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戲劇社會教育之功效與
藝術本質之思辨

———民國初年劇作家韓補庵的戲劇觀

及其編劇理論 ??

吴宛怡

提　 　 要

清末民初的戲劇改良運動，强調戲劇本身的教化功能，主要希冀透過戲劇

而達到開啓民智、移風易俗的效果。而後紛紛出現各種組織進行相關活動，然

而均未能長久持續，以致改良並未呈現具體的成效。民國以後，政府逐一規劃

管理戲劇行業與政策相關部門，將其納入社會教育·通俗教育機構，同時嘗試

將戲劇改良的理念轉爲政策透過教育機構執行。天津地區在 １９１５年成立社會

教育辦事處，此爲統括並監督通俗教育的機關，其下有藝曲改良社及藝劇研究

社，屬於推行戲劇改良的組織。民國初年劇作家韓補庵（１８７７—１９４７）曾任藝

曲改良社的社長，亦擔任社會教育辦事處的機關報《社會教育星期報》的主編，

其身分與經歷，促使他將戲劇視爲落實社會教育的方法之一，專注於實踐。曾

創作多齣新編戲劇，１９２１ 年出版的編劇理論專文《編戲贅言》，１９２４ 年出版了

戲劇學專書《補庵談戲》。補庵是民初少見理論與創作並行的劇作家，他的時

代正好歷經新興戲劇表演形式的盛衰發展及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放棄舊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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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形式，努力思索如何對傳統戲劇藝術進行改革，採取“半新半舊派”的演出

形式，並提出明確的戲劇觀及務實的編劇理論，這一嘗試歷程，别具時代意義。

關鍵詞：韓補庵　 戲劇改良　 半新半舊派　 編劇理論　 《編戲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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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俗教育利器———半新半舊派的戲劇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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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編劇理念———實寫生活，引領觀者觀照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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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瑧

瑖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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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h±PQÖó，Ú��"KhÊQfÅ�“Qînf”Ï“�v`f”，=×é0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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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Í,Qe�j�$ÕÖ�ó，Ó��f�、�«iQÌfE��D�"

[，"�¸@°Xª0,�w。瑘瑠

;å,`ûPH³h�,，�Z02¡ １９４０X，̀ fXì�°:âDº

a×,[F。瑘瑡 �Ã�，$ÿfFG0，F¼é´9µH�¡，̀ ;}f,�

Ô，Â��âQÌ,`$，v3+É`×$`[efP>CK½[FK91感

ð�÷R。Û�fÛø，'%¶µÿfI�q�,,�，Ù�åÅþ�"£，

µÿÂ}ç�k,Û/：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需要，社會上需要甚麽，編戲家應當供給什麽。

絶没有抱住幾百年陳腐老戲的情節，永遠不變的理。瑘瑢

Ä�，fÛø,>µÎßef,!Î，Y<ÿf,_Í。

=l，ef,!Î°º*�f£,[F。ºC“[F”,ÙS�：“fw³，

RRI³,äî……�74"，-³+k,，ÜP[F。å�f£P[F，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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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åq�[^�Ê）”。瑘瑣 ��，ÇÈef，³Ä+��´,®¾，f

£[F1ª@ä：

戲劇是人類生活的“反光鏡”人類社會種種生活狀態，自己不容易看清

自己，就是看别人，亦是片面的，段節的，惟有戲劇，是能夠把全部分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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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瑠
瑘瑡

瑘瑢

瑘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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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å：《ÿewÊ》，《;åòe》，OoÂ�óÿ：《ÖL��ß~PÊ》，T １４ R，|
１７０。
Â0，| １７１—１７２。



態，從正面，從背面，都一一反射出來，教自己看。我們編戲的大主腦，便

是要實寫社會生活的現狀，教大家都完完全全的看了，各自領受一種反

觀的覺悟。瑘瑤

µefIÛ*�®，v3ÇÈS�®¾J`×°�[25o,[F²B，O

Ç=»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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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C$:ßjYÙ4。瑘瑥 "ÓC$0µ“þ�”H“*y”+¹êçY，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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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ºC}e,4E：

舊戲是描寫“特殊階級過去生活”的，我們的戲是要實寫“平民社會眼前

生活”的；

舊戲是教觀衆看别人，我們的戲是教觀衆看自己。瑝瑢

Çq“~þ”HÈ&�ê，“�þ”HöN�j�ê，�Ú`C=w,ö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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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él0，ÛY,ÛF$�M�f�,0�H£À。��，“å3j[

�,f”P�Tf�：

不容易看見的人不必一定要寫那空前絶後的奇人，怪傑，只是多寫幾個

端人，正士，慈父，孝子，良妻，賢母，友兄，悌弟，便是現在不容易看見的

人。常有這類人，教大家心目中受些感化，社會一定不會壞了。瑝瑧

�®Ú[2，ºC�Nó/²ù，Û�`;ef,fÛø，'³5o,�fÍ

¹，Ã�*b$efKñò�3,f�"Ò2感àfD,Ñ¯。6�，SÔ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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³kÈ&}³,}ç�k,eff�：

試問中國普通人心中的人譜一定是李逵，黄天霸，王寶釧這些人勢力最

大。説孟母，不見得都知道……何以如此？不能不説戲的力量。戲劇有

這麽大的力量，所以編戲絶不是毫無關係的事。我們能夠給大家另造

一種模範人物的新人譜，把那李逵，黄天霸的勢力完全推翻，編戲家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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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慰了。瑝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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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戲劇宗旨———教育功能與藝術本質的思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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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Ú ´Uq·�q·J¨·J�·U(Ó[\ghÿ：《KL¿¾ef_a?
N》，| ７１２。
¤ªf¤&�ó·{�ó nNÿfø¶])��，;�{�Â １９１４ Ä １９３６ Xw，�ÿ
n¡ +#<�¤ääk[F,��e。 �;�{：《J�¿¾$ièßó》（ïÝÐ
£：hDÂ�ó，１９９９），| １１６。１９２０XkN>PnÂ<Z�v，１９３０Xkª>ó/²ù
åØ，nÂ:;Kc，��l�Úª=.�� １９２０Xk，äk[F,f_ÅåP-³t×
,×<。
c�：《�廣�ân〈däh〉》，《si��》１９１７X ９{ ３０K，T ５�。



f*o|nð¡`×,»D，¢*0Õ[,mEåM8r、DIÛ4HE�

³ê��*4，ÐÎÜP`YK½[FK,,kP�J�ä，å1åhfð

3。ÓSTfÛªi�¢×ºÅ,*3，Úª4¤ä�k[F,fÛ:;

"�，��，�ý¸_¾,FG7x[Âýþ，7<Í¹。CP，;åªfÛø

,�感¢H`C4，>?�2，V>�ÂwfGû。

N*�Â}eP“~þ£ù�mÈ&[F”，“(`×[@f”。Qÿfã

@“�þ�Öó/öN[F”，“(`×[5o”。µQH}k5_ÂåÂ,»

3®î，Ä�+"，óÒ�,*rD�，̧ H`×�j�UC=×é，́  `×

"�+w`[*ðÔH�,7<�感�ê。�®�ê¤Ò¡ºC�k,�

感¢i!7�kfÛ*r,÷}D，efÛ/å�Pc}o¯Ð³�,，f

Ûø"�* Y，³65K½，*ð7Q�,，-ó�Ö[F。

³6Pÿf$@¾@,ö�，I�1�Û,,@ÛE。;å�Â<�

Ù4，³��Gû，Á1î`。=+，³6,¸¼¬7öHîD。OÒ*r，µ

ªNUFÙ,���_¾:ßÛ，å°õ�ÿò。åÍaªÏP´,,*

4_¸7ö，Ôª《·â¬》��，�Â·â¬÷®å-$þa�K,Û¯，�

P°þ“Hº»,f，('ÔÀÔ|，SåPþî°1,，¼d7ÈöåÚ”。???

Ø¡7öP�，F@îD，q¨C*4f��×éî�，åÅ�jo¯efÌ

-¾I5�¹§,Ö誤　：“-¹$¹§0jö�，båîDðCf,，¾¾P@

aåºO�……ÄC:©e，Få"`¡”。??? ;åº3ÿfP%¶,，ÿeÔ

¼\Ó´z，³6¾IfÛø5U,Ó[ë»H[F��，î4®F¢¸á

D。�¡0，《�Ñ》NÊK�i�,hþ,r6P°çwf���"：“ÛY

Af�，@°þYBCm�,，¤þæ�ø,，ãh$YÍ�，å°|�±�

�”。???

=d，³6¸éÅó/¸@。efPó/(�,'ð，��*Åó/ä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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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0，| １８１—１８２。
ì;å：《�Ñ》，| １。



�Ú¼â»:��,Ãý：

取材要適應社會需要……通俗戲本，和日報一樣，社會上現時需要什

麽，説什麽。不必一定都是傳世之作。社會涼薄，便多編厚道的戲……

這是關乎道德的。至於知識方面，如同世界大勢，文化潮流……都可酌

量情形，編在戲裏。???

;å$《suà》�i+Üª"OÒÛr6_><Äñ*Åó/,¸@：

“《+SÊ》þ�¾，《Ã�l》þ�1，《�Ñ》þÁ]，《sÉp》þ�M，�!þ

�4。……\Óó/fD，kþ+R�y，Ç×WXìDP±`1��EP

0。”。??? ó/³kÌ¸ÿ，@l-ókRf*,�，µó/h¸,“�y”¤ä

CfÛK。��，;å½$fÛK³��¼âþå,��£{，《+SÊ》Ì

ò�ÊO,Fð�P+�。

=�，³6@�Kä�ó/,2。ef¸ûÂó/,Êr，ÿeÅÓ+

Éf*þ¢，Ò2´¿P�：

取材要切中現實社會的利害。戲劇感人，最好是當下見效。因爲戲劇本

不是説大經，講大法，傳之百世的東西。對於現在社會切要的利害，隨時

從正面，反面，略加勸懲，總要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越是普通人最容易犯

的小毛病，越要注意。???

�,r6ÅH“�j”³é，é¨ó/Êr，GHÛ，ª�*�,þÛÿE，µ

Êr��Jâ�,�K，OÇ`×Tí。

《suà》ÌÇq¡£�ÿE。*@µ(,l¨��øEPz，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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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å：《ÿewÊ》，《;åòe》，OoÂ�óÿ：《ÖL��ß~PÊ》，T １４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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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D，RCXM=ê��uOÓ,ïør�°，�f-³+�Pà，r

K�R&��°�%ÕÛ，�Çå��，X*ðµ=f¿ÄFusG。�>

$T°îQ《HS》，4f�å¨þê��°，CP3Pzì3|{，EbÂ4：

“x['PwÚ�,cX，Ô2�wA¾，hªk'Fs，bå�'g&Pð�

f。”。??? S+/`，j¥=fß¿åÿÂ�,0¢。;å5¨n^�+*4P

Ã：“ä$P�k³¥，ü,_-TÓ，�k`å�，(@���kp，ó/s'

PèIÏ*£，h2YÝP`,D`，�f£×)P>�”，“xÿke<$�

�®q\ù，-³fGºh��J@fÂ4。ëìåÄ�，-¼f£ó/，6

�，Elø-_éP”。??? ó/ä�，¾Iwf:，³Ns'P�，CPþÂE

PzºK)fP�，Û��3f�,c!，́  fyOÒ3¿。

　 　 （二）修詞

;åq¼¬9?,M"ý»，Ã�4C�Ë(��ÛP�，Q'$�Q,

Gó<[³Í`íÌ，《ÿewÊ》i《;åòe》�K�PÇqjA;,"

�。??? ��，efK@Çq�A,"¹ÛE，½P=é¨Gû。*b“®Ë�

ã”5¹E。ñì®Ë�ã？;å>ªØéL（１８５８—１９１８）《[°<》,+/

Ã¹��4j，Â��Êio�HDe$¹<0,åFþP®。??? F�Â，

®Ë�ãåHt5mqC5¹，Fë�Ê<»3，ÄñlM=w,?ZPfÛ

ø,\r：

戲劇的修詞，不是文章的修詞，是言語的修詞（言語亦是文學）。寫到腳

本上是文字，演到戲場上，便是説話。假如想説的道理，一般人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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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Ê。\gÍ`，þô¼Í`:è。\g"Ê，þô("Ê:è。k5t4，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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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和一般人感觸，不發生深切的關係。你以爲可哭，他看了反笑起來。

任憑如何在詞語上求淺近求通俗，都不能適意。可見雅俗共賞四字，是

很不容易作到的。???

;å�Â¡ef,5¹¼"Ò5¹+û，¥;ÂfÛø,��。��，ÿeÅ

��ç+Éf,FÙ¢"ÿþ¹/，3`×|¢� ，�°�²Ó[`l：

我對於編戲的詞句，以爲大體要通俗的。只是把談話的程度，漸漸增高；

或是於特别情景的地方，略帶一些文學的臭味。在現代過渡時代，只好

如此。果能以後把大家聽戲的眼光變過來，這修詞自然是没有問

題的。???

5¹FGP§ºïð"!�Ê，=K}ôÃ¹H4Í。$《sÉp》Ì,

NÊ�i!f,£(：“Ã¹4Ík³��”。??? l�Ú��，éC5¹,ay

ãP�Y+ÂGP。§º4Í，<³;9Gó。�®$�“4Í”å$�“ê

Í”，ÏP“$Í”。*ÃP;ååÃïo�Û/ÏPDe,+,，!Û�

äk+É`×`[,�þ[F,Û/。6�，�®Ô¼*ºÿþÃ¹，???'#

�G0“Ã�+�y[”，???°�,fÛ�K�³Ã¹ª°ç*4。《Ã�l》T

UQ《ÝÃ》ÌøÚô{�HNNôa"ºÃ,÷ÁÃó，!Q~þ{�Ùa

",OO´ËÄ¸jÄÈN¿，�fº`ÇÈÃ¹~ó¸jf�æ��,[

F。??? <³《sÉp》T°®Q《Âj》�¤~PgëÀý0E�ÇÈÃ¹~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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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0。
ì;å：《sÉp》，| ２。
;å*b：“ÿeøå-+0@Úß�Ã。xy°ºÿT;Å,Ã¹，ÃÄÞ�‘ðë³
z’、‘>ÿ³’RRÃ¹,´ë¥È"，½ñàåÅ？”。
ì;å：《òeþdU》，《;åòe》，OoÂ�óÿ：《ÖL��ß~PÊ》，T １４ R，|
１４４。
ì;å：《Ã�l》，| ８—９。



c)�&Í�â!i,â²，fÛø$!óÃ¹ê">5¨：“�óÃ¿¾

×�，3j3d”。??? l�Ú�，n^Ã¹Â��¾I�¿P{°é�¤Ò»

3ªi*感　,�å4。Ã¹y!Po¯efK¾@,"?，;åÛ,P÷

Q÷}ÀB,efÛ/，N¹Ã¹ª�，}eK,4Í�PH!`;,¾û。

���£@�Â}e¾Ãbå¾I4Í,Êr：“}e¾¾ªÃkÍ，åÙÃ

ãe*°Ö”。??? �®P><2QÿfÛ�K4Í,¾@0，£�:ß]G，G

i4Í,À¡P®：“!ÿf!，-µ$È½ò`0®®qD，H3j4,`，

¾¾þå"；H�Ò,Í`"，þ2f!0，Zå"`。�Kn�，@áÈí”???

l�Ú�ÿþ4Í,��0。

��，'¼½¾IºCn�$4Í0,¤ä，fÛK<l¼â5¨，�¥

nÂDÌ。《�Ñ》T°®Q《�Y》³+óY6¬´4¤�Y�$yP]]Y

Ñ#h�PE�。Ã�4Í�÷，ö¼4(»3，;ååÑÒ]CÝÊÉw ，

Z5¨：“�®à ³n4è，�Çn�ºÝÊÌ，½ÚµÜj&”。???

��，4Í�´](f�,£(，�/¤äÂåÂ,£û。ªa]��，}

fÌa]ÅqDë`³â`×，ÔåFþ，$®Ë�ã,F$j，ÿþ¸<

Q�：“|���，5³#�，åP4�/ë`，6`×º��7D。RJnq，

ZPjÌ。”???¾¿Ê<,#�0，ÄñJa]f�,4Í�Áõ��tå]C

j]，=wÊ<Ó[,�ÜP®FPfÛøé¨,@û。lCh�Â,FG

*@ÓwfÿfD1h"，fÛK½ÖäÂ(,"·。

《sÉp》ò¡+�ªa]�n�s>"��',fKf�ú:。;å

¾ña]íî，��，4ÍF�È#Dn^。$Åú:ÂE�qP�sU?，h

q,4Í��bå01，*³+uS'Pè：“�s�s，ºØº賴，T}Û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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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Û 。�¡�g¾y¼+�³³，�¡�¾hy¼+�ee。�1TÝU

U9，VÉ¡¾Â5$。MFÌ)®øU，åP'¢(]W。”???>5�ø�Ê：

“xú:，�"ïfX�¦�，��2õD³Y÷，å1*5¦C�s。Ã�³

¥0$³i;,ïÈCú，'DÌíb(1ô+ûiF;D，hªxÜ5��

ú:，\K$S)Je0sí]Z，Ýö`f。”???¦UC³�"ø，$³;DY

&�“ú”，Ýá�Þ�)hfÕ[P<，åH"�®Ë�ã， ",efÑ¯

½P0Ì。

　 　 （三）布局

éCÈª,]G，;å*@P_CKNQ}�¯1$ºCÄñ®FÈª

,%G，�Â5U,`û。8GPK，»+}fY，_!0ÙÂÐ³,“,w�

ê”ÈªE，�½_/[q¤�Ì,êª。??? �E91+Éa×,»+，Ã÷v

ª"`e,.W*éÅ³í³w,êª，Ó`×,]¢�Ê，�EFÙNÃ>

¯，åq.t。*ºYã�Â，ÿe-P~þkR[Fäî，@J`×[¡5o

�í，¤P�°þj,`，Ü 6º�。???

Q}�¯,%G，;åÙ�_³çFP®，�ç=(�,F$ªi><`

;QeK>ÕÖ，Ù�ä�Èª[³�óN>Ã¯PE��é�：

爲中國的社會説法，爲現在中國人多數的觀衆説法，只是覺得首尾完結

的布局法還好些。因爲大家看了，還可以明白這本戲是箇什麽意思。要

是教他打悶葫蘆，一則，狃於習慣，先得箇多數不歡迎的批評；他説：這

１４１戲劇社會教育之功效與藝術本質之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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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戲游騎無歸。阻礙新戲的發展。二則，一般人的思想，還不能説都有

哲學大家的程度。假如把悶葫蘆打錯了，所生流弊，便不是編戲的時候

意料所及。???

ÿfÐ6«³“4E”õó，,¸91a×ÙÂ，¤P¿�È²，[³“n^

gh”Ì,Èª，ã³N=K>ÕÖ，ºCefÕÖ,°àPDl�Ú�。

;åhÿþ,Û/�K�±C|�,w�ê,÷¤�Ìêª，q6Ï�

°<�4f�À�“"E^0”，�!fÔå��<�Ù，*Ã：“@vÿe!，

¼ª5ã，��Ë”。??? efé��Ë(�，ÛP�¡+Éf�þ，P{°Y

�oÒ»3PfÛø><,,>@k。???

)>F�Â，³,ºIMåï,Eã，+�OÊPk&“ä$”i“$�,

µ"”�G，ÿf½PÄ�，K>3+É`×,FÙ4� ，56ÚïF�F¼

í·��0,Èª。??? $>，�Ö²F<³Df~UâÿþQe，Ä�Ìê：

只要教多數觀衆看了，比較的能夠得一點良好感觸，便是有世道的事

業。不必説一定可以勸善懲惡。便是能夠教一般生在極悲慘環境的觀

衆，看了戲。得箇三分鐘愉快，亦算是有益於人。???

åq��ÿþ²�,Û/，¤° �fy+ûû�3,°<，0bä�_�，

Ä�，fÛø�Ò"_,�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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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　 　 論

����，�j,�w��ºCì;å�ÊPí½¾@,。Â[C�v，

Þ�ÖL"<iU®Q"àmð，®$<ï,�kåæ�K，Ó,ef`;m

ð<X,;å，÷�wc Q}8Ó,Þ|。'ýþ《ÿewÊ》ªi《;åò

e》,�`，�P®$+w�l¾Q�I“ef”!Î,�wû。ef`;G%

�$�Q]GQ}fP{1�PZ，;åª+�Ó,ó/(�Ô:ßef`

;�ßYifÛø,U?，�Â¡�kÿfFG，GóefF$，ÛefÛ

/，Ôö1�C¢*nÂ，=t4iàá，Á1¾Q�í。a¦Nõef`;G

Y,efö°G，½ÓìÈIef,Ó[!Î，ó�í>`;efÄñ�º

�k�Ö`×，Ó�á}$“Q”H“}”，“®”H“Ë”PwÄÂ�Ü9µP®，

Ç1',ö�H]¢，Ú¼+¢。

;åã°ef，ºCefÓ[ÕÖ30,Ú°0x+ôFþ，《〈;åò

e〉g》³Ê：“KL+�äî，ð³‘e’(PÚª`,”。??? ��Ó,`;e

f,�Ôå3j，ÓåúÊÖ0,Ú°0，oÊ“Ö0½Pyó”，???�ZÄ�，

X×Ëef,4<�ª+oP4c t4ô。１９３３X《��》$《G“e”�q

O¼´z》,qrPj，Qþ¡《;åòe》+ÊK,《±G》，ÿYÊP，;åG

ef,`û�“�Kf¥PFÖÞ¦�”，��=*bX62!Xd、¼³23

4。??? 2¡ １９４２X，;å*�Âfm，÷Q÷},¤níÌÝì�廣"ö，???Ø

6å`ÅD，$�《�îY_�》T�#號�ýþ,#$"Ò《�w¬,ûi》：

於戲劇，無處不是外行。可是愛護戲劇的熱烈，則多少年如一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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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Â;åfÛ,“÷Q÷}¯”f¤{�ó，*$ １９３０ XkÙå。{�ó,ÕÖÞ
ß，¦ ëùY´G，�¡Á：《YKH�Pw：ÖLÅv��hf¤&�ó,`;e
f�¡》，《KL"à\ghO�》T ７１v（２０２０X ７{），| １７３—１７７。



既不會唱。吹打拉彈，更是一竅不響。這個並不阻害我愛好的興趣。這

一點興趣，便寄託在盼望中國戲劇，能夠有一天走上戲劇的正路。???

Õ¤SÁ"ÒP��P®$Û��v，Â¹È&，ÖÒì"，³感�，Â��x

Ñôåý,Fþ。;åSóHÒKLefCì"�¿ÕÖ,"�，¤PÓ�

vÖÅª"o¯efÕÖÄ�,ÞßST�ê，F;��。

o¯efÓ�vÖÅ,ef`;mðª"，�P¾Q7<5U,Ó[À

Ái*ð0,È|。S+È|P+wðB:ß,<Ã²B，=KeükÌk

A,a´âB，ì;å,ÑÓ，�P+EåÅòÈI,f¿nÂ。

（作者：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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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ì;å：《�â¬,ûi》，《�îY_�》，T ３００號（１９４２X ８{ ２９K），| ２０。



� q Ê _

一、中文

（+）qÊ

Uq、�q、J¨、J�、U(Ó[\ghÿ：《KL¿¾ef_a?N》。ey：UqfÖÂ�

ó，１９９１X。

KLe|&ÿR{�/ÿ：《KLe|&·ièz》。��："àÓ[Ê�ó，１９９０X。

KLe|&ÿR{�/ÿ：《KLe|&·��z》0。��：KL ＩＳＢＮÂ�KD，１９９９X。

ëè�ô，¿<、û÷¤¨S：《|l¨S》。0¤：0¤MVÂ�ó，２０１２X。

���ó/XOuÞß\ghÿ：《��ßOGP（２０１６）》。��：KLó/XOÂ�

ó，２０１７。

{ác：《�v,j`ó/YKmð：１９０１—１９１１》。åøù：J�(�Â�ó，２００１X。

{�：《�*ÄG》。Ùj：�¨fÖÂ�ó，２０１６X。

�Úÿ：《２０³#KLefFG��ß》。l¨：U((�Â�ó，２０１３X。

���：《Kyï]》，KLe|\guÿ：《KLMNe|Gôë"》，± １。��：KLef

Â�ó，１９８２X。

�é�：《ef`;G》，�é�ÿ：《A�PQ》。0¤：T�}Ê�Â�，１９１８X。

(��ó/(�mÿ：《KLó/(�Cù》。��：(��ó/(�m，１９３９X。

bÏ¤：《KL�kef`;mð\g（１９０２—１９１９）》。0¤：0¤MVÂ�ó，２０１５X。

kt：《ºÄUfO\g》。��：OoÂ�ó，２００８X。

bd：《２０³#KLefß》。��：ó/XOÂ�ó，２０１６X。

;�{：《J�¿¾$ièßó》。ïÝÐ£：hDÂ�ó，１９９９X。

ì;å：《+SÊ》。iè：ièó/(�4,®，１９２０Xk。

ì;å：《Ã�l》。iè：ièó/(�4,®，１９２０Xk。

ì;å：《sÉp》。iè：ièó/(�4,®，１９２０Xk。

ì;å：《�Ñ》。iè：ièó/(�4,®，１９２０Xk。

ì;å：《suà》。iè：ièó/(�4,®，１９２０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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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å：《;åòe》。iè：ó/(�4,®，１９２４X。øâOoÂ�óÿ：《ÖL��ß~

PÊ》，T １４R。��：OoÂ�ó，２０１３X。

《(��MÈ°L°LkT�Ë(�/Cù》，øâKLTdÞß<Ï�ÿ：《K¬ÖL<Ï

�~Rÿ》，T ３RT １５ÿ：(�。¨�：�QMVÂ�ó，１９９１X。

（d）G"

ëø¦：《KLo¯e|,Ó[#�》，《o¯e|,äk¤ä》。k�：¹zÊª，１９９６ X，|

１８５—１９８。

{ác：《ÖÅ,ef`;G》，《“K\u”�kß\ghëQ》T ２２ v（１９９３ X ６ {），|

２８１—３０７。

©��：《e|0“��W¡q”P43》，《©��Gf》（0¤：K¬Êª，１９２３XX），| ２２９。

Øy：《p�o¤,OHIO?¢—NHK!��》，《�kß\g》，２０１０ XT ４ v，|

３４—５１。

�ÓÍ：《KLef!,³6PpÒ》，《KLefß÷ÿ》。0¤：0¤ÊéÊ�ó，２００４ X，

| ６１４—６４１。

�¡Á：《YKH�Pw：ÖLÅv��hf¤&�ó,`;ef�¡》，《KL"à\gh

O�》T ７１v（２０２０X ７{），| １７３—１７７。

ô�：《ì;å“eO”íþ�ó》，《��}a��çf"X�\gセンタ�\g：n》，T ８

v（２０２０X １０{），| ２４９—２５９。

OÍ：《Óþ�*y2ä�*y：+þ�*yH6õ"O———〈KLäk"O,�¢qî〉（T

°YÒ）》，《Q"O》T ２５v（２０１３X ９{），| ８７—９９。

�ze：《±4QÌ(�Hó/(�,eþW》，《iè¨Ø》，２０１５XT ３３５v，| ４４。

bqC：《eføì;å,[��©H"àÑÓ》，���ó/XOuÞß\ghÿ：《��ß

OGP（２０１６）》。��：KLó/XOÂ�ó，２０１７X，| ２５—７４。

§�Þ：《QînfHKL�v`f,nf`$》，《efÓ[》，T ２０３ v（２０１８ X ６ {），|

２２—３１。

¨æ9：《ª��fn��,———Gp�`;Qe〈�±h~o〉,efxíHnÂß》，《e

fOQ》T ２８v（２０１８X ７{），| ８１—１０９。

ºÄU：《ÿfA4》，ºÄUô，²ÑjïF：《ºÄULfGP》。��：Üó«Ê�，２０１７

X，| ４１—５４。

（�）�Q

《O,+"———(��»�PIJ》，《(�0n》T ３zT １１v（１９１２X），|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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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Î》，《(�0n》T ４zT ４v（１９１２X），| ２５。

《 8u8�5�(��E?》，《(�0n》T ４zT ６v（１９１２X），| ４。

《(��+n�Ë(�\g/f¼Ò|g��y74¦�]"Ô�h》，《�3(��》T １９

v（１９１５X），| １—６。

《�a》，《ó/(�Lv�》T １v（１９１５X ８{ １K），| ７—８。

《fÓò：〈Q8B〉Q¹（4Í+ó）》，《ó/(�Lv�》T ３v（１９１５X ８{ １K），| １１。

《�þß*,f!µÂn》，《Þ�》T ６�，１９２０X ９{ ３０K。

《Ö×efóAÊ》，《ef》T １zT １v（１９２１X）。

《!�j�P�È》，《iè廣ë�Lv�》T ６８９ v（v×¦}《ó/(�Lv�》，１９２９ X １

{），| １—２。

《G“e”�qO¼´z》，《��》T １０�，１９３３X １{ ２２K。

��ô，XÆ³：《v18*》，《Þ�》T ７�，１９２０X ４{ ２０—２４K。

�°：《Ge|》，《ø¾Ë`�》T １１v（１９０４X），| １—６。

iè}�：《«h¿ßp、+�¯äD》，《¬ø》T １１v（１９１１X），| ４５—５６。

�nö：《Ófò：〈Ã&1Ï〉》，《ó/(�Lv�》T １０v（１９１５X １０{ ３K），| １０—１１；

T １１v（１９１５X １０{ １０K），| ９。

�²：《pièeþW>[》，《aM�》T ６�，１９４６X ９{ １７K。

{bN：《Ófò：〈́ 5¾〉（aÖÊ¹）》，《ó/(�Lv�》T １ v（１９１５ X ８ { １ K），|

９—１２。

c�：《�廣�ân〈däh〉》，《si��》１９１７X ９{ ３０K，T ５�。

�Q：《º}íÌq$"O0,+w[E》，《KL"à》Q號（１９４０X ２{ １５K），��a

O、��3caO、��3cOuK"dKLäk"O(\¡ÿ：《"Omðß~O》，± ４。

0¤：0¤(�Â�ó，１９７９X。

ré：《j¹[*y》，《QWX》T ４zT ６號（１９１８X ６{ １５K），| ５０２。

b�、/³：《ÿfQ4》，《tyO[9�》T ６ zT １ v（１９１９ X），| ３８—４６；T ６ zT ２ v

（１９１９X），| ３４—４２；T ７zT １v（１９２０X），| １１３—１２３。

¿Ú�：《äk«V"Óß¸》，《WX0n》T １zT ３v（１９１５X １１{ １５K），| ４１。

¿Ú�：《ÈbTÀ,Ë》，《WX0n》T １zT ４v（１９１５X １２{ １５K），| ９８。

kY,：《È´�kG》，《�8�》（１９０１X ５{ １１K），| １—４。

kY,：《G´4HLsPéE》，《Q´4》T １zT １v（１９０２X １０{ １５K），| １—８。

¯�：《ÿfPD§》，《fE{�》T １zT ３v（１９１５X ２{ ２０K），| １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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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n$廣ë�»,Ó|`;ó》，《:³�》T ６９３２號T １２�（１９３５X ８{ ２３K）。

�Îq：《�ÖefH�Ö(�》，《efH"Ó》１９２９XT １zT ２v，| ７—９。

ìp�：《s��Oìp���ôs±5áþ》，《o¤(�0n》T ８ v（１９０６ X），|

９—１０。

ì;å：《�Ñ》（t�《YBT》），《ó/(�Lv�》T ４２１ v（１９２３ X １０ { １４ K），| ９—

１１；T ４２２v（１９２３X １０{ ２１ K），| ９—１１；T ４２３ v（１９２３ X １０ { ２８ K），| ９—１１；T

４２４v（１９２３X １１ { ４ K），| ９—１１；T ４２５ v（１９２３ X １１ { １１ K），| ９—１１；T ４２６ v

（１９２３X １１{ １８K），| ９—１１；T ４２７ v（１９２３ X １１ { ２５ K），| ９—１１；T ４２８ v（１９２３

X １２{ ２K），| ９—１１；T ４２９v（１９２３X １２{ ９K），| ９—１１；T ４３０v（１９２３X １２{ １６

K），| ９—１１；T ４３１v（１９２３ X １２ { ２３ K），| １０—１１；T ４３３ v（１９２４ X １ { ６ K），|

１０—１１。

ì;å：《Í`H<ð"》，《ó/(�Lv�》T ４３９v（１９２４X ２{ ２４K），| ３。

ì;å：《�{�óìf!Ð"³感》，《iè廣ë�Lv�》T ２６２號（１９３４X ３{ １１K）。

ì;å：《�â¬,ûi》，《�îY_�》T ３００號（１９４２X ８{ ２９K），| ２０。

《(�0n》，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ｃｎｂｋｓｙ．ｃｏｍ ／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５５９ｂｃ３ａ４５ｄｂ４５９１０２５ｂ９ｄ００ｄ２ｄ３ｅｃａ３２，

２０２３X １{ ２６ KøÊ。《o¤(�0n》，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ｃｎｂｋｓｙ． ｃｏｍ ／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０５３ｆ９ｂ８５ｃｂ６０ｂｂ５１４６９ｂｃｂ３３４７６０４ｅ７６，２０２３X １{ ２６KøÊ。

0¤}Ê�：《°L�Q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ｃｎｂｋｓｙ．ｃｏｍ ／，２０２２X ２{ ３KøÊ。

二、外文

Ｌｉ，ＨｓｉａｏＴｉ． Ｏｐｅｒａ，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ｉａ

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１９．

î�l：《K¬ÖL��¨��vにおける�Ë(�/———ièó/(�4,®のFðをK

Dに》，《ßO0n》T １１３zT ２號（２００４X ２{），| １９０—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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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ｒａｍａ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ｒｔ：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ｒａｍ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ｒｉｐｔ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Ｈａｎ Ｂｕａｎ，

ａ Ｄｒａｍａ Ｒｅｆｏｒｍ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Ｅｒａ

Ｗｕ Ｗａｎｙｉ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ｄｒａｍａ ｒｅｆｏｒｍ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ｅｒａ ｌａｉｄ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ｄａｃｔ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ａｍａ，ａｉｍｉｎｇ ｔｏ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ｉ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ｖａｒｉｏｕ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ｎｏｎｅ ｌａｓｔｅｄ ｌｏｎｇ．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ｄｉｄ ｎｏ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ｎｙ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ｅｔ ｕｐ ｏｆｆｉｃｅｓ ｏｎｅ ｂｙ ｏｎｅ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ｔｈｅ ｄｒａｍａ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ｔ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ｅｍ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ｕｒ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ｄｒａｍａ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ｔｏ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 ｂ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Ｄｒａｍａ Ｒｅｆｏｒｍ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ｅ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ｄｒａｍａ

ｒｅｆｏｒｍ． Ｈａｎ Ｂｕａｎ（１８７７ １９４７），ａ ｄｒａｍａｔｉ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ｙｅａｒｓ，ｗ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ｍａ Ｒｅｆｏｒｍ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Ｈｅ ａｌｓｏ ｓｅｒｖ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ｅｅｋｌｙ，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ｈｉｍ ｔｏ ｓｅｅ ｄｒａｍａ ａｓ ａ ｗａｙ ｏｆ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Ｈ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ｅｄ ｍａｎｙ ｎｅｗ ｏｐｅｒａ

ｓｃｒｉｐｔｓ． Ｉｎ １９２１，ｈｅ ｗｒｏｔ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Ｓｕｐｅｒｆｌｕｏｕｓ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Ｏｐｅｒａ

９４１戲劇社會教育之功效與藝術本質之思辨　



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ｎｄ ｉｎ １９２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 Ｂｕａｎ ｏｎ Ｄｒａｍａ． Ｈｅ

ｗ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ｗ ｄｒａｍａｔｉｓｔ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ｙｅａｒｓ ｗｈｏ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 ａｃｔ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ｓａｗ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ｒａｍａ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ｇｉｖ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ａｍａ ｆｏｒｍｓ，ｈｅ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ｔ ｏｆ ｄｒａｍａ ｂｙ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ａ ｈｙｂｒｉ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ｈａｌｆ

ｎｅｗ ａｎｄ ｈａｌｆ ｏｌｄ，”ａｎｄ ｂｙ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 ｃｌｅａｒ 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ｒａｍａ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ｃｒｉｐｔ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Ｈｉ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ｈｏｌｄ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ａｎ Ｂｕａｎ，Ｄｒａｍａ 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ａｌｆ Ｏｌｄ ａｎｄ Ｈａｌｆ Ｎｅｗ，

Ｓｃｒｉｐｔ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Ｓｕｐｅｒｆｌｕｏｕｓ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Ｏｐｅｒａ Ｗｒｉｔｉｎｇ

０５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三十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