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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100年前，话剧通过日本这个驿站从欧洲移植过来，但我们并不熟悉

它的艺术规制。特别是不能从文体角度充分理解对话和台词对话剧成型的结构意义。

早期话剧在艰苦的艺术探索中，逐渐领悟和体认话剧文体的特点，促进了我国话剧文

体的基本成型。 

关键词：早期话剧   对话装置   文体 

 
Abstract:    A play was transplanted from Europe via Japan one hundred years ago, of which the 

principle of art was not familiar to us . Especially the function the dialogues play in the 

formation of a play couldn’t be fully understood from the aspect of style. Through the hard 

investigation on the primitive pla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y style is gradually 

comprehended and recognized , which promotes the basic formation of Chinese Play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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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话剧的舞台符号和表意方式渊源于古希腊悲剧。它的原始发展形态，是逐渐剥离

陈述故事的歌队，而增加情节演员，由歌队叙述故事到演员摹仿故事的转变。而摹仿

的主要形式，就是通过对话和动作进行表演。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研究古希腊

戏剧特征时说，“埃斯库罗斯首先把演员的数目由一个增至两个，并削减了合唱队，

使对话成为主要部分。”[1]（p14）他把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当作悲剧的范

本。正象美国当代著名文论家J·希利斯·米勒所言：“这出剧没有通常意义的情

节，所‘摹仿’的‘行动’几乎只是人们站在那儿交谈或吟唱。剧中所发生的一切全

都是通过语言，通过问答形式的对话来展示。”（2）（P7） 

100年前，话剧通过日本这个驿站移植到中国。人们并不熟悉它的艺术规制，不

能认识对话在话剧内部构造中的特殊作用。只是摭拾时事、杜撰故事，设计和构造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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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完整的情节，通过动作和说话摹仿在舞台上。但并不懂得真正的对话，是从剧情中

生长出来，并主导和牵引动作完成舞台情节。所以大量的“文明戏”的话剧脚本没有

固定的台词，只是有情节大纲的“幕表”。演员根据“幕表”的提示，在舞台上即兴

设计动作，编出台词。这种随机应变、脱口而出、没有经过任何锤炼和修饰的台词，

欧阳予倩说，当时被称为“水词”，[3]（p219）即象春江流水一样匆匆而过，随意

性很大。在日本的春柳社，演出的剧目几乎都是日本新派剧翻版。影响最大的是家庭

伦理剧。典型剧目是《家庭恩怨记》。它通过陆军统制王伯良娶妓女小桃红后家破人

亡的悲剧，折射出善恶相报的陈腐伦理观念。剧作中妓女淫贱、以色谋财；男人耽

色、散财破家的道德教训后来直接影响了徐半梅创作的《母》等剧作。追求情节曲折

离奇，故事一波三折，人物悲情感世，结局悲惨遗恨，几乎成为春柳社的演出模式。

剧中过度使用误会、巧合、下毒、栽赃、陷害、装疯、枪杀、出家、投海等方法，构

成春柳剧目的特色风景。而国内进化团的话剧演出，没有日本新派剧的濡染，以时事

宣传为出发点，剧中穿插大量的鼓动性演说。注意借鉴传统戏曲的构剧方式，敷衍出

“清廷腐败、国破家亡，别妻从戎，离散团聚”的情节模式。领军人物任天知最著名

的两个戏《黄金赤血》和《共和万岁》，以辛亥革命为背景，表现革命者悲欢离合的

故事。但人物庞杂，情节多头，且离奇怪诞，与情节无关的穿插性场面不少。和春柳

演剧一样，对话意识十分薄弱。即使象亲人离散重逢这样的重头场面，作者也缺乏想

象能力，更不知如何用对话来制造氛围，牵引场面。《黄金赤血》中梅妻与儿子小梅

意外见面的场景，剧中仅使用说明文字：“小梅上街买花与梅妻相遇，先作种种惊

诧，互说被难之事，演者可自由说白。”“演者可自由说白”，说明对话和台词是演

员根据演出景况，即兴编排，与“幕表戏”相类似。而最著名的学生演剧要数天津南

开学校新剧团。1909—1918年共编写了33个剧目。剧本编写的过程很特殊：“首由师

生想故事，故事思好，再行分幕，然后找适当角色，角色找好则排演。剧词随排随

编。迨剧已排好，词已编完。编完之后，再请善于词章者加以润色。”[4]（p4）他

们有两个著名的本子《一念差》和《一元钱》，均是道德教训的故事。剧中也充满了

陷害、敲诈、诱惑、绑票、奸盗、纵火、梅毒、自杀等刺激性的情节，房契、债券、

金钱、手枪等成为敷衍情节的线索。但对话和台词水平很低，始终没有承载戏剧秘密

和暗示情节走向。 

 “文明戏”时代的话剧演出，编剧者为了改善舞台面貌，增加舞台气氛，刻意

安排穿插性的表演，如类似于伴舞、伴奏等，加上刺激性的场面，如打斗、凶杀等，

以取悦观众。尽管基本上是对白体表演，但均是物理时间内叙述故事，没有任何隐含

的戏剧背景。舞台上有很多直观的“点头会意”，“耳语”，“以目示意”等潜藏戏

剧情节因素的动作，但所有的戏剧对白没有一句潜伏戏剧背景，暗示人物关系或情节

走向，台词只是动作的辅助说明和必要补充。后来，出现了《新剧杂志》、《剧场月

报》、《戏剧丛刊》等专门刊载话剧剧本和剧评的刊物，徐半梅、包天笑，刘半农、

吴我尊、陈大悲、周瘦鹃、孙玉声等文人编剧出现，技巧更加圆熟，但主要是指善于

运用戏剧道具承载情节秘密，暴露剧情关系，如利用日记、便条、特殊信物暴露人物

感情秘密和生死去留；在情节关系上更加注重转折和回旋，比如人物生死音讯的反复

验证和确认。尽管语言和台词开始逐渐雅训，但人物对话关系依然松驰。与春柳进化

相比，没有本质上的进步。正如欧阳予倩所说，“文明戏即令有剧本，也是照旧戏或

传奇的方法来组织，专以敷衍情节为主。”[5]（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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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美剧”（amateur，业余的）运动是探索话剧艺术规律并促使中国话剧文体

基本成型的重要时期。从国外考察或专攻戏剧归来的宋春舫、汪优游、蒲伯英、陈大

悲、洪深等人，深受欧洲或日本新剧的影响，熟悉西方话剧的表演体系和运作过程。

从模仿欧洲话剧的演出方法，到构思本土话剧的剧本写作，诞生了汉语话剧的雏形。

汪仲贤在创作剧本《好儿子》的“序”中说，“直译的西洋剧本，不合于中国排演。

朋友们都劝我自编几种出来，以备实用。我试了几次，自己看看总觉得不入眼，屡屡

把稿本撕去，这是我第三次的试作。”[6]（p122）这时的话剧依然不懂得截取生活

横断面和从紧急事变中提炼冲突，场面的穿插，情节的取舍，时空的切换水平也比较

低，但大都通过借鉴欧洲情节剧的方法，并使用欧洲情节剧常用的屏风、厢壁、契

约、债单、电话、信件、毒药、手枪等布景和道具组织戏剧冲突。舞台上过度使用血

缘纠葛，命运错位；男女私情，调包误会等冲突集中、矛盾多头的情节和偷听、偷

看，意外暴露剧情的手段和方法，来集中剧情关系，强化戏剧冲突。但话剧的艺术魅

力，在于运用台词指涉和关联戏剧矛盾，牵引和勾连剧情人物关系；在于人物对话暗

示复杂的戏剧背景，设置揪心的的戏剧悬念。这牵引和悬念诱导观众产生对剧情发展

的特殊期待。台词在“吞吐”戏剧矛盾时的含蓄性，隐蔽性，指代性，延展性，决定

了它在“埋伏”戏剧冲突时有其他舞台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而台词潜在意味的成功

装置，是早期话剧初步获得艺术“感觉”的起点。早期话剧史上有深远影响的田汉的

话剧《获虎之夜》，在情节安排上克服了“文明戏”线性情节模式的弊端，截取生活

横断面，提炼安排了一个精巧突转的悲剧性构思。即猎户魏福生在山上装置铁铳，准

备晚上猎捕老虎，为女儿莲姑买嫁妆。意外的是，虎没打中，莲姑的私恋情人黄大傻

却被铁铳击成重伤，不治身亡。而在话剧文体上的重大进展，是田汉开始建立台词和

对话承载戏剧内涵，设置悲剧悬念，酝酿戏剧矛盾，扩大情节张力的重要功能。《获

虎之夜》几乎没有更多可以展开的人物背景和情节线索，田汉不失时机地让剧中人多

角度渲染在山上装猎捕虎的危险性，提醒防止“机关”意外伤人。这些都是利用对话

装置对悲剧作重要而含蓄的铺垫，给观众预留了某些重要期待和心理悬念。陈大悲的

著名话剧《幽兰女士》历来被人们理解为知识女性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故事，实际上

剧作家借鉴了欧洲家庭剧血缘纠葛的情节套路，安排的是命运多舛的亲姐弟团圆的故

事。20多年前公馆老爷与公馆听差调包换子，使两个无辜少年的命运发生了荒唐互

换。陈大悲除了象欧洲情节剧一样，利用屏风躲藏和偷听逐渐暴露人物的真实身份

外，更主要的是，反复通过人物对话渲染和暗示人物关系的秘密，把台词和对话作为

影射和关联幕后剧情的重要手段。台词对剧情的辐射作用，伏笔作用，暗示作用逐渐

建立起来。丁西林的《压迫》通过对话演绎了一个关于租房子的妙趣横生的故事。从

戏剧文体角度看，这幕杰出的短剧没有任何离奇的情节，也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甚

至人物身份都是拟代的。围绕“租房”还是“退房”的争执，房东和房客都走向了逻

辑的片面和极端。丁西林让房东和房客在租房的规则上绕圈子，由汉语语义概念上的

“固守----偏离”，“本义----歧义”中生发一系列戏剧矛盾，牵引着智慧的交锋和

较量。丁西林在台词中大量使用按照逻辑推理和逆向推理设置的对话关系，使戏剧人

物不断走向身不由己的尴尬。而用“掐头去尾”法安排的对话，比如“你结了婚没

有”？“我做你的太太怎么样？”虽然突兀，但内在逻辑关系明确，内涵界定清晰，

使戏剧巧妙旁逸而又滴水不漏。从话剧文体角度看，《压迫》至今都是难以企及的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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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德国戏剧评论家曼弗雷德·普菲斯特所认为的，话剧文体类型学的开端，可

以追溯到柏拉图《理想国》第三卷中对“叙述”与“再现”两种方式的区分。柏拉图

的区分依据是看诗人是否以自己的身份说话，是否允许人物出面说话。根据这个“话

语标准”，他提出了以下的分类方法：“头一种是从头到尾都用摹仿，象你所提到的

悲剧和喜剧；第二种是只有诗人在说话，最好的例子也许是合唱队的颂歌；第三种是

摹仿和单纯叙述掺杂在一起，史诗和另外几种诗都是如此。”[7]（p3）这是西方最

早的对悲剧与史诗文体类型区别的思考。成熟后的西方话剧完全以人物对话为根基，

确保了对话在戏剧中的主导地位。黑格尔客观地说，西方戏剧在发展过程中，“全面

运用的戏剧形式是对话。只有通过对话，剧中人物才能互相传达自己的性格和目的，

既谈到各自的特殊状况，也谈到各自的情致所依据的实体性因素。这种针锋相对的斗

争促使实际动作向前发展。”[8]（p259）欧洲戏剧到了易卜生时代，戏剧情节基本

包容在人物对话的相互作用之中。有人总结说，如果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冲突表现在对

话中是“说了什么”和“如何说”之间；那易卜生戏剧冲突则表现在“说”与“不

说”之间。“说”与“不说”成为暴露还是保持戏剧秘密的唯一关键；而“这样说”

与“那样说”又成为规定情节走向的重要分野。相互制约的人物对话关系，推动着剧

情的发展。从汉语文体的演变历史中可看到，汉语的对话体发育很早。《论语》、

《孟子》都是典型的对话体，它反映了汉民族原初的思维方式。但由于中国戏曲尊崇

高度假定的舞台审美观，充分考虑观众的“场在”意义和双向交流，角色经常从戏中

“跳”出来，然后又“跳”回去，观演之间的交流功能特别强大和活跃，影响了锁闭

型回还叙事结构的形成。人物对话呈团块状态，缺乏流贯性，使得对话机制难以生成

和延续。戏曲的歌舞性和话剧的口述性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舞台机制。早期话剧先驱

在艰苦的探索中，逐渐领悟话剧独特的文体构造，催生了话剧文体的成型和规范，清

晰地显示出早期话剧在文体成型过程中的基本特点。 

首先，从动作敷衍情节到对话结构情节的转变。辛亥革命的失败，使文明戏失去

了维系生命的精神内核，松散浅薄的幕表演剧方式土崩瓦解。“爱美剧”时期的话剧

家开始汲取“文明戏”挫败的教训，注重借鉴欧洲话剧文体的结构规律，思路开始从

故事情节设计逐步转移到人物对话的设置，这抓住了欧洲话剧最本质的特性。通过人

物对话来结构情节网络，势必要把最核心的戏剧内容“埋藏”在台词当中，然后通过

人物对话和对话牵引的动作“发射”戏剧信息，逐渐形成台词对剧情的伏笔和暗示作

用。当早期话剧家认识到对话装置应该对剧情有相当的承载和指涉作用时，台词就不

再是随意性的单向度陈述性语言，而应是双向度甚至多向度的诗性语言。所谓诗性语

言，即人物对话关系是一种特殊的语象关系，它必须包涵着隐藏人物关系和暗示戏剧

走向的潜台词。 

比如陈大悲《幽兰女士》： 

幽兰：你准知道他是老妈子的儿子吗？ 

珍儿（丫环）：我很疑惑。为什么他的眼睛活象我们老爷，他的鼻子和嘴又象我

们太太。 

 

又如田汉《获虎之夜》： 

福生：装好了吗？ 

屠大：装好了。 

福生：山上没有人走吗？ 

屠大：这时候有什么人走到那样的岭上去！ 

前者是对人物身份秘密的一种暗示，后者包含的戏剧悬念是猎虎的机关装置有可



能伤人，都是为戏剧发展作渲染和铺垫的。从利用动作性很强的情节设计和使用刺激

性很强的布景道具，逐渐过渡到利用台词和对话运载和潜伏戏剧矛盾，制造和引导戏

剧悬念，这是早期话剧文体成型的重要标志。 

其次，从减少动作场面到增加对话场面的转变。戏剧场面是综合台词、对话与时

空而形成的基本戏剧元素，是最完整的戏剧单位。若干戏剧场面的组合与流动，便形

成一个戏剧单元。“文明戏”在对话功能没有充分发掘前，动作场面非常突出。任天

知的《黄金赤血》和《共和万岁》上场人物都达40----50人之多，革命党的演讲，优

伶演出，难民流浪，将士出征，民众游行等，场面庞杂浩大。加上借鉴情节剧的经

验，多用悲悯惨烈的决斗、投毒、暗杀、殉情、跳海等动作场面。而“爱美剧”以问

题剧为主，易卜生、肖伯纳、莎士比亚、高尔基等戏剧大师的构剧方式逐渐消解了

“文明戏”剑拔弩张的构剧形式，用对话组织戏剧场面的意识逐渐成熟。特别是在表

演体系上，陈大悲、洪深、欧阳予倩主张按弋登·克雷生活化、自然化原则设计舞

美，戏剧场面更加接近原生态的时空。而消除大幅度动作后的对话场面逐渐上升为舞

台中心，诗性语言逐渐形成。郭沫若在早期话剧《卓文君》中设计的一个场面，卓文

君和丫环红箫深夜等候司马相如的琴声： 

文君：你听，不是琴音吗？ 

红箫：……不是，是风吹得竹叶儿玲珑呢！ 

文君：是从下方来的？ 

红箫：……是水摇得月影儿叮咚呢！ 

文君：是从远方来的？ 

红箫：……不是，不是，甚么声音也没有呢！啼饥的鹤声也没有，吠月的犬声也

没有。 

应该说，这是没有任何动作的场面，但对话渲染的诗意气氛异常浓烈。同样，洪

深借鉴奥尼尔《琼斯皇》创作的《赵阎王》，有一大段面对各种幻觉人影的独白，真

实表现了人物特定的心境，完全靠独白创造出非常富有特色的幻觉效果，把戏剧推向

了高潮。我们在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的“导言”中，看到他收集和引证

的田汉关于《获虎之夜》演出成功的珍贵记载：“最成功的要算上海艺术大学学生在

四川路青年会馆的那一次。相互的背景和化妆，舞台上息了一切近代的灯光，而代以

柴火。对着那熊熊大火，每一个农民的面孔都生动起来。同时从魏福生的谈易四聋子

打老虎到黄大傻的谈在细雨天的晚上遥望莲姐窗上的灯光，几乎每一句话都给了观众

甚大的铭感，直到现在我也觉得那回是我很得意的演出。”[9]（p51）可以想象，是

由对话和台词支撑的若干戏剧场面，流淌着话剧的特殊韵味。 

第三，从动作牵引对话到对话牵引动作的转变。话剧舞台上对话和动作的关系，

是互为依托和表里的关系。但话剧的语言是原发性的，动作是继发性的。曼弗雷德·

普菲斯特说：“在已知的戏剧和表演程式中，只有戏剧角色的语言才能规定每一个重

要的动作。行动和事件只不过是口头表达的变种，而非与后者同样重要的独立的符号

传送渠道。”[7]（p23）作为话剧艺术的本质特征，对话担纲着舞台的主体。即话剧

必须依靠特殊的对话机制和完整的对话流程，运载该剧的核心情节，推动戏剧矛盾的

激化和高潮的形成。“文明戏”虽然完全用对话表演，但对话和台词仅仅是动作的浅

薄注解，也没有形成统一流贯的对话关系。“五四”之后的“爱美剧”作家已经注意

到组织完整的对话关系在舞台上的极度重要性。戏剧角色不仅是动作的主体，更是语

言的主体。当对话设计成为制约和牵引动作的前提条件时，台词就必须被赋予一种特

殊的价值功能。那就是对剧情的指涉性和制约性。对话不仅是配合动作完成对事件的

陈述，而且应该是引导动作牵引剧情的发展。连续的对话形成对话链，组成话剧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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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行轨迹，动作在这个轨迹上运行，组成一系列舞台场面。而场面的连贯性形成情

节的发展。这种意义上的台词，就不仅仅是因事说话，它在某个特定时刻，甚至看起

来没有什么陈述实指意义，比如惊讶，感喟，叹息等表情符号，但在整个舞台运作

中，依然处于一种特殊的语象关系中。洪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中选编的

18个剧本，逐渐能看到这种对话机制和轨道对动作的牵引性，动作在逐步服从或服务

于对话，对话的强大功能逐渐凸现出来，进一步促进着早期话剧文体内在机制的规范

和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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