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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天主教戏剧钩沉
——一出天主教戏剧的解析

陆 辛
(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上海200234)

． [摘要]民国时期天主教机关报《圣教杂志》上刊栽的《真道剧谈》是一出颇具代表性的利用本土戏曲手段实现教会价值判

断的剧作，它对研究中国近代教会戏曲活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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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戏剧史上，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前

后，传奇杂剧迅速崛起并一度出现繁盛局面，颇具“中

兴”势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创作并发表的传奇

杂剧作品有近200种之多。许多作家在主观上虽然

努力按照传奇杂剧文体的传统体制进行创作，但是在

创作体制的各个层面发生了显而易见的演化与递嬗。

本文所关注的传奇杂剧《真道剧谈》，正是在民国初年

创作而成的，此剧未见有关曲目、曲录或工具书著录，

亦未见其他戏曲研究著作、文章提及。

零星戏曲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是戏剧学研究的重

要内容之一，对于中国宗教题材的戏曲研究迄今仍

是一个薄弱的领域。《真道剧谈》刊载于民国时期天

主教机关刊物——《圣教杂志》，o此剧乃是一出颇

具代表性的利用本土戏曲手段实现天主教会价值判

断的剧作，沿用了传奇剧的模式，对研究中国近代教

会戏曲活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天主教将自身视为宇间真教，在信徒的心目中，

自然而然将他们所奉行的教义奉为“唯一真道”。其

对天主教会地位的评价，也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天

下各国宗教不一，或天主教或希腊教或耶稣教，靡不

皆有。然宗教之中，天主教为真宗教。它教为假宗

教。真者难入，假者易进。夫天下之人，进真宗教者

寡而入假宗教者繁。何也，盖咸不知进真宗教之幸

福耳。设既知之，虽有千百难事，横于前途，以遮断

其进路，而鼓舞其勇气，百折不挠，终必能排除

之”。E13这里所说的“假宗教”，除了同样来自西方的

“希腊教”(即东正教)和“耶稣教”(即基督新教)之

外，也包括“孔教”及佛教等。“耶稣教及希腊教，其

所讲之道，仿佛若真教，尚且不可，矧孔教及它教哉。

夫天下人孰愿堕地狱而不欲升天庭。既如是，乌可

不进真宗教耶。，，【1]天主教的传播在近代中国日渐发

展之际，由于同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之间只是派系上

的分争，因此矛盾并不十分显豁，但是与儒、释、道三

教这扎根中国本土的宗教对于宗教正统地位的争

夺，却愈演愈烈。o事实上，天主教与儒、释、道对于

正统地位的争夺，古已有之，辟佛斥道，本是自利玛

窦人华之后耶稣会士们传教的基本原则与方针，而

针对儒家则制定了合儒、补儒、超儒的策略。

《真道剧谈》就是用戏曲的形式来探讨天主“真

道”之妙的。此剧作者为民国时期的天主教徒徐毓

黄。根据《圣教杂志》编辑的介绍文字，我们可以对

其生平履历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徐乃是“湖北蕲水县

人也。字嵩映，洗名保禄，系前清秀才出身，曾于光

绪乙巳年(1905年)，赴IEI本宏文书院师范速成科肄

业。陕西镇守使孔庚同学。毕业后归国专以教育为

天职，不喜干预国政。历任文学中学、贞范女学、崇

正修道院教员及《崇德公报》主笔。道德文章悉臻优

美。询为吾教中不可多得之人物。目下春秋鼎盛，

年约四十有零，有子三人，其夫人马氏，信德甚坚，堪

为女中表率。前数年，先生病卧在家，不愿外出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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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迨痊愈后，复于民国九年冬，为武昌田主教聘任

武昌大堤口女修院国文教授。至今仍之。，徐君文思

敏捷，大有倚马千言之慨。且工书画，精戏曲，前年

所著《真道剧谈》，本志早已披露，余如论说、诗词等

本杂志亦时有登载”。o从这份还算全面的介绍中，

对于作者的身份特点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几个方

面：首先，他是一位天主教信徒，虽然无法知悉其信

仰的程度如何，但从他妻子方面分析，应该也算虔

诚；其次，他受过中国传统的旧式教育，又具有海外

游学的经历，是接触过“新学”的“时髦”人士；第三，

归国后无心仕途，从事教育事业，且多在教会学校任

职；第四，他具有多方面的文艺才能，戏剧创作只是

其中之一。在民国天主教会里，具有像他这样经历

的信徒并不为多，所以杂志编辑才有“吾教中不可多

得之人物”的说辞。循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

徐氏乃一位典型的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也正由于

他身份的特殊性，加之对中国文化的诸熟和近代西

方文明的涉猎，使得其对于天主教会地位的维护，对

所谓非“真教”的批驳更加深化，手段也更为多元。

《真道剧谈》的体例较为自由，全剧共20出，最初

的3出刊登在《圣教杂志))1913年第4期上，余下的分

别发表在1914年第1—3期上。由于杂志个别月份

的散佚缺失，前3出笔者尚未得见，但由于此剧绝大

部分的存留，且前面几出主要起到的是剧情铺垫和人

物出场介绍的功能，加之情节的展开实际上是由后面

的若干出实现的，这样就使得我们可以借助手上并不

完整的资料一探此剧的究竟。《真道剧谈》第4～20

出的剧目分别为：访友(第4出)、劝友(第5出)、募缘

(第6出)、觅主(第7出)、错怪(第8出)、夜谈(第9

出)、进香(第10出)、问答(第11出)、促归(第12出)、

沽酒(第13出)、回校(第14出)、猛省(第15出)、入

教(第16出)、表功(第17出)、求洗(第18出)、伐异

(第19出)、送院(第20出)。

全剧的出场人物共有8人：丑扮僧人乌有，净扮

道人子虚，小生扮教员贾文明，正生扮天主教教友石

真，末扮的天主教神父，此外还有扮杂役、火工的丑

角，副末扮的号房。主要人物如下：乌有——自幼生

命孤穷，流为乞丐，蒙如是观方丈收养为徒，朝夕诵

经，颇通文字，最喜结交绅宦，在老师圆寂后升为方

丈。子虚——曾经家境富足，但未中功名，后来因失

手打死佣工之子，父亲舍家财才免死罪，父后因忧虑

成疾而亡，遂看破红尘，遁人道门。石真——表字钦

崇，为前清增贡生员，后皈依天主，颇通教义。贾文

明——字文通，单级师范毕业，任本邑高等小学校

监。神父——方济各会传教司铎，来华已十余载。

全剧的故事情节并不十分复杂，从第5出的唱

词里，可知前3出里，石真与贾文明、乌有和子虚在

如是观里曾偶遇，并就宗教道理展开过辩论，接下来

主要围绕着上述几位主要人物，以在玄妙观等几个

场所发生的数场关于天主教教义的驳难推动情节展

开，乌有、子虚、贾文明等人不断追问，石真从教义角

度一一作出答复，或可将其视作一部情景化、具象化

了的教理问答，倒也恰如其分。兹摘其部分作一番

分析。在第9出中，乌有和教员贾文明出外游玩，回

如是观后遇到了石真，有这样一番对话：

“贾：月前石君所谈之言，弟回校后，涉猎新旧二

约，颇知贵教道理。

石：贾君所见，乃是裂教之书，非我教真理。

贾：其中揭载耶稣之事，与石君所讲，一般无．二，

何得指为裂教书籍。

石：此书事迹略同，道理却有分别。

僧：石君此言差矣，你们既然恭敬一神，则是一

教，一教之中，又分优劣，使诚不解。 ：

石：信端司牧，不能统一，其劣一也；道理行实，

不能齐圣，其劣二也；时间地处不公，其劣三也；继续

传宣不正，其劣四也。我教完完全全，具此四点，故

占优胜地步’’。

在石真就天主教与基督新教的区别申明立场之

后，几人又就石真为何弃绝儒教而入“洋教”，“天主”

究竟作何解，“上帝”和“天主”二名称的差别，未曾看

见“天主”何得深信其有等问题展开辫难，石真“舌如

澜翻”，巧妙设喻，一一给予化解。

“净问：石君本儒教出身，今既投入洋教，吾道之

干城何在?

生白：公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譬如中华民

国，未革命之先，中国之皇位，宣统之帝位也。天下

人民，皆知恭敬宣统，既革命之后，天下人民皆知中

国之天下，非满清之天下，乃汉人之天下也。鄙人既

蒙上主圣召，则何以异于袁大总统由清朝大吏出身，

而作民族之主人翁乎?

僧白：石君舌如澜翻，最会躲闪，敢问贵教天主

二字何解?

生白：天主者，非天非地，非理非道，非气非性，

非人非物，非鬼非神，是造天地神人的真主宰。

小生白：上帝与天主二字并无分别，贵教何必又

立名称，令人不解。

生白：详考经书，上帝二字，处处都有，只因异教

妄以无稽之神，称为上帝，故此我教将此二字删去，
·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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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以天主二字，称造天地神人万物大主宰，免与魔神

相混。

净白：石君可曾看见天主否?

生白：天主无形无像，何能看见，公系道家，肯曾

见老子否?

小生白：君既未曾看见，何得深信其有。

生白：万物之上，有极大神灵，生万物而宰制人

问祸福，及一切世运灾祥，此事古籍言之，犹太之旧

约，中国之六经，印度之古史，皆常栽及。试观天地

之高厚，日月之运行，山海之亭峙，四时之节序，倘无

真正纯神，默持保护，未必千古不磨，轶然有序也，，。

在第11出中，已经到第二天，三人之间的问答继

续。到这里，“戏肉”就出来了，问者与答者都围绕有

关天主教教理教义的一系列核心问题展开对话，石真

又一次展现了他的滔滔雄辩术：涉及到“天主既为全

善，为何造人向恶”的问题，人之恶源于习染与猛兽之

恶的区别，“天地之大，天主何以掌管万物”的问题，天

主的始与终之问题，何以知天主实有的问题，灵魂问

题，天堂地狱说，魔鬼诱惑人的问题，天主至公的问

题，末日审判的问题等，同样堪称一大篇简要的教理

问答。此问答在第15出还有延续，兹不赘述。

经过这番驳难，便促成了僧道二人的转变，于是

就有了第16出——入教和第18出——求洗。第

18出中有一段对话，表明鸟有和子虚终于确定了自

己的信仰：

“石真：两君回头予心乐，公教道理究如何。

鸟有：爱人如已皆得所，超胜难无阿弥陀

子虚：果然真实元差错，翻悔从前虚妄多。

石真：两君明白真道理，不由石真笑嘻嘻。这事

都是天主意，不然焉能破君迷。今日进堂去求洗，身

清魂洁自无疑。异端远避三仇退，弃绝魔鬼假面皮”。

在第17出中，神父自道：“惟大道理能爱主，是

真教友自忠诚。自幼年，入修院，即学超性。读圣

经，习辣丁，又习法文。蒙主教，量才能，擢升神品，

考道理，考学问，又查品行，涉重洋，来东土，顺从上

命，习中语，读汉文，十有余春。到于今，中国文，颇

通奥蕴，讲京腔，说汉语，能转口音，传教士，理应该，

涉猎学问，不通中，不达外，怎能劝人”。作者特借神

父之口，道出西方传教士应研读中文以利传教之道

理，这并非没有原由的，很可能是有诸感而发于外，

借他人之酒杯，浇己心中之块垒。

第19出《伐异》在整部戏里也较为重要，代表接

受了新学的小知识分子贾文明又一次出现了，他本

意是想羞辱人教的僧道二人，不料却反被受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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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白：二公背叛佛老，信崇洋教，岂不前功尽

弃了。净白：贾君有所不知。净唱：鄙人言来听根

苗。丑唱：人神万物天主造。净唱：无始无终不差

毫。丑唱：神仙菩萨皆邪教。净唱：不是泥怪即木

妖。丑唱：我今弃邪归正道。净唱：真乃天主大恩

膏。生唱：听罢言来心不欢，尊声二公听根原。佛经

三乘昙花现，老君道德五千言。至精互妙功圆满，超

胜洋教问答篇。你要返俗随各便，为儒为士都安然。

为甚跳入群羊栈，自暴自弃真可怜。丑唱：贾君说话

理欠通。净唱：鄙人听了气冲冲。丑唱：你把三教太

看重。净唱：殆与斥鹦见相同。丑唱：寂空尽理非至

正。净唱：尊君主义有时穷。丑唱：都有公教括一
’

总。净唱：范围世界无始终。丑唱：劝君切勿再尊

孔。净唱：须知天地有化功。小生唱：二公说话殊欠

讲，不由鄙人笑扬扬，天主究竟是人想像，未必天地

有君王，乾坤理气宋儒讲，问天问地有三皇。中国自

有真信仰，何必尽说西教长。劝君归正弃邪妄，保尔

极乐登生方。丑唱：听罢言来真好笑。净唱：贾君不

必辩哓哓。丑唱：人有定志如山倒。净唱：信教况有

自由条。丑唱：我今立志这所道。净唱：非君所道两

开交。⋯⋯小生怒唱：我将苦口向他讲，反与鄙人较

短长。入主出奴心坚向，真是痂人元药方。不辞而

去绝来往。穿场介眼睁睁看他上天堂。下。”

第20出里，石真最后还有一番臧否：“由此看

来，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独有俗儒，言孔孟之言，行盗

跖之行，对于我教绝不研究，非妄肆讥评，即捏诬狡

毁，种种丑态，令人可鄙。虽则峨冠博带，表表可观，

其实毫无智识，曾僧道之不若”。

《真道剧谈》所展现的事件和场景，是天主教在

中国乡间传播时经常遇到的情形。作者徐毓黄设计

的子虚和乌有代表了某种中国传统宗教的虔诚信

徒，他们入教的动机很朴实，对于教义的掌握也谈不

上如何高深，宗教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种生活的凭

依；石真本是儒生，受过中国儒家思想的长期熏染，

在接触天主教后，对其逐渐产生了兴趣，进而受洗人

教，成为一名热心的福音传播者；而贾文明则代表了

一类在社会转折期里产生的特殊人群，因为西潮的

冲击，接受了近代化的教育，他们的儒学底蕴并不深

厚，对于西学也未能如何深究，是一种文化夹缝中的。

浅薄之人，这种人是作者最为鄙薄的，因而在剧中也

对其极尽挖苦之能事。这几位人物的名号折射出作

者在人物塑造上的一番预设，借以影射人物性格。

世界三大宗教都有自己是唯一真教的宣称，在

这种宣称中，包含着一种宗教上的排他性。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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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也不例外，从利玛窦开始就反对三教合一，希望

在对异己的批判中将中国士大夫阶层引向上帝的怀

抱。近代以来，天主教的传教工作转向中国的民间，

以徐毓黄为代表的天主教知识分子了解群众精神世

界的需求，在表现主题过程中，尤其崇拜底层社会的

思想运作模式，面对乡间的知识分子或愚夫愚妇们，

传教策略当然要有根本性的改变。在传教的同时，

中外传教士们也面临着儒、释、道三教对其福音传播

的冲击。1915年前后，正是中国“非基”运动甚嚣尘

上的时节，而民国政府立“孔教”为“国教”的动议又

让包括天主教在内的所有其他宗教处于可能遭到排

挤的境地。因而《真道剧谈》中流露出的包容释道，

贬斥“排教”的新兴知识分子的倾向也就可以找到了

作为某种动因的社会因素，从这一点上说，是时代使

然，也是社会思想史逻辑发展的结果。

在戏剧形式上，《真道剧谈》顺应了文体解放的

潮流，这是启蒙时期文学艺术的共同特点。曲律解

放，乃是大势所趋。徐毓黄属于乡间普通的知识分

子，有一定的文学功底，通音律，同时又是天主教的

坚定拥护者，对于改良和革新，并不会十分抗拒。

“近代曲律解放的直接后果，便是传奇体制的崩溃和

传奇、杂剧两种体制的融合。明清以来，这两种原来

具有严格区别的戏剧体裁的界限已趋于泯除，其最

终的融合，是在近代”。[23徐毓黄的创作，可谓是对这

一判断作了一个小小的注脚。需要强调的是，此剧

本非真正的舞台演出本，而更接近于文人的案头本。

在《真道剧谈》中，说白所占的比重很大，而且在

剧情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此剧的根本还是在

说教，通过大量的对白使得情节的发展转接、教理的

灌输、教义的驳难变得优裕自如。这在某种程度上，

也印证了辛亥革命前后，传奇杂剧创作形式上的一

些新变化，重点表现在曲与自在剧本中的比重与地

位的变化。传统戏曲剧本以曲为主，以白为宾，曲多

白少，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戏曲文体观念。而在近

代传奇杂剧的创作中，曲的比重大幅减少，白的比重

明显增加，且大都摒弃了四六对仗的骈文骊语，改为

白话；戏剧发展的关键性情节多是用对白来表现的；

典雅的曲文则渐次退居到补充、陪衬、多余的地位。

《真道剧谈》这种戏剧形式在《圣教杂志》上只出

现过这么一次，随后刊载的剧本则多为新剧样式。

毫无疑问，在整个西学东渐、文学革命的大潮中，晚

清民国时期传奇杂剧的内容是富有时代特色的，它

们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构成了时代文学翻涌不

息的大潮，但终于在与诗词、散文、小说、戏剧一起

“革命”的浪潮中，归于沉寂。这说来也令人深思，在

那场声势浩大、意义深刻的文学革命浪潮中，众多文

体都是在走向进步，获得新生，而传奇杂剧尽管也热

闹了一阵，但最终却在随大溜中，消融了个性，失去

了自我，远离了观众，也抛弃了读者，被皮黄、新剧及

其他戏剧形式裹挟而去了。

注释：

①《圣教杂志》(1912—1938)为上海天主教教区机关刊

物。是当时中国天主教界的一份重要刊物，主编潘秋麓．其继

任者为徐宗泽。

②儒教究竟是否属于宗教。学界对此聚讼纷纭，莫衷一

是。此处为了表述的需要，暂取宗教说为权宜。

③《圣教杂志)1922年第7期，1922年合订本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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