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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戏剧的反思：
特性、嬗变及本土化争议

!"#

内容摘要：教育戏剧源于西方，当前中国学者对其的理解和使用还存在一定混乱与争议。梳

理和反思教育戏剧有利于本土相关研究的发展。教育戏剧的特性主要体现在戏剧结构的融

入、主客体与环境的融合，以及群体实践的强调三方面；其嬗变主要经历实践的尝试、经验的

抽象、实践的普及、理论的升华和理论的新探索五个阶段。教育戏剧在我国本土化过程中存

在的争议主要体现在教育戏剧与戏剧教育概念的模糊，以及对英文原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ａｍａ和
Ｄｒａｍａ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不同理解。在中国语境下，教育戏剧和戏剧教育是“同源相交”的关系，

Ｄｒａｍａ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ａｍａ分别指狭义和广义的教育戏剧，前者是后者的核心

和基础。未来，教育戏剧应当从关注戏剧在教育中的工具作用转向通过戏剧视角对教育进

行重构。

关 键 词：教育戏剧　 特性　 发展脉络　 本土化　 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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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ｍｅｒ，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ａｍａ ｉｎ ｉｔｓ ｎａｒｒｏｗ ｓｅｎ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ａｍ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ｈｉｆ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ｄｒａｍａ ａｓ ａ ｔｏｏｌ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ａｍａ；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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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文本论： 何谓案头　 如何场上

-./

内容摘要：对于戏剧文本而言，“表演文本”这一范畴指将剧场时空体内化为语义结构的文

本。剧场时空体是戏剧演出中由剧场诸存在者在可演性作用下所构建的时间与空间相融合

的表现形式。可演性通过视觉性、听觉性、伎艺性与戏剧性等因素发生作用。表演文本作为

一种语义时空体需要融入感性的剧场时空体，由此会带来以下表征：首先，表现为一种剧场

时空体及其表演范型的文字“组装”；其次，在语义时空体中实现感性维度的转化，尤其是视

听结构的转化；第三，持续地将伎艺性开辟的表演新形式转化为文本空间。由此，“表演文

本”成为一种开放的概念：在作者、表导演与观者之间荡激，既表现出既定性也呈现出无限的

可能。

关 键 词：表演文本　 剧场　 时空体　 可演性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３）０３ ００１２ １４

Ｔｉｔｌｅ：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ｅｘｔ：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ａｇｅ

Ａｕｔｈｏｒ：ＬＩＵ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ｆａｒ ａｓ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ｅｘｔ”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ｏｎｅ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ｉｎｔｏ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ａ ｔｈｅａｔｒｅ，ａ 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ｉ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ｖｉｓｕａｌ，ａｕｄｉｔｏｒｙ，ａｒｔｉｓｔｉｃ，ａｎｄ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 ａ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ｎｔｉｔ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ｅｘ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ｎｔｉｔｙ，ｗｈｉｃｈ

ｅｎｄｏｗｓ ｉ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ｉｔ ｉ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ａｓ ａ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ｎｔｉｔｙ，ｉ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ｄｉｏ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ｔｈｉｒｄｌｙ，ｉ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ｆｏｒｍ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ｂｙ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ｓｋｉｌｌｓ ｉｎｔｏ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ｅｘｔ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ｏｐｅ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ｔ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ｈｏｗ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ｅｘｔ；ｔｈｅａｔｒｅ；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ｎｔｉｔ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ｂ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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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曲唱对宋金杂剧“主张”的扬弃
———兼论戏曲的“念白叙事＋曲唱抒情”模式

012

内容摘要：宋金杂剧“末泥色主张”中的“主张”伎艺，其表现方式为歌唱，其主要功能为抒

情。它起源于宋代的歌舞剧“调笑转踏”，在宋金杂剧中定型，今存元杂剧剧本中亦有少量宋

金杂剧“主张”的近似形态，由此可知“主张”是指以“曲唱抒情”的方式对“念白叙事”进行渲

染与烘托。元杂剧曲唱是对宋金杂剧“主张”的扬弃，其“扬”有二端，一是发扬了其抒情的传

统功能，二是保留了“一人主唱”的分工体制；其“弃”亦有二端，一是改联章体、大曲体为套曲

体，二是改“对称化”的先叙事后抒情模式为“非对称化”的复杂多元结合模式。歌舞剧所创

建的“念白叙事＋曲唱抒情”模式经由宋金杂剧的完善和元杂剧的滋养而深入人心，是中国戏

曲最鲜明的美学形式。

关 键 词：宋金杂剧　 主张　 元杂剧　 一人主唱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３）０３ ００２６ １３

Ｔｉｔｌｅ：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ｉｎ Ｙｕａｎ Ｚａｊｕ ｆｏｒ “Ｚｈｕｚｈａｎｇ”ｉｎ ＳｏｎｇＪｉｎ Ｚａｊｕ：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Ｌｙｒｉｃａｌ Ｓｉｎｇｉｎｇ”ｉｎ Ｘｉｑｕ

Ａｕｔｈｏｒ：ＺＨ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ｂ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Ｚｈｕｚｈａｎｇ”，ｃｏｍ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Ｚｈｕｚｈａｎｇ ｏｆ Ｍｏｎｉ”ｉｎ Ｚａｊｕ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Ｊ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ｉ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ｆｏ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Ｉ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ｉａｏｘｉａｏ ｚｈｕａｎｔａ”，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ｎｃｅ ｐｌ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ｗａｓ ｆｉｎ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 ＳｏｎｇＪｉｎ Ｚａｊｕ．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ａ ｆｅｗ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Ｚｈｕｚｈａｎｇ”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ｃｒｉｐｔｓ ｏｆ Ｚａｊｕ ｏｆ ｔｈｅ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Ｚｈｕｚｈａｎｇ”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ｖｉａ “ｌｙｒｉｃａｌ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ｏｆ Ｙｕａｎ

Ｚａｊｕ ｂｏ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ａｒｄｅｄ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Ｚｈｕｚｈａｎｇ” ｉｎ ＳｏｎｇＪｉｎ Ｚａｊｕ． Ｏｎ ｏｎｅ ｈａｎｄ，ｉｔ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ｌｙｒ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Ｚｈｕｚｈａｎｇ”ａｎｄ ｒｅｔａｉｎｅｄ ｉｔｓ ｌａｂｏｕｒ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ｏｎｅ ｌｅａｄ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ｉｔ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ｊｏｉｎｔ ｕｎｉｔｓ ａｎｄ ａｌｏｎｇ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ｓｅｔ ｏｆ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 ｏｆ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ｏ ａ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ｕｎ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ＳｏｎｇＪｉｎ Ｚａｊｕ ａｎｄ ｎｕｒｔｕｒｅｄ ｉｎ Ｙｕａｎ

Ｚａｊｕ，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ｌｙｒｉｃａｌ ｓｉｎｇｉｎｇ”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ｎｃｅ ｐｌａ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ｅｅｐｌｙ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ｅａｒｔ ａｎ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ｉｑ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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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曲唱对宋金杂剧“主张”的扬弃
２０２３年第 ３期（总第 ２３３期）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ｏｎｇＪｉｎ Ｚａｊｕ；Ｚｈｕｚｈａｎｇ；Ｙｕａｎ Ｚａｊｕ；ｏｎｅ ｌｅａｄ ｓｉｎｇｅｒ

７２



明清南曲的正音观念与字音规范
２０２３年第 ３期（总第 ２３３期）

明清南曲的正音观念与字音规范

345

内容摘要：南曲与北曲的正音规范，学界大都熟知明代沈宠绥“北叶《中原》，南遵《洪武》”的

说法。但从元明以后各种戏曲理论家著述所揭观点与事实来看，南曲正音与《洪武正韵》并

没有完全保持一致。这固然是因为南曲兴起于南方，受各地土音口语所影响，规范字音的难

度大于北方，同时南曲因与北曲颇相异趣，念字、押韵等习惯南、北正音又有不少分别。辨明

南曲正音与吴中土音、南曲正音与北曲正音两个层面的异同，能够丰富学界对南北戏曲源流

史的认识，同时也可以深化古典戏曲语言艺术的探索。

关 键 词：戏曲理论　 明清南曲　 正音观念　 字音规范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３）０３ ００３９ １１

Ｔｉｔｌｅ：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ｓ ｏｆ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ａｎｑｕ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Ａｕｔｈｏｒ：ＺＨＥＮＧ Ｗ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ｓ ｏｆ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ａｎｑｕ ａｎｄ Ｂｅｉｑｕ，ｍｏｓ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ｋｎｏｗ ｗｅｌｌ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Ｓｈｅｎ Ｃｈｏｎｇｓｕｉ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ａｔ “Ｂｅｉｑｕ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ｒｈｙｍ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ｙｕａｎ Ｙｉｎｙｕｎ ａｎｄ Ｎａｎｑｕ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ｏｆ Ｈｏｎｇｗｕ Ｚｈｅｎｇｙｕ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Ｘｉｑｕ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ｎｑｕ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Ｈｏｎｇｗｕ Ｚｈｅｎｇｙｕｎ． Ｔｈｉｓ ｉ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Ｎａｎｑｕ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ｗ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ｍｏ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Ｎａｎｑｕ ａｎｄ Ｂｅｉｑｕ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ａ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ｒｈｙｍｅ，ｅｔｃ． Ｉｔ ｃａｎ ｇｉｖｅ ｕｓ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ｎｑｕ ａｎｄ Ｂｅｉｑｕ ａｎｄ ｈｅｌ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ｒｔ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Ｘｉｑｕ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ｎｑ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ｕｚｈｏｎｇ ｄｉａｌｅｃｔ，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ｎｑｕ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ｆ Ｂｅｉｑｕ．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Ｘｉｑｕ；Ｎａｎｑｕ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ｏｒｍｓ ｏｆ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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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宫廷演剧服饰中的玉色与月白

64■

内容摘要：明代教坊司在搬演内廷杂剧时，为避免“凶主素”的白色服装出现在喜庆的演出

场合，专门设置了玉色，用以替代白色，于是明代内府搬演杂剧时曲本中的“白袍将军”在舞

台上变成了“玉色袍将军”。这一替色规则可溯源自明代夕月坛舞生的玉色袍服制度，玉色

由此衍生出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别名：月白。至清代，月白先是与玉色两词兼用，尔后逐渐替

代了玉色，完成了色名流变。随着清代衣箱制的发展与完备，月白最终成为宫廷演剧中塑造

干净素雅的青年男女形象的重要服装色彩。

关 键 词：宫廷演剧　 服饰　 玉色　 月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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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ｃｏｕｒ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Ｚａｊｕ ｂｙ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ｉａｏｆａ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 Ｙｕｓｅ ｗａ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ｏｍｉｎｏｕｓ ｃｏｌｏｕｒ ｗｈｉｔｅ ｉｎ ｃｏｓｔｕｍｅｓ ｏｎ ｆｅｓｔｉｖｅ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ａｎｔ ｃｏｓｔｕｍｅ ｂｏｏｋｓ ｏｆ Ｚａｊ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Ｃｏｕ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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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Ｙｕｓｅ ａｎｄ Ｙｕｅｂａｉ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ｙ 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Ｂｕｔ ｌａｔｅｒ Ｙｕｅｂａｉ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Ｙｕ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ｏｒ ｎａｍｅｓ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ｕｍ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Ｙｕｅｂａｉ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ｓｔｕｍｅ ｃｏｌｏｒ ｗｈｉｃｈ ｈｅｌｐ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ｎｅａｔ ａｎｄ ｅｌｅｇａｎｔ ｙｏｕｎｇ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ｃｏｕｒ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ｕｒ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ｓｔｕｍｅ；Ｙｕｓｅ；Ｙｕｅｂ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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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救济音乐会”缘起与
春柳社首演《茶花女》真相

047

内容摘要：１９０７年 ２月 １１日春柳社在日本东京首演据《茶花女》节选改编的《匏止坪诀别之

场》，系“留日救济音乐会”的一个节目。音乐会是由江南省特派委员、安徽教育总会副会长

李宗棠奉命专程赴日本、朝鲜为江北水灾募款而启动，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义演，

与国内赈灾活动遥相呼应。李宗棠与青年会干事王治昌于 １ 月 ２７ 日接洽，经过半个月筹

备，演出最终募款 １ ８００ 日元。春柳社演剧应为音乐会上半场最后一个节目，说明欧阳予

倩所谓“末了一个节目是《茶花女》”并非记忆错误。《时报》“独家报道”应与李叔同直接

相关。

关 键 词：江北水灾　 春柳社　 茶花女　 李宗棠　 王治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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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ｓ ｂｙ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Ｗｉｌｌｏｗ Ｓｏｃｉｅ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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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Ｔｏｋｙｏ，Ｊａｐａｎ，ａｄａｐ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ｎ ｅｘｃｅｒ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ｓ． Ｉｔ ｗ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Ｃｏｎｃｅ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ｒｔ ｗａｓ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ｂｙ Ｌｉ Ｚｏｎｇｔａ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ｅｐｕｔｙ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ｃ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ｗｈｏ

ｗａｓ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ｔｏ ｇｏ ｔｏ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Ｋｏｒｅａ ｔｏ ｒａｉｓｅ ｆｕｎ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ｂｅｉ． Ｉｔ ｗａｓ ａ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Ｙｏｕｔ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ｉ Ｚｏｎｇｔａｎｇ ｍｅｔ Ｗａｎｇ Ｚｈｉｃｈａｎｇ，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Ｙｏｕｔ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７ｔｈ． Ａｆｔｅｒ ｈａｌｆ ａ ｍｏｎｔｈ ｏｆ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ｒａｉｓｅｄ １８００ ｙｅ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Ｗｉｌｌｏｗ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ｒ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Ｏｕｙａｎｇ Ｙｕｑｉａｎｓ ｍｅｍｏｒ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ｗａｓ Ｔｈｅ Ｌａ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ｓ ｉ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Ｌｉ Ｓｈｕｔｏ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ｆｌｏｏｄ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ｂｅｉ；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Ｗｉｌｌｏｗ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Ｌａ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ｓ；Ｌｉ Ｚｏｎｇｔ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Ｚｈｉｃｈａｎｇ

２６



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动员与认同书写
———《塞上风云》的生成与接受

8..

内容摘要：《塞上风云》作为第一部涉及蒙汉民族关系的剧作，自起意、构思、写作直至最终

成文，均受到读者的高度关注，并引发后者的有效参与，敦促剧作者对剧本修改与定型。在

读者与剧作者的双向互动中，不仅可以看出双方对蒙汉民族交往想象的差异，也揭示出对该

剧主体思想反向塑造的可能。最终，《塞上风云》的创作、接受与改编构成“塞上风云”研究对

象无法割裂之整体，对理解中国现当代诸多文艺现象的发展多有启示。

关 键 词：塞上风云　 创作　 接受　 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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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与民族国家叙事
———以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戏剧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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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演说”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影响深远。和早期戏剧相比，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戏剧
中的“演说”不再直接和生硬，而是呈现了边界较模糊的复杂形态，它主要表现为两种基本形

式，并显示出身体缺席和自我授权的内在逻辑。但“演说”始终不是戏剧话语，它虽呼应时代

呐喊，但未能摹写民族国家新旧更迭的嬗变，其审美错位既表明剧人对话剧之“话”的理解仍

未充分，也体现了戏剧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与遮蔽。此外考察“演说”也可对这时期重要作

家作品以及历史剧、儿童剧等创作形态提供新的阐释。

关 键 词：演说　 民族国家叙事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戏剧　 戏剧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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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剧团的抗战动员实践与儿童主体性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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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剧团的抗战动员实践与
儿童主体性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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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抗战时期，革命与救亡已成为时代的重大主题，民族的想象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

儿童也加入抗战的队伍中。抗战语境下儿童处于被“发现”、被“塑造”的状态，儿童身份的确

立与家国同构，并且教育的现实功用被大大强化。孩子剧团是抗战时期活跃在抗日救亡一

线的少年儿童团体，他们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从事儿童戏剧创作与演出、编辑出版儿童

刊物等多样化的抗战动员实践。而在此过程中，通过成人构建的文化符号秩序、具体的抗战

动员实践与真切的战时体验，儿童的“实体自我”与“经验自我”实现双重成长，其主体性得以

建构，并完成了对于自我的身份认同。

关 键 词：孩子剧团　 抗战动员　 身份认同　 主体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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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的政治与批判的美学：
２１世纪欧洲剧场的政治美学路径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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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２１ 世纪的欧洲剧场艺术与左翼政治美学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互动频仍。区别于
２０ 世纪启蒙式政治剧场的介入方案，２１ 世纪的欧洲剧场依循政治美学路径，构想替代性的
社会联合形式，以实现身体姿态的感性，再次完成与空间、时间的重新配置。欧洲剧场由此

经历了从审美体验到公共机构的职能转变，它尝试走出布莱希特与奥古斯都·波瓦为代

表的传统政治剧场的“教育学”模式，从唤起审美专注的“黑匣子”向开放式的全球化机

构转变。剧场政治效果的传达不再依赖理性意识与政治行动，却诉诸“感知的政治”与

“批判的美学”路径，通过剧场表演的感知变革而重构公共领域，以唤起集体的政治想

象力。

关 键 词：欧洲剧场　 政治美学　 争胜　 歧见　 可感性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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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即演员”： 声音戏剧构作与
当代剧场艺术的听觉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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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声音是剧场艺术的重要维度。在戏剧剧场时期，声音一般起到阐释性作用，是演

出的布景。在后戏剧剧场时期，当文本不复是剧场的唯一中心时，“声音”被有意识地建构为

积极的表演性成分。然而，长久以来，由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建构以及广泛的文化症结，与

声音相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晚近以来，姆拉登·奥瓦迪亚提出“声音戏剧构

作”，旨在挖掘被忽视的声音。声音戏剧构作继承了 ２０ 世纪早期先锋派的遗产，凸显了声音
的物质性及其抽象形式，既是创作的新路径，也是理论的新突破，或许能为我们解读剧场作

品、梳理剧场史提供新视野和新语汇。

关 键 词：声音　 声音戏剧构作　 后戏剧剧场　 听觉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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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剧场艺术中的时间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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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当代剧场艺术中，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在不同形态的演出里呈现不

同的特质。以剧本为中心的戏剧时间是虚构和叙事的时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后戏

剧剧场一类的当代剧场创作中出现了新的时间现象：表演中的重复手法、慢动作、超长时间

与拼贴结构间离了观众对戏剧情节时间产生的幻觉，使观众感知与体验到时间的存在与变

化，从而使时间转变为一种审美体验的对象。在一些作品中，观众的时间参与了演出，观众

的行动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时间”成为观众和表演者共同经历的一段真实的“时间进程”，

形成了一种平等的且互相参照、互相渗透的时间经历。

关 键 词：剧场艺术　 表演　 后戏剧剧场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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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乌托邦的时间迷宫
———论陆帕戏剧导演艺术中的时间美学

ABC

内容摘要：时间是克里斯蒂安·陆帕戏剧导演艺术中一个重要的创作元素。主观时间与客

观时间相对，是主体心灵中的内时间意识。陆帕比一般艺术家有着更为敏锐而明确的主观

时间的体验和创造意识。在导演创作中，他的时间美学形成了一系列鲜明的艺术表征，用多

种手段建构起时间的迷宫。他调度时间的艺术旨归在于深度打开主体的内在知觉，使其进

入活生生的哲学意义上的“生活世界”。他的戏剧是探究生活和生命真相的认知场，对人类

心灵的剖析和生命体验的表达深刻而极致。然而，对中国观众来说，陆帕的作品需要在客观

时间和主观时间之间找到平衡，才能兼顾艺术表达的特异性和观众普遍的接受度，取得好的

效果。

关 键 词：陆帕　 戏剧　 导演艺术　 时间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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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跨文化戏剧表演事件中的观看生成
———以《精灵女王》和《红与黑》的中国改编为例

DEF4GHI

内容摘要：西方跨文化戏剧第三次浪潮十分关注非主流与西方外跨文化剧场实践中的表演

事件。当代剧场的表演事件研究从以表演者身体为中心的观众体验转向纳入非人材料的情

动考察，这说明跨文化戏剧的事件性不仅与观看体验有关，还与表演者、观演者和非人材料

共同构成的存现性相关。以《精灵女王》和《红与黑》这两部乌镇戏剧节上演的经典改编为

例，前者利用湖水、建筑和技术等媒介完成了环境与观众身体的情动交换，使观看主体实现

了内在互动的跨文化感知联结，后者运用摄像机、油画、实时影像等媒介促使观演者在情动

式选择中悬置既有观念，生成与媒介具有主体间性的后人类观看模式。研究表明，物与人的

互动在跨文化戏剧中不只是审美交换，还有施动材料的见证，它引导观众对物质文化遗产和

新技术在传承中外经典中的价值产生新的思考。

关 键 词：跨文化戏剧　 表演事件　 观看　 情动　 经典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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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戏德演： 《琵琶记》
德语演出形态变迁考论

84J4KLM

内容摘要：１９３０—１９３７年间德国汉学家洪涛生将其翻译的《琵琶记》多次搬上舞台，并带回
欧洲。其间，德语《琵琶记》在演出形态上不断发生变化，国内外历次演出史料揭示了其从最

初的“话剧”形态，一步步向“昆曲”演出形态靠拢，并最终呈现出德语念白配以昆曲音舞表演

的“中戏德演”形态。这一发生在 ２０ 世纪初中西戏剧交流史上的独特现象不仅具有戏曲本
体研究意义，更为当下中国戏曲海外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启示。

关 键 词：昆曲　 琵琶记　 洪涛生　 演出形态　 戏曲海外传播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３）０３ ０１６８ ０９

Ｔｉｔｌ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ｉｑ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ｔｅ
Ａｕｔｈｏｒ：ＬＩ Ｌｉｎ，ＬＶ Ｆａｎｇｇ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ｒｏｍ １９３０ ｔｏ １９３７，Ｇｅｒｍａｎ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ｓｔ Ｖｉｎｃｅｎｚ Ｈｕｎｄｈａｕｓｅｎ ｐｕｔ ｈｉ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Ｌｕ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ｍａｎｙ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ｉｔ ｂａｃｋ ｔｏ Ｅｕｒｏｐｅ．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Ｔｈｅ Ｌｕｔ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ｈａｖｅ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ｄｅｐａ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ｐｏｋｅｎ ｄｒａｍａ”，ｍｏｖｉｎｇ ｃｌｏｓ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Ｋｕｎｑｕ”，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ｏｏｋ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ｉｑ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ｔｈａｔ ｉｓ，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 ａｎｄ ｄ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Ｋｕｎｑｕ．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Ｘｉｑｕ ｉｔｓｅｌｆ，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ｒｉｃｈ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ｉｑｕ．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Ｋｕｎｑｕ；Ｔｈｅ Ｌｕｔｅ；Ｖｉｎｃｅｎｚ Ｈｕｎｄｈａｕｓｅｎ；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Ｘｉｑｕ

８６１



罗伯特·威尔逊《郑和 １４３３》对中国历史故事的跨文化重述
２０２３年第 ３期（总第 ２３３期）

罗伯特·威尔逊《郑和 １４３３》
对中国历史故事的跨文化重述

NOP

内容摘要：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历史故事，长期以来不同时代的作家不断对其进行改编。

当代美国先锋戏剧家罗伯特·威尔逊的《郑和 １４３３》用戏剧重述了明朝航海家郑和的海上历险

经历，展现了其弥留之际的心态转变，在古今碰撞中显示出对传统的继承与颠覆。在内容层

面，威尔逊着意避开过于历史性的描述，以“航行”为重点，刻画出一个“被遗忘的航海家”的心路

历程。在舞台表演层面，他借鉴不同戏剧传统的表演要素进行跨文化的组合拼贴，实现意象剧场

的营造。具体而言，威尔逊借助说书人的角色置换传统戏剧中的语言景观，并从日本能剧和中国

禅宗思想中生成舞台经验，使《郑和 １４３３》成为集写实性、写意性与跨文化性为一体的艺术作品。

关 键 词：罗伯特·威尔逊　 郑和 １４３３　 中国历史故事　 跨文化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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