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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陈白尘与董健共同主编《中
国现代戏剧史稿》，更是大力张扬思想解
放、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民主、科学等
五四所创立的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强调
这些是 20 世纪中国戏剧现代化的核心内
容。也正是在这里，董健通过与陈白尘共
同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传承了田
汉、陈白尘身上所体现的五四思想和五四
戏剧精神。这位年轻时就“一心想攀登山
顶去摘学术之果”的学者，在新时期思想
解放伟大运动推涌下，立志“成为一个会
思考、有思想的真正的学人”，他的《陈

白尘创作历程论》《田汉传》《中国当代戏
剧史稿》《戏剧与时代》《启蒙、文学与戏
剧》等论著，不断突破长期以来“左”倾
教条倾向、政治实用主义有形或无形的束
缚，不断探索现代意识、启蒙理性、人文
精神的学术立场和价值评判，坚持和捍卫
五四新文学、新文化的现代精神和价值立
场，追求真实，追求真理，或者如他所
说“追求真实就是追求真理”（董健《追
求真实就是追求真理》），有力地推进了
中国现当代戏剧的研究。1990 年代之后，
中国学术界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而
在董健的论著中，依然体现出他对现代意
识、启蒙理性、人文情怀的坚守，对学术
和真理的不懈追求。陈瘦竹研究现代话剧
的追求真实、真知和真理，则表现为他所
擅长的，在戏剧作家作品和戏剧流派基础
上进行戏剧理论的阐释和戏剧艺术规律的
分析。在中西戏剧的广阔背景上，以其对
曹禺、田汉、郭沫若、夏衍、老舍、丁西林
等的中国现代话剧，和古希腊悲剧及莎士
比亚、莫里哀、易卜生、萧伯纳、契诃夫、
高尔基、梅特林克、罗斯当、奥尼尔等的
西方戏剧的深入分析，陈瘦竹对戏剧与人
生、戏剧冲突、戏剧定律、戏剧与文学、戏
剧与观众、静的戏剧与动的戏剧等戏剧基
本理论，和悲剧精神、悲剧人生观、悲剧
冲突、悲剧性格等悲剧理论，幽默、讽刺、
机智、嘲弄、笑等喜剧理论，都有深刻的
阐释。所谓“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陈
瘦竹《我与戏剧研究》），即是通过辨析
戏剧的“真实”和“真知”而达致对于戏
剧“真理”的阐释。

追求真实、真知是为了证实真理的存
在，追求真理乃是为了精神、思想的独立
和自由。中国学术界，无论是古代学者主
张“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
（戴震语），还是现代学者标举“独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都是
强调要坚守为真实、真知、真理而学术的
追求，坚守学术研究的独立性、质疑性和
创新精神。南京大学戏剧学科“求真明道”
的学术精神，是在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
动背景下，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碰撞
和交融所形成的学术精神的体现。南京大
学戏剧学科的大师们，也正是因为守住了
这个“正”，才能够推出一部部充满真知
灼见的学术论著，才能够在各自不同的研

究领域不断创新，从而与全国戏剧学者一
道，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现代戏剧学科的发
展。

为了更好地进行求真明道、守正创新
的学术研究，南京大学戏剧学科的大师们，
从吴梅开始，就注重尽最大可能搜罗爬剔
文献资料，注重戏剧理论研究结合戏剧艺
术实践，注重戏剧研究的古今中外贯通视
野，在研究方法上也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
和传统。

其一，理论研究要建立在翔实的文
献资料基础上。南京大学戏剧学科的理论
研究历来重视史料文献的发掘、钩沉和考
论，强调只有建立在丰富的历史资料基础
上的研究和见解，才可能扎实深入，才可
能具有价值。吴梅的曲学研究得益于他家
藏六百多种四万余册文献，他广为搜集，
精心校勘，其杂剧、传奇、散曲文献的搜
集和整理在学术界最富且精。吴梅又信奉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无私地将其所藏
供他人使用，还将其所藏编辑出版《奢摩
他室曲丛》初集和二集（三集和四集已经
印好却毁于战火，其他集册因为战争和吴
梅去世而没能编辑出版）。深厚的传统曲
学、戏剧学根底和扎实的资料功夫，吴梅
的曲学理论阐释系统深入。钱南扬的《宋
元南戏考》《宋元南戏百一录》《宋元戏文
辑佚》搜集整理南戏，卢前苦心搜寻并校
刻、出版《元人杂剧全集》《戏曲丛刊》《饮
虹簃所刻曲》等曲学经典，都是受到吴梅
影响，有些则是在吴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钱南扬说：“我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戏文上，
因为这一剧种，是戏曲史上一个重要的环
节，而明人不加注意，渐就散佚，故必须
把它勾稽出来，供研究戏曲者参考。”（钱
南扬《自传》）他在此基础上撰著《戏文
概论》，资料翔实、考证严谨、辨析精辟，
成为学术经典。吴新雷为了深入研究昆曲
艺术和理论，投入整整十年时间主编《中
国昆剧大辞典》，他的研究以史料扎实、
见解独特而著称。南京大学的现代话剧研
究也很好地继承了这个传统。陈瘦竹为了
建立中国的戏剧理论体系，翻译了大量的
西方戏剧理论参考文献，持续十多年沉浸
在中国话剧历史文献中并做了 30 多万字
读书札记。陈白尘在主编《中国现代戏剧
史稿》的同时，主编了《中国新文学大系
1937—1949 · 戏剧卷》。董健特别强调中
国现代戏剧研究要补“戏剧史料学”的
课，指出：“翔实客观而丰富的史料，能
堵住那些说大话、空话、套话者的口，能
叫那些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或者由于学风的
虚夸不实而把历史当作泥团来任意捏弄的
人难行其道，能叫那些建立在沙滩上的理
论‘框架’‘体系’顷刻坍塌。”（董健《中
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 · 序》）因此他主编
了《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中国当代
戏剧总目提要》（与陆炜共同主编）、《二十
世纪中国戏剧理论大系》（与胡星亮共同
主编），并参与主持编辑《中国新文学大
系 1976—2000 · 戏剧卷》等大型戏剧文
献资料集。陈瘦竹、陈白尘、董健建立在
此基础上的戏剧史和戏剧理论研究，因而
显得扎实深刻。

其二，戏剧理论研究要与戏剧艺术实
践相结合。这是南京大学戏剧学科百年发
展中，由吴梅、陈白尘两位大师所建构的
特殊传统。这两位大师既是剧作家，又是
戏剧学者和教育家，是吴梅促使古代戏曲
与现代大学合流，是陈白尘恢复了现代话
剧与现代大学合流的传统，是他们推动戏
剧进入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吴梅曲学造诣
精深，见解独到，他能够制曲、度曲、唱
曲，有丰富实践且样样精通。他强调“欲
明曲理，须先唱曲”，主张戏曲研究者应
该知音识谱、能写会唱，把吹笛、订谱、

唱曲带入大学校园，开创研究曲学之风气，
在南京大学传承至今。陈中凡同样喜爱戏
曲，要求学生研究戏曲要从看戏唱戏入手，
强调戏曲研究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需要
懂得剧种特点和音律声腔才能深入探讨，
故专门请老戏曲艺术家教学生昆曲唱腔和
舞台身段。因此，吴梅、陈中凡的学生如
卢前、钱南扬、吴新雷、董健等都力求能
写会唱，即使不能写也要求会唱。如钱南
扬，为了把握戏曲艺术特点和规律，他潜
心研究曲谱、曲韵、曲律，甚至延聘琴师、
学唱昆曲，能够粉墨登场客串旦角。他受
吴梅影响参加过曲社，学习旦角的演唱和
舞蹈身段，曾经登台演过《游园》《思凡》
等折子戏。吴新雷的昆曲演唱达到很高的
水准，能够与昆曲大师俞振飞同台演出，
成为戏曲界广为流传的佳话。这其中的缘
由除了喜好之外，更重要的，如卢前所说：
“一种文体必自含有与其他文体不同的特
性，词与曲，也是各具特性的。如何知道

特性的存在呢？惟有在规律里去寻，因
此，作法是不可不知道的。”（卢前《词曲
研究》）现代话剧研究也是这样。是剧作
家又是戏剧学者的陈白尘当然不用说，他
对戏剧理论和戏剧艺术规律的阐释，都凝
聚着其剧本创作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感悟。
其实，陈瘦竹也同样既是剧作家又是戏剧
学者，有短篇集《奈何天》、长篇《春雷》
等小说创作，独幕剧《复仇》、三幕剧《醒
来吧，农民》等剧本创作。跟随陈中凡学
习古代戏曲而后转向现代话剧研究的董
健，同样能够演唱昆曲。所以他们对于戏
剧的结构、冲突、人物、语言、风格等的论
述，因为有相关的戏剧艺术实践，所以具
有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理论阐释，就能够契合戏剧独特的审美创
造和艺术规律。

其三，融会中西、沟通古今，力求具
有贯通的研究视野。这是近现代中国学者
治学必须具有的眼界和知识结构。只是相
对来说，在中国研究话剧（已包含“融会
中西”）需更多注重沟通古今，在现代中
国研究古代戏曲（已包含“沟通古今”）
需更多注重融会中西。南京大学戏剧学
科从吴梅开始就有了这种意识。曾有学
者认为吴梅“决非一个现代的戏曲史家，
而是致力于作曲、订谱的传统文人”（叶
德均《吴梅的霜崖曲跋》），这是片面之
语。吴梅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
史转折期，不可能不受到外来文学文化的
冲击，也不可能不在中外文学文化的碰撞
交流中获得自己的体验和阐述。作为词曲
大师，就像其学生王西徵所指出的，“他
突出的贡献是从词曲内在联系出发，探索
其间结构的渊源与发展的规律，这不是词
曲学通论或词曲史，这是要阐明律吕与宫
调的关系，阐明历代乐律的更迭，阐明中
土和西域的沟通，以及管弦乐器的应用变
化，咏唱的声韵、腔调、节拍和南北异同
等等”（转引自王馨《两场几被忘怀的吴

梅先生纪念活动》）。这个“阐明中土和
西域的沟通”，就是融会中西。汪梦川整
理吴梅文献，也感受到其“深厚的旧学
传统与开放的西学新知相互融合”（汪梦
川《吴梅文献辑刊 · 出版说明》）。吴梅
的得意门生卢前也是如此。他说：“余治
中国戏曲史，十余年前即主世界戏剧同源
之说。及读印度古剧，而后知在我国元杂
剧形式完成以前数百年，印度已有极完善
形式之戏剧。”通过戏剧形式、题材、音乐
等层面的比较，卢前认为，“以中国戏曲
形式论，与古印度文学似非无因缘者。而
明清以来，以佛教为题材者，亦自有其重
要性。至于‘诸佛名曲’对于曲学之贡献
尤伟。愿治中国戏曲史学者于此三致意
焉！”（卢前《中国戏曲所受印度文学及佛
教之影响》）卢前所谓“十余年前即主世
界戏剧同源之说”，是指他写《中国戏剧
概论》时就关注“在中国戏剧上所受外来
的影响，以及中国戏剧对外的推广”（卢
前《中国戏剧概论》）。故该书能够从中
外戏剧比较的视野去讲述中国戏剧的发展
历程：书中论述中国戏曲的起源，比较了
中国戏曲与印度梵剧的相同之处；分析元
杂剧时，论述了元杂剧在欧洲的翻译和传
播等。现代话剧研究更多注重沟通古今，
这在陈瘦竹、陈白尘、董健身上同样具有
一种理论自觉。陈瘦竹的学术追求是“运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综合外国戏剧
和中国戏曲和话剧，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

系”，故西学出身的他，“开始注意戏曲，
逐渐喜爱各种地方戏曲，进而学习中国戏
曲发展史，阅读杂剧、传奇名著”（陈瘦
竹《我与戏剧研究》）。1940 年代就强调
中国话剧发展要“接受中国固有的戏剧形
式中之精华，配合着当前中国人的生活形
式”（陈白尘《戏剧创作讲话》）的陈白尘，
1980 年代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同
样强调要认真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和传统艺
术欣赏习惯，赞赏欧阳予倩、田汉、洪深
等戏剧家能够写出杰作，是因为“他们一
方面受了外国戏剧的很深的影响，一方面
在自身戏剧艺术的素养中又有着中国古典
戏剧的渊源”（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
现代戏剧史稿》）。确实，“旧学商量加邃
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熹语）。“旧学”
不经过“新知”商量，难臻邃密；“新知”
不经过“旧学”培养，也难致深沉。只有
打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戏曲与话
剧，具有如此宽广通透的学术视野，才能
够深入开展中国戏剧研究。

大师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
向真理的道路。我们今天庆贺南京大学戏
剧学科百年，就是要大力弘扬吴梅、陈中
凡、钱南扬、卢前、吴白匋、陈白尘、陈瘦
竹、吴新雷、董健等大师卓越的学术思想
和成就，大力弘扬南京大学戏剧学科的学
术精神和传统，把南京大学戏剧学科建设
继续推向深入，推动中国现代戏剧学科建
设走向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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