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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武则天》一剧的结构同样折射出史剧家创作思想上的矛盾。
该剧写到第三幕武则天一连下了三道敕令，表示故事已经结束，主犯裴炎被囚禁，程务挺在军中被斩
首，骆宾王、蒋仲璋、唐之奇、伪太子贤江七被生擒，将解来京。
武则天已把历史账算清，婉儿已心服口服，于是感动地说：“陛下，您要保重啊，天下人都在仰望您
。
”实在没有必要写第四幕了，观众已经没兴趣再看下去了。
可是郭老硬是写了枯燥的第四幕，结尾时武则天借题发挥，说什么“凡有益于人的，我们能够利用它
、培植它、发扬它；反过来，凡是有害于人的，我们能够控制它、改变它、消灭它。
这就是人定胜天啊！
”武则天平息叛乱凭的是智谋和权术，凭的是封建王朝那一套道德与机制，更主要的是老百姓要和平
安宁，分裂不得人心，根本不需要谈什么“人定胜天”的思想，完全是史剧家在代言，从艺术的角度
来说，剧的结尾不应是为前面的事件重复和解释，人为地为人物行为画句号，好的结尾要把重要的“
吃惊”留到最后。
但郭沫若在《武则天》中却为了政治性的宣谕破坏了全剧结构上的整一性，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一般来说，造成结构上“非整一性”的原因可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
在主观上当是创作主体艺术才情的不足，在客观上便是外部权威话语逆向的干预与影响，即政治理念
的侵蚀。
造成“十七年”历史剧许多剧作结构非整一性的原因主要来自后者。
包括《胆剑篇》，李恍、朱祖贻的《甲午海战》（1960），汪钺的《岳飞》（1963）等剧，为了突出
人民的力量，表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样的理念，史剧家们不惜在原有故事或史实的基础上大量虚
构和增加这样的内容，导致作品结构上前后的脱节与错位。
《胆剑篇》的第一、二幕戏剧冲突尖锐集中，但到了第三、四幕，由于史剧家想突出越国人民的历史
作用，对上一主题的坚持不够坚决，开始出现了游移和错位，勾践竟退至一个近乎看客的位置，苦成
却成了全剧的中心人物，结构上的“非整一性”非常明显。
因为作者思想上对如何正确表现古代君主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如何恰当地处理古代君主与人民群众的
关系感到犹豫不决，把握不定。
特别在表现勾践与苦成的关系上，史剧家似乎生怕过分强调了越王勾践个人的历史作用，转而突出地
描绘了以苦成为代表的人民群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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