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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花剧社是黄埔军校最重要的文艺团体之一，

也是国共两党人士合作组成的第一个剧团，是黄埔

军校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下属的一个文艺组织，由

军校政治部管理，其成员主要是共产党员和左翼学

生，其宗旨是“将革命的艺术来改造社会”，宣传革命

思想，鼓舞士气。①周恩来、李之龙、蒋先云、陈赓等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都曾领导或参与血花

剧社活动。

血花剧社成立于 1925年 1月。1926年，剧社的

一部分成员随北伐军北上，另有一部分留在广州作

为血花剧社黄埔分社。北伐期间，军校政治部在汉

口接管了一个叫新市场的游乐场，并将其改名为“血

花世界”，由血花剧社主任李之龙负责管理，继续戏

剧演出活动。1928年李志龙在广州遭杀害后，血花

剧社随之终结。虽然只存续了两年多时间，但血花

剧社在黄埔军校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对中国现代

戏剧的发展也有推动作用。

血花剧社的演出剧目回顾

血花剧社的演出剧目以革命剧为主。对于血花

剧社演出的剧目，有学者做过一些考证，如贾晓明列

举了一些具体的剧目名称，有《血泪湖》《黄花岗》《还

我自由》《鸦片战争》《革命军来了》《马上回来》《联合

战线》《沙基血》等，以及一部叫《皇帝梦》的讽刺剧，

提到陈赓曾在剧中饰演袁世凯五姨太。②邢照华也

列举了一些剧目名称，如 1925年 5月在为即将随军

北伐的中国国民党红十字救护队举办的一次筹款

会上演出的《山河泪》；1926年 7月在北伐誓师大

会上演出的《革命军来了》《碧血黄花》；1926年在

武汉演出的《国魂兮归来》《此恨何时灭》《二七惨

案》《三个商会会长》《工厂主》《夜未央》《弃妇》；

1927年 2月在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中演出的《孙中山

伦敦蒙难记》等。③刘开芳提到李之龙率领血花剧

社于 1926年 7月在长沙为叶挺独立团编演话剧《新

时代的青年》④。

除上述提到的剧目外，我们首次发现血花剧社

还排演过一部叫《伯华底归家》(又名《白华归家》)话
剧，并有剧照留存。从剧照上看，这部剧的表演风格

具有幽默、夸张的特点。⑤

虽然有这些剧目名称，但学界通常认为血花剧

社的剧本皆已遗失，对于血花剧社剧本的专门研究

处于空白状态。然而，经过查阅大量民国时期的书

籍、期刊和相关回忆录等资料，笔者发掘了前述学者

提到的《皇帝梦》《工厂主》《黄花岗》《山河泪》四部剧

本。下面让我们来考察它们的主要内容。

《皇帝梦》：嘲讽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政治讽刺剧

民国时期有多部叫《皇帝梦》的戏剧，包括民国

黄埔军校血花剧社剧本考证
刘中璞

【作者简介】刘中璞，辛亥革命纪念馆(受委托管理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
【原文出处】《新文学史料》（京）,2023.2.163～167

血花剧社化妆摄影《伯华底归家》(第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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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由汪笑侬、刘艺舟分别创作的京剧版本，以及民

鸣社顾无为编演的文明戏版本⑥，但这些版本都属于

京剧或新京剧的范畴，内容大多是即兴发挥的，并无

正式的剧本。笔者在1929年出版的《学生文艺丛刊》

第5卷第6期上发现了一部完整的《皇帝梦》剧本。⑦

作者署名李质之，落款是民国十七年 12月 23日“脱

稿于淮中实小”。但经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李质之后

来改名叫李竹平⑧，是江苏涟水县人，出生于1912年，

1929年11月在淮阴中学读书时加入共青团，曾是上

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成员，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纺

织工业部副部长。⑨

《皇帝梦》剧本分为四幕，主要讲蔡锷设计逃离

袁世凯监视前往云南，与唐继尧、李烈钧在云南组织

护国军讨伐袁世凯；而袁世凯的军队只惦记着升官

发财，并不替他拼命，在四面楚歌中，袁世凯放弃帝

位，一命呜呼。剧本行文干净利落，节奏紧凑又不乏

生动的细节描写，很好地表现出了蔡锷等人的智勇

双全、忧国忧民的人物品质，以及袁世凯及其家眷、

幕僚的昏聩腐败。值得一提的是，剧本的主体是三

场夫妻争吵的情节，其中蔡锷夫妻的假装争吵是用

来摆脱监视的计谋；袁世凯的下属张敬尧夫妻的争

吵焦点在于如何既能保命又能升官发财；袁世凯夫

妻的争执更为可笑：在袁世凯四面楚歌的绝境中，他

的妻子还在为要做皇后朝服而大发脾气。

那么，这部《皇帝梦》剧本是否就是前述血花剧

社演出的那部《皇帝梦》剧本呢？从内容上来看，这

部剧里有袁世凯姨太太的角色，这与前述文献提到

的陈赓在剧中饰演袁世凯的姨太太一致；但从创作

时间上来看，陈赓以学生身份在黄埔军校的时间是

1924年，其后虽又担任教员，但后于 1926年前往苏

联。而李质之版《皇帝梦》剧本创作时间是1928年，

这时候陈赓不可能在血花剧社参演。既然时间不符

合，那这两部《皇帝梦》是什么关系呢？也许正如之

前提到的，在民国初期曾有多部京剧《皇帝梦》流传，

但并无正式剧本，血花剧社应该就是在参考了这些

京剧的基础上自行排演的。直到 1928年，在淮阴读

中学的李质之将在社会上流传的《皇帝梦》剧情整理

成正式的剧本，并于 1929年公开发表。虽然血花剧

社用的《皇帝梦》剧本的内容并没有明确记载，但李

质之这部剧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工厂主》：表现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民国时期叫《工厂主》的剧本只有一部，刊发于

1921年《戏剧》杂志第1卷第2期及第3期上，全称叫

“实验剧本《工厂主》”，作者署名半梅。《戏剧》是民众

戏剧社创办的杂志，其宗旨在于批判传统戏剧，提倡

“非营业的真新剧”。半梅全名徐半梅，生于1880年，

早年曾留学日本，是上海实验剧社的成员。根据剧

本前的作者按，这部剧本是他从日本剧作家久米正

雄创作的《三浦制丝工厂主》剧本翻译而来的，同时

他还对原剧本中的角色名字、场景做了更改，以适应

中国演出环境。⑩

《工厂主》的剧情主要围绕年轻的工厂主朱少

朋、工人首领郭景福和受伤女工韩明珠展开。年轻

的少朋继承了父亲的工厂之后，对罢工工人采取关

爱政策，他同意为工人涨工资，并号召工人与工厂主

共同建设模范工厂。为了救曾被机器轧伤手的女工

明珠，他还与明珠结婚，以便照顾她；然而明珠隐瞒

了她出嫁前曾与景福同居并怀有景福孩子的事实。

在此事被少朋发现后，少朋不但没有责怪明珠，而是

完全袒护明珠。明珠觉得愧对少朋，想回到景福那

里，然而景福却拒绝并诅咒了她和少朋这对工厂主

夫妻，明珠最后在羞愤中卧轨自杀，而少朋也承认他

与工人“合而为一”的政策失败。

血花剧社是否真的使用了这部剧本呢？我们并

没有直接证据，但民国时期名叫《工厂主》的剧本只

有这一部，其发表时间与血花剧社存续时间相吻合，

而且这部剧本及其作者徐半梅在戏剧界都具有一定

影响力，我们有理由相信血花剧社演出的《工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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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很可能就是徐半梅这一剧本。

《黄花岗》：赞颂革命党人牺牲精神

黄花岗起义是民国时期文学艺术创作领域的一

个重要题材，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血花剧社存续期

间，社会上叫《黄花岗》的剧本有两部。第一部是新

剧同志会创作的，但缺乏详细资料。第二部由著名

剧作家田汉创作并首先在1925年发表于《大公报》，

又于同年刊登在《南国特刊》上，收录于《田汉全集》

第1卷。

这部《黄花岗》属于田汉“三黄”史剧之一，他原

本计划写五幕，但最后只写了前两幕：第一幕第一场

先描绘了革命党人林觉民与妻子恩爱的画面，展现

一个幸福的家庭场景；林觉民的革命同志刘元栋来

家拜访，与林觉民及妻儿相谈甚欢；然而等林觉民的

妻儿走开时，两人开始紧张讨论到广州起义的事情，

不巧被林妻听见；在她的一再追问下，刘元栋坦诚了

他与林觉民要去广州起义的计划；林妻听罢非常悲

伤，但却深明大义地支持丈夫。第二场的场景设在

革命党人冯超骧简陋的家中，林觉民、刘元栋前来

找冯超骧一同去起义，然而看到冯的父亲重病在

床，家里除了他几乎无依无靠，又觉得不忍心；岂料

冯父原本就痛恨满人，听到他们的计划后，坚决支

持冯超骧同去起义。第二幕写的是起义前夕，林觉

民、刘元栋、冯超骧等革命党人在香港谋划起义，他

们怒骂昏聩无能的满清政府，号召汉人揭竿而起，

不要继续做满人的奴隶。即将赴死的林觉民写下

《与妻书》与妻子诀别。剧本的情节停留在黄花岗

起义的准备阶段，其重点不在于表现革命领袖，而是

通过描写这三名普通的革命党人在家与国之间的抉

择来赞颂革命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人类最

伟大的精神”。

血花剧社演出的《黄花岗》使用的可能是哪部剧

本呢？第一部剧本由于缺乏资料，此处不做讨论；田

汉写的这一部，虽然并不完整，但也很好地表现了革

命党人的革命决心，细节描写出色。另外，田汉1925
年前后也与黄埔军校有一些联系，1925年10月考入

黄埔军校政治科的学生、共产党员袁国平，曾在湖南

第一师范学习并受教于田汉，当时田汉正好在创作

《黄花岗》；袁国平深受田汉赏识，曾跟随田汉从事

戏剧编演工作。考入黄埔军校后，袁国平从事了很

多宣传工作，并积极参加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活

动，而血花剧社正是这个联合会的下属组织。虽然

没有袁国平参加血花剧社的明确记载，但这样一位

热爱戏剧、积极投身联合会活动的年轻共产党员应

该不会不参加血花剧社的活动，而血花剧社则很可

能在他的影响下使用了田汉这个剧本。

《山河泪》：借韩国“三一”运动鼓舞中国人民反

帝斗争

《山河泪》是民国时期为人熟知的一部话剧，由

著名剧作家、导演侯曜于1924年4月完成创作，同年

5月就搬上舞台。我们现在能找到的《山河泪》剧本

于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部话剧讲述的是 1919年韩国人民反抗日本

殖民者的“三一”独立运动，以及在独立运动受挫之

后安南潜等爱国志士暗杀朝鲜总督的故事，表现了

韩国仁人志士为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不惧牺

牲的精神。虽然讲的是韩国的事情，但这部话剧受

到同样被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民众欢迎。尤其是

在 1925年发生“五卅惨案”后，《山河泪》由包括血花

剧社在内的多地剧团演出，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反

殖民斗争。

革命的艺术与艺术的革命——通过剧本了解血

花剧社

本文考证了血花剧社四部剧本，其中《皇帝梦》

剧本的研究在学界之前处于空白状态，通过此次研

究我们了解了它的详细情况；其他三部剧本之前都

有学者研究，但从未作为血花剧社的剧本来考察

过。这四部剧本虽然只是血花剧社演出剧本的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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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但它们能够很好地反映出这个剧社的立社宗

旨、演出内容和艺术风格。

从主题上来看，这些剧本很多都紧扣“革命的艺

术”这一核心主题。《黄花岗》和《皇帝梦》讲述的是

辛亥革命与护国运动，《山河泪》讲述的是韩国反日

独立运动。血花剧社不是为观众提供娱乐消遣的

普通文艺团体，它的演出带有明确的政治性。通过

演出这些革命剧，血花剧社唤起了观众对于革命的

记忆，回答了“为什么要革命”这一重要问题，提醒

观众勿忘革命的初心，号召人们把革命继续下去；

同时，通过再现革命先驱“知其不可为而必为之”的

义举，鼓舞了军校师生的士气，加深了他们战胜强

敌的信心。

从写作特点上来看，这些剧本不乏生动的细节

描写，塑造了较为鲜活的人物形象。《皇帝梦》使用了

幽默、夸张的写作手法；《工厂主》中充满反讽的细

节，比如在少朋激动地宣布关爱工人的政策时，有人

喊了一声“阿弥陀佛”，引发人群哄笑；《黄花岗》《山

河泪》则刻画了革命者在生与死、家与国之间的艰难

抉择，情节催人泪下。

从艺术风格上来看，这些剧本都是现代话剧。

它们颠覆了传统戏剧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否定传

统和权威，用舞台艺术来推动社会变革。在《皇帝

梦》中，我们看到了妻子挑战丈夫；在实验剧本《工厂

主》中我们看到了年轻人改革父辈的经营方式，看到

了工人用罢工来反抗工厂主。这些都是当时社会女

权运动、工人运动思潮在艺术中的体现。这些话剧

的情节都有激烈的冲突，并且拒绝简单地以“惩恶扬

善”的大团圆作为结局，而是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来

引发观众思考。

此外，我们通过《伯华底归家》剧照也可以看

到，血花剧社的演员造型、表演风格较为生动甚至

夸张，带有幽默的元素，这在当时无疑是十分前卫、

大胆的。

通过考察这四部剧本，结合相关剧目、剧照等资

料，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血花剧社的艺术特征。血

花剧社的演出目的在于宣传革命和教育民众，虽然

有着如此严肃的政治性，但它的宣传形式不是喊口

号，而讲故事；它的教育不是灌输式的，而是启发式

的。血花剧社演出的剧本常带有明显的创新性和实

验性，它关注社会变革中的前沿问题，推崇前卫的表

演风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血花剧社不但是一家

宣传革命的艺术团体，也用自己的戏剧表演活动推

动了艺术革命的进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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