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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到目前为止，南社主要是作为一个以诗歌创作为主的文学团体被研究和认识的。
实际上，南社对于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广泛涉及戏剧、小说、文学理论等各个领域，而过去对于南社
的研究侧重于诗歌方面，其他方面较少涉及，更欠缺全面的资料整理和系统的理论研究。
笔者多年来从事近代戏剧研究，在全面收集近现代戏剧史料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有关南社戏剧极有价
值的资料，发现南社作为近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团体对于近代戏剧的发展变革在多方面表现出深刻而
重大的影响。
南社主要领导人柳亚子、陈去病及广大南社社员为积极推动近代戏剧变革，从理论倡导到剧本创作、
舞台实践均有十分可贵的实绩。
　　南社作为成立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文学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高潮时期的文学团体，以反对
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宗旨，以文学创作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对广
大民众进行思想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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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到目前为止，南社主要是作为一个诗歌创作为主的文学团体被研究和认识，实际上，南社作为清
末民初革命派文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者，在兴起革命诗潮的同时，承担起戏剧战线的改革重任。
《南社戏剧志》主要从这一视角，评述南社对于近代戏剧革新运动的历史贡献：他们的突出特点在于
采取理论倡导与艺术实践并重，密切与戏曲艺人相结合的做法，投身于剧本创作与舞台演出实践，在
戏剧舞台上造成了改革的声势，从而将近代戏剧革新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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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淑安，女，1938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致力于近代戏剧研究。
著有《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话剧史话》，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参与编写《
中华文学通史》（近现代编），编选出版有近代戏曲作品集和研究资料集多种，发表系列考辨文章《
近代曲家考辨》及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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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南社与近代戏剧改良】　　一　近代戏曲改良运动的先锋　　（一）引领戏剧革新运
动走向新阶段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一场颇具声势
的文学改良运动也全面铺开。
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近代戏剧改良也是由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首先发
动的。
从1902年开始，梁启超陆续发表了《劫灰梦》、《新罗马》等三个传奇剧本，敲响了传奇杂剧改良的
开场锣鼓，使传奇杂剧创作在短短几年内发生很大变化。
但是，倡导传奇杂剧改良的维新派活动家们多数对戏剧创作并不内行，他们主要把戏剧当作一种宣传
政治观点的文体，忽视戏剧作为一种独特艺术形式的特殊规律，从而导致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出现严
重概念化、图解化倾向。
而且，这一时期的传奇杂剧改良运动几乎完全脱离了戏剧舞台，闭门在案头进行，这种纸上谈兵式的
改革并不能解决旧剧舞台的现状。
　　随着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文学思想开始有了较大发展。
南社作为成立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文学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高潮时期的文学团体，作为当时革
命派文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者，欲将欧洲启蒙思想与文学介绍给中国民众，并使其与民族文化相融合，
成为我们民族复兴大业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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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社戏剧志》中提到的南社是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它主要以文字鼓吹反清革命，引同盟会互相
呼应，成犄角之势。
一时京、沪、苏、浙、湘，粤甚至南洋等地不少报纸，都为南社社员所掌握。
“欲凭文字播风雷”（柳亚子语），为反清民族民主革命大造声势。
　　在辛亥革命时，以及“二次革命”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不少身为同盟会干部的南社
社员，还直接领导或参与了武装斗争，甚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谱写了壮丽
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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