市建

立起无数的小剧场，“目的不在求利，是想以最

经济的手腕而得到剧艺上最丰富的效果”［8］。

况且，以单纯的艺术表现复杂的人生，更需要艺

术上的锤炼，更能显示艺术家的功力。“单纯化

［1］熊佛西：《论剧》，载《现代戏剧家熊佛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第231-232页。

［2］熊佛西：《戏剧与舞台》，载《佛西论剧》，上海新月书店，1931，第81页。

［3］熊佛西：《戏剧界的希望》，载《佛西论剧》，上海新月书店，1931，第212页。

［4］熊佛西：《〈佛西戏剧〉（第1集）序》，载《佛西戏剧（第1集）》，北平古城书社，1927，第1页。

［5］熊佛西：《写剧原理·观众》，载《熊佛西戏剧文集（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第667页。

［6］熊佛西：《怎样评剧？》，载《佛西论剧》，上海新月书店，1931，第77-78页。

［7］熊佛西：《写剧原理·单纯主义》，载《熊佛西戏剧文集（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第624-625页。

［8］熊佛西：《戏剧界的希望》，载《佛西论剧》，上海新月书店，1931，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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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魅力在于它的惊人的表现力。”［1］因此，熊

佛西单纯化的戏剧美学追求是适应我们民族大众

的审美心理要求的，与后来格洛托夫斯基的“质

朴戏剧”理论亦有相通之处。强调“趣味”是熊

佛西戏剧美学观的核心内容，他提出：“任何派

别的剧本，只要其中蕴蓄着无穷的趣味，即是上

品。”熊佛西推崇“趣味”是对戏剧审美主体观

众的高度重视，他强调：“大多数的人看得有趣

味的戏剧，就是我们需要的戏剧。”他同时说：

“现代的民众喜欢看有现代精神的戏剧。”［2］

因此，强调有趣味，并不是降低戏剧品味，更不

是追求低级趣味。熊佛西的“趣味”说是从戏剧

美学的角度提出的，是对戏剧艺术技巧的高度重

视。戏剧要寓教于乐，它本身必须有美感，必须

有吸引人的魅力，因此必须注重艺术技巧，趣味

盎然的戏剧才能引人入胜，才能更好地娱乐观

众、感染观众，使观众获得教益和启迪。

熊佛西还是致力于中国农民戏剧运动的第一

人。1932年至1936年，熊佛西主持在河北定县进

行了为期五年的大众化戏剧研究与实验，其献身

农民戏剧事业的精神，令人敬仰。他为“创造一

种新的农民戏剧”［3］，为在乡村撒播话剧的种

子，为推进乡村文化建设所作的开创性工作和取

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和经验，在今天仍具有借鉴

意义。

熊佛西还是终身献身中国戏剧教育的先行

者。从1926年出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

主任到1965年在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任上逝世，他

为开拓戏剧教育事业筚路蓝缕，呕心沥血，桃李

满园。从事戏剧教育事业四十年，影响深远。

五、结语

作为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熊佛西和

欧阳予倩、田汉、洪深一样，都称得上是戏剧全

才，能编能导能演，还是戏剧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

人。欧阳予倩投身话剧事业时间最早，且话剧戏

曲一身二任，编导演均有所长，是公认的“戏剧

界的元老”［4］。田汉不仅是中国话剧开创期（20

世纪20年代）影响最大的剧作家，而且自领导南

国戏剧运动开始就一直是中国现代剧坛的领袖，

被人誉为“中国的‘戏剧魂’”［5］。洪深是中国

现代在国外专攻戏剧的“破天荒第一人”［6］， 

特别是他为中国话剧创建了规范的表导演体制。

熊佛西则是中国话剧史上出版个人戏剧作品集

的第一人，是中国话剧开创期著名的讽刺喜剧作

家，是自觉且系统致力于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探索

的前驱，是中国现代从事农民戏剧运动的第一人

和终身献身戏剧教育事业的先行者。他们都无愧

于“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的称号。

［胡德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

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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