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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抗议!”

照片里前排居中老者装扮的，正是这场戏剧的编
剧，也是日后的著名剧作家——洪深。1916年，洪深
从清华大学毕业得以赴美公费留学，入俄亥俄州立大
学学习烧瓷工程。按照原先的计划，他将在此结束学
业后回国成为一名工程师。而1919年对于洪深无疑
是命运波折的一年，他的父亲洪述祖（1859 年－1919
年）4月因涉宋教仁案在国内被处绞刑。家庭变故带
来的巨大打击，让洪深在悲痛之余对未来产生了迷
茫。而让他重新振作精神的，正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
遭受的不公待遇。

巴黎和会召开之际，约有近两千名中国留学生在美
就读。受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废除秘密外交”
等宣传影响，留美学生们对美国以及威尔逊总统在和会
上扮演国际公理角色寄予厚望。洪深也是其中一员，“我
辈青年人，热怀多少希望，发生过多少幻想！我虽不曾正
式地充当兵役，但很起劲地受军事训练，也穿过士兵的衣
服，当过工程队员，帮着测量过军用飞机场……”

随着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举
世愕然。巨大的失望过后，留美学界开始了激烈抗
议。7月30日，五个留美学生组织联合签署了一封给
美国民众的声明信，其中阐释了中国在青岛及山东问
题上的坚定立场，并呼吁美国民众予以支持。

面对如此时局，洪深已放弃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决
心以戏剧为武器唤醒民众，揭露和鞭挞世间不平。据
他本人回忆“巴黎和会，议决将青岛及胶济铁路等划给
日本。全中国的人，都愤慨极了。我写了一部三幕英
文剧：《Rainbow》，中文译作虹，这是我的抗议”。

青岛，对青年洪深来说有着特殊的情结。1913年
4月起，他的父亲洪述祖因涉“宋案”避身于此，在市区
湖北路西段购得私宅，另于崂山南九水建别墅一座，取
名“观川台”。此时洪深尚在清华大学读书，每逢假期，
他便来青岛与家人团聚。1915年，他以笔名“乐水”撰
写了《青岛闻见录》，发表在《小说月报》上。近万字的
文章中，记录了他在青岛的种种见闻和经历。同年他
创作了反映贫民生活的独幕话剧《卖梨人》，此为洪深
话剧创作之处女作，其中许多创作灵感和素材来自于
在崂山的生活体验。日本占据青岛后，“观川台”也被
日人强收，此后洪深来青岛时“总得设法到南九水去探
视一次。去时，总是一个人独自去的时候多……我轻
易不敢对人家说，我才是这屋的真正主人”。

“东方明矣”

走出痛别至亲的哀伤，带着失去家园的真切感受，
洪深决心将日本侵占青岛的暴行和西方各国特别是美
国的伪善面目搬上舞台。台词全用英文，英文剧名为

“Rainbow（虹）”，“取意虹见则风雨已过，不久必可天青
日白”。中文名“东方明矣”出自《诗经·国风·鸡鸣》“东
方明矣，朝既昌矣”，亦取鸡鸣破晓之意。此剧的创作很
快得到中国留美学生会的支持，决定以此剧作为该会中
美部第十次夏季年会的压轴演出，并提供相关帮助。

出国前洪深为筹备北京成府贫民小学创作了五幕
白话剧《贫民惨剧》，并举行了义演。1918年他创作编
排了改编自中国小说《一缕麻》的三幕英文剧《为之有

宝（The Wedded Husband）》，在本校世界学生会所办
的“民族夜”之“中华夜”晚会上演出。剧本皆于1918
年在《留美学生季报》发表，1919年春季起该刊还连载
了他与沈诰合著的《编剧新说》，此时的洪深对戏剧已
有了一定的经验与思考。

洪深为新剧定下了力求写实的基调，并为此搜集
了大量资料。“三年的烧瓷工程的训练，使得我编剧的
方法，也似乎刻板而呆笨了。在未动手之前，我先得将
原料，精密地查考与分析一番；非是我完全了解和认得
的东西，不敢取来使用。对于我所不大熟悉的生活，决
不肯冒昧乱写的”，“此剧材料根据上海《时报》、北京

《顺天时报》及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陆报》，美国《新
共和杂志》《国是杂志》及在华传教士之通信，与他种日
报杂志等”。

不久戏剧情节逐渐在洪深笔下勾勒出来。第一幕
发生于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前，山东某城一个刘姓士
绅，听闻美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国宣战了，相信美国总统
威尔逊之宣言，认为美国真能代表公理，世界大同指日
可期，鼓励两个儿子赴欧洲参战，加入华工队而去。第
二幕，过了一年多，德国战败，华工任务已毕，被送回
国。这家的两个儿子，本应当也可以一同回来了，阖家
欣喜地备下了酒肴在那里等待着。不料消息传来，两
个儿子俱战亡。第三幕和会中，诸大国阴谋纷起，秘密
外交变本加厉，威尔逊不惜自食其言，将青岛移赠日
本，而后中国始知一切牺牲均属徒然，之前许多好听
话，乃是骗人的。

从剧本创作到演出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剧中除
洪深为男一号刘绅的不二人选外，其余演职人员都由
各校的留美学生担纲。洪深和同学们为此投入大量的
精力，经过日以继夜的紧张创作和排练，三幕英文话剧

《Rainbow（东方明矣）》于9月5日、6日在俄亥俄州立
大学大礼拜堂连演两场。整场演出充满了对现实世界
的批判和讽刺，也表达了留美学生的爱国情怀。在主
人公刘绅的角色塑造上，洪深不免加入了对自己家庭
和逝去父亲的感情投射。当演到刘绅在迎接儿子归来
的酒席上得知噩耗，举杯说出那句“我这是替小儿上寿
的，也好，我儿万岁！”的台词时，演出气氛达到高潮，而
洪深此时也想必借剧中人之口得到了情感的释放。

演出无疑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这出戏里所叙的事
实，没有一件无根据，没有一件无来历；明显是对美国人
的一种宣传、一种抨击。那年美国各地中国学生会采用
这个剧本上演得很多，但在美国人看了，自然是不十分
痛快的”。这部以反对霸权为主题的话剧用艺术形式表
达了留美学生的爱国之心和对帝国列强的抗议，与四个
月前的五四运动遥相呼应。一个月后，此剧在爱荷华州
立大学礼堂再次演出。

《虹》剧演职员寻踪

1920年《留美学生季报》第一期上，刊登了此剧的合
影和洪深撰写的中文剧情略记，合影下标注了演职员名
录。照片中当年大洋彼岸的赤诚游子，大多回国继续他
们的报国理想，成为实业界或学界的精英。

其中不乏实践实业报国者。时任中国留美学生总会
会长的周明衡饰演外交家，威斯康辛大学化学学士、硕
士，在交通大学短暂任教后投身实业，曾任中国工程师学
会会长，1926年在青岛华昌贸易公司任经理。邹韬奋与
他是多年好友，曾将周讲的青岛见闻写成文章发表在其
任主编的《生活》周刊上；洪深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烧瓷工
程专业的同窗凌其峻和刘树墉，在剧中分别饰演刘公子
和车夫，这二位后来都成了国内著名的实业家；负责开幕
前游戏的薛学濂，又名薛寿萱，在利诺斯州立大学读铁路
管理学科和经济管理。回国接手家族的永泰丝厂。1929
年曾以中国代表团席身份参加世界丝业大会。

更多人选择在学界耕耘。此剧的布景主任沈诰，
1918年起就读于美国伊利诺电影专科学校。其叔父是著
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回国后他主持商务印书馆的
电影业务，并担任上海东华大戏院经理，曾创办上海青影
社，在电影理论、评论及摄影方面颇有建树。曹懋德在剧
中饰演高公子，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和哈佛大学研读商
科，其叔叔是被称作清华奠基人的曹云祥。他回国曾在
复旦大学等校教书，后弃文从戎。孙瓃饰演老儒，他在哥
伦比亚大学读商科，回国后在天津南开、上海光华等大学
教授商科，曾做过上海大夏大学的校长。倪章祺负责接
待工作，后在协和医学院任教多年，研究血液生理学和营
养医学，著作颇丰。

照片中的几位女士亦非等闲。洪深右侧的唐玉瑞负
责演奏风琴，她先后在史密斯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
学。唐玉瑞为人关注是因为她后来做了史学家、外交家
蒋廷黻的太太。1922年11月华盛顿会议期间，留美学生
曾组成“后援会”，同在哥大读书的蒋、唐便是其中的活跃
分子。1923 年，两人在归国航程中由船长证婚举行婚
礼。然而不是每个浪漫爱情都有美好结局，1948年，唐玉
瑞将时任驻联合国代表的移情别恋的丈夫控至联合国，
引起了不小的外交风波；洪深左侧着花裙的蔡秀珠，就读
于德拉瓦大学文科，在剧中饰演刘女士。她1921年与张
伯苓胞弟戏剧家、外交家张彭春在美国结婚，后随夫回国
任教；黄桂葆饰老妇人，她先后就读于布拉佛大学文科和
芝加哥大学医科，专攻食物治疗。归国后到协和医院任
食务科主任，与银行家黄秀峰结婚，曾任全国女青年会会
长。

电影《劫后桃花》

饰演刘少夫人的黄倩英女士与青岛颇有缘分，她出
生在上海，祖父黄光彩是中华圣公会第一任华人牧师，父
亲黄佐庭曾受清华委派担任中国留美学生监督10年。作
为清华首批赴美女学生，她在芝加哥大学修完医学和教
育学，归国后嫁给了同样留美归来的铁路工程师林凤
歧。1923年林获聘胶济铁路工程师，后曾出任四方机厂
副厂长，黄倩英随夫来到青岛，1931年，私立青岛圣功女
子中学成立，首任校长就是黄倩英。1936年，她还曾短期
受聘国立山东大学教授英文，课余常邀请学生们到福山
路的家中练习英语会话。

而作为此剧的灵魂人物，洪深也由此完成了从工科
到戏剧的学业转型，他被哈佛大学戏剧专业录取，师从著
名戏剧教育家乔治·皮尔斯·贝克，成为进入“哈佛47工作
室”唯一的中国学生。1922年洪深回国，曾任复旦大学、
暨南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明星影片公司编导，中华电影学校校长，并留下大
量的戏剧和电影作品，被称为中国现代话剧和电影的奠
基人之一。1934年，洪深受聘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主任，
与青岛再续前缘。他在福山路住所创作了剧本《劫后桃
花》，并于1935年在青岛拍成电影，成为了他给这座城市
永久的纪念。

百年虹影划过，照片中张张年轻面容的主人俱已作
古，而为那场演出响起的掌声仍未散去。谨作此文，纪念
1919年9月在大洋彼岸舞台上为中国和青岛之命运而倾
力付出的他们。 图片由作者提供

这是一幅穿越百年的影
像。

1919 年 9 月初的一天，
位于美国哥伦布市的俄亥俄
州立大学大礼拜堂前，21位
中国留美学生留下合影，年
轻的面庞上还带着未卸的戏
妆。5日、6日，他们排演的三
幕英文话剧《Rainbow（虹）》
在此上演，中文剧名为《东方
明矣》，并特别标注“事关青
岛及赴法华工事”。此时，距
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拒绝在
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仅过去
两个多月。

洪深编剧的《劫后桃花》在青岛拍摄完成。

百年前剧组人员留下的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