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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事”的叙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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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事”的叙事意义
———一个探索“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的

叙事活动的特别视角

!"#

内容摘要：“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的人物行动具有某种影像符号的表意特征。人物行动展开

要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目的性。参与到每一人物自身行动意图表达的那些叙事行为，它们出现

在叙事活动中有其必然性。为了实现某种叙事意图而让不同人物行动发生链接的那些叙事行

为，它们出现在叙事活动中要有某种可能性。从人物“所行的事”的视角去审视，必然性行事主

要是为可能性行事的实现提供必要条件，叙事意图主要是从可能性行事活动中被圈定、被确型的。

戏剧性叙事活动的剧中人物之间，剧中人物与观众之间，以及剧中人、观众与故事的完整呈现之

间，有某种相对独立的事息传通渠道。对这三种事息传通渠道进行具体分析，不仅对理解戏剧性

和剧场氛围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理解小说的描写话语及一般叙述话语的不同也有一定启示。

关 键 词：影像符号　 行事　 事息　 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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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戏剧情境”的现象学思考

-./

内容摘要：从现象学视野来看，“戏剧情境”是以人物处境为基底，以角色内外生命运动为核

心内容且主客交融、内外交合、虚实相生、不断流动的综合生命体。在戏剧中，人与情境缘发

构成，每个人物总是在其意识到或体验到的情境中生成动机发出动作，而这里的“情境”既有

人心缘发构造的成分，亦有主体活态创造的成分，因而情境必然带有一定的生命意味。如果

进一步发挥现象学的求真精神，那么会发现：戏剧情境归根到底是戏剧家身心共造之境，其

中既有实的要素，也有虚的氛围；戏剧情境的运动固然跟剧中人物性格、人物处境有关，但也

跟创作者的生命体验与艺术智慧有关。基于现象学视野重构后的“戏剧情境论”，对于戏剧

创作、戏剧评论、戏剧研究具有多重启示意义，有助于中国特色戏剧学话语的建构。

关 键 词：戏剧情境　 现象学　 戏剧本体　 戏剧规律　 戏剧学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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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戏剧到电影： 布莱希特的电影实践、理论与影响
２０２４年第 １期（总第 ２３７期）

从戏剧到电影： 布莱希特的
电影实践、理论与影响

012

内容摘要：相比戏剧经历，布莱希特的电影实践和理论在中文学术界被严重低估。布莱希特

一生参与并计划的电影项目多达五十余个，陆续公开后获得电影史的价值追认；布莱希特戏

剧与电影实践联系密切，多个戏剧作品改编为电影，电影经历也影响其戏剧创作观念；布莱

希特的电影理论围绕技术性、辩证性和革命性展开，即辩证看待电影技术，思考电影与戏剧

及其他艺术的关系，并使电影及技术发挥革命性效果。受限于影片发行和材料公开，布莱希

特因戏剧而非电影成就对电影界产生影响，其理论经由《电影手册》“左转”造势和法国新浪

潮导演的借鉴使用得以扩大，进入中国时同样遭遇一定的误读与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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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识别中的人物性格分析
２０２４年第 １期（总第 ２３７期）

人工智能识别中的人物性格分析
———以经典人物麦克白为例

345

内容摘要：人工智能识别技术超越传统思维，将表象性格与卷积神经网络相结合，能从戏剧

文本中提取人物性格特征，与表象性格的五大性格维度进行对比与映射，重新解构和建构剧

中人物性格。利用人工智能，可在对经典人物麦克白的性格分析中进行创新性动态调整和

平衡，在不同维度对其心理状态展开对峙与整合。智能化人物性格分析更深入、更多维度地

解构和建构了人类性格模态，同时为戏剧研究和教学带来了新趣味、新方法和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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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戏剧表演美学建构： 理念阐发、实践路径和技术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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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戏剧表演美学建构： 理念阐发、
实践路径和技术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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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将戏剧表演美学与数字美学有机融合，建构一种优势互补的新型数字戏剧表演美

学范式，是促进戏剧数字化转型并大规模提高知名度的一条可行路径。数字戏剧表演美学

以“现场实时人人、人机观演互动共创”为本质属性，包含“现场实时”“人人观演互动”“人机

互动共创”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实践路径是以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赋能

戏剧创演，打造元宇宙戏剧、人工智能表演等较之以往更具互动性、参与性和沉浸性的数字

戏剧创演模式。

关 键 词：数字戏剧表演美学　 戏剧表演美学　 数字美学　 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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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当代舞台美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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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来临。虽然目前还处在“强人工智能”发展的初期，但我们

已经切身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强大及其无可限量的发展空间。人工智能的迭代发展将彻底

解放低端重复劳动，使人类能够有时间和精力从事更高层次的工作。就舞台美术设计而

言，人工智能会取代很多人力，但也会很大程度地解放设计师。未来的舞台美术设计工作

有如下的前景：由人工智能创造空间、控制灯光、参与表演，人类设计师则以艺术总监的身

份对它进行指导和要求，而人工智能也能很好地理解和体现设计师的意图，甚至在某些方

面还能反馈给设计师一些高质量的创意和帮助。此时，舞台美术设计工作就将真正进入

“智能设计”的阶段。在人类设计师和人工智能相互深化协作的未来，二者将会变为一个

整体。

关 键 词：人工智能　 舞台美术设计　 人机协作　 设计师　 强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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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傀儡表演的三个阶段
———兼论北曲杂剧的最终形成

;<=

内容摘要：肉傀儡表演据形态可分为嬗递发展的三期———百戏阶段、戏弄阶段、戏剧阶段。

百戏阶段的肉傀儡表演仅装扮人物而不演故事，来源于佛教行像仪式，如今中国各地的抬

（台）阁、芯子、飘色、肩膀戏等即其遗存；戏弄阶段的肉傀儡表演已具简单、滑稽情节，做动作

者模仿傀儡，爨弄即此种肉傀儡表演；戏剧阶段的肉傀儡表演能够演述比较复杂的故事，与

长篇说唱艺术如诸宫调、说唱词话结合，可向成熟戏曲演进。北曲杂剧最终形成时间约在公

元 １２１４至 １２２４年间，地点在金都城开封。

关 键 词：肉傀儡　 百戏　 爨弄　 连厢搬演　 北曲杂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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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代宫廷杂剧演出
２０２４年第 １期（总第 ２３７期）

论元代宫廷杂剧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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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元代宫廷很少演出元杂剧，目前没有确切文献证明元代宫廷有其演出。从 ２０ 世
纪中期开始就一直存在“蒙元皇帝喜欢戏曲并促进杂剧繁荣”这样的说法，事实上蒙古皇帝

并不喜欢元杂剧，目前没有文献证明他们看过元杂剧演出。有宫廷经历的元代文人都没有

描写蒙元皇帝观看杂剧的诗歌，相反，他们的诗歌中有大量记载蒙元皇帝观看歌舞、杂戏、滑

稽戏以及参与佛事活动的作品。元代宫廷杂剧演出情况并不好，元代宫廷构不成元杂剧的

演出中心。“宫廷中心论”实际是学者对元代宫廷杂剧演出情况过于乐观的产物，有先入为

主之嫌。

关 键 词：元代　 宫廷　 杂剧演出　 教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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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杂剧历史分期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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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杂剧历史分期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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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宋金时期是我国戏曲形成的重要阶段。宋金杂剧演进为金元戏曲的过程中，其杂

剧色、伴奏、乐舞及故事性等因素的发展是关键。据上述因素的变化，宋金杂剧演进历程可

分为五个阶段：宋真宗以前的杂剧延续唐代弄参军的表演样式；仁宗朝以来杂剧演出已由杂

剧色来完成，且初步有了乐器伴奏；徽宗朝至北宋末，形成了“两段式”杂剧的演出模式，且有

了大量乐器伴奏，乐舞因素进一步强化；至南宋初期，出现了乐舞戏和“三段式”的杂剧演出

样式，且乐舞因素不断发展，促使“装旦色”出现；南宋宁宗朝以降，宋金杂剧完成了向“歌舞

演故事”的戏曲转变。

关 键 词：宋金杂剧　 历史分期　 形态演进　 教坊乐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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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中后期花部戏本的体制嬗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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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清中后期花部戏本，具有承继副末开场的报条，存在以［点绛唇］开场和段落性

“同韵”的音乐现象，出现了灵活使用脚色的新变化。这些体制特征与传奇体制存在承继关

系。清中后期花部戏本体制嬗继，反映了戏曲史发展过程中戏曲体制观念的格律性和统一

性。花部戏体制的嬗继，揭示了“花”“雅”之间紧密承续的历史事实。

关 键 词：花部抄本　 报条　 点绛唇　 同韵　 体制嬗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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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Ｈｕａｂｕ ｐｌａｙｓ ｉｓ ｔｈ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ｏｌｅ ｔｙｐ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ｈｕａｎｑｉ．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ａｂｕ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ａｂｕ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ｕａ”（ｖｕｌｇａｒ）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ａ”（ｅｌｅｇ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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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迁徙者的登场： 艾杜与丘吉尔剧作里跨越边界的女性形象
２０２４年第 １期（总第 ２３７期）

全球迁徙者的登场： 艾杜与丘吉尔
剧作里跨越边界的女性形象①

FGH I4J1 K4>LM NK

内容摘要：“穿越边界”的意识延展，是数十年来欧美人文话语的核心特征。笔者聚焦加纳

作家爱玛·艾杜和英国作家卡尔·丘吉尔笔下女性“迁徙人”意象的形塑过程，探讨她们在

“越界”中的动能悖论，如何构成了二战后由英帝国瓦解而显形的时空巨变的全球性文化表

征。悬置常规分类将艾杜归为后殖民文学、丘吉尔限于英国文学的研究范畴，笔者将她们的

独特意象并置，辨析这些意象如何以不同形式登场，在穿越地缘边界、社会区隔、意识鸿沟的

大迁徙中，叩问现代性发轫伊始人类流动性命题及其困境变奏，指向战后氤氲深化的“交织

性世界史”全新视野和复杂张力，揭示出现代时空中流寓人生的差异共振，及其可能生成的

审美变革和人性艺术。

关 键 词：全球迁徙　 现代边界　 流寓与家园　 人性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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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ｄｅｅｐｅｎ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ｆｏｒｔｈ ｒｅｓ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ｖａｇｒａｎｃｙ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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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贝丝·亨利《心灵之罪》中的性别化空间
２０２４年第 １期（总第 ２３７期）

论贝丝·亨利《心灵之罪》中的
性别化空间

-4O

内容摘要：贝丝·亨利的代表作《心灵之罪》展现了性别化空间对女性主体权的束缚。该剧

揭示了女性在性别化空间中遭受的禁锢、男性对女性空间的规训、女性对性别化空间界限的

突破。通过重新分配空间中的权力，亨利呼吁女性对性别化空间内的既定秩序发起挑战，宣夺

自我空间中的领土权，赢取空间中的主动权。在某种程度上，亨利把女性对性别化空间的反叛

视为边缘对中心的颠覆。这种颠覆与反叛的实现标志着女性寻求空间正义的强烈诉求。

关 键 词：贝丝·亨利　 心灵之罪　 性别化空间　 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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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长发》的先锋价值与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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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长发》的先锋价值与历史地位

P4Q

内容摘要：《长发》是美国音乐剧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一部先锋戏剧。它以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嬉皮亚文化为背景，多维度地展示了民权运动、反对越战，以及我行我素的自由与

叛逆的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它用摇滚乐贯穿全剧，打破舞台与观众界限，通过非线性

的叙事方式和即兴表演推动剧情等手法，将外百老汇和外外百老汇先锋艺术成果带进

了主流戏剧舞台，对盛行至今的音乐剧多样化艺术风格的出现及艺术产业化桎梏的突

破均具有一定推动作用。然而，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长发》在艺术上依然存在一些局

限性。

关 键 词：美国　 音乐剧　 长发　 历史地位　 先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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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琼斯皇》中个性心灵的深层挖掘

R4S

内容摘要：在非理性思潮的影响下，奥尼尔将人深层而隐秘的内心世界和心理活动作为表现

对象。但区别于其他表现主义戏剧家把人物变成某种抽象观念的做法，奥尼尔坚持在作品

中塑造出鲜活的人物个性的主张，并由此在创作中立足于戏剧情境，探索新的表现方式。其

戏剧主张在《琼斯皇》中具体表现为：运用鼓声建构情境，并在戏剧本体上实验了幻象和独

白的融合。他通过这些戏剧形式揭示了人内部深藏的自我矛盾和典型性的精神冲突，完成

了对个性的塑造。

关 键 词：表现主义戏剧　 奥尼尔　 琼斯皇　 个性　 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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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知识在日本江户
时代的流播与影响

TUV

内容摘要：江户初期，日本人已经通过《古今类书纂要》来了解中国戏曲知识。１８ 世纪 ２０

年代以来，日本儒者曾在笔记中做辑录与介绍，《俗语解》《剧语审译》等唐话辞书曾收录戏

曲名词并做解释，《戏子名所图会》等日本剧场著作曾做引用，中国戏曲知识遂在日本江户

时代广泛流传并产生深远影响。日本戏剧曾借鉴中国戏曲脚色，将“丑脚”称为“打诨”，并

增设脚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脚色体系。中国戏曲的演出形态通过唐土知识类书籍

和江户时代日本人的观剧记录、舞台绘图，在日本社会广为流传。中国戏曲知识是日本

人阅读、翻译、注释中国戏曲的重要基础，又对明治以来日本学者的中国戏曲研究产生

了影响。

关 键 词：中国戏曲　 日本江户时代　 戏曲知识　 戏曲角色　 唐话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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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伎剧场的近代转型及身份确认
２０２４年第 １期（总第 ２３７期）

歌舞伎剧场的近代转型及身份确认

W4X

内容摘要：作为一种东方传统演剧艺术，日本歌舞伎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依托了剧场这

一个重要的支点。歌舞伎领域的资深从业者、新型知识分子、政界人士、产业资本等，均

从不同方面卷入了近现代歌舞伎剧场的身份塑造。近现代歌舞伎剧场的身份确立，是

在西方演剧观与日本戏剧独特性之间展开的。其间的微妙关系及其博弈过程，凸显了

东方传统演剧在近现代社会中转型时的处境，同时也表现出其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和创

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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