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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从艺术的“追寻者”到革命的“宣扬者”
———左翼文学思潮影响下的老舍戏剧创作

邓 　 文

摘　 要：在抗战时期，左翼文学思潮深耕于现实主义的土壤，与社会情状、革命政治和大众视野休戚相关，成为时代

的主流意识，深刻地影响了现当代作家的艺术创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老舍，以
“抗战派”的身份不断介入社会政治文化中心，自觉吸纳、择取左翼文学思潮的思想资源和理论精神。 在左翼文学

思潮的熏染下，他完成了“文学社会功利价值论”压倒“文学艺术本质价值论”的思想转向，以文艺大众化、通俗化

实践实现了宣传效果，形成社会性与人民性并举、宣传性与教化性相融的创作特色，形塑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戏

剧作品，为左翼文学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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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左翼文学思潮形成一种全球

化趋势和世界性视野，深刻反映了社会进步、发展的

内在需求。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左翼文坛肩负起

时代重任，秉持批判与战斗的品格，赓续、深化了

“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拓展了文学描摹社会生活

的广度和深度，引发了大众的共鸣，激励了众多文艺

生产者，产生了强劲的影响力。 作为“五四一代”知
识分子的老舍，面临从“启蒙到救亡”的时代转向与

文化语境，在左翼文学的熏染下，自觉吸取左翼文学

的理论资源和精神理路。 他怀着强烈的主观战斗精

神和客观真理意识，形塑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戏

剧作品，起到了革命组织作用。 本文以老舍抗战时

期的戏剧创作为考察对象，通过梳理老舍在左翼文

学熏陶下的思想转向与文学道路，探寻老舍与左翼

文学思潮内在的精神联系。

一、左翼文学思潮影响下老舍的创作转向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左翼文学已成为中国文坛的

主导思维，其鲜明的爱国爱民意识和强烈的革命战

斗精神广泛地影响了整个文坛。 具有同样精神特质

的老舍在和左翼文坛的互动中，深化了对革命文艺

和文艺革命的认识，将目光聚焦在被压迫人民的命

运、社会的主要矛盾、复杂现实以及革命者的心路历

程上，“将对国民精神文化变革的思考，逐渐纳入政

治革命的思考，更是有目共睹的”①。 伴随着时代的

要求、人民的呼声，老舍逐渐融会左翼文学的进步思

想，将文艺视为宣传抗战和教育人民的 “革命武

器”，通过文艺大众化和通俗化实践实现了“文学社

会功利价值论”压倒“文学艺术本质价值论”的思想

转向。
１．关注、书写革命内容

老舍的文学道路始于“五四”，“五四”使老舍对

爱国主义、救亡、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以及人不再作

礼教的奴隶、不再作洋奴产生了更深刻的理解。 老

舍的小说创作立足于平民文学和人的文学，以幽默、
轻松的文笔书写着“为人生”的文心， 十分注重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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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性和审美性。 通过启蒙现实主义、人道现实

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思想，表达了他

对“改造国民精神”这一时代主题的理性思考与人

文关怀。 此时老舍关注的重心仍在个体、民生精神

上，尚未聚焦于大众和革命的力量。
在英国伦敦东方学院任教期间，老舍以深广的

国际视野对中外文化军事、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

规律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审视与思考，逐渐认可革命

民主主义的先进性。 他深切关注着国内革命的发

展，开始在小说创作中想象大众与革命，与今后“为
着革命的利益，为着中国最大多数群众从帝国主义

与地主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为着从此创造新的中

国和新的文化”② 的左翼文坛产生了精神共鸣。
１９２７ 年，老舍在《赵子曰》中提到“人人革命”的问

题，倡导大众以知识为革命手段。 在 １９２９ 年的《小
坡的生日》中，老舍开始描绘并肯定“暴力革命”的
必要性，这表明老舍已完成从“知识、教育救国”革

命观到“反抗、暴动救国”革命观的过渡，认同了革

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１９３０ 年，国内的文艺论战从文学的革命转为革

命的文学，普罗文学兴起。 此时老舍回到国内，与左

翼文坛频繁、密切接触，不断受到左翼革命气概的感

染，自觉将革命的风景熔铸于人民日常生活图景中，
开始思考反抗与革命对国人生活的深刻影响与改

变。 在这种创作思想的指导下，老舍创作了《黑白

李》，小说中白李带领人力车夫砸电车的“革命内

容”就取材于真实发生的社会事件。 可见，老舍已

由对个体、家庭生存境遇的关注上升到对严肃社会、
集体、阶级的关注。 白李不拘泥于对车夫的日常关

怀，但能从宏观生存正义出发带领车夫造反，获得了

车夫的支持与崇敬。 而善待车夫和白李的哥哥黑

李，是位恪守道德伦理、传统文化的谦谦君子，却不

被弟弟和车夫所理解和接纳。 这寓示着底层群众对

“暴动革命”的接纳与肯定，对道德伦理文化信仰的

游离，也显示老舍对革命者牺牲、反抗、大局意识的

肯定与赞扬，对左翼革命文化的接纳。
但此时老舍坦言，自己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

的斗争，幽默冲淡了正义感”③。 他更重视文学相对

政治而言的独立性，注重发挥小说的艺术、美学特

质，追求“美的文学”。 他不明白某些革命者们的热

诚与理想，也未像左翼文艺家那样把革命文艺当作

宣传革命的工具。 他认为当文学成为政治宣传的工

具时，会损害文学的艺术性和审美性，这同鲁迅批判

早期左翼作家因过分强调宣传效果而不注重艺术效

果的观点异曲同工。
２．以革命文艺实现宣传效果

１９３７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老舍在枪与

火、血与泪的淬炼中，意识到“抗战期间已无个人可

言，个人写作的荣誉应当改作服从———服从时代与

社会的紧急命令———与服务———供给目前所需———
的荣誉”④，“报酬，艺术，都不算一回事了，抗战第

一”⑤，开始逐渐转向通俗文艺创作。 １９３８ 年，老舍

成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简称“文协”）负责

人，致力于对抗战教育的普及与宣传。 “文协”会集

了大量优秀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几乎承担了“文
协”所有的基层工作，与老舍在日常工作、生活和精

神上默契甚多。
在左翼“留声机论”“组织机能论” “武器论”和

“文协”工作的双重影响下，老舍认识到“文艺必不

可免要成为宣传文艺，文艺的工作就是宣传”⑥，自
觉转向了“工具论”“社会化”“艺术必须尽责宣传”
的“功利宣传观”，将文艺视作“民族革命抵御侵略

和革命斗争的武器”。 老舍发现，面对百分之八十

不识字的同胞们，通俗的抗战文字宣传品难以起到

作用。 他面临着革命的宣传与宣传的革命：宣传给

谁？ 宣传哪些内容和思想？ 用哪种形式和方法去宣

传？ 宣传的思想如何被接受并产生积极影响？
面对这些问题，老舍选择继续走文艺“大众化”

“通俗化”的道路，通过“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来教

育、动员士兵和民众，力求以“大众化” “通俗化”的
革命文艺实现宣传效果。 一方面，老舍注重深入民

间、扎根民众，为了民众而创作。 他认为“革命的文

艺须是活跃在民间的文艺，那不能被民众接受的新

颖的东西是担不起革命任务的”⑦。 另一方面，他强

调抗战时期文艺作品必须尽到宣传的责任，倡导以

创作出人民群众能够看懂的文艺作品为宣传的方法

和途径，要求文艺创作必须通俗。 因此，老舍选择可

以表演于大众面前，写成即可上演，让不识字的人也

能听懂看明白，具有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特征的戏

剧。 这与左翼戏剧运动家们“激动大众、组织大众、
最直接而最有力当然要推戏剧”⑧的思路不谋而合，
更与左翼文坛将“当务之急的革命（抗战）的大众政

治宣传，使其深入民间”视作“文学大众化”根本任

务的判断高度一致。
６４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这些创作理念在老舍《新刺虎》《忠烈图》《薛二

娘》《王家镇》《忠贤会》五部京剧中得到较好体现。
首先，这五部戏回应了左翼所倡导的“题材积极性”
和对“大众”的关注。 老舍将目光聚焦于农民和农

村，利用旧思想、旧形式的积极面把民心引到抗战革

命上，反映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应对抗战的精神面

貌与革命情怀。 《新刺虎》讲述了妇女康氏舍身为

国，报效国家和人民的故事。 《忠烈图》向民众展现

了一幅“忠烈群像”，陈氏一族无论男女都不顾个人

安危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中。 《王家镇》体现了老舍

对“革命与宣传”的现实思考。 《薛二娘》和《忠贤

会》则采用了传统京剧中忠奸对比的模式，具有强

烈的教育意义和宣传效果。 这五部戏都是以展现人

民群众的可贵精神和鼓舞人民的抗战意志为出发

点，体现了人民群众在民族革命中的力量、贡献和作

用，使人民群众感到民族革命与自己的前途命运休

戚相关，从而唤醒群众，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
其次，老舍为使群众理解、熟悉、接受和喜爱，选

择屈就艺术性。 他指出：“因为乡里的老百姓看戏

要唱的长，不怕重复，尤其不怕噜苏，时而进去，时而

出来，唱的做的老是那一套，他们最容易接受。 我们

既是为‘宣传’，我们就应该放下‘艺术不艺术’这个

问题。”⑨因此，这五部京剧都反映并赞扬了民众革

命，保留了京剧中受群众欢迎的传统唱腔、唱词与角

色行当，按旧规矩装扮，且有不少老百姓喜欢看的武

戏。 可见，在这一时期，宣传意识和宣传效用占据老

舍思想的主导地位。 老舍通过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作品引发群众的情感共鸣，实现革命文艺的宣

传效用。
整体来看，这五部京剧标志着老舍在左翼文学

思潮影响下文艺观的深度转向。 一方面，老舍从注

重文学的艺术美学独立性转变为重视艺术的宣传性

与社会性，实现了“文学社会功利价值论”压倒“文
学艺术本质价值论”的思想转变；另一方面，老舍更

注重找寻并表现中国人民的正面精神和中国文化的

积极力量，践行了左翼文学对“大众化” “题材积极

性”等进步倡导。 这不仅是老舍个人的追求，也是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共同选择，映射出

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的交融性。

二、左翼文学思潮对老舍话剧创作的影响

在左翼文学思潮影响下，老舍怀着强烈的大众

意识，从整个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出发，深入描绘大

众、群体的社会生活，以“凝视现实、分析现实、揭破

现实”⑩的创作手法，创作了《残雾》《国家至上》《张
自忠》《面子问题》《大地龙蛇》《归去来兮》《谁先到

了重庆》 《王老虎》 《桃李春风》 《五虎断魂枪》十部

话剧，深刻揭示了抗战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和

人生百态。 老舍还用唯物辩证的眼光审视了中国文

化的正负面价值，强调革命反抗精神，揭露并反思了

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矛盾与方向。 他自觉践行了

左翼戏剧“阐明社会矛盾，引导大众到发生一种革

命的热情来反抗奋斗，而达到革命的目的”的创作

理念。 在左翼文学革命现实主义、暴露与讽刺、唯物

辩证观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下，老舍的现实主义思想

得以深化。
１．运用“暴露与歌颂”的叙事手法

左翼文坛十分重视“暴露与歌颂”的理论命题，
尤其在内忧外患、时局严峻的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
这一命题的时代意义更加鲜明。 面对社会文化、政
治、经济等领域的主要矛盾和抗战以来的复杂现实，
老舍同当时忧国忧民、关心时政的左翼作家一样，采
用暴露与颂扬的叙事模式和善恶美丑二元化的创作

手法为抗战献出作品，创作出一批具有现实意义的

话剧，深刻揭示了黑暗现实下人物的命运和心路，响
应了左翼文学的号召，显现出其政治倾向性。

首先，老舍暴露了国统区的黑暗现实，以及被黑

暗所笼罩的民族罪人和异化的人性。 在《残雾》和

《面子问题》中，老舍展现了国统区的种种乱象与腐

化，深度揭露了国统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的

负面特色。 老舍抓住这一特色做文章，不仅鞭挞了

民族的丑类与败类，更抨击了官僚的腐朽统治。 话

剧《面子问题》暴露、批判了国统区旧官僚消极怠

倦、麻木不仁和涣散无能的抗战态度，歌颂了秦大夫

和看护欧阳雪积极献身于抗战的爱国奉献精神和革

命斗争精神。 与此同时，老舍还暴露与讽刺了一些

认贼作父、扭曲异化的汉奸以及注重享乐、浑浑噩噩

的摩登男女，将他们的行径暴露在民众面前，以引起

民众的警觉和憎恶，让民众看清腐朽统治的真实面

目以及在此统治思想影响下异化、堕落的人们。 老

舍认为，“作家的责任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 文艺

追求并阐明真理，不该敷衍、粉饰。 为了真理，我们

歌颂先进的人物，鞭挞落后的人物”。 他自觉将左

翼文学思想贯通在创作中，与茅盾在《论加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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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八月的感想》《暴露与讽刺》中倡议的文艺观

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老舍对左翼文学理论的认同

与实践。
其次，老舍关注在斗争中生活和在生活中斗争

的大众，歌颂了他们的革命反抗精神、爱国爱民情怀

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 《残雾》 《归去来

兮》《大地龙蛇》的主角们皆面临着家与国的矛盾和

抉择，老舍赞扬了做出正确选择的人物。 《残雾》
中，老舍通过“出走” “反抗”叙事展示了民族性格、
民族文化中所蕴含的正面力量，对此给予肯定和褒

扬，给大众带来了光明的向往和希望。 这不仅是老

舍对“娜拉走后”问题强有力的回答，更是其对革命

现代性和必要性的认同与肯定。 老舍还赞扬了《归
去来兮》中的吕千秋，他心系国家，立志用心血画出

“抗战的历史、抗战的精神和民族的正气”，这种有

道德、有筋骨的人格正是老舍所欣赏的。 还有“狂
人”———疯妇李颜，她把对国家的忠诚与对爱情的

忠贞连在一起，执着地发动身边所有人投身抗战以

一洗雪耻，反映了老舍强烈的斗争精神、革命激情和

动人的爱国血性，呈现出正面力量的摧枯拉朽之势。
《大地龙蛇》中的赵兴邦放弃优渥的生活投身抗战，
希望以革命精神团结人民，立志通过正义之战保护

文化，守护人民，存续、建设、维护中华民族的文明与

自由，反映了老舍对和平、平等和尊重的向往。
战争改变了老舍笔下正面人物的生存处境，但

并没有摧毁他们的心灵，老舍毫不掩饰对正面人物

强烈爱国热情和反抗精神以及信念感和殉道性的褒

扬之情。 这些人物的心灵寄寓在老舍笔下屡次遭遇

炸弹攻击，却始终没有一枚“正”打在此处；屋瓦虽

已被炸飞过几次，门窗也屡被震落，但是决心抵抗毁

灭的屋子仍在。 如果说鲁迅笔下孱弱的、熟睡的中

国人造成了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那么

老舍笔下反抗的、觉醒的中国人正是让这间满目疮

痍的屋子屹立不倒的原因。 寓居在这间屋子的反抗

者们具备中国传统礼俗社会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品

质，不囿于传统礼俗社会的局限性，能积极转化为时

代、社会所需要的角色———富有革命精神的启蒙者。
他们不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联结着千千万万受苦

难的人民，是抗战的命运共同体。 他们寄寓着老舍

对革命精神的体悟，彰显出老舍对革命英雄和大众

力量的想象，展现了“暴露与颂扬”创作手法的积极

意义。

２．追寻革命现实主义的思想内核

老舍的戏剧创作十分注重把握、揭示社会的发

展方向，蕴含着积极的思想内涵和政治倾向，他自觉

择取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在发展、运动中去

认识和反映现实。 一方面体现在老舍对自我革新的

执着，老舍始终坚持对自身思想进行审视、反思和改

造，追寻“不让自己的笔落在时代的后边”，不断增

强其主观战斗性，加深对客观真理的认知；另一方面

体现在老舍对其戏剧创作中时间、事件、人物性格的

安排与塑造上，尤其是对“新旧对比”模式的熟练运

用。 这两方面相互交融、密不可分。
首先，老舍用辩证发展的眼光书写反面人物的

变化过程，描写其“旧”之中的“新”的产生。 《归去

来兮》中为富不仁的商人乔绅，《残雾》中卖国不仁

的洗局长以及《面子问题》中麻木不仁的佟科长是

一丘之貉，且同处于一家之主的地位。 在我国伦理

文化中，一家之主是家族文化的凝聚者和传播者，在
家族的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 我国自古重视“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国天下”代表着传统的政治

伦理和道德伦理。 当一家之主出现问题时，整个家

族制度、家族文化都面临着瓦解和溃散的可能性。
老舍笔下的乔绅、洗局长、佟科长正是如此，他们不

但没有承担起构建和延续家族文化的责任，还把家

族当作散播不良思想的自由地，造成了极其恶劣的

社会影响。 他们对家庭根深蒂固的不良影响，体现

了老舍对旧中国文化症结的反思和对现代中国未来

的忧虑与拷问。 但随着战事的持续发展，老舍对中

国革命战争和文化力量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认知，
“对于现实的认识和理解也愈清楚，愈深刻”。

到《归去来兮》时，老舍加强了正面人物的战斗

力、感召力和教化力，描写了正面力量逐渐瓦解、战
胜负面力量的过程与结果，展现了现实的斗争，写出

了乔绅被教育及其“失势”的必然性，这预示着“乔
绅们”的时代已过去，积极的新生力量必将战胜腐

朽力量。 老舍的叙事思想正呼应了茅盾提倡的“从
不知不觉中去感动别人，去教训人”的思想倾向性。
在左翼思潮的感染下，老舍心系重大社会问题，将主

观的战斗精神与客观真理相结合，看到了“旧”中的

“新”，反映了老舍的思想进步。 另外，老舍在话剧

《王老虎》《大地龙蛇》《国家至上》中也刻画了在家

庭和社会双重矛盾和变迁中发展、转变的人物形象，
反映出老舍潜在的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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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老舍秉承着“革命是非教人死的而是教

人活的”的主观战斗思想，让误入歧途的摩登男女

迷途知返走向正道。 在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下，老
舍加大了对摩登人群倒行逆施的批判力度和深度，
深刻揭示了摩登人群的腐蚀性与毁灭性，折射出战

时社会文化、环境、经济以及革命形势的复杂性。
《残雾》中的淑菱是“新时代”的女儿，面对其二叔的

抗战教育时，她不以为然、目无尊长、冥顽不化。 汉

奸徐芳蜜和杨太太更为恶劣，她们不仅没有中国传

统女性的贤良淑德，还把摩登作为卖国求荣的工具

和资源，为了一己私欲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面子问题》中的佟继芬没有思想，丝毫不关心抗战

问题，还企图阻止他人为抗战做贡献。
到了《归去来兮》，老舍对摩登女子的叙述开始

改变，在正面人物的影响下摩登女子有所改观，但还

未有改变现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出路。 不过，老舍

一直将摩登女子犯错误的代价和后果逐渐放大并明

晰起来，由此揭露、反映的社会问题也愈发严肃和严

重，映射出抗战还需要深入解决家庭与社会、个人与

集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与“五四”时“只问病源，不
开药方”的社会问题剧相似，未能给予解决问题的

明确方法和方向。 直到《谁先到了重庆》，老舍发扬

了左翼社会写实剧的精神，在揭露病象后，给予诊治

的方案，明确地指出了反抗斗争的革命出路。
纵观老舍的话剧创作，老舍笔下的人物不是静

止的、孤立的，而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时代的

互动中相互影响、发展。 老舍在书写现实生活黑暗

之时，亦捕捉到了黑暗之中产生的光明，洋溢着对革

命胜利的信心。 由此可见老舍的唯物辩证发展视

野，对革命现实主义的思想内涵的追寻与择取。

三、左翼文学思潮对老舍戏剧创作特色的影响

在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战火纷飞的中国大地上，
广大劳苦大众是反帝反封革命救国的主力军，对他

们知识普及、思想提升、组织宣传和情绪鼓动尤为重

要。 这不仅是老舍和左翼文坛的共同诉求，更是戏

剧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 可以说，一部戏剧社

会效能的实现，不仅要根植于人民的社会生活，被人

民群众广泛接受和喜爱，更应符合社会和时代的诉

求，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和理想的社会效果。 只有

这样，才可能激发群众最大的情绪效果，引发群众热

爱国家、革命救亡、积极前进等正面的集体无意识心

理，实现宣传与教育的意义，为解决社会矛盾与人文

问题，构筑新的社会结构贡献力量。 抗战时期，在左

翼文学思潮的影响下，老舍的戏剧具有社会性和人

民性并举、宣传性与教化性相融的创作特色。
１．社会性和人民性并举

社会性和人民性并举是老舍抗战时期戏剧创作

的特色之一。 其剧作内容和主体多与人民的现实生

活、社会意识、客观问题和时代精神紧密相连，注重

“从民众的生活里出发，不但采用他们的言语，也用

民众生活，民众心理，民众想象，来创造民众的文

艺”，能够通过描绘民众的生活图景、生活方式、生
活习惯、心路历程映射出社会现状与发展方向，具备

了源于人民社会生活又高于人民社会生活从而反哺

了人民的社会价值。
首先，老舍立足于社会性和人民性，将目光聚焦

于严峻的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从经济、社会、文化

发展的角度观察、剖析社会现实，以期缝合人们的

“精神缝隙”。 《残雾》 《面子问题》辛辣地讽刺、揭
露了国难当前丑类们的无耻与恶行，书写了战时国

民党统治下中国社会经济的紊乱，刻画了大量群像

反映“精神先尽”的现实问题，让人们认识到，在战

争中可怕的不是无尽的轰炸、不断的逃亡与流血的

斗争，而是笼罩在人心上的无知、私欲、麻木、冷漠和

服从。 《残雾》描绘了光明与黑暗之间交错的斗争，
赞扬了反抗黑暗的革命斗争精神，代表人民进行揭

露和控诉，起到了发聋振聩的宣传效果。
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残雾》经马彦祥导演，由

中国电影制片厂怒潮剧社在国泰大剧院首演，颇受

欢迎。 随后，《残雾》又在重庆、成都、桂林等地接连

上演，大受欢迎。 《残雾》上演还助推了暴露与讽刺

问题的争论，不仅戏剧家们从中得到创作的启示，转
化了此剧的积极意义，观众们也“都感到吐了一口

闷气似的痛快，而且觉得还不够劲”。 正因为《残
雾》的社会反响过于剧烈，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
《残雾》被当局列为禁书，遭遇禁演。

其次，社会性与人民性并举的创作特色令老舍

发出“各族人民团结合作”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
时代先声，发挥了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 《国家至

上》与《大地龙蛇》都有此寓意。 《国家至上》是中国

现代戏剧史上第一次正面书写回族的民族心理和民

族情怀的剧作，既兼顾了民族性又超越了民族性，有
力地促进了民族团结。 这部剧相当叫座儿，老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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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北方典型农民形象还被田汉在 １９４１ 年文艺运

动检讨座谈会上予以肯定：“《国家至上》，就是一个

成功的作品，曾有人批判说这剧的成功是在于真实

地把西北的农民典型写了出来，写农民典型成功的

作品，中国一共有两部，一部是写南方的农民典型

《阿 Ｑ 正传》，另一部就是这个写北方农民典型的

《国家至上》了。”左联组织部长以群高度评价此

剧是非常完美动人的现实主义戏剧，认为这部剧的

意义是广泛的，它反映的不仅仅是回汉团结之间需

要冲破困难与阻碍的坚持和奋斗，更反映了一切社

会集体实现团结的曲折和艰难，认为剧中的人物都

是有血色、有人性的，不是无生命的木偶。
这部剧不仅抓住了观众的审美感情，更引发了

众多戏剧家的热评，戏剧家们认为该剧较好地配合

了抗战中的重要课题，发挥了艺术的力量。 正如老

舍所言，“在宣传剧中，这是一本成功的东西。 这出

戏在重庆演过两次，由张瑞芳女士担任女主角；回教

的朋友们看过戏之后，甚至把她唤作‘我们的张瑞

芳了’”。 洪深也曾谈到过当时自己在观此剧时

观众席上的反应：“杂坐在观众中，听到许多从未看

过话剧的回教同胞，称赞此剧之佳。 话剧通过真正

的艺术，发挥其伟大作用，如之何能不欣喜而狂

也。”由此可见，此戏感染力、影响力之强。
２．宣传性与教化性相融

宣传性与教化性相融是老舍抗战时期戏剧创作

的又一特色。 老舍发现戏剧在宣传抗战、教育民众

方面贡献了极大的力量，还很能感动、教育乡里的老

百姓和前线的士兵们。 他在《抗战以来的中国文

艺———在内江沱江中学讲演》一文中曾明确指出：
“我们要为前线的士兵们，乡间的老百姓来写剧

本。”尤其是，当时的“军队中已普遍的认识了戏剧

的宣传力量……戏剧已成为抗战宣传最得力的东

西”。 因此，老舍坚持用宣传性与教化性相融的戏

剧传播革命精神。
一方面，老舍十分注重戏剧的宣传与教育功用，

认为戏剧是教育群众最有力的武器。 话剧《张自

忠》就宣传了一位可歌可泣、身先士卒、保家卫国的

民族英雄，歌颂其为民牺牲的精神。 老舍还塑造了

一系列抗战英雄群像，实现了左翼文坛倡导的“剧
本的精华应该体现同类英雄人物的作为”，真实、
生动地刻画了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让观众感受到

血肉之躯可毁而精神永存的道理，激发了民众对军

队、革命的向往和崇敬之情。
中国万岁剧团于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把此剧搬上舞台

在重庆公演。 《抗战文艺》第 ６ 卷第 ４ 期的出版预

告中讲述了这部剧的意义：“张自忠将军自七七抗

战开始，迄至襄樊胜利，尽了不能再尽的责任，终之

以身殉国，为抗战历史增加了不可缺少之一页，这一

页的内容，由老舍先生，尽其数月之光阴为之搜集整

理，其《张自忠》四幕剧，即其数月来之最后结晶，亦
即占抗战历史之一页之不朽之作。”另外，老舍的

《面子问题》“在大后方某机关演出时，因为作品讽

刺了科长、秘书，致使许多科长、秘书都中途退

席”，足见其宣传效力。
另一方面，老舍的戏剧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启示

意义。 如《大地龙蛇》所使用的艺术手法，就具有较

大的启示意义：老舍将文化分成三段———过去、现
在、将来；抗战也同样分成三段———自己抗战、联合

东亚的各民族抗战、将来的和平，并将过去现在将来

连贯起来，相互渗透，在发展中把握社会。 这种创作

手法与茅盾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观不谋而合，正如

茅盾所评价的那样：“倘使他的眼光并不限于一隅，
而且不限于‘现在’，他能够从‘过去’的所以嬗变的

‘现在’看清了‘现在’中间孕育着的‘将来’。”在

《归去来兮》中，老舍带着平等、民主的目光深刻描

绘了抗战时期的民众生活和民众心理，批判了那些

剥削者，抨击了不平等、不民主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意

识，树立了正确的教育榜样。 在《谁先到了重庆》
《王老虎》中，老舍通过写发展中的人和发展中的

事，暗示了无产大众的出路，鼓舞了无产大众的革命

抗争勇气。
《桃李春风》是以教育者及其教育思想为原点

出发写作的，紧贴社会时事，辛老师带着大批学生流

亡的情节正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次重大迁徙的缩影。
该剧塑造了一位有民族气节、师德仁心的民族教师

形象，颂扬尊师重道，提倡气节操守。 《桃李春风》
在重庆公演，获得成功，并于 １９４３ 年新年在中正校

续演。 在 １９４４ 年戏剧节期间，《桃李春风》获得了

教育部颁发的剧本创作奖金两万元，并在美国翻译

成英文，走向国际，美国作家赛珍珠还想将该剧搬上

百老汇的舞台，足见其宣传效力和受欢迎程度。 正

如孙伏园所说，“《桃李春风》是抗战以来较少数的

将教育色彩、文艺趣味和宣传需要三者结合得和谐

统一的一部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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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老舍立足于社会性与人民性并举、宣
传性与教化性相融的创作特色，将其创作与事关民

族存亡、兴衰的长远之计和社会关系、时代精神相互

缝合，创作出社会、人民和时代所需要的作品，以保

全、激励、托举全民族的革命意志、奋斗精神以及思

想素质。 其戏剧立足于人民生活之中，聚焦社会问

题，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革命性，既给社会提供一种

正确批判的反射镜，同时也是引导社会到新时代的

一只皮带轮。
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作为一种具有先进政治性、

革命性和大众性的文化意识，不仅适应了时代的生

产关系、精神需求和审美风尚，更引申出中国社会发

展的内在动力和潜在要求。 在左翼文学思潮的熏

陶、濡染下，老舍的抗战戏剧根植于人民群众的时代

生活，紧贴政治时事、文化精神，关注社会重大问题，
注重对革命、民主、平等进步思想的宣传与普及，呈
现出鲜明的社会性、人民性、宣传性和教化性。 老舍

的抗战戏剧以辩证唯物观的视野揭示了抗战时期社

会的复杂性，展现了一定的历史内容与思想深度，契
合了时代和人民的需要，传播了左翼文学精神，在促

进群众思想和社会文化发展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促进左翼文学精神的传承与

发展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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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术的“追寻者”到革命的“宣扬者”———左翼文学思潮影响下的老舍戏剧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