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 术 顾 问   （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丁罗男  刘元声  叶长海  余秋雨  张仲年

编  委  会

主   任     黄昌勇 

副主任     胡  敏  杨  扬

委   员     （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陈  军  宫宝荣  胡  敏  胡星亮  黄昌勇  康保成

李  伟  芦  昂  陆  军  宋宝珍  孙惠柱  王安祈

杨  扬  伊天夫

Marvin Carlson（马文·卡尔森）

LI Ruru（李如茹）

Erika Fischer-Lichte（艾利克·费舍尔 -李希特）

Richard Schechner（理查·谢克纳） 

Kalina Stefanova（卡丽娜·斯特凡诺娃）

主  编

副 主 编

编辑部主任

技 术 编 辑

封 面 设 计

英 文 翻 译

杨  扬 

李  伟

计  敏

郑意晔

邵  旻

王慧敏



书书书

学 报 !"#$

现代戏曲研究
１　 　 评吴宗锡的评弹理论研究 !"#

———兼论评弹与戏曲之关系

１７　 　民国时期电影对戏曲的反哺管窥 $%&

２９　 　 ２０世纪河南豫剧的三次变革 '()

４１　 　艺人的作为：“传”字辈昆剧承传之路述论 !*+

戏剧理论与批评
５５　 　论田汉南国社时期戏剧创作、演出与接受的关联互动 ,-.-/01

６５　 　欲望与权力的身体叙事：曹禺剧作的叙事动力问题研究 234

７３　 　论历史剧的“文本性” 567

———以四部《王昭君》的互文解读为中心

８６　 　论白先勇《游园惊梦》的互文性与中国文学传统 '89-:-;

外国戏剧研究
９５　 　二战后德国三代导演剧场美学与政治性嬗变 ,-<

１０６　 　“继承危机”与当代德国戏剧体制 :-=

１１７　 　回眸二十载：慕尼黑室内剧院多位艺术总监定位策略探析 >-?

１２８　 　后移民戏剧：一种后表征主义剧场的多元身份建构探索 @-A

表导演研究
１３９　 　演员的“物化” BCD

———傀儡、赛博格和虚拟演员

１５０　 　论费登奎斯方法在演员训练中的作用 E-F

戏剧管理研究
１６３　 　限价档案中的北平戏院（１９４６—１９４８） >-G

１７８　 　戏剧观众对剧院服务的需求研究 ,HI-JKK

———基于上广深 ２ ０６６份观众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ＲＴＳ　 ２０２３ ｜０４（Ｎｏ． ２３４）

Ｍｏｄｅｒｎ Ｘｉｑｕ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　 　 Ｗｕ Ｚｏｎｇｘｉ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ａｎｄ ＺＨＵ Ｄｏｎｇｌ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ａｎｄ Ｘｉｑｕ

１７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ｎｕｒ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ｌｍｓ ｏｎ Ｘｉｑｕ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ＺＨＡＯ Ｚｈｅｑｕ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９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Ｙｕｊｕ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ＡＮＧ Ｌｕｙａｏ

４１　 　Ａｒｔｉｓｔ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Ｋｕｎｑｕ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ｕａｎ” ＺＨＵ Ｙｕｎｔａ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ｕｎｑｕ Ａｒｔｉｓｔｓ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５５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Ｊｕｎ，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ａｎ Ｈａｎｓ Ｐｌａｙ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ｎｇｕｏ
Ｄｒａｍａ Ｃｌｕｂ Ｐｅｒｉｏｄ

６５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ｅｓｉ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ＷＥＩ Ｔｉｎｇｒｏ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ｏ Ｙｕｓ Ｄｒａｍａｓ

７３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ｌａｙｓ：Ｃｅｎｔｒ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 ＸＵ Ａｂ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ｕ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ｎｇ Ｚｈａｏｊｕｎ

８６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ｉ Ｈｓｉｅｎｙｕｎｇｓ 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ｆａｎｇ，ＬＩ Ｗｅｉ
Ｇａｒｄｅｎ，Ｗａｋ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 Ｄ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９５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ＣＨＥＮ Ｌｉｎ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ｆｔ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１０６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Ｃｒｉｓｉｓ”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Ｇｅｒｍａｎ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ＬＩ Ｑｉａｎ

１１７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Ｔｗｏ Ｄｅｃａｄｅｓ：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ＬＩＮ Ｙ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ａｔ ｔｈｅ Ｍｕｎｉｃｈ Ｋａｍｍｅｒｓｐｉｅｌｅ

１２８　 　Ｐｏｓｔｍｉｇｒａｎｔ Ｔｈｅａｔｒｅ：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Ｕ Ｘｕ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Ｐｏｓ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３９　 　Ｔｈｅ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ｏｆ Ａｃｔｏｒｓ：Ｐｕｐｐｅｔｓ，Ｃｙｂｏｒｇｓ，ａｎｄ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Ａｃｔｏｒｓ ＹＩＮ Ｗｕｗｅｉ

１５０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ｌｄｅｎｋｒａ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Ａｃｔｏ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ＧＡＯ Ｇ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６３　 　Ａ Ｌｏｏｋ ａｔ Ｐｅｉｐｉｎｇ Ｔｈｅａｔ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１９４６ １９４８） ＬＩＮ Ｙｕａｎ

１７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 ＣＨＥＮ Ｓｈｉｇｕｏ，ＨＵＡＮＧ Ｊｉａｊｉａ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２０６６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书书书

评吴宗锡的评弹理论研究
２０２３年第 ４期（总第 ２３４期）

评吴宗锡的评弹理论研究
———兼论评弹与戏曲之关系

!"#

内容摘要：吴宗锡是苏州评弹艺术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叙事”与“表演艺术”是吴宗锡关于

评弹艺术本体阐述的两个关键词。他剖析了评弹叙事的方法、特点，涉及叙事视角、叙事逻

辑、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节奏等要素，揭示了评弹多视角、多时空、灵活转换的叙事方

式，是不可多得的中国叙事学研究成果。他强调评弹的表演艺术性，引起了争论。苏州评弹

从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吸收戏剧艺术因素，在表演艺术与演唱流派方面呈现出新的风格。

关 键 词：吴宗锡　 苏州评弹　 叙事　 戏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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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电影对戏曲的反哺管窥

-./

内容摘要：电影艺术与传统戏曲之间的关系问题素来为学界所关注，然而基于中国戏曲“早

熟”与电影艺术“晚出”的客观现实，大量研究更集中在传统戏曲如何滋养电影艺术的问题

上。诚然，民国时期戏曲对电影的哺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显像的背后，电影对戏曲的反

哺同样值得关注。在两者的交汇与碰撞中，电影的技术手段、故事内容、表演形式、美学追求

等分别渗透进戏曲的舞台布景、剧目创排和艺人表演中，使得该时期戏曲的整体风貌较之既

往有了变化。

关 键 词：民国　 电影　 戏曲　 反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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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由冯玉祥主导的梆戏改造、由知识分子同戏曲艺人合作的梆戏改良和由河南豫剧

院三团引领的豫剧现代戏创作是 ２０世纪河南梆戏的三次重要变革。冯玉祥将改良戏曲纳入
“建设新河南”系统工程，河南梆戏在演出场所、剧本和演员构成上发生了重要变化；樊粹

庭、王镇南等接受现代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与陈素真、常香玉等艺人合作，初步确立了剧

场、演员、剧本协调发展的现代豫剧体制，并开启了用豫剧表现现实生活的创作；河南豫剧

院三团引领的豫剧现代戏创作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豫剧的舞台面貌，极大地丰富了剧种的表

现力。

关 键 词：河南梆戏　 现代豫剧　 豫剧现代戏　 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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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戏以人传，昆剧传习所的创办赋予了“传”字辈承传昆剧的历史使命。作为承传

的主体，“传”字辈在继承全福班艺人技艺之后，通过长期的舞台实践以及向后辈传艺延续了

昆剧的一脉馨香。不过，因为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他们的昆剧传承之路表现出明显

的阶段性，昆剧艺术的特征和品质也随之发生变化。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字辈继承了正

统的昆剧艺术，其后出于竞争的需要，表演中融入了京剧的技艺。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
培养方式、传承观念以及地域文化的不同，江浙沪三地昆剧演剧风格呈现出地域性差异。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传”字辈与其后辈在观念上存在冲突，由此引发昆剧艺术的诸多变异。

关 键 词：“传”字辈　 昆剧传承　 姑苏风范　 昆剧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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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田汉南国社时期戏剧创作、
演出与接受的关联互动

56 76 89:

内容摘要：田汉在南国社时期的戏剧创作、演出、接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互动，其戏剧创

作多从演员身上汲取写作资源和灵感，采用集体即兴创作方式，边写边演、先演后写，早期作

品以艺术家形象塑造和感伤唯美的风格见长，同时田汉的戏剧创作对南国社演员的本色表

演和唯情演技亦产生深刻的影响。南国社演出与接受之间的互动则表现在：南国社表演真

挚感人，演出效果很好，有力地扩大了新兴话剧的社会影响，受到观众的欢迎和追捧，但也收

到了不少尖锐的批评和督促，南国社后来的“左转”除了受到左翼戏剧运动的影响，也与观众

的批评接受有关。

关 键 词：田汉　 南国社时期　 戏剧创作　 演出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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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与权力的身体叙事： 曹禺剧作的叙事动力问题研究
２０２３年第 ４期（总第 ２３４期）

欲望与权力的身体叙事：
曹禺剧作的叙事动力问题研究

;<=

内容摘要：身体既是欲望的对象与主体，又是权力铭刻的表面，对于戏剧艺术来说，更是剧场

上下的核心、戏剧性产生的动力。曹禺的“生命三部曲”突出地呈现出以身体为动力的叙事

特征：《雷雨》在对周朴园这一权力身体的“隐藏”与“揭示”中推动叙事；《原野》的仇与爱是

欲望对象错位纠缠的悲剧；陈白露则处于错综的社会权力控制之下，她的自杀是女性对自己

身体所有权的最后争取。曹禺中后期的作品在叙事动力方面有了较大转变，个人化的身体

叙事转而成为国家身体的宏大叙事，由此带来了作品风格的明显转向。

关 键 词：欲望　 权力　 身体叙事　 曹禺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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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剧的“文本性”
２０２３年第 ４期（总第 ２３４期）

论历史剧的“文本性”
———以四部《王昭君》的互文解读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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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以郭沫若、汪曾祺、曹禺和郑怀兴的同题剧作《王昭君》为中心，充分关联作者意

图与时代背景、文本效果与演出反响、同时代评论与历时性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历史剧的

“文本性”。历史剧的文本性由诸多因素所共同决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戏剧的本体特征、

古为今用和对待历史真实的态度。历史剧的“彻底解放”，不是指剧作家能够享有任意虚构

的艺术特权，而是指他们在充分认识到诸多限制之后，再以强大的思想主体性和艺术表现力

穿透这些限制，从而体会到真正的思维乐趣与艺术自由。

关 键 词：历史剧　 文本性　 王昭君　 互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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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先勇《游园惊梦》的互文性与
中国文学传统

0AB6 C6 D

内容摘要：在互文性理论视域中，白先勇的小说《游园惊梦》、话剧《游园惊梦》、昆曲青春版

《牡丹亭》都是一种元文本的存在，而汤显祖的《牡丹亭》则是那个不断被引用、借鉴、嵌套、隐

喻的潜文本。在其互文性关系中，“游园”“惊梦”不仅构成各自文本的重要部分，成为叙事推

进的情节关键；而且重塑了人物性格及其精神特质，深度渲染了故事的氛围和情调，形成独

立自足的艺术世界。最为重要的还在于，它深度诠释了创作者对于兴衰之变、家国离散的情

感文化意蕴。经由《牡丹亭》，与白先勇创作构成互文性的潜文本可以一路追溯至洪昇的《长

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曹雪芹的《红楼梦》，直至白居易的《长恨歌》等中国文学传统中

以“儿女之情”寄“兴亡之感”的经典一脉。正是白先勇创作中的互文性新质，唤醒了人们对

经典的再认识，经典也因被重新赋能而得以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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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德国三代导演剧场美学与政治性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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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德国三代导演剧场
美学与政治性嬗变

56 E

内容摘要：二战后德国涌现的三代导演剧场分别展现了各自的美学特质和政治性，具体可从

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德国战后三代导演剧场分别呈现出何种独特的美学特质，及产生这

些美学特质的根本原因为何。第二，导演剧场政治味道浓厚的原因复杂，其中有历史习惯沿

袭，也有启蒙以来的自我身份认同与定位，更是深层次的戏剧本身蕴含的政治性的凸显。第

三，每一代导演剧场的政治性具体如何表演性展现，回应了怎样的时代问题，以及三代导演

剧场之间如何嬗变。嬗变中，导演剧场的政治和美学交织，共同彰显出德意志民族的自我身

份认同与自我反思。

关 键 词：导演剧场　 剧场政治性　 反唯美艺术　 暴烈美学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暗黑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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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危机”与当代德国戏剧体制

C6 F

内容摘要：２０１８年，两座重要的德国公立剧院都在更换领导人时出现了争议，这一“继承危
机”折射出了德国戏剧的体制框架，也反映了其深层危机。这一危机事件的前因后果反映了

德国剧场中体制化的机构和美学构成，同时折射出使戏剧体制得以成立的文化构成。戏剧

体制是一种在实践认知中构建的文化共同体，它的体制性特点可以最终归结到不同的文化

生态。对文化生态的适应最终造成了戏剧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体制差异，这也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戏剧整体风貌的形成。

关 键 词：戏剧　 体制　 德国戏剧　 体制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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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二十载： 慕尼黑室内剧院多位艺术总监定位策略探析
２０２３年第 ４期（总第 ２３４期）

回眸二十载： 慕尼黑室内剧院多位
艺术总监定位策略探析

G6 H

内容提要：在慕尼黑室内剧院的百年发展历史中，这座城市剧院因多任艺术总监的领导魅力

而大放异彩。具有不同背景、对戏剧艺术有着不同理解的艺术总监们在剧院的定位策略、节

目美学重心、团队组建方式、艺术来源及引起的社会反响方面都存在差异。但就 ２１世纪以来

室内剧院的四位艺术总监而言，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丰富戏剧美学形式”“加强剧院城

市本土性”“挖掘剧院多元社会功能”的发展策略。尽管实施程度及落实方式各有千秋，但这

三条艺术策略未尝不是当代及未来大都市城市剧院在当地城市中的社会定位的发展趋势，

值得中国剧场建设者借鉴。

关 键 词：艺术总监　 慕尼黑室内剧院　 定位策略　 魅力型领导　 城市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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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移民戏剧： 一种后表征主义剧场的
多元身份建构探索

I6 J

内容摘要：后移民戏剧是 ２００６年诞生在德国剧场的新术语，是剧场艺术家们对欧洲移民现
象给社会带来的改变和问题做出的回应，也反映了他们在体制性层面对剧场变革的批判性、

反思性姿态。德国马克西姆·高尔基剧院和比利时皇家弗莱明剧院在应对移民给社会带来

的变化时采取了后表征主义剧场的体制性戏剧构作策略，通过《狂血》等作品质询现存的知

识结构，激发对移民的偏见与歧视的批判性反思，并对欧美文化霸权主导下的多元文化身份

建构和研究范式进行补充和修正。

关 键 词：后移民戏剧　 后表征主义剧场　 高尔基剧院　 皇家弗莱明剧院　 狂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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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的“物化”
２０２３年第 ４期（总第 ２３４期）

演员的“物化”
———傀儡、赛博格和虚拟演员

KLM

内容摘要：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当代舞台艺术受到“物化”现象的影响，并直接指向了在舞台

上的人———演员，演员由“真人”变成与前沿科学紧密合作的“物化生命体”。从舞台上的傀

儡到赛博格再到虚拟演员，通过对不同类型的“物化”的演员的分析，可以发现创作者在实际

创作过程中不自觉地体现了对“物化”的演员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创作者在艺术创作过程

中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积极使用物质，而不自觉地促使真人演员成为被“物化”的对象；另一

方面，采用物化的“非人类”演员后，创作者又担心科学技术与社会道德伦理之间会发生冲

突。在技术与人类的融合越发紧密的今天，应该重新反思人类和技术的关系、人类和舞台的

关系、人类和“非人类”的关系。

关 键 词：演员的物化　 傀儡　 赛博格　 虚拟演员　 舞台艺术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３）０４ ０１３９ １１

Ｔｉｔｌｅ：Ｔｈｅ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ｏｆ Ａｃｔｏｒｓ：Ｐｕｐｐｅｔｓ，Ｃｙｂｏｒｇｓ，ａｎｄ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ｕｔｈｏｒ：ＹＩＮ Ｗｕｗ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ｔａｇｅ ａｒ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ｔｈｉｎｇ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 ａｃｔｏｒ ｉ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 “ｒｅ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ｔｏ 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ｚ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ｗｉｔｈ ｃｕｔｔｉｎｇｅｄｇ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ｏｆ ａｃｔｏｒｓ 
ｆｒｏｍ ｐｕｐｐｅｔｓ ｔｏ ｃｙｂｏｒｇｓ ｔｏ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ａｃｔｏｒ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ｃｒｅａｔｏｒｓ 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 ｓｈｏｗ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ｇ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 ｏｒ ｎｏｔ，ｃｒｅａｔｏｒｓ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ｕ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 ｐｕｓｈｅｓ ｒｅａｌ 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ｚｅｄ”ｏｂｊｅｃｔｓ；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ｚｅｄ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ａｃｔｏｒｓ，ｃｒｅａ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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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费登奎斯方法在演员训练中的作用

N6 O

内容摘要：费登奎斯方法不能取代整个表演技巧训练，但是此方法是替代演员之传统热身训

练的较好选择，也可以作为演员表演训练的有效补充。费登奎斯方法通过生物学、心理学、

神经学等原理帮助演员训练，可以缓解焦虑，降低紧张感，有效提升演员身体的敏感度，增强

觉察力，改善自我意象，快速让演员达到一种“放松且专注的中性状态”，通过身体动作的训

练使演员实现“身体—感觉—心理”的连接。其训练理念是：身心合一是客观存在的，没有

运动就没有思考。

关 键 词：费登奎斯方法　 演员训练　 行动　 动中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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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价档案中的北平戏院（１９４６—１９４８）
２０２３年第 ４期（总第 ２３４期）

限价档案中的北平戏院（１９４６—１９４８）

G6 P

内容提要：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逐渐演变为恶性通货膨胀。为了平抑物价，北平当局施行

了限价政策，国剧、评剧、曲艺均在限价之列。一方面是无法抑制的物价飞涨；另一方面，在

限价政策下，底层艺人的生活陷入贫困，剧业人员大量流失。限价政策遭到当时戏院娱乐业

或明或暗的强烈抵制。在 １９４６年限价政策的初期表现为停业罢演和为取消限价据理力争；

１９４７年超价处罚的档案大量出现则是戏院找到经营之道的明证，暗中抵制是民间抵抗最为

常见的方式。限价档案材料显示出传统娱乐业的强大生命力和内在持续力。同时，也可以

看到当时北平电影业的发展给传统娱乐业带来的冲击。

关 键 词：限价　 通货膨胀　 北平　 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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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观众对剧院服务的需求研究
———基于上广深 ２ ０６６份观众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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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基于上海、广州、深圳 ２ ０６６份观众调研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可发现当今戏剧观众
对剧院服务的多维度需求。在购票决策中，观众对剧院核心服务的需求同其戏剧消费频率

呈正相关，而对附属服务的需求同其消费频率无关；在现场体验中，观众对剧院核心服务的

需求同其消费频率呈正相关，而对附属服务的需求同其消费频率呈负相关，且观众消费动机

在其中发挥着中介效应；在需求期望方面，观众对提升剧院服务及周边服务的期望同其消费

频率呈正相关，消费动机亦在其中发挥中介效应。

关 键 词：剧院服务　 核心服务　 附属服务　 消费频率　 消费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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