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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郭沫若的历史剧是我国现当代戏剧创作领域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郭沫若的史剧观可从其有关论述和史 

剧创作中去探寻。它大致包含三个紧密结合的要点：浪漫主义的表现；现实主义的本质；战斗意志的张扬。郭沫若史剧观的 

形成有时代和个人的因素。郭沫若的史剧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史剧创作的独特手法，并进而形成其史剧作品鲜明的 

美学风貌 ：激情澎湃，诗意浓郁；崇高悲壮，韵味纯厚；政治性强，古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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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是我国现当代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文化伟人。他 

一 生中创作了十多部历史剧 ，曾经产生过重大的社会影响。 

《三个叛逆的女性》(《卓文君》、《王昭君》、《聂篓》)张扬了“五 

四”的时代精神，也显示了郭沫若历史剧艺术风貌的端倪。【】 

以《屈原》为杰出代表的抗战时期创作的六部历史剧，不仅奠 

定了他在中国剧坛上的崇高地位，也标志着当时我国戏剧创 

作领域中的最高水平。解放后，郭沫若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 

下，又成功地创作出《蔡文姬》等三部历史题材作品。郭沫若 

的史剧创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现当代戏剧创作领域 中极 

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拟在统观郭沫若史剧创作的基础 

上，试图就其史剧观及其史剧作品的整体美学风貌作一初步 

探讨。 

一 郭沫若的史剧观及其成因 

史剧观是对历史剧的看法和观点，它体现在创作领域， 

就是对历史剧的一种总体上的感悟和艺术把握。郭沫若的 

史剧作品是时代的产物，当然更是他天才的文艺才能的产 

物。郭沫若的史剧观是他的文艺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 

可以通过他的有关论述和史剧作品去加以分析探寻。笔者 

认为，郭沫若的史剧观大致包含了三个紧密结合的要点：浪 

漫主义的表现；现实主义的本质 ；战斗意志的张扬。 

(一)浪漫主义的表现。统观郭沫若的史剧作品及其有 

关论述，其浪漫主义的史剧观念明晰可见。郭沫若是以新诗 

步入文坛的，在其最初的代表诗集《女神》等作品中，就显露 

出他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这种气质一直表现在他以后的 

文艺创作当中。在二十世纪初写作诗剧时，郭沫若就表达过 

关于历史剧的见解。他在《孤竹君之二子·附白》中说：“历史 

家是受动的照相器，留声机；创作家是借史事的影子来表现 

他的想象力，满足他的创作欲。”这反映了他主观抒情性的创 

作主张。他认为历史剧是“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 

命进去”，是“借古人来说自己的话”(《孤竹君之二子·幕前序 

话》)。这种强调主观个性表现的浪漫主义史剧观念在其早 

期的历史剧(主要是诗剧)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就是到了二 

十世纪四十年代和建国后的史剧创作中，虽然对早期过于 

“诗化”的史剧观念有所克服，强化了写实的方面，但从总体 

上说，浪漫主义史剧观的表现仍然突出。郭沫若的史剧创作 

和史剧理论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逐渐臻于成熟。这一时 

期，伴随着史剧创作高峰期的到来 ，他的一系列谈创作的文 

章和专题论文也相继发表，总起来构成了他独特的史剧理论 

体系，其浪漫主义的史剧观念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述。郭 

沫若对历史剧的看法侧重于“剧”和“艺术”方面，认为不能把 

史学和史剧、科学和艺术相混同。他在<我怎样写(棠棣之 

花)》中说：“写历史剧并不是写历史，⋯⋯剧作家的任务是在 

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 

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 

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 

代。”他的《历史·史剧·现实》一文较集中地表明了他的史剧 

观念，而“失事求似”的创作主张就是其史剧观的核心所在。 

他强调史剧家应“发展历史的精神”，认为“写剧本不是在考 

古或研究历史，我只是借一段史影来表示一个时代或主题而 

已，和史事是尽可以出入的”(《(孔雀胆)二三事>)。解放后， 

他又明确提出“史剧创作要以艺术为主、科学为辅；史学研究 

要以科学为主、艺术为辅”(《(武则天)序》)。一以贯之地主 

张历史剧的文学艺术性。他的这种侧重于想象虚构艺术的 

浪漫主义史剧观念在其史剧作品中都有鲜活的体现。这可 

从其史剧人物形象的设置和塑造，戏剧情节的展开，戏剧场 

[收稿日期] 2008—01—16 

[作者简介] 杨菲(1964一)，男，广东信宜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 

面的安排，戏剧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得到具体的感受(后文将 

有论析)。总之，郭沫若对历史剧的艺术把握的一个重要观 

念就是浪漫主义的表现。 

(--)现实主义的本质。郭沫若的史剧作品虽然在艺术 

把握方式上极富浪漫主义特色，但他所有的史剧创作都是充 

溢着时代现实精神的。即是说，他的史剧观中有极强的社会 

现实性的本质内涵所在。他不是为历史而史剧，也不是为史 

剧而史剧，而是为现实而史剧。他的史剧作品对当时的社会 

现实都是有所干预，引起过很大社会影响的。他之所以要 

“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就是为了“借古人 

来说自己的话”，即通过古来观照今，达到“古为今用”的目 

的。如《三个叛逆的女性》就是在“五四”时代精神的感召下 

而创作的，并成为当时妇女冲破封建枷锁，投身现实斗争，争 

取个性解放的号角式的作品。郭沫若四十年代创作的历史 

剧，其现实针对性更是尽人皆知。他解放后的史剧创作，虽 

然多以赞颂为主调，但也是他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适应当时 

现实要求的成功之作。总之，始终关注社会现实，时刻不忘 

时代的脉动，通过历史来干预现实，努力推动社会进步，这就 

是郭沫若史剧观念中的现实主义的本质所在。 

(三)战斗意志的张扬。战斗性是郭沫若史剧观念中不 

可忽视的重要构成。可以说，郭沫若的历史剧就是为了战斗 

而创作的。他的历史剧充满了阳刚壮美之气。发抒主体激 

情，张扬战斗意志，以风雷雨电般的气势与恶势力相搏击，呼 

唤光明正义，鼓动叛逆抗争，追求自由进步，颂扬仁民爱物等 

旋律共同汇成了郭沫若历史剧的高昂主调。也正是这种豪 

迈旺盛的战斗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给了人们巨大的 

震撼，成为鼓舞人们奋发前进的强大力量。 

笔者认为，郭沫若史剧观的形成，有时代和个人两方面 

的因素。从时代方面看，二十世纪前期，正是中国社会动荡 

多变的时期，革命的进步力量与占统治地位的腐朽势力进行 

着殊死搏斗，民众在觉醒，斗争进程虽然曲折，但总体上说， 

是进步和正义的力量在不断壮大，胜利光明的前景在激励着 

人们奋勇前进。在思想文化领域，俄苏及西方的哲学思想和 

文艺思潮对中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中国文坛上就出现 

过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等文学创作思潮。从 

个人方面看，郭沫若是集诗人、学者和战士于一身的文化伟 

人。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憧憬着创造新生活的理想。走 

出家乡以后，他紧跟时代潮流，努力有所作为。留学，弃医从 

文，写作，教学，参加北伐，亡走日本，研究文史，秘密归国，投 

身和领导抗战文艺⋯⋯他从一个热血青年逐渐成长为一位 

坚定的革命者和文艺领导人。郭沫若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也受到过西方哲学和文艺思潮的影响，但最终接受了无产阶 

级革命的思想。他是诗人气质很重的文化巨子，有着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可以说，正是革命时代的背景和 

个人独特的经历和素养，促成了郭沫若对历史和现实的清醒 

认识，也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文艺观和对历史剧独特的艺术 

把握方式。他的史剧观念就是在这种时代和个人的社会现 

实基础上形成的。面对国家民族和时代正义的召唤，郭沫若 

当仁不让地站在文化战场的前线，运用历史剧作为武器，义 

无反顾地投身到现实斗争的洪流中去。 

郭沫若的史剧观是一个整体，浪漫性、现实性和战斗性 

的品格紧密相连，完整统一地体现在他的历史剧作品中。正 

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史剧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郭沫若 

史剧创作的独特手法，并进而形成了其史剧作品整体美学风 

貌的鲜明独特性。 

二 郭沫若历史剧的美学风貌 

如前文所述，郭沫若的历史剧都是有为而作的。在其独 

特的史剧观念的作用下，郭沫若历史剧呈现出总体美学风貌 

的鲜明独特性：激情澎湃、诗意浓郁；崇高悲壮、韵味纯厚；政 

治性强、古为今用。 

(一)激情澎湃、诗意浓郁。郭沫若的历史剧在本质上说 

是一种诗剧，这种诗与剧相融合的特色，可从其各阶段的史 

剧作品中看到。L2 诗意的根源在于情感，正是郭沫若内心澎 

湃的激情通过历史剧的方式汹涌奔腾而出，才成就了我国现 

当代剧坛上的光辉篇章。郭沫若的激情传达在其历史剧的 

叙述过程中，也程度不同地灌注到其作品的人物形象身上。 

这种激情包含着丰富深刻的内涵：强烈的爱憎和果敢的斗 

争。爱国爱民，颂扬英雄，追求光明进步；蔑视邪恶，挞伐强 

暴，憎恨反动势力；渴望自由，讴歌抗争，赞美才情，乐观顽 

强，舍生取义等等。郭沫若在借历史人物和事件来传达这些 

情感的时候，往往运用诗化的表现手法。这种诗化手法的运 

用，总的说来，就是郭沫若史剧观念中浪漫主义表现方面的 

具体显现。它包括语言、场景、人物塑造、情节设置等方面的 

内容。正是这些富有诗意的内容，展现出了郭沫若历史剧强 

烈的抒情色彩和浓郁的诗意氛围。我们试从其史剧作品的 

实际出发来加以探讨。郭沫若历史剧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 

言大都富有诗性的格调，充满了韵律节奏和动感，富于情意， 

有些部分干脆就是诗本身。翻开郭沫若的每一部史剧，我们 

都不难找到具有这种特点的语言片段。郭沫若还善于营造 

具有诗意氛围的戏剧场景，这种场景富有寓意，往往能传达 

出剧作的某些重要思想和剧情发展的路向。如《屈原》第一 

幕中“清晨的橘园”场景，就富于诗意美感，并奠定了屈原的 

高洁形象基调，预示了他为理想而不懈追求的个性发展之 

路。类似的场景在《卓文君》、《棠棣之花》等剧作中也可以见 

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设置上，郭沫若的诗化手法也运用 

自如。郭沫若历史剧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大都塑造成理智和 

才情的杰出代表者。象屈原、蔡文姬、信陵君、如姬、曹操、武 

则天、高渐离、聂政、夏完淳等等，他们或文才盖世，或智勇超 

群，或文治武功，或刚毅奇慧、或笃于道义⋯⋯总之，都有着 

非凡的理想性格和能耐，富于浪漫色彩。为了突出主要人物 

和强化剧作思想，郭沫若又大胆地虚构出了不少成功的陪衬 

形象(如春姑、婵娟、魏太妃等)，这些形象大都富于抒情和诗 

意的韵味，为剧作增色生辉，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从 

郭沫若的史剧作品中还可以感受到，在许多人物形象身上， 

都或多或少地灌注了作者的理想情感，富有浪漫主义的诗化 

特点，象屈原和蔡文姬两个形象就倾注了作者满腔的真情。 

在戏剧情节设置方面，象《屈原》的以主人公情绪变化而安排 

情节发展进程，《蔡文姬》的为替曹操翻案而设置的情节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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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均可看作是诗化手法的运用。所有这些都共同构成了 

郭沫若历史剧激情和诗意的审美风格特征。 

(二)崇高悲壮、韵味纯厚。郭沫若历史剧的崇高悲壮性 

主要源自于其题材内容和剧作的主题思想。在题材内容上， 

郭沫若选择的往往是充满战斗意义和有深刻社会内涵的历 

史人物和事件，这些人物和事件又大都处于社会变革的时 

代。这些题材内容本身就蕴含着崇高和悲壮的因素。在剧 

作家高超的艺术手法的驾驭下，这些题材内容的崇高性及其 

悲壮色彩得到了史诗般的展现，成为传达作者创作主旨的坚 

实依靠。如在抗战时期创作的六部历史剧 ，郭沫若就选材于 

政治斗争激烈和社会动荡多变的历史转折时期：战国时代、 

元末和明末清初。这六部历史剧都充满了战斗激情和抗争 

的精神，很可以作为代表来说明郭沫若历史剧的崇高悲壮风 

貌。这些剧作中的主人公为追求光明正义和自由进步的事 

业而不懈努力，甚至不惜舍生以取义的英勇行为给人以精神 

上的巨大震撼。作品整体的风貌呈现出崇高悲壮的色彩。 

这种崇高悲壮性的主要根源就在于其所表达和张扬的是一 

种为国为民，为正义进步事业和崇高理想而舍身奋斗的精神 

境界。象战国题材的四部历史剧，它们都是以反秦为共同的 

主调，虽然各剧的内容各有侧重，但它们都共同呈现出崇高 

悲壮的格调。《屈原》重在揭露楚国当局的政治黑暗和国家 

危机，主张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棠棣之花》的政治气 

氛是以主张集合反对分裂为主题”(《我怎样写(棠棣之 

花)》)；《虎符》一剧的立意在于坚持抗争和进步，反对妥协和 

倒退；《高渐离》则较为突出地表达了反对专制独裁的创作主 

旨。联系到当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压 

制的实际形势，我们就可以深刻感受到郭沫若以历史剧的方 

式为国家民族的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崇高情怀。郭沫若创作 

这些历史剧，都有着明确的社会政治目的，就是为了“暗射” 

现实，抨击时弊，揭露黑暗，鼓动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倒退，推 

动社会前进。这些历史剧的主旨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 

时期提出的“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 

抗战，反对投降”的路线方针在精神上是高度一致的，所以， 

这些剧作就成为当时文艺战线上强劲的抗战和斗争力量。 

它们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反动派胆战心 

惊，而成为激励和鼓舞广大人民前进的精神动力。郭沫若历 

史剧的崇高悲壮性还表现在剧作中正义力量一方和美好事 

物的暂时失败或牺牲上。虽然正义进步 的力量还不可能打 

败暂时处于强势地位的恶势力，但仍然大无畏地与之抗争， 

并显示出终将胜利的光明前景。【3 这种雄浑的抗争性与前景 

的光明性使得剧作充满了崇高和悲壮的格调氛围。郭沫若 

历史剧的纯厚韵味似可从两大方面去加以体悟：一是剧作语 

言的诗意美，二是剧作的启迪意义。郭沫若是极富于想象力 

又喜好敞开心灵世界的人。他 自己也承认“是一个偏于主观 

的人”，“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论 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 

作上的态度》)。或许是他的个性气质决定了他文学语言的 

激情奔放特色。其语言的诗意美包括语言运用本身的美及 

其意义所营造出的氛围美。郭沫若是语言圣手，汉字在其灵 

动的笔下编织出一串串美妙的音符，充满韵律节奏和动感， 

富于情意和表现力，带给人们美好的感受和联想，营造出作 

品诗意的情感氛围。他的剧作中有不少纯粹的诗歌，有引用 

古人的，也有他自己创作的，镶嵌在剧作的适当地方 ，很美， 

对剧情的发展也很有作用。如《棠棣之花》、《屈原》、《蔡文 

姬》等剧作中就有很好的例子。除了诗歌部分，就是叙述部 

分和人物对话及角色独白也很富于诗化抒情的色彩。象《卓 

文君》中第一景的叙述和红萧与卓文君的对话就是很有诗意 

美感的语言，而象著名的屈原独白“雷电颂”则更可以看成是 

大气磅礴的诗章。总之，郭沫若历史剧中的语言让人们品味 

到了纯厚的诗意韵味。从剧作的启迪意义方面看，郭沫若的 

历史剧让我们领略到了历史的超越性意义。剧作中富有深 

刻社会内涵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及其发展变化的过程，艺术地 

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曲折艰难性，正义进步的力量和 

美好的理想事物与腐朽邪恶势力的对立斗争从本质上说是 

没有妥协的，这种对立斗争的崇高悲壮性及其所蕴含的恒久 

意义正是郭沫若历史剧纯厚韵味的核心所在。也正是从这 

个方面看，郭沫若的历史剧既深刻地把握了历史的精神，又 

高超地张扬了时代的精神，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三)政治性强、古为今用。郭沫若历史剧鲜明的政治色 

彩和明确的“古为今用”目的是很容易感受到的，是其史剧观 

念中现实主义的本质和战斗意志的张扬两大方面在形成其 

历史剧的这种审美特征上起了决定作用。郭沫若从青年时 

代起就关心社会政治生活，有远大的理想 ，他的思想发展也 

经历了一个过程。在日本求学时，他受到过西方泛神论思想 

的影响；在“五四”时期，他强调个性解放和个人的自由发展， 

有个人本位思想；后来，经过创造社转换方向，他开始把关注 

的目光投向下层民众；随后参／Jn~r,伐，流亡日本，在大革命的 

实际斗争锻炼和海外长期的学习研究过程中，他的思想日益 

成熟。抗战爆发后，他“别妇抛雏”，毅然决然地归国投身于 

抗日救亡运动。可以说，郭沫若是以文艺作武器为无产阶级 

和人民大众而自觉战斗的勇士。他的革命政治立场决定了 

他历史剧的政治斗争色彩。他的“人民本位”观和“人民文 

艺”论，就很能表明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运用文艺为手段参 

加革命斗争的自觉性和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特色。 郭 

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品都是在他政治思想成熟后自觉地为 

现实政治斗争而创作的，这就决定了他的历史剧必然具有强 

烈的政治倾 向性 其历史剧的“古为今用”特色，主要表现在 

不受史实束缚和以历史剧为现实斗争服务这两大方面。郭 

沫若充分发挥自己史学家和文学家的优势，针对社会现实的 

需要，精心选材，巧为创造，得心应手地将特定的历史人物和 

历史事件按“古为今用”的目的进行复活，赋予剧作以鲜活的 

时代精神，使之成为有强烈政治倾向性的斗争艺术。其历史 

剧的成功，又很好地达到了“古为今用”的目的。我们从以 

《屈原》为代表的抗战时期的历史剧和建国后的《蔡文姬》、 

《武则天》等史剧作品及其在社会的影响中均可以看到这些 

特点。 

通过以上的探讨，我们对郭沫若的史剧观念及其历史剧 

的美学风貌有了一个初步的体认。郭沫若的史剧观念也是 

变化发展的，总体上说，是现实性在逐渐增强。虽然其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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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有不完善的地方，如在实践过程中容易导致为了“诗”而 

顾不全“史”，过于偏重主观抒情而影响或忽略了戏剧性等 

等，但客观地说，郭沫若的史剧理论是他在实践中感悟总结 

出来的一家之言，对他自己和同时代的剧作家均产生了重大 

影响，它在我国现当代戏剧理论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也为促进我国现当代戏剧和戏剧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江河不息，泰斗长存。郭沫若的史剧理论及其创作成就 

永远值得珍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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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 Mo—ruo’s Ideas about Historical Drama and iIs Aesthetic Charms 

YANG F_ei 

(Fuj／an Normal ，Fudu~350007，China) 

A sh d： Guo Mo—rllo’s historical drarn~q aIe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m and contemporary dramas in our counlry．Guo’s ideas 

about historical drama e_．SIl be studied his opinions about dramas and his own historical dr-m~．It mainly contains three insepambl~ 

points：techniques of expression in romantidsm；real1．qm in nature；eruption 0f矗 wil1．His outlooks resulted oftimes and hu— 

man nature．In alaIge [ee，Guo’sideas about historical drama decidedthetechniques ofhiswIi6l andloaned a distinct aesthetic chaIm 

0f his historical dl'arn~q鹏a whole：surge ofintense emotion，rich in poetic flavour；lofty but solemn and stirring，chaIged with n~ aing and 

feeling；strong pdit~ nature，making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 

Key WOldS： C,uo Mo—ruo； ideas about historical drama； historical dran~q； aesthetic chalTfI8 

(上接第78页) 

(三)理性认识一赏识行为的归宿点 

理性认识，是大学生赏识教育追求的层次。大学生正处 

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快速形成并趋于相对成熟的重要 

人生阶段 ，他们敏感、好学，又善于理性归纳、理论积淀。所 

以，对大学生的赏识方法训练，如赏识评价、赏识调控、赏识 

思维等等只有上升到理性层次，才可能从个别性活动经验上 

升为普遍性人生体验，从技巧性实践经验上升为方法性理论 

积淀，从情商智力锻炼转化为情商智力提高，从单纯的赏识 

方法学习上升到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转变的理性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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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Hong—-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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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曲sh叠d： The present college students’emotion quotient(EQ)shows failure in 8elf—undemanding．seⅡ一control，misnea6llgtO otll— 

ers．and lack ofhuman communication．Appreciation education provides 118 ideas and method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EQ．RBa80nable 

and 8inoel~appreciation education e_．sil help promote students’ability，confidence and develop positive living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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