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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視野下的早期話劇觀念研究

龍豔 著

──以《申報》（1907～1928）為中心



作者簡介

龍豔，四川儀隴人，女，文學博士，現為西北民族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師，在《現代中國文化與

文學》《華夏文化論壇》《電影文學》等期刊上發表多篇論文。

提    要

因中國近代危機而出現的話劇將「開民智」與「新國民」作為其核心訴求，強調話劇的思

想性與社會責任成為百年來話劇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特徵。無論是洪深在《從中國的新戲說到話

劇》中認為話劇的價值在於「有主義」還是歐陽予倩在《予之戲劇改良》中提出「蓋戲劇者，

社會之雛形，而思想之影像也」的看法，都是強調話劇思想性的體現。然而，從話劇的活動機

制來看，「寫劇者、表演者，及觀眾」三方面缺一不可，過度強調寫劇者的主動性與創作的思想

性遮蔽了話劇與觀眾的互動以及根據市場需求而進行的革新與探索過程。

與小說、詩歌、散文等文體相比，話劇文體涉及到兩個方面即劇本的寫作與舞臺演出（依據

劇本演出）。考察話劇在中國從無到有進而走向成熟的過程，其依據的重要標準是舞臺的演出。

如果說小說、詩歌、散文的創作，往往不需要特別考慮讀者的感受的話，真正意義上的話劇包

括從劇本到演出的全部過程都需要觀眾的參與。觀眾的參與影響著劇作家的創作，也影響話劇

市場的拓展。而話劇要拓展觀眾市場，廣告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推手作用。以促進商品銷售為

目標的廣告會宣傳話劇的「賣點」以吸引觀眾，廣告成為話劇觀念的載體。因此，本文以 1907
年到 1928 年期間《申報》所刊登的演劇廣告為研究對象，探討此時期內的廣告是如何宣傳劇目

演出的、廣告文本所表徵的話劇觀念以及演劇廣告在話劇觀念的構建與傳播過程中扮演著怎樣

的角色。

首先，廣告為早期話劇表達思想與政治主張提供了平臺。因近代社會危機而萌芽的話劇主

張「因多演國家受侮之悲觀，宜多演各國亡國之慘狀」，這樣的話劇因其所具有的「反叛性」而

遭遇官方與社會的阻力。早期話劇利用廣告宣傳即將演出劇目的公益性、政治性的基礎上突破

官方權力的干擾而實現了啟蒙民眾與傳播新思想的目的。其次，西方劇目演出活動被作為娛樂

形式之一種而與中國觀眾發生關聯。為縮短西方劇目與中國觀眾在文化與閱讀趣味上的距離，

廣告在宣傳這些劇目的舞臺演出形式的同時也在宣傳上更貼合中國觀眾的趣味。第三，話劇在

面臨官方權力壓制的同時，還受到京戲、彈詞等傳統藝術與新興的電影藝術的擠壓。因此，早

期話劇為同他們競爭而在廣告中大肆宣傳劇本的創作、舞臺人物的塑造、女性演員、舞臺布景

與現代劇場服務等，甚至會借助時事熱點或社會新聞以及名人效應來進行宣傳。

可以說，《申報》所刊登的演出廣告如同一面包羅萬象的鏡子，呈現了話劇觀念從萌芽到成熟

的整個過程。正是在不斷與觀眾的交流對話的過程中，話劇觀眾逐漸形成，話劇最終走向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