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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每戡（1907——1980），我国著名的戏剧家和戏曲史研究专家。他生

于1907年，浙江温州人。原名董华，曾用名杨大元、杨每戡，又曾以每

戡、戈力士、丏丐为笔名。毕业于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大学毕业后，董

先生积极投入进步的电影、戏剧事业。1928年底，他入东京日本大学研究

院攻读。回国后，在沪加入“左联”和“剧联”。在此期间，他写作了著

名的《C夫人肖像》，这部作品深受鲁迅和郁达夫等人的好评。抗战期间，

董先生在湖南 展抗日救亡工作，通过种种戏剧活动，宣传抗日。在长

沙，他任“一致剧社”的社长兼编导，创作并导演了三幕剧《敌》。 

   1943年后，董先生先后在四川省三台县东北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

院、上海剧专、大夏大学等校任教授，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审。从担任

教学工作 始，董先生便致力于戏剧史和戏剧理论的研究工作，《中国戏

剧简史》、《西洋戏剧简史》、《西洋诗歌简史》以及《说剧》，就是他

在这一阶段结合教学作出的研究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董先生曾任湖南大学教授、省文化局戏改会副主任委

员。1953年，他到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1957年“反右”运动后，回

到长沙。“四人帮”垮台，中山大学落实政策，派人把董先生接回。岂料不到一年，董先生便于1980年2月13日溘然

病逝，终年七十三岁。 

主要著作：  

    《C夫人肖像》 香港：每周劇社，[1939] 
    《中國戲劇簡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 
    《西洋戲劇簡史》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9] 
    《说剧》 上海：文光书店，1950 
    《琵琶记简说》 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五大名剧论》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大师文存：  

蝶恋花•夜酌 

怕悦离愁谋—醉，酒未沾唇，呜咽心先醉；两度蟾圆空独对，思家忍洒疏疏泪 
千夜风扛浑下寐，木叶萧萧，诉尽秋憔悴！宁负狂名今莫悔，眉颦更比寒山翠。 

                                                                                        于山中 

浣溪纱•廿四初度作 

不为家贫学折腰，华年心绪似江潮，狂歌说剑复吹箫。 
未有貂裘供换洒，更无金屋可藏娇，此生此恨几时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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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1月10日 

忆江南 

    回首中原泪满巾，别离心绪若为情!一番海角凄凉梦，愁损辞乡去国人!  怀旧事，梦巾寻，醒来不记有何因？如今远

客休惆怅，搂着虚空睡到明。 

                                                                                    1933年1月11日 

好事近 

    一夜北风吹，吹得群山头白， 隐约水晶帘外，有寒梅初坼。檐头已有鹊呼晴，呵寒卷帘额，极目江山如画，少骑

驴骚客。 

                                                                                    1933年1月19日 

 
《秋》 

    午夜梦回，雨声单凋地在淅沥着，风在屋角呜呜地叫唤，“秋又来了”，我陡然地记起。 

《细雨湿流光》 

    唉!流光只是在无边的细雨中逝过去，无声无息地。 

《雪夜》 

    夜将临，整个房间好像浸在水里，外面仍是下着很大的雪，预想明天的雪景当更是可观。劲厉的朔风在窗子外面怒

吼着，玻璃窗频频地在颤抖着，黯淡的电灯的光波，投不到各个黑暗的角落，寒气侵吞着我的皮肤，孤零零的自个儿

兀坐着，四周围荡漾着一种凄凉况味。 

追思•怀念 

《杏花零落香》 黄天骥 

    转眼间，董先生已离世十多年了。然而，骨灰盒旁那一圈黄色的花，我依然记得很清楚。这些花，该是杏花吧!在曲

阜孔子讲学的地方，叫做杏坛，当初想是 满杏花的，后来也用以泛指教师的讲学处。我想，让杏花陪伴董先生安

息，是很合适的。我又想起了古人的诗：“雨后复斜阳，杏花零落香。”竟觉得可以作为董先生身后的写照。 

《董每戡文集 前记》 黄天骥 

    这一年，我重读董先生存稿，先师音容笑貌，如在目前；也像重回课堂，又一次接受董先生的教导。岁月云逝，师

恩难忘，《文集》出版，算是了却平生心愿。 

《董每戡先生的学术精神和古代戏曲研究》 罗斯宁   

    董先生的一生，丰富多彩而又坎坷多舛。但他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始终坚持热爱国家、热爱学术事业，其高尚

的人格、坚忍不拔的学术精神、严谨的学风，感人肺腑。 

《试论董每戡先生研究古代戏曲的“剧史家”思路》 董上德 

    董每戡先生（1907-1980），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学者。他最讨厌人云亦云，最讨厌言不由衷，最讨厌不切实际。他留

下了数量不少的著述，字里行间，我们约略看得见他在写作时的精神状态：对于学术上的谬见，他不遗余力，加以反

驳；对于作品里的精妙之处，他条分缕析，击节赞赏；对于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不无得意，面露喜色。他敢想敢写，

决不掩饰自己的嬉笑怒骂。 

《董每戡的人品与作品》 杨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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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每戡最后一篇评论潮剧的文章》   靖 子 

《不能握笔双手夹着写巨著》 

《敢言的董每戡》 

  
  

  

  

  

  

                      1951年与夫人在湖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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