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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第一小说 民国第一剧本 

――谈《血泪黄花》 

 

 

郭 长 海 

 

 

  1911年11月武昌起义的烽火正向全国燃起的时候，上海改良小说社出版了一本

小说《血泪黄花》。这本小说，以最快的速度反映了现实生活，反映了武昌起义的过

程，向读者报告了革命党人是怎样和清朝统治者展开英勇的斗争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的。 

  又过了两个月，同名的剧本在舞台上出现。它以戏剧的形式，向观众倾述了革命

党人是如何前赴后继与清朝统治阶级展开英勇斗争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的。 

  这可以说是奇迹：写得快，出版得也快；编得快，演出得也快。这些都出自刚刚

创造过奇迹的小说《新中国》的作者青浦小说家陆士谔之手。 

  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捧读这本小说的时候，真心地佩服和感谢这位小说家，感

谢他的的辛勤劳动，佩服他那艺术的眼光和艺术的手法。 

 

一 

  《血泪黄花》一共十二回，它从1911年8月15日即10月6日晚上写起，也就是武

昌起义的前夜，一直写到攻下汉口为止，大约10天之内发生的事件 。小说中所写为

黄一鸣和徐振华的爱情故事，背景则放在武昌起义的大事件中。作者没有按照武昌起

义的史实来写，而是采用了艺术的手法，虚构了一位名叫朱标统发动起义的过程，从

起义军巡逻市街开始，到最后攻克汉口，起义军成立了军政府，黎元洪为都督，以汤

化龙为咨议局长。这些，也都和历史有出入。因为它不是一部历史小说，而只是一部

时事小说。 

  小说一开始，首先描写了革命军发动过程，街上乱得很，到处都在捉革命党人，

杀头。然后，以满清政府官吏的混乱逃离为切入点，真实地描写了历史上发生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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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起义军攻打督署的时候，督署内一片混乱，身

为湖广总督的瑞澂在革命风暴到来的时候，惊恐

万状，乱作一团，但拼命追求的还只是贪财和贪

功两件事。在慌乱中，只关心小姨太，却不知如

何应对形势，最后从狗洞子钻出。当逃到外国兵

舰上，求得暂且苟安之后，又立刻转过脸来，互

相调笑，毫无羞耻之心。这些事实都反映了清朝

官吏的腐败无能，预示着大清天下的必然垮台。 

  《血泪黄花》在反应社会现实的时候，是分

两条线索进行的，一条线索是黄一鸣的活动，反

映了战争进行的情况，客观上描写了革命形势的

进展，革命军官兵们誓死战斗、英勇牺牲的事迹。 

     《血泪黄花》     另一条线索则是以徐府活动为中心，反映了后方 

                人民的活动情况，街区上的动乱，民间对革命斗

争的反映，特别是刻划了六个人的不同的思想面貌。 

  小说中放在正面着力描写的是青年军官黄一鸣。他在武备学堂毕业后，即来到新

军中服务，由于早就具有革命思想，在军中表现很好，所以颇受重用，朱标统任命他

作巡视军首领。他认真负责，牢记军职军责。他所爱的女友，就住在附近，只相隔几

条马路，但他从不擅自离职去看望，只在休息时抽空去看一眼便走。书中描写了他有

四次探望的情况，每次几乎都是话没说完，就来了命令，转身便走。其中有一次，徐

家等了他好长时间，刚摆上宴席，四个菜，一个汤，一瓶美酒，黄一欧端起酒杯敬大

家一巡，自己还没到坐，酒还没喝一口，正好来了新的命令，他放下酒杯就走，只说

一声，“去了就来”。 

  后来黄一鸣上前线，指挥若定，临阵称雄，军士们都特别服从他的指挥，结果每

次都大获全胜。最后他奉派去汉阳。攻城一战，未损失一兵一卒，便收复汉阳。最后

写他负伤住院治疗，幸得从军相随的徐振华精心护理，养伤出院。当他听到各地纷纷

反正、光复，成立军政府的消息后，激动地说：“不光复北京，誓不结婚！”，表现

了辛亥革命时期青年军人的英勇形象。 

  书中的另一位主要人物是徐振华，她出身于大家庭，但接受了新式教育，毕业于

女子师范学堂。她对革命有很清醒的认识，她说：“那几位大家舍家庭，拼着宝贵生

命，和枪丸炮弹战斗，他们想要点什么？无非替同胞求幸福，为国家谋治安。”和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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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相识相爱，她非常理解黄一鸣的军务情况。黄一鸣不能经常回来和她相见，她在

家中经常的想念。和旧式的女子不同，她并不埋怨，也不扯后腿。只是担心他的安全。

她经常命人去探望前方作战情况，以解除悬念。作者为了刻划这个人物的内心，甚至

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不相信迷信的她，竟然走进佛堂，在观音菩萨像前跪倒，敬上

三炷高香，祈福黄一鸣的平安。这一情节看起来虽然不太合理，但是又似乎在情理之

中。因为她的刻骨相思，无处可诉，一片痴情，只好把全部心思诉之于观音，希望得

到心灵上的净化与安慰，所以更深入地展现了这个人物的性格。 

  在小说的后半部，写她的从军：一方面是对黄一鸣安危的担心，另一方面也是愿

意为国家、为革命斗争作出贡献。她的形象的最高点，是由一场梦来体现的。为了突

出她的形象，书中有一处神来之笔，黄一鸣接受了一位青年男士的来访，完全没有异

样的感觉，直到她递上名片之后，才打出底细，原来是化装的徐振华。她除了受古代

花木兰、梁红玉、秦良玉等英雄女子的影响外，也是受到时人的鼓舞。在陆士谔写这

部小说的时候，上海等地女子从军正在掀起一个高潮，有各种女子北伐军出现，这从

报上都能看到。而在书中陆士谔引了一个具体的例证，正好是湖北人，即吴淑卿自愿

投军，这在当时除上海外，是国内一大新闻。在吴淑卿的影响下 徐振华也要从军，

当然不能上前线冲锋杀敌，只好跟在丈夫身边，督理一切。最后丈夫负伤住院，她担

负起全部的护理工作，直到丈夫出院，欲北上杀敌，克复北京，她一直都在都在做支

持和鼓励的工作。 

  应当说，这两个人是一组崭新的艺术形象。在清末小说中还没有出现这样一种新

人。因此，他们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 

  《血泪黄花》是一部崭新的小说，它的出现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从反映社会，反映时代这一点来说，它完全是崭新的内容，新的人物。 

  全书以武昌起义为始点，陆续写出了革命的发生，发展直到汉口光复。它是正面

肯定革命、歌颂革命的作品。因此，它和以往写的社会小说、谴责小说有了明显的区

别。它以歌颂为主，塑造的是正在成长中的新人物，新事件，写新的社会刚刚建立的

事，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到来的事。而在此之前以的小说都是以揭露为主，写的基本上

都是旧人物，正在消逝的事件，写了现实的无可救药，必然毁灭。 

  第二，书中的人物具有新思想。他们的社会观，人生观，甚至恋爱观，都和旧式

人物不同。他们忠心国家大事，忙于革命工作，虽然牺牲流血都在所不计。他们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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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恨，但不是朝朝暮暮卿卿我我的爱情，也不是那种死呀活呀的缠绵式的爱情，而是

爱着对方，关心对方，深信对方，都愿意互相帮助，互相携手，共建大业，因此这是

一种全新的健康的感情，他们是是新时代、新社会中的人物形象。 

  第三、全书摒弃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古老的旧式的写法。全书写的是战场和

家庭两方面，但是通过黄一鸣的几次探望，把整个的情节连在一起。作者共安排的两

条线索，黄一鸣和徐振华相爱，为革命必须分开，但不是割断。全书写了黄一鸣四次

来徐家探望，以推动故事的向前发展。最后徐振华要求参军，两条线索合二为一。 

为了避免故事的单调，作者在写作全书的时候，在内容上又安排了5个人物，徐母、

徐妹、王妈、李妈，通过她们各自的形象，来帮助徐振华的形象的完成，如徐母的沉

稳，徐妹的活泼顽皮，王妈的忠厚，李妈的憨态，等等，都有一些衬托的作用。还有

一个连接外界和徐府之间联系的人，便是徐振华的表兄朱桂生。 

  陆士谔是专门从事写作小说的作家，他懂怎样选择角度，他也懂得怎样安排情节，

更懂得怎样安排人物，因而能做到主题思想、情节和人物之间的高度的统一。 

  小说中的描写，黎元洪任都督，汤化龙任议长，好像和历史不符。其实这正是作

者高明之处。全书以史实为中心，加以剪裁处理，但又不拘泥于历史。作者以当时历

史面貌为主，只截取时事的片断，重点却放在突出两位主要人物，这种写法完全符合

现代小说的虚构的写法。 

 

三 

  《血泪黄花》的语言也值得一提。 

  全书通用白话写成。这种白话，已经脱离了宋元白话的模式，不论是叙述的语言，

还是人物的对话，都很通畅。《血泪黄花》所用的语言，是白话的语言，也是当时流

行的语言。在本书出现之前，这种用白话写小说，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模式。这种模

式的运用，已经影响了在这之前的文学状态和语言状态。无论是叙述的语言，还是人

物的语言，包括对话描写和心理刻画等都是如此。 

  有人把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出现，放在五四前后，这是无视民初小说的出现。

《血泪黄花》之前，已有大量的白话出现，以后也在发展着白话小说的语言。为什么

一定要把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作为开头论呢！ 

  根据上述，我认定，《血泪黄花》是民国第一小说：出版在1911年，而影响却

在民国初，当然是民国小说；人物的思想性格，语言行动也都是新的。作者的写作笔

法，已经脱离了老的套子，而且确实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语言，所以以民国第一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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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之，当之而无愧。 

  有同志把《血泪黄花》说成是清末小说的结尾，这种看法值得考虑。首先，它的

出现，已经和清朝没有关系。如果把近代小说划分成清末小说和民初小说，那么《血

泪黄花》便是分水岭，它告别了清末这一概念，正像民国的成立成为现代史的开篇，

它也必然成为民国文学的开端。实际上，作为清末小说结尾的，应当是《新中国》。

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再谈，这里就不饶舌了。 

 

四 

  陆士谔的小说《血泪黄花》出版后获得很大的成功。它打破了过去那些以描写退

官废吏的没落故事或街头巷尾家里家外的琐细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小说，而代之以新的

生活，新的内容，新的人物，新的表现形式，因此读者颇多，书亦畅销。 

 

  陆君士谔投笔从戎，出入枪林弹雨四十余日，终宵刁斗，彻夜枕戈。所见所

闻，可惊可愕。汉阳一役，大受病伤，养病回沪。复于汤药余暇，编撰是书，历

叙民国起义之勇敢，清军之残暴。凡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各事，无不绘形绘声，

呼之欲出。盖以此中人写此中事，远非摭拾报纸浮言者所能比其万一也。 

《民立报》1912年1月9日广告栏 

 

  《血泪黄花》的成功之处于此可见。这一段叙述，除了亲历战事一节以外，其余

都是很恰当的。 

  《血泪黄花》的影响不仅于此，由于它有巨大的反映空间和表现空间，这么好的

一个题材，立即引起了戏剧家们的注意，于是从小说到舞台，从平面的叙述到立体的

演出，《血泪黄花》又有了一个飞跃： 

 

  武昌革命，激动全国。凡属同胞，无不洞悉。惟两军争战情形，仅得之耳闻，

未曾目见。本台为激动人心起见，特择取内中紧要情节，分编新演八本，使社会

触目惊心，以为胜战纪念，而作北伐士气。 

  按剧布景，随时更换，如火烧督署，抢夺械库，炮击工厂，轰打兵轮，血战

蛇山，智破荫军，围攻金陵，夜袭天保，克取钟山，水陆大战，一切景影，簇新

灵巧，形容逼肖。全台均用真水真火，肉薄血飞，一一现出，能使观者心惊魄动，

不啻身在战场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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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1912年1月21日 

 

  这个广告发表的第二天，即1912年1月22日，上海大舞台即开始排演“特排时事

新剧《鄂州血》”共八本，包含了武昌起义的全过程。剧本也出自陆士谔之手。根据

当时情况来看，陆士谔未必能一下子编出八本剧本来。那时候话剧还刚刚出现，没有

那么完整的剧本概念，大体上是幕表戏的形式。所谓剧本，也只有提纲，主要的部分

要靠演员临场发挥，以便收到更好的效果。另外，也由于话剧刚刚出现，常常借助于

物理和化学方面的科技的手段来充实舞台，弄得声光电化，千变万化，使人耳惊目眩，

令观众大开眼界，所以更受到热烈的欢迎： 

 

五六本《鄂州血》 

  是剧系小说家陆士谔先生手编，头二三四本，屡次唱演，蒙惠顾诸君称誉弗

值。兹又编五六本，其中情节如《陆战得胜》、《黎都劳军》、《国民助饷》、

《奸细被获》、《伪降失败》、《医院探病》、《卷逃游山》、《各省响应》、

《禄贞被刺》等，种种色色，较之前四本，尤为热闹。电光布景，风风雨雨。楼

台亭阁，风雨山水。船能自行，雨能自布。末场满台真火，尤为骇目惊心。至中

间插进各种小调、最新时曲，诙谐悦耳，尤为余事。排演成熟，即将公演。 

大舞台 启 

 

  这则广告刊载于《申报》1912年4月26日，距第一次广告和演出，有三个多月，

在这三个多月中，我们可以推测出，只演出了前四本，剧本虽然没留下来，但大致上

可以知道是反映武昌首义的经过。瑞澂逃跑，都督大会等。至于第一个广告，所说

“智破荫军”、“围攻金陵”、“夜袭天保”、“克取金山”、“水陆大战”等几个

剧目，都不在小说《血泪黄花》之中，显然是后来加进去的，也许是舞台的老板为了

宣传而临时加上的。至于第二次广告中所说，可能是当时正在构思中的事，因为《卷

逃游山》是写张勋和小毛子的事，《禄贞被刺》也是后来的事，都不在小说《血泪黄

花》情节之中。 

  演出本把小说《血泪黄花》改名为《鄂州血》更能突出武昌起义的战斗过程和流

血牺牲的过程，小说以后再出版，都有了两个名字《血泪黄花》和《鄂州血》。而且，

由于舞台演出的艺术效果在观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前此已演出过的《广州血》

(演七十二烈士攻广州都署而牺牲事）、《成都血》（演成都保路运动血案）、《鄂州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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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1912年在《太平洋报》上为《血泪黄花》作的广告 

 

和后来出现的《秣陵血》（演苏浙联军攻克南京之役）合称民初四大血剧，在中国近代

话剧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陆士谔创作了一部小说《血泪黄花》，又据此改编了一部剧本《鄂州

血》，写出了武昌起义的整个历史风貌，为中国近代政治史和中国近代文化史提供了

一份崭新的样本，而且在中国近代小说史和中国近代戏剧史上都应当有重要的地位。

值此辛亥革命百周年之际，我们更不会忘记为我们创作了理想小说《新中国》的小说

家陆士谔先生，仅以此文作纪念。                      

 

（GUO C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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