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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塑戲劇」——棕析民國初年 

戲劇改良劇作家韓補庵以社會 

教育靦角開展之編劇理論

吳宛怡
現職#港理工大學中國文丨匕學系助理教授。曰本京 

都大學博士。目前研究關注並點為民初北京梆子女中丨困 

娩駸史以及近代馎統編劇理論璉搆之歷程。近期專文有 
〈1912-1918年間北京女刺的興起：以《順天時報》相關 

資料為中心之研究〉、〈敗蒙與娛樂之間：民國韧年：！匕京 

女剌囷忠隐社的改良戲剿實踐〉、〈女性以V、“丨;:女性奁 

涫(：广二办、一新聞-雑誌劇評朽次V卜口一〆資料办、“見厶 
1910〜30年代梆子旦行0演技们変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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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戲劇改良與社會教育

清末民初的戲劇改良運動，強調戲劇本身的教化功 

能，主要希冀透過戲劇而達到開啟民智、移風易俗的效 

果。於是自清末起即有1905年成立的四川的戲曲改良公 

會、' 1907年在天津成立的移風樂會2等為首的一系列組織 

進行編演新戲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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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教育機構之內。1912年 

5月教育部首先設立了學校教育司、社會教育司及歷象司 

三司，社會教育司之內分了宗教科、美術科及編輯科等三 

科。46月將社會教育司之三科修改為第一科宗教、禮俗， 
第二科科學、美術，第三科通俗教育，5可知社會教育司之 

下包含了通俗教育的業務。8月頒令修正案，社會教育司 

執掌九項業務，與通俗教育有關之項目為第七項「關於通 

俗教育及講演會是項」及第九項「關於通俗教育之編輯調 

查規刺等事項」；此外，第五項「關於文藝音樂演劇等事

I戲曲改良公舎成立的歷史謅參傅謹：《20世紀中國戲劇史》（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上冊，頁58-65。

2 移風樂會成立的歷史，請#中國戯曲志编輯娄貝舍编：《中國戲曲志-天 
淖卷》（北京：文化蛀術出版社，丨990年），頁312。

3 關於消末戲劇改良的言説與活動，謂参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舍啟笼運 
動:1901-1911〉(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丨年），頁168-185 :傅 
謹：《20世紀中國戯劇史》|上冊’頁58-丨10。

4 教育部之下的分司與分科參〈學事一束——教育部內部之组織〉教育 
雜誌》，1912年第丨丨期’頁79。

5 參〈學苹一束一教育部之執掌〉.《教育雜誌〉，1912年第4期，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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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直接出現與戲劇演出事務有關的職資。6在社會教育司 

之下，通俗教育與文藝音樂演劇二者之間看似為並行之項 

目。1915年，教育部設立通俗教育研究會，以「研究通 

俗教育事項，改良社會為宗旨」，設有小説、戲曲、講演 

三股。7戲曲股執掌了「關於新舊戲曲之調查及排演改良之 

事項」為首等五項項目。8戲曲股的成立，顯示政府正視戲 

劇的教育面，試圖將戲劇改良的相關政策納入官方的行政
體系。

教育部在北京成立通俗教育研究會之後，各地紛紛仿 

效，9天津地區亦在1915年成立社會教育辦事處，由直隸 

省巡按使朱家寶（1860-1923)提案，設立於天津西北角， 
並任命身為巡按使公署社會教育顧問的林兆翰（字墨青， 
1862-1933 )為總董，此為天津統括並監督社會教育-通 

俗教育之機關，雖為公家機關，然而營運多由民間人士負 

資。％社會教育辦事處開幕之際，旗下立有十項機關，其 

中與戲劇相關者即為藝劇研究社，此為編製具有改良要素

6 參〈參諾院詖決修正教育部官制〉，《教育雜誌〉‘ 1912年第6期‘頁4。
7 #〈教育部擬設通俗教育研究會繕具章程懇予撥款間辦謓均檻文並批 
令〉.《京師教育報》，1915年第19期，頁1-6。

8另外四項為「關於市售詞曲唱本之調查蒐集車項』、「關於151曲及評否等 
之審核事項』、「關於研究戯曲2籍之選擇爭項』、「關於活勧彩片幻燈片 
留铛機片之調查事項」。

9 根砟1918年教育部調查統計，全國各地通俗教育總計有232個囫體-足 
見其發展迅速。參見〈教育部公佈全國各省通俗教育台概況〉，收入中囤 
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匯编》（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丨年）‘第3輯’第15编，頁566-567。

10天津社會教育辦事處成立過程，參戶部健：〈中牮民國北京政府眄期1二 
朽I寸否通俗教育舍——天津社會教育辦举處0活動汔中心，《史學雜 
誌》- 2004年第2期‘頁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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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劇本的固體，"而後又加入藝曲改良社。藝曲改良社成 

立宗旨為「藉以改良詞曲，即編製新詞曲，以輔助社會教 

育之改進」。”社會教育辦事處管轄的藝劇研究社與藝曲改 

良社的職掌項目為傅承、教導各種詞曲及編寫劇本，13其 

職能類似通俗教育研究會的戲曲股，具備針對戲曲的改良 

與排演、編寫等執行事項。
伴隨社會教育辦事處成立，同時亦發行機關報《社 

會教育星期報》（1929年改為《天津廣智館星期報》），14 
從這份報刊中可以發現藝劇研究社與藝曲改良社的工作內 
容，其中有一個〈藝劇談〉的專攔，主要發表新編曲藝文 

本及新編劇本的部分詞曲內容。初刊收錄名為《勸自強》 

的大鼓書詞，編著者為「直隸省公署教育科科長，社會教 

育辦事處藝劇研究社社員」李琴湘，15從此可觀察到公家行

II伕名：〈報告〉，《社會教育星期報》1915年第I期，頁7-8。關於轻劇研 
究社的活勋’〈劇鉍談：《新茶花》新詞（説白一段）〉中提到研究社的 
活動為绢輯戯文曲詞，林兆瀚是鉍劇研究社的草創人之一。佚名：〈劇鉍 
談：《新茶花》新詞（説白一段）〉，《社會教育星期報》，1915年第3期- 
頁II。

12〈設在质智館內的經曲改良社：津市間人發起组織，全市铋人多為社員〉 
提及鉍曲改良社成立於1913年，文中簡介了組链構成、成立宗旨與社務 
等細項，亦提及钱補庵曾擔任社長。銳之：〈設在廣智館內的舒曲改良 
社：津市聞人發起組链，全市轻人多為社員〉，《益世報》，1935年8月 
23曰‘第12版。

13 1927年2月20日《社舍教育星期報》所刊登〈報告〉提及钕劇研究社 
與玆曲改良社的工作為傅習、教埤各式改良詞曲與編寫劇本等毕項。可 
知，其職萃項目與戲劇改良活動有所關聯。本項資料筆者未見，引自戶 
部健：〈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朽”态通俗教育會一天津社會教育辦 
寧處(7)活動爸中心I二〉一文，頁196。

14〈本報易名之經過〉’《天津廣智館星期報〉，1929年第689期（期數承缜 
《社舍教育星期報》），頁丨-2。

15孚琴湘：〈轻劇談：《肋自強》（大鼓舀詞）〉，《社會教育星期報》，1915 
年第I期‘頁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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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人員與藝劇研究社的關聯性。此外，亦刊登多部劇本， 
有天津文人尹澂甫（名雅，1851-1921)《因禍得福》，16韓 

補庵（名梯雲，字補青，別號補庵，1877-1947 ) 17《幾希》 

(又名《荊花淚》）“等劇作，而後更以天津社會教育辦事 

處的名義，發行多部劇本。19這些刊登的劇作當中，劇作 

家韓補庵為最多產者。
補庵為1903年鄉試舉人，早年擔任清末直隸學務公 

所社會科科長，兼任圖書科的課員，2()曾在《直隸教育雜 

誌》發表多篇談論教育政策之文章，21也曾執行直隸省「查

16簞者所見之《社會教育星期報〉不全，僅查得《因禍得福》部分劇本刊 
於1915年第10、丨I期。尹澂甫：〈铋劇談：《因禍得福》〉，《社酋教育 
星期報》，1915年第10期，頁10-丨丨：1915年第I I期，頁9。

17钱補庵的個人生平介绍，請參孫冬虎：〈戲劇家韓捕庵的生平足跡與文化 
貢姒〉，收入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北京史學論茜（2016)》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頁25-74。

18筆者所見之《社會教育星期報》不全，侄查得《幾希〉（又名《荊花淚〉） 
從第421期刊賊至第433期，第432期未登，全劇未完。韓捕庵《幾 
希》|《社會教育星期報》，1923年第421期，頁9-1丨：1923年第422期- 
頁9-1 I : 1923年第423期，頁9-丨丨；1923年第424期‘頁9-丨I : 1923 
年第425期，頁9-1丨：1923年第426期’頁9-丨丨：1923年第427期’頁 
9-11 : 1923年第428期，頁9-丨I : 1923年第429期，頁9-丨丨.1923年第 
430期^頁9-1丨：1923年第431期，頁丨0-丨丨：1924年第433期，頁丨0-

19現查找得知|天津社舍教育辦垠處出版的作品現有：梁濟(1858-1918) 
《庚娘傅》、尹澂甫（1853-1921)《珊瑚傅》' 钱捕庵《丐俠記》（又名《黃 
金與麵包》）、《駁猫緣》（原名《玉銳緣》、又名《雍門淚》）、《幾希〉、 
《一到逼》、《洞庭秋》。劇作均未注明出版日期，推定於1920年代。

20孫冬虎：〈戲丨刻家韓捕庵的生平足跡與文化貢姒〉’收入《北京史學論逭 
(201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7)，頁27。

21《直銶教育雜誌》|原名《教育雜誌》，1905年創刊’1906年改名。1909 
年又改為《直銶教育官報》，丨9丨I年停刊。捕庵以韓梯雲、圃苫課員韓 
梯罢、補青等名義在1906年至1909年間發表多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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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度，至各地審視辦學實際狀況。22後擔任藝曲改良 

社的社長，23以及《社會教育星期報》主編，24可以説民國 

時期的韓補庵，融合過往參與教育事務經歷，以一位劇作 

家的身分，秉持戲劇擔任社會教育的工具之理念，致力於 

戲劇改良活動。親自創作新編戲劇，其作品有《幾希》（又 

名《荊花淚》）、《丐俠記》（又名《黃金與麵包》）、《洞 

庭秋》、《麟簾緣》（原名《玉蕭緣》，又名《雍門淚》）、 
《一封書》、《雙魚珮》等劇作，“1921年出版編劇理論專 

文〈編戯贅言〉，1924年出版劇學專書《補庵談戲》。〈編 

戲贅言〉整合自身在劇場上的心得，揭示了以教育大眾為 

前提、同時不失藝術精神的戲劇創作理論。《補庵談戲》 

則對於戲劇美學、中西戲劇比較、表演論等方面有獨具見 

地的觀點。補庵是民初少見理論與創作並行的劇作家，他

22《直隸教育雜誌》曾刊登〈順德府查學锊梯尝為通飭順閎自費稟〉一餡公 
文，可知補庵曾擔任查學人員。韓梯雲：〈順德府查學钱梯雲為通飭順闋 
自赀奥〉，《直钟教育雜誌〉，1906年第8期，頁9-10。直銶省的查學制 
度‘參汪婉：〈晚潢直銶的查學與視學制度一兼與曰本比較〉，《近代 
史研究》’ 2010年第4期，頁34-51。

23補庵曾擔任鉍曲研究社的社長。參锐之：〈設在墦智館內的玆曲改良社〉。
24〈興辦新式教育與社台教育的林墨谞〉提及林兆瀚擔任社會教育辦項處總 
茁後，同時發行《社會教育星期報》"由韓捕庵擔任主編。許杏林：〈興 
辦新式教育與社會教育的林墨胥〉|《天津政協》，2015年第335期‘頁
叫0

25《補庵談戯》衷提及目前已寫成六部劇作。根摊本人所撰1934年〈為奎 
德社製I刻本既成有感〉可知，直至1934年，補庵仍持墦進行創作，故而 
作品應該至少在六部以上。見II補庵：〈為奎德社製劇本既成有感〉，《天 
津廣智館星期報》| 1934年3月I I曰，頁9。此外，孫冬虎一文琪指出 
捕庵在1914年曾改編過《铋％記〉，以及參與奎德社裼韻譜《一元錢》、 
(一念差》等劇的改編工作。然而，由於《铽货記〉、《一元錢》、《一念差〉 
這三部劇作相關資訊不足，较捕庵参與裎度多苒，仍待商榷。孫冬虎： 
〈戲劇家钱補庵的生平足跡與文化貢獻〉，收入《北京史學論迤(2016))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頁伯-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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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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放棄舊有的戲劇形式，反卻努力思索如何對傅 

統戲劇藝術進行改革，在題材、內容與結構方面進行調 

整，嘗試創建出符合一般民眾的欣賞風習、同時具備教育 

要素的戲劇形式，顯示其獨樹一幟的眼界。
目前學界對於民國初年從事戲劇改良的人物及圃體活 

動進行個別分析等方面，已有一定的成果，26但仍有擴展 

補充的空間。1919年新文化運動前後，論及戲劇創作理 

論並投身戲劇改良的知識份子，主要有齊如山、歐陽予倩

26李孝梯的英文禅杳0^3, 50061/ 30(^卩0丨丨V'(:5 1(1 1^0(^617) 0)103分析上海改 
良京劇的發展史、改良戲劇在上海的演出狀況，此外亦分析易俗社以秦 
腔為主的戲劇改良活動。㈠5丨30-7*1 口. 0(361~3, 5006(/ 30^卩。1 出匸5 I。^10加⑺ 
0/1/03 (匸3⑺6「1(^6： 1~13^3^ 1^0^6(*511/ 八5！3匸60於「- 2019)-張福海《中國近代 
敝劇改良運勋研究（1902-1919)》論述了 1902年至1919年間戲劇改良 
思潮的歷史及主要理論派別，其中關於丨9丨2年以後戲劇改良思潮下的戲 
劇創作及贲缁，論及了西安易俗社、梅闌芳的改良新戲、成兆才的「轚 
世戯社』的劇作等等。本杏曾簡述韓補庵的編劇宗旨，由於討論上限至 
1919年，並未對編劇理論與劇目進行詳細的分析。張福海：《中國近代戲 
劇改良運動研究（1902-1919)》（上海：上海古箱出版社，2015年）。傅 
謹：《20世紀中國敝劇史》在第二篇論及從率戲丨刻改良活勋的易俗社、南 
通伶工學社等剷圑的發展"並提及上海改良京劇與梅闌芳的新戲创作， 
以及河北梆子劇團奎德社的新敝創作。傅连:《20世紀中國戲制史》（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上冊，頁11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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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韓補庵並未受到研究者重視。27然而，從近代戲劇 

發展史的角度來看，擁有多年改良戲劇經驗的補庵，熟知 

新劇及舊劇的優缺點，主張採取「半新半舊派』的戲劇形 

態進行演出，“並提出明確的戲劇觀及務實的編劇理論， 
這一嘗試過程，別具時代意義。

二、通俗教育到器：
半新半舊派的戲劇形態

韓補庵出身河北宣化地區，因自身人生經歷，促使他 

對傳統戲劇抱着極大的熱情與喜愛。曾自言，小時學習古 

文，老師喜愛京劇，課餘之暇，常談京劇故事，此為「戲 

瘛」之始；後居天津十年，多相識津伶，得以習知「戲

27以《20世纪中國戲劇理論批評史》為例，第二章〈戲曲的現代化：「五四」 
戲曲编爭與現代戲曲餿念的確立〉論及五四時期提出敝曲创作論的知識 
份子，首先分析俜奇創作論為主的吳梅、許之衡，而後是齊如山針對京 
劇為主的绢劇理渰|最後論及歐陽予倚的戲曲釗作論。由於吳梅與許之 
衡並非敝劇改良的楨椏推動者，本文不予列入。參周筝主編：《20世纪中 
國戲劇理論批評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3年），上卷，頁153- 
169。現今韓補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孫冬虎〈戲劇家韓補庵的生平足跡 
與文化貢獻〉，本文對於钕補庵的個人生平資料，有非常仔细的爬梳與考 
證.亦綜述捕庵參與戲劇改良活動之大要、抝作與《補庵談戲》之内容。 
參孫冬虎：《北京史學論蒗（2016)》。另有孟昕〈鞞補庵「戲學」思想 
評述〉，本文使用主客體的切入角度‘解析捕庵所謂[戲學」的定装。孟 
昕：〈钱補庵「戲學」思想評述〉，《早稲田大学総合人文科学研究乜〉夕 
一研究誌》| 2020年第8期，頁249-259。

28钱補庵：〈例言〉，收入《補庵談戲》（天津：社會教育辦事處’ 1924年）’ 
引自學苑出版社編：《民國京崑史料蒗2》第丨4輯（北京：學苑出版社， 
2013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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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1917年至北京，寓居七年之間，花費一千五百小時 

以上消磨於戲園，終領會「戲趣』。此外，亦與南崑老教 

師學過崑曲。29
對於傳統戲劇擁有相當程度的理解，明瞭其中的優缺 

點，亦是促使他從事戲劇改良的活動的原因。認為戲劇的 

歷史悠久，若天下公認可以無戲，則應革禁，使其不復存 

在。當前戲猶在，顯示人世公認其可存，只因缺乏世人重 

視，任其污垢荒穢。故而，主張戲劇有存在的必要性，他 

不同意當前世間將其本質視為「玩物喪志者』；反之，社 

會既然無法一日無戲，又不能禁止，則須改進始之為良。 
改良需多人參與，從文學、藝術、教育、娛樂等不拘一格 

的角度，改革而刷新之。3()
韓補庵對於戲劇的觀念為：「吾視戲為通俗教育最普 

遍、最鋒利之工具，每欲利用之以達通俗教育之所欲設 

施。次之則亦認為藝術化之一怪物，最下亦高尚之娛樂 

品」。^雖稱為「通俗教育』，原則上可將其規劃於「社

29韓補庵：〈談戲零拾一〉’收入《捕庵談戲》，頁36-37。 
30钱補庵：〈緒論〉‘收入《補庵談戲》，頁17-18。
31韓補庵：〈緒論〉’收入《捕庵談戲》‘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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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教育」範晴。32若是參照補庵所編輯的《社會教育星期 

報》，以及劇本出版元訊息為社會教育辦事處，處處顯示 

視戲劇作為相對於家庭教育、學校教育以外的教育活動， 
就施教的對象而言，是全體社會成員。本節的名稱保留補 

庵原文，然而在命題上為避免混淆，本文題名改以「社會 

教育」稱之。
戲劇擁有教育之功能，此外更具有藝術與娛樂特質， 

這些特質不應被否定，應先從原有的基礎進行改良。補庵 

理解新派戲劇改良人士因厭惡舊戲、堅決棄之的心態，但 

不贊同全盤推翻：

有人焉知戲之不可為而可為，而又惡夫萏戲之不可 

與一朝居也，則思自樹一幟，強起而奪舊戲之席。於其本 

義，吾無間然，若其步法，則吾於今日尚不能表十分之同 

情。吾亦思欲奪舊戲之席而代之者，非自立異、各行

32茁者於2022年2月3日查找「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以報刊文章主題 
進行稍確搜？I，「通俗教育』一詞出現於1907年，1910年至1929年間詞 
货出現頻率逄到最高，有479筆資料，1930年到1941年以後大幅度減 
少，只刴14荦資科。1942年以後消失。相對而言，「社舍教育』一詞則 
是出現於1903年，在1930年至1939年達到最高，有2.708第資料，直 
到1951年仍有詞條出現。故而‘補庵使用通俗教育一詞，可能因所處時 
代為二十年代前期‘當時通俗教育與社會教育的槪念頚似，並未統一稱 
呼。在三十年代以後，很明顯「通俗教育」己經被「社舍教育」取代。 
1939年教育部社舍教育司編印《中國社會教育概況》已把敝劇教育列入- 
足見戲劇己確贾被視為社會教育一個項目。見教育部社舎教育司編印： 
《中國社會教育概況》（北京：教育部社會教育司，1939)頁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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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步法不同，非有所不足。今之新派疑我者多，故 

略言之。（〈緒論〉） 33

跟新派大方向一致，欲以新的戲劇形態取代舊戲，然 
而，其做法與之是相異的。他理解舊戲對觀眾的吸引 

力，期待藉由改良原有缺失，逐步創造出適合大眾的表 

現形式。上文所言「新派』，是相對於舊戲而言，補庵意 

指歐化、俄化的各式新戲，學校的新劇團所演的戲劇形 

態也屬於此派別。34
補庵將戲劇表演中所蕴含的新舊藝術成分，將戲劇 

形態分類為新派、半新半舊派及舊派。35本人觀賞過不少 

北方演出的新派戲劇，無論是對劇本內容，或是表演方式 

都有獨到之心得。例如在新明戲院看過名為問題劇的《潑 

婦》一劇，因其劇名與內容表現不相符合，指出新派劇 

本有曲高和寡的傾向：「余對新派本，以為多數新式文人 

之娛樂品，如舊日之崑高，亦非民眾藝術也」。36亦曾見過 
北京高師與天津南開劇團的演出，稱讃有好劇本，但是學 

生演員的演技較為青澀，藝術表現不盡完全：「北京高師

33韓補庵：〈緒論〉，收入《補庵談戲》’頁23。
34參韓捕庵：〈談戲零拾五〉.收入《補庵談戲》，頁14心丨45。此外，箪 
純從劇本頚型分類而言’與铤劇劇本不同，兼歐化、俄化與曰本化的劇 
本，又另稱之為新化派。參鞞補庵：〈談戯零拾三〉’收入《補庵談戲》’ 
頁81 | 頁 104。

35韓捕庵：〈談戲零拾五〉，收入《補庵談戲》’頁丨38。
36同條項目之下.亦提及歐陽于倩的劇本《社會鏡》，指出本劇寫社舍之罪 
惡，逼人為惡，思路佳，材料豐菡，但劇中一腳色的言詞與丨5】作家的原 
義相左，需斟酌調整。足見其對於劇本內容的是否符合主題之重視。钱 
捕庵：〈談戲零拾三〉，收入《補庵談戲》’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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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南開各本，則頗有良戲本三字之自，惟學生演之藝 

術上當然生疏，伶人又不能演劇」。37雖然新派的表演及劇 
本有需調整改進之處，然而，補庵是採取開放的態度， 
自言：「吾之對戲觀念，於所謂派別上，毫無成見，舊可 

也，新可也，半新半舊亦可也」，38身為劇作家，他更重視 

劇本：「然而不論何派，皆渴望有良好之戲本」，39並提及 

各派別絕無所謂「能以一人一言使萬類不持異議之『精神 

統一』」40之標準。
基於如此包容又務實的態度，補庵將改良理念投入 

到劇本創作。然而，既然不選擇舊派，那麼要以哪锺類 
型來承載其所創作的劇本呢？他所專注的戲劇形態是「半 

新半舊派」，《補庵談戲》裏提及劇壇所流行的半新半舊 

派分為三種，第一種為新戲舊作派，以王鐘聲（丨884？- 
1911 )為代表，其戲以佈景寫真為主，形式為：「不用唱， 
而舉動念白仍屬舊式戲」。41第二種為舊戲參新派，以天津 

女演員金月梅（生卒年不詳）為代表，形式為：「完全為 

舊戲之精神，而參以新戲之方式」，42又言金曾參照王鐘聲 

的演出形式，另行改編新戲作品，雖然她的思想知識與 

王相去甚遠，但對其以一女子之力能在舞台嶄露頭角，

37鞞補庵：〈談戲零拾三〉，收入《補庵談戲》‘頁105。 
38同上。
39同上。
40同上。
41钱補庵：〈談戲拾零五〉’收入《捕庵談戯》’頁丨39。 
42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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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為風氣，仍是採取讚許態度。43第三為新戲加唱派，以 

楊韻譜（清末民初人）及其所帶領之奎德社為代表，形式 

為：「演出全用新戲之精神，加上舊派之唱」。44由於奎德 

社這種新戲加唱派的形式，符合作品所欲表現的精神， 
故而補庵聲明他所認定的「半新半舊派」屬於奎德社的 

戲劇型態。
為何選擇奎德社作為範例？其社所編製的劇本及演出 

長處如下：

有新戲之所應有，而無舊戲之所應無。如迷信、猥 

褻、荒謬種種舊戲上最受詬病之處則屏除之。而新戲所不 

滿於普通觀眾之點如直率、無唱、演說式、教钏式則柽力 

避免之。（〈談戲拾零五〉）45

從前後文意來看，奎德社的戲劇形式，應為刪去蒈戲 

中內容有問題之處，如迷信、猥褻等等內容。同時，盡力 

避開當時新戲常有的問題如直率（指舞台動作無規範、無 

程式），沒有唱段以及劇中加入演説等無法滿足一般習於 

觀賞傅統戲劇觀眾的部分。
此外，此派在表演形式上符合戲劇概念的特色有三 

項。其一，在念白方面，皆是使用普通語體，沒有崑曲 

文言，亦沒有秦腔的俚俗，也沒有皮黃中的專用語，有如

43较捕庵：〈談戲拾零五〉，收入《捕庵談戲》‘頁140。 
44同上，頁139。
45同上，頁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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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常談話，婦孺皆曉，而又帶有戲之念白，有頓挫，有 

抑陽』，#念白是婦人小兒揭曉的語體，但仍是蘊含傅統戲 

劇念白的格律。其二，在唱曲的部分，有加入唱，但與舊 
戲不同，唱與白兼重：「舊戲往往以唱代白，不解唱則戲 

情全失，此派唱自獨立，可有可無」；#此處非指唱曲的部 
分與劇情無關，而是即使除去唱曲的部分，亦不妨礙觀眾 

理解劇情。#其三，在作派方面，並非選擇寫實路線，仍 

保留傅統戲劇風格：「此派作法皆脱胎舊戲，處處皆含有 

舊戲藝術上之所謂美」。49
綜合言之，半新半舊派改良念白，保留唱曲，表演動 

作仍維持程式化元素。這些特色對於一般大眾、以致於婦 

孺，均為淺顯易懂又便於觀賞。補庵身為社會教育辦事處 

一員，曾任藝曲改良社社長，深知傳統戲劇的優劣之處， 
以他的立場而言，半新半舊派刪除舊戲缺陷，同時加入改 

良新戲的優點，此種戲劇型態，極適於搭配促進時人反思 

的內容，發揮教育效果，故而選擇此派作為實踐的方向。

46韓補庵：〈談戲拾零五〉’收入《補庵談戯》，頁丨幻。 
47同上，頁144。
48同上。
49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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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劇理念：
實寫生活，引頜觀者觀照自身

補庵在1917年以前居住於天津時，即參加戲曲改良 

活動，％無法確認何時開始以個人名義創作劇本。《補庵 

談戲》曾提及〈編戲贅言〉於何時撰寫：「〈編戲贅言〉 
者乃三年前編戲本所草」，51由於本書完書於1924年年 

初，52故而，保守推定他最晚自1921年起已經從事編創 

活動。其劇作獲得近代教育家同時也是南開大學的創始 

人嚴修（字範孫，1860-1928 )的讚賞，曾評點劇作《荊 

花淚》（《幾希》）：「吾觀劇而落淚有之矣，觀劇本而落 

淚視為第一次」；評《丐俠記》：「補庵之文一氣呵成，欲 
改竄之無着手處。以墨公53之鉤心鬪角，易數字猶嫌扞 

格。以後即編、即排、即演，不必於字間挑剔也」。54從

50韓補庵：〈緒論〉，收入《補庵談戲》，頁24。
51韓捕庵：〈談戲零拾三〉，收入《捕庵談戲》，頁丨13。
52〈自序〉寫於癸亥年祀通曰（農暦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曰|換算成陽暦 
為1924年I月28、29日），此時書稿已完成。韓補庵：〈自序〉，收入 
《捕庵談戲》，頁8。

53此處墨公應是指林墨青（即林兆翰），《補庵談戲》淇指出文詞刪正多受 
益於林墨青。韓捕庵：〈例言〉’收入《補庵談敝》’頁13。〈記天津林墨 
胥先生〉提及林墨青早年即負文名"擔任社會教育辦率處的缌绝之際， 
推行諸多社會教育活動|其中亦包括改良戲劇活動|津京地區的娃員多 
受其感化：故而可知林氏不僅在文才上知名，也有相當敝劇改良活動的 
經驗。斗瞻：〈記天津林墨胥先生〉，《大公報》，1946年9月丨7曰-第 
6版。捕庵相當重視林墨宵的修改意見|曾在《洞庭秋》後記中叮強楊韻 
譜若要修飾文詞，謅優先與「墨公』討論。韓補庵：《洞庭秋》（天津： 
天津社會教育辦事處，民國年間），頁27。

54兩個劇本之評論引自鞞補庵：〈談戲拾零三〉，收入《補庵談戲》‘頁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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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項評語可知，作品已臻至成熟，不用刻意刪減，適 

宜即刻登場演出。
累積參與戯劇改良的經驗，補庵在1921年寫下〈編 

戲赘言〉，自言：「〈赘言〉乃專為編戲而作」，55鬧述自身 

的理念。從戲劇史的角度來看，〈編戲贅言〉具有重要的 

指標意義。這是一篇最早從戲劇改良視域延伸而出、具體 

闡述戲劇創作的理論文章之一。在此之前，專文論及編劇 

的文章屈指可數。就筆者管見，只有丨915年〈編劇之方 

針〉、56 1917年〈編劇淺説〉，57以及1919年至1920年分 

三回發表的〈編劇新説〉。58〈編劇之方針〉及〈編劇新説〉 
主要是針對新劇分析。59前者內容簡短，主要提及新劇界 

人士所編之新劇不應只注重離奇內容，需思考是否能發揚 

勸善懲惡之旨，以激起人進取之志；後者參照西方戲劇學 

説探討新劇的編劇理論，主要引用外國理論説明。〈編劇 

淺説〉論述多元，分為「論編戲道德主義與美術主義並

55補庵‘〈談戲零拾三〉’收入《補庵談戲》，頁114。
56遏罢：〈編劇之方針〉，《劇場月報》，1915年第3期，頁丨5-17。
57齊如山：〈编劇淺説〉，1917年北京通俗教育研究會刊行。本文引用自 
齊如山著，苗懷明整理.《齊如山國劇論逭》（北京.商務印皙館，2017 
年），頁41-54。

58洪深、沈詰：〈絹劇新説〉，分成三回刊登於《留美學生季報》，1919年 
第I期，頁38-46 : 1919年第2期，頁34-42 : 1920年第I期‘頁丨13-
123。

59由於新劇一詞在1900至1920年代並非固定概念，〈编劇之方針〉一文 
並未明寫所言新劇為何種形式，從文意來#'文中論及鄭正秋（1889- 
1935)及汪優游（1888-1937)所屣之新民社’可推知文中所言新劇應為 
「新潮演劇』或「早期話劇」|其相關定義及歷史可参湯逸佩：〈新潮演 
劇與中國早期話劇的演劇戗念〉，《敝劇铋術》，2018年第203期.頁 
22-31。〈编劇新説〉一文直接定義其所論述的新劇為「無唱口有佈景之 
通俗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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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論編戲需分高下各種』、「論排戲宜細研究」、「論 

舊戲之烘托法」、「新舊劇難易之比較」等項目去討論， 
仍屬零散論述，缺乏系統性，且未針對創作的內容及思想 

方面進行深入討論。60上述文章，各自闡述編寫舊劇及新 

劇的理念言説，並未思考如何從改良舊劇的基礎，編演新 

式演劇的可能性。故而，此時更顯示了〈編戲贅言〉的獨 

特之處，補庵提出了一種新的戲劇的發展可能。
韓補庵致力於半新半舊派的戲劇型態，並不反對當 

下各式戲劇形式，只要有良好的劇本，各派都能達到教育 

效果。61然而，從前章即可知，他深知傅統戲劇對於民眾 

的吸引力，在當下各種條件未整合的狀況下，新劇無法獲 

得大眾支持。故而，希望使用的舊戲的形式，編創符合時 

代、社會需要的故事。在〈編戲贅言〉亦指出，純粹説白 

的新戲當下正在發展階段，從缺乏人才、資金及新式劇場 

等三方面來看，成熟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補庵的觀點 

是有遠見的，實際上到了 1940年，話劇仍未完全地進入

60後期的齊如山在撰寫〈現階段平劇創作方法〉'〈绢I？】回憶〉等文時‘己 
經累楨了極為豐冨的編演經驗‘此時他的敝劇創作論才具體系統化。關 
於其釗作理論之討論誚參梁燕：《齊如山戌]學研究》（北京：學苑出版让’ 
2008年）’頁73-84。

61補庵曾言：「吾之對於敝觀念於所謂派別上窀無成見’毪可也新可也|半
但使目的地不甚新半运亦可也。然而不論何派皆渴望有良好之戲本 

相遠者.則分道揚镢皆有至時」。韓補庵：〈談敝零拾三〉，收入《補庵 
談敝》’頁105-106。

62韓捕庵：〈編敝賛言〉，收入《捕庵談戲》，頁丨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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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羅大眾的生活。63也因此，在編劇理論上，他更加關照 

折衷與實踐，改良舊劇的缺陷，同時引入新式的觀念，期 

待一般觀眾在觀看戲劇之後於日常生活中獲得感動而覺 

悟。作為劇作家，他嚴肅地將編劇視為專門的事業，認為 

不應墨守成規，須要編出符合時代的作品：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需要，社會上需要甚麼，編 

戲家應當供給什麼。絕沒有抱住幾百年陳腐老戲的情節， 
永遠不變的理。（〈編戲贅言〉）64

如此，劇作家首先須掌握戲劇的本質，確立編戲的中心 

目標。
補庵指出戲劇的本質能夠反射人類的生活。他對生活 

的解釋為：「人間世，種種萬有的現象……簡括説來，只 

有一件事，就是『生活』。不但人類是生活，種種萬有的 

現象，不過是大家生活狀態的變動。再往大裏説，不但一 

切有情是生活，一切無情亦是生活，天地亦是日在生活之 

中，沒有生活，便不會知道有天地（此生活不專指生計而

63贾際上到了丨940年代，一般民眾仍是喜愛傳統戲劇勝過話劇。例如周 
裼：〈對运形式利用在文學上的一個看法〉曾指出屬於运形式的民間文铋 
形式之一的地方戲仍深深地立足於農村甚至是大都市‘全國各大都市沒 
有一處話劇場，毪戲院則不勝其數。原賊於1940年2月15日《中國文 
化》創刊號，引自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中 
國現代文學教研室主绢：《文學運動史料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年)，第4冊.頁413-424。

64韓捕庵：〈編戲賛言〉’收入《補庵談戯》’頁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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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65故而，透過戲劇，有如一面正照的鏡子，人類生 

活得以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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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看別人，亦是片面的，段 

節的，惟有戲劇，是能夠把全部分的狀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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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戲贄言〉）66

將戲劇視作反光鏡，期待透過這面鏡子讓觀眾全面地看到 

自己的生活狀態，促使其內省。
此外，透過「實寫社會生活」的主張，亦能窺見其中 

的現代概念。「實寫」一詞，不得不讓我們想到於清末民 

初傅入中國的「寫實主義』。「寫實」為外來用語，最早 

可稽考者，出自1902年梁啟超〈論小説與群治之關係〉， 
文中將小説分類為「寫實派』小説與「理想派』小説，作 

者主要宣揚小説的社會功能，未對於「寫實派」小説之概

65韓捕庵：〈編戲賛言〉|收入《捕庵談戲》，頁丨71-172。 
66同上’頁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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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進行明確解説。67文藝概念上將「寫實」與「主義」一 

詞結合者，則可以參考1915年陳獨秀（1879-1942)〈現 

代歐洲文藝史譚〉及其回答讀者張永言來信中對於寫實 

主義的見解：「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 
今後當趨向寫苡主義，文章以紀實為重，繪畫以寫生為 

風」。68戲劇方面提及「寫實主義」者，則是為胡適（1891- 
1962 )於1918年發表的〈易卜生主義〉，文中論述易卜生 

的文學及人生觀是一個「寫實主義」，使用較為明確的解 

説為：「把家庭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人 

看了動心，叫人看了覺得我們的家庭社會原來是如此黑暗 

腐敗，叫人看了覺得家庭社會真正不得不維新革命』。69陳 

獨秀與胡適等人將「寫實主義」作為現代文學概念介紹給

67梁啟超在〈論小説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提及小説類別，援用曰本文學 
理論批評家坪內逍遙（1859-1935)的説法，將小説分為「寫贾派小説』 
與「理想派小説』。梁啟超定義這兩類小説為：「小説者常铒人游於他 
境界而変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此其一人之恆情與於其所懷抱之想 
像，所經閲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
然，欲黎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草不能自傅。有人焉和盤托 
出徹底發玆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 
心有戚戚焉』』|即是小説為能讓人的經驗與想像都能完整描祕表送獲得 
共感與移情者。梁啟超：〈論小説與群治之關係〉，《新小説》，1902年第 
I期，頁2-3。

68陳獨秀在〈現代歐洲文轻史譚〉提及「寫贾主義I 一詞‘但未説明其意。 
而後在〈答張永言的信〉提及自身對於寫贲主義的槪念。陳獨秀：〈現代 
歐洲文鉍史逋〉，《啬年雜誌》，1915年第3期‘頁41。〈通信〉，《肯年 
雜誌》.1915年第4期，頁98。

69胡適：〈易卜生主菝〉’《新宵年》’ 1918年第6期’頁502。

常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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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從兩人文章可知，含有紀述事實、寫出家庭社會 

問題實情，令觀者產生共感進而促使其反省等意涵。
補庵閲讀過不少外國翻譯劇劇本或是改編自翻譯小説 

的劇作，亦知悉外國文學。長年擔任報刊編輯，歷經新文 

化運動，「寫實主義」的論述，對他而言定不陌生。《補庵 

談戲》提及其看過俄國戲劇、電影，亦讀過托雨斯泰等俄 

國作家的劇本，指出在俄國獲得好評的作品，不一定全然 

適合中國劇場，需考量觀眾的文化背景與觀劇習慣。”同 

時指出易卜生、蕭伯納的作品持論太高，社會上不普遍， 
平民較不易理解。72由上可知，使用「實寫」一詞，很有可 
能出於與以托雨斯泰、易卜生等外國作家為代表的「寫實 

主義」概念做出區隔的意圖。何謂「實寫』？此語同樣屬 

於新詞窠，參照極少數用例，可知主要使用在分類小説 

或文學內容，如「社會實寫小説」、「戰事實寫小説」等，

70「寫贾主義」取自譯文之詞觉，同時期西方對寫莨主義概念亦出現不同 
的理解|故而五四知識人對此多少帶着模稜兩可的認識’或產生有意無 
意誤讓的現象。本文甾出陳獨秀與胡適為例，主要基於他們是最早使用 
本詞贲者‘具有指標性。相關討論請參照馬森所著《中國現代文學的兩 
度西潮》中收錄的〈從寫贾主義到擬寫贾主義：擬寫责主義與革命文學〉 
一章。本論引自刊登在《新地文學》雜誌的版本。馬森：〈從寫贾主義 
到擬寫贲主義：擬寫實主義與革命文學一《中國現代文學的兩度西潮〉 
(第十九章）〉|《新地文學》’:2013年第25期，頁87-99。

71韓捕庵：〈談戲零拾三〉，《補庵談戲》‘頁94-95。又，捕庵相當欣莨 
托爾斯泰的劇作《黑暗之勢力》，推崇其文學上的造詣，但也詖莨指出- 
本劇如果在中國劇場演出，觀眾十之八九會因無法理解內容而昏睡於劇 
場中。韓捕庵：〈編戲贅言〉，收入《捕庵談戲》，頁187。

72韓捕庵：〈編戲簧言〉，收入《補庵談戲》，頁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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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指講述現代社會中所發生的故事，而非過去的事件。” 

補庵所指「實寫社會生活』，也加入現代時間概念，為相 

對於舊戲的説法：

舊戲是描寫「特殊階級過去生活』的，我們的戲是要 

贲寫「平民社會眼前生活」的；舊戲是教觀眾看別人，我 

們的戲是教觀眾看自己。（〈編戲質言〉）％

使用「描寫』與過去連結，「實寫」與眼前當下連結，即 
可觀察其間的差異。又，在劇作《洞庭秋》裏，第一幕 

描寫平民小説社社長徵求出版「實寫社會現狀的民眾小 

説」，女主角秦毓棻帶着「寫湖南人民戰爭流離的現狀」 
的小説稿與小説社商談寶價，最後社長買下了這部實寫小 

説。75這段劇情並綜合以上例文，亦能補充説明補庵的「實 

寫』概念，除了包含時間要素，隨後連結的名詞，不管 

是戲劇作品還是小説，其敘述內容更須與平民的社會現

73目前筆者在1930年以前僅找到三項用例。其一為191丨年在《華安》雜 
誌曾刊登一篇標目為「社舍贾寫小説」之作品〈弱女救災記、一名歲寒 
松〉，這是一烷描述民初家族因投保器險而度過家族危機的故事。天涯芳 
草：〈弱女救災記、一名歲寒松〉，《華安》| 1911年第I I期，頁45-56。 
其二為1919年在《晨報》刊登之標目為「戰事贾寫小説」之作品〈吾血 
沸己〉，這是一踪翮譯小説‘作者不詳，分成五回刊登，主要講述英國人 
主人翁參加歐戰的個人經驗。扭崖譯：〈吾血沸己〉，《层報》，1920年4 
月20-24曰，第7版。其三為1920年《层報》刊登的一篇記事〈實寫災 
愤的劇本將出演〉，提及北京高師範中為琛災而演出人蛀社所编《是人嗎》 
的劇本。本劇為賑災募款之用，內容為描述災民苦墁。〈茛寫災情的劇本 
將出演〉，《展報》，1920年9月30日，第6版。

74钱補庵：〈编劇赘言〉’收入《捕庵談戲》，頁173。
75钱補庵:《洞庭秋》，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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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有關。
補庵更指出，舊戲描寫的特殊階級生活與看戲人無共 

通之處，內容情節亦有諸多缺陷。例如屬於喜劇類型的劇 

目、以旦角與丑角擔綱演出的《打槓子》、《雙搖會》，雖 

談笑風生，卻對話過於俚俗下流，不適宜當代觀眾。悲劇 

代表劇如《對銀杯》、《鐵蓮花》等後妻虐待孤兒的恩怨 

情仇故事，只是描寫野蠻的殘酷，觀後使人心情不悦，無 

法引申共感。舊戲當中與眼前平民社會生活有共振的主題 

只有升官發財及男女苟合，內容局限性太大。故而，重新 

編寫劇作有其迫切性與重要性。76
對於新時代生活的關注，補庵認為不該執着於過去老 

戲的陳舊情節，應嘗試突破過去傅統戲劇的主題。然而， 
由於主要目的是寫給普通人觀看，故而應偏向多編「家庭 
戲』與「社會戲』以貼近日常生活，灌輸一般人常識。一 

部劇作的主題類型與劇中人物有直接的關聯性，作者的創 

作理念會牽引人物的定位與類型。補庵鼓勵在劇中編寫 

「社會上不容易看見的人』於舞台之上，有言：

「不容易看見的人」不必一定要寫那空前絕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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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戲贄言〉）77

76韓補庵：〈編劇鰲言〉，收入《補庵談戲》‘頁174-175。 
77同上，頁 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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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可看到，對於當前社會狀況補庵有自己的觀察，主張 

在戲劇中塑造正向的人物來達到感化人心的效果。然而， 
這並不表示劇中不能有反派人物，而是強調將故事重心轉 

移至正向人物身上，多描繪其善良高尚之處。他深深相信 

戲劇對人們的影響力，意圖創造新興的典範人物取代過去 

舊有的符合當代的戲劇人物：

試問中國普通人心中的人譜一定是李逵，黃天霸，王 

寶釧這些人勢力最大。說孟母，不見得都知道……何以如 

此？不能不說戲的力量。戲劇有這麼大的力量，所以編戲 

絕不是毫無關係的亊。我們能夠給大家另造一種模範人物 

的斩人譜，把那李逵，黃夭霸的勢力完全椎翻，編戲家亦 

可以自慰了。（〈編戲贅言〉）78

李逵出自《水滸傅》，黃天霸出自《施公案》，這兩位人 

物不僅出現在小説裏，諸多劇種裏都有其相關劇目及身 

影，其勇猛暴烈的綠林草莽形象深植人心。這些人物雖 

然為一般民眾熟知，然而，他們卻無法對應現代社會的需 

求，成為醒悟提升的楷模。補庵有意推翻過去風行的人物 

形象，將劇中主要腳色設定為社會上的普通人，這些人物 

在遇到困境波瀾時，均努力展現人性善良與光輝的一面。 
如《丐俠記》裏擔任新聞記者及在工廠工作的劉若士夫 

妻，以微薄薪水維持奉養母親的三人生活，因貧寒以致數

78韓捕庵：〈缛戯鱉言〉，收入《捕庵談戲》，頁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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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無法缴付房租，在惡房東數度催租之下，劉預支薪水欲 

暫渡難關，回家時巧於路上遭遇因冤獄無錢買通官吏救兒 

的老漢，竟將薪水全數予之救急，而後又在因緣際會下收 

留逃難離家的女主角。劉若士充滿孝心又富有同情心的形 

象，劇作家刻劃入微。《洞庭秋》裏單獨撫養弟妹的貧寒 

女子秦毓棻，父親去世後遭繼母欺凌，家產盡失，當下不 

得不變賣友人創作的小説猢口。然而，其本性非重利忘義 

之人，一日意外撿拾到手提包交給警察，物歸原主之際， 
也不願接受謝禮金。秦懂禮法，然卻未死守教條，明知冒 

名販賣他人作品違反道義，即使心懷愧疚，急迫之下首先 

考量保護家人。她正如同一般人，擁有弱點、不完美，但 

終始秉持善良行事；這一女性形象，在傅統劇作中少見， 
值得注目。

劇作中亦有行俠仗義之腳色，與過往具名英雄故事相 

異，轉化為無名人物。例如在《丐俠記》裏的重要腳色為 
一無名的丐俠，行義不求回報，最終在革命戰場上為救善 

人而犧牲性命。俠士自始至尾自稱「狗兒」，不願透漏真 

實姓名，雖然真正的身分在各幕細節中已透漏線索，從頭 

至尾擁有全視角觀看整個故事的觀眾已可推知其人為何， 
然而，劇中人物並不知曉。如此設計，不僅讓出場次數 

有限的「狗兒」人物形象更為傳神立體，同時刺激觀眾參 

與劇情演進，增加共感。終幕，當眾人猜測俠士的真名之 

際，劉若士有言：「大家稱他為無名之英雄，就是一位無 

名之英雄罷了，何必定要名姓』，後以「無名之英雄』的



二十世紀前期中國戲曲的跨境、交流與轉化146

名義，獲得眾人的悼念。”此處的設計，正呼應補庵的創 

作主張，打破過去戲劇小説中的英雄人物傅統，不須具 

名，也不須具備高強武藝；狗兒正如同劇中其他腳色，在 

需要作決斷的時刻能作出符合道德勇氣的選擇，人人都是 
獨一無二的英雄。當然，作者亦以此善導觀眾，社會上的 

一般人，生活中能擇善固執，即是一位英雄。

四、戲劇主#:
教育功能與藝術本質的思辯

從編劇理念的圆述，明確看出補庵作為戲劇改良運動 

的推行者，透過戲劇教育觀眾是個人使命。然而，對於如 

何發揮教育的本質功能，如何確實讓觀眾從觀戲中激發真 

實情感而感悟，擁有實際劇場經驗的他，具備超越前人的 

觀點，提出獨有的藝術審美思維。
戲劇具備輔助風化的社會功能自元代以來即受到知 

識份子的關注。％晚清以來，歷經國家社會環境的巨大變 

化，促使有志之士再次注目於戲劇的教化功能，舉陳獨

79韓補庵：《丐俠記》（天津：天津社會教育辦苹處，1920年代），頁28。 
80元人周德淸(1277-1365)《中原音韻》〈序〉有言：「自關、鄭、白、馬一 
新製作，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字暢語俊’韻促音調：觀 
其所序，曰忠，曰孝，有補於世』。「有補於世」即指出了戲劇的社會風 
教功能。〔元〕周德消：〈序〉，《中原音韻》’收入中國戯曲研究院編：《中 
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丨刻出版社，1982年），第I冊，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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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以三愛為筆名在1904年發表的〈論戲曲〉為例，內文 

提及戲劇與教育的關聯性：「戲園者，實普天下之大學堂 

也；優伶者，實普天下之大教師也』，81主張以劇場為教育 

場地，以藝人為教師，透過改良戲曲，啟蒙一般民眾智 

識。陳獨秀之後，民國初年支持戲劇改良的戲劇理論家亦 

秉持着類似的看法，如周劍雲〈戯劇改良論〉提及：「戲 

曲一道，關乎一國之政教風俗至深且巨，質之古今中外， 
無有否認者也」，82肯定戲劇的教育與教化功能。然而，這 

些理論家往往過於重視戲劇的功能，忽視戲劇原有的藝術 

本質、審美考量以及觀眾的觀賞習慣。戲劇的價值在於能 

具備教育功能，然而，什麼形式的戲劇，才能確實發揮教 

育效果？換言之，編製什麼形式的戲劇能達到感化人心的 

目的？則是理論家們輕忽的重點，他們將戲劇的風化價值 

等同於戲劇藝術的本質。
韓補庵認知到此一問題，於是提出個人的藝術體認。 

首先，對於戲劇創作的主旨，他反對無視戲劇的藝術本 

質，以教育的目的進行創作：

只把觀眾看成受術者、受教者，可就失了戲劇的本 

分。觀眾不是來受教，如何能用教育的態度？說戲劇可以 

算教育的一種方法還可，要用教育的宗旨，做戲劇的宗

81三愛：〈論戲曲〉.《安徽俗話報》，丨904年第丨丨期，頁1-6。
82周劍雲：〈戲劇改良論〉，收入周劍雲编：《菊部蒗刊》（上海：交通圆遂 
館出版，1918年），頁I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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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根本上是不行的。（〈編戲贅言〉）

可知，以上對下的説教立場來編寫教條化的戲劇無法獲得 

觀眾的感動與認同。如此，劇作家要用什麼樣的方針來執 

行創作並引起觀眾的審美感動呢？
戲劇作為教育的一種方法，傅統戲劇多以「勸善懲 

惡』達到教化目的。劇情採取因果業報的信仰，或是藉由 

有權力的清官懲罰惡人洗清善人冤屈等作為勸懲方法，這 

些情節在當代看來不盡合情理，説服力不強。補庵雖然認 

同勸善懲惡的創作方針，卻更為進階，指出故事需跳脱出 

舊有的説教式框架：

我們的宗旨，固然亦不外乎勸善懲惡，但善等着勸纔 

知道勉，惡等着懲纔知道怕；已落入第二乘。假若他不怕 

懲，不受勸，該怎麼樣？我們編戲的宗旨，只把這一層的 

障眼，用椎牆倒壁的力量打開，赤條條，從人類同情上， 
實寫一種生活裏面濃部的活力，和觀者的同情融成一片， 
教他點頭覺悟。（〈編戲赘言〉）84

戲劇創作的內涵雖不離端正善良風俗，但若主旨內容僅是 

依據道德規範而設置，那麼創作出來的作品只是倫理訓示 

的產物，缺乏感動人心的力量，亦無法刺激觀眾主動選擇 

自省。補庵從更高的藝術審美角度考量戲劇的價值，推翻

83韓補庵：〈编戲騖言〉’收入《捕庵談戲》’頁丨79。 
8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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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創作的教育取向導致道德教條化的框架，轉化為從激 

發人類情感的需求入手。戲劇必須表現情感內涵，所以要 

「從人類同情上，實寫一種生活裏面的濃郁的活力』，然 

後透過如此情感的表現引發「和觀者的同情融成一片，教 

他點頭覺悟」。換言之，戲劇要有人與人之間可以會通心 

性的本質，也就是「同情」，才能建立表現的基礎，也才 

能讓觀眾產生共鳴，發揮藝術特有的感染力。此外，「同 

情」是從現實生活裏「實寫」而來，與一般人日常生活息 

息相關，充滿真實人物的鮮活生命力。他更指出不論創作 

任何故事、情節與人物腳色，劇作家須重視的是情感的傳 

達與共鳴：

每一本戲，不論寫家庭，寫社會，寫政治，寫法律， 
寫好人，寫壞人，寫歡樂，寫困苦，以及宇宙萬有現象， 
只是教大家看了，便教他感受濃郁的同情，心裏自然好 

過，或是難過。（〈編戲赘言〉）85

當觀眾情感融入劇情中與劇中人物共振，就有機會自我反 

思走向善道。而這個覺悟是主動的心理運作過程，也是戲 

劇創作追尋的最終理想目標：

教觀眾看了，吸引起他那自己尋思，自己了解，自己安 

慰，自己省^-自己尋那生活向上之路。（〈編戲贅言〉）86

85韓補庵：〈編戯驁言〉，收入《捕庵談戲》|頁179-180。 
86同上，頁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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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補庵論述戲劇創作主旨的過程當中，同時也呈現 

對於藝術本質的體認。戲劇雖蕴含教化的效能，但不能忽 

視其獨立的藝術價值。以教育的方法進行創作，把觀眾當 

成受教者的作法，其實是沒有清楚地理解「戲劇」的藝術 

形式與定位。從事戲劇改良運動多年的補庵認知到這項盲 

點，從創作論的角度，澄清戲劇藝術的特質。劇作家必須 

有意識地考量如何在創作過程當中，從形式上的創意激起 

觀眾的審美感動與相應情感反應，才能寫出引領觀眾向上
覺悟的理想作品。

五、結語

此時此刻，當下的時間意識對於韓補庵而言是異常 

重要的。出身於清末，歷經民國成立及五四新文化運動， 
處在多變的時代氛圍當中，從事戲劇改良運動多年的補 

庵，長時間摸索新舊轉換的歷程。他撰寫〈編劇赘言〉以 

及《補庵談戲》的時機，正是處在一個再次重新審視「戲 

劇」本質的時間點。戲劇改良論爭正在報刊討論新舊劇是 

否存廢之際，補庵以一位從事社會教育的戲劇改良推行 

者及劇作家的身份，提出了當代編劇理論，論述戲劇理 

念，創作戲劇作品，並且落實於舞台演出，其努力及嘗 

試，值得重新審思。他繼承前任戯劇改良論者的戲劇功 

能論，亦從未忽視戲劇的藝術本質，務實地思考改良戲 

劇如何面對當代平民觀眾，從而試圖在「新」與「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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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與「俗」之間找出平衡折衷之處，使得他的眼光與 

角度，獨具一格。
補庵熱愛戲劇，對於戲劇藝術發展向上的可能性抱持 

着理想，《補庵談戲》〈跋〉有言：「中國一切現象，唯有 

『戲』還是可以樂觀的」。”深知從事改良戲劇事業並不容 

易，從不諱言失敗的可能性，直言「失敗亦是義務」，88 
即便如此，仍相信戲劇的力量而以一己之力摸索努力着。 
1933年《京報》在〈論「戲」為專學非小道〉的專題之 

下，引用了《補庵談戲》的〈緒論〉，編者言之，其論戲 

劇的觀點為「今日劇界之暮鼓晨鐘也」，足見他的主張仍 

然餘波盪漾。89到了 1942年，補庵已淡出劇壇，半新半舊 

的表演形式尚未推廣成功，90依然不改初心，在為《三六九 

遨報》第300期撰寫的紀念文章〈老贊禮的喝喜〉中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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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既不會唱。吹打拉彈，更是一竅不響。 
這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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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韓補庵：〈跋〉|收入《捕庵談戲》’頁丨95。
88韓補庵：〈缋論〉，收入《捕庵談戲》，頁24。
89〈論「戲』為珥學非小道〉.《京報》，1933年I月22曰|第10版。
90實踐演出補庵劇作的「半新半运派』之劇團奎德社，已在1930年代解 
散。奎德社的歴史請参閲浓者小論|吳宛怡：〈啟策與娛樂之間一民 
國初期北京女劇圑志德社的改良戲劇實踐〉1《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2020年第71 期’頁 173-195。

91韓補庵：〈老贤禮的喝喜〉，《三六九蛊報》，1942年第300期|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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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這篇文章之時正是處在抗戰時期，回顧過去，展望未 

來，有感慨，同時也抱懷着不滅的理想。補庵這段期望中 

國戲劇於未來完善發展的文字，若是連結從清末民初以來 

傳統戲劇發展至今的歷史脈絡，更顯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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