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学 报 !"#$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戏剧学三大体系”专题
１　 　 “斯坦尼体系中国化” !"#

———中国现代戏剧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

１４　 　西方现当代戏剧在中国的翻译和演出数据析略 $%&

２５　 　戏曲曲艺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方法 '()

３２　 　现代戏曲研究：探索戏曲现代化之路 *+,

中国话剧研究
４０　 　张彭春“陪同”梅兰芳访美演出新说 -./

５５　 　复旦校园演剧初创期考论（１９１５—１９２６） 012

６６　 　于伶佚剧《灯塔》考论 3+4

７６　 　曹禺《蜕变》接受史考论 5+6

———以历史档案为依托

现代戏曲研究
８７　 　清末民初戏捐征收形式、收支及其影响 789+:+■

９９　 　回归·创新·解构：昆曲经典的现代表达 ;<=+>?@

１１３　 　导演意识与梅兰芳的戏曲艺术 ABC

１２５　 　主题提炼·人物提升·舞台呈现 DEE

———粤剧《搜书院》经典生成的三次进阶

舞台美术研究
１３６　 　中国古代剧场看楼研究 0FG+H+I

１４４　 　视野、观念与范式转变：中国剧场史研究刍议 J+K

１５８　 　场所与体验：当代剧场从空间到场域的三元空间建构 L+M

１７０　 　“近思远观”和“融通汇合” -NO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话剧《怒吼吧，中国！》的舞美艺术

１８１　 　２０２３年《戏剧艺术》总目录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ＲＴＳ　 ２０２３ ｜０６（Ｎｏ． ２３６）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ｊ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１　 　 “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ｖｓｋｙ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 Ｘｉｎｇｌｉａ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１４　 　Ａ Ｂｒｉｅ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ＨＥＮ Ｊｉａｎｙｉ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Ｄｒａｍ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５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ＺＨＵ Ｈｅｎｇｆｕ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ｉｑｕ ａｎｄ Ｑｕｙｉ

３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Ｘｉｑｕ：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ｉｎｇ Ｘｉｑｕ ＬＩ Ｗｅｉ

Ｈｕａｊｕ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０　 　Ｎｅｗ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ｎ Ｐｅｎｇｃｈｕｎ Ｃｈａｎｇｓ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ｍｅｎｔ”ｏｆ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ｉｙａｎｇ

Ｍｅｉ Ｌａｎｆａｎｇｓ Ｖｉｓｉ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５５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Ｆｕｄ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ｒａｍａ （１９１５ １９２６） ＣＨＥ Ｘｉａｏｙｕ

６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Ｙｕ Ｌｉｎｇｓ “Ｌｏｓｔ”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ｈｏｕｓｅ ＷＡＮＧ Ｙｉ

７６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ｏ Ｙｕｓ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ｉｓ：Ｂａｓｅｄ ＺＨＵ Ｈ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Ｘｉｑｕ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８７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Ｒｅｖｅｎｕ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ＹＡＮ Ｂａｏｑｕａｎ，ＬＩＮ Ｓｈｅ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Ｘｉｑｕ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９９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ＺＨＡＯ Ｔｉａｎｗｅｉ，ＷＥＩ Ｙｉｎｑｉ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Ｋｕｎｑｕ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１３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ｅｉ Ｌａｎｆａｎｇｓ Ｘｉｑｕ Ａｒｔ ＺＨＥＮＧ Ｓｈａｏｈｕａ

１２５　 　Ｔｈｅｍｅ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Ｎ Ｔｉｎｇｔ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Ｙｕｅｊｕ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Ｓｔａｇｅ Ａｒ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３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Ｅ Ｗｅｎｍｉｎｇ，ＬＩＵ Ｒ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ｓ

１４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ＥＮ Ｔｉ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５８　 　Ｐｌ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ｒｉａ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ＡＮ Ｙ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Ｓｐａｃｅ ｔｏ Ｆｉｅｌｄ

１７０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Ａｒｔ ｏｆ Ｈｕａｊｕ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３０ｓ：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ｌｉ
Ｒｏａｒ，Ｃｈｉｎａ牎

１８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ｒｔｓ （２０２３）



书书书

“斯坦尼体系中国化”
２０２３年第 ６期（总第 ２３６期）

　 　 编者按：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艺和文化工作，提出
了一系列新理论新思路，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鼓励和引导文艺创作，指导和促进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发展。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简称“三大体系”）的要求，并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尤其是今年的 ６ 月 ２ 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
持召开了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

想，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些重要思想和论断，对构建我国自主的戏剧

学知识体系和推进中国式戏剧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了更好地贯彻党中央的部署和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本刊特组织“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戏剧学三大体系”专题栏目，探讨这

一时代命题。

“斯坦尼体系中国化”
———中国现代戏剧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

!"#

内容摘要：创立中国话剧演剧学派是建构中国现代戏剧学科体系的重要内容，“斯坦尼体系

中国化”则是创立中国话剧演剧学派、建构中国现代戏剧学科话语体系的重要探索。近半个

世纪的“斯坦尼体系中国化”，经历了从借鉴斯坦尼体系以“建立现实主义的演剧体系”到

“把它化成自己的东西，并逐步建立自己的体系”的发展过程。“斯坦尼体系中国化”的探索

又发展出“我们要有中国的导演学派、表演学派”的构想。

关 键 词：斯坦尼体系中国化　 中国现代戏剧学科　 中国话剧演剧学派　 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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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当代戏剧在中国的
翻译和演出数据析略①

-./

内容摘要：从 １９０７到 ２０２０年，西方现当代戏剧在中国的翻译和演出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

段：１９０７—１９４９年，从偶然选择到有意识介绍再到弃雅从俗；１９５０—１９７８ 年，基本处于“静默

期”；改革开放后，翻译数量大幅增加，剧本上演率也明显提高，出现了市场化选择和改编演

出热潮。统计数据显示，这百余年中有大量西方剧作家作品被翻译和搬上中国舞台。梳理

这一历史脉络，揭示不同时期规律性变化背后的因素，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还可以为当代

戏剧交流和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借鉴。

关 键 词：西方现当代戏剧　 翻译和演出　 数据　 市场热点　 改编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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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构建戏曲曲艺学话语体系意义重大，但目前的话语体系建设存在四个问题。一是

对本民族的艺术不够自信，大量袭用欧美戏剧的概念。二是对戏曲曲艺的话语词汇研究不

深，许多术语的定义没有得到共识。三是对戏曲曲艺的话语没有进行细致的爬梳与归类。

四是没有从当代的戏曲、曲艺实践中提炼出多少标识性概念，以反映新中国建立后戏曲曲艺

界的探索、成绩，以及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巨大变化。要完成构建戏曲曲艺学话语体系这一工

程，须在正确地认识戏曲与曲艺这两种表演形式的艺术价值，对它们产生敬仰之情、敬畏之

心的前提下，采用下列方法：有组织地进行这项科研工作；着力提炼戏曲、曲艺的核心和标识

性概念；面向现实，将当代戏曲、曲艺的探索经验归纳成精要的话语。

关 键 词：戏曲曲艺　 话语体系　 构建　 问题　 方法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３）０６ ００２５ ０７

Ｔｉｔｌ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ｉｑｕ ａｎｄ Ｑｕｙｉ

Ａｕｔｈｏｒ：ＺＨＵ Ｈｅｎｇｆ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ｔ ｉ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ｉｑｕ ａｎｄ Ｑｕｙｉ，ｂｕ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ｆｏｕ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ｉｒｓｔ，ｄｕｅ ｔｏ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ｏｕｒ ｏｗｎ ａｒｔ，ａ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ｒｅ ｂｏｒｒｏｗｅｄ ｆｒｏ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ｉｑｕ ａｎｄ Ｑｕｙｉ ｉｓ ｎｏｔ ｗｅｌｌ 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ｉｓ

ｙｅｔ ｔｏ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ｎｙ ｔｅｒｍｓ． Ｔｈｉｒｄ，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ｉｑｕ ａｎｄ Ｑｕｙｉ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 ｓｏｒ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ｄ． Ｆｏｕｒｔｈ，ｔｈｅｒｅ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ｍａｎ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ｄｉｓｔｉｌｌ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ｉｑｕ ａｎｄ Ｑｕｙｉ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ｔ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ｍ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Ｃ．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ｉｑｕ ａｎｄ Ｑｕｙｉ，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ａ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ａｄｍ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ｍ：ｃｏｎｄｕｃｔ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ｍａｎｎｅｒ；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ｒ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ａｎｄ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ｂａｓｅ ｏｎ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ｉｌｌ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ｉｑｕ ａｎｄ Ｑｕｙｉ ｉｎｔｏ ａ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Ｘｉｑｕ ａｎｄ Ｑｕｙｉ；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５２



现代戏曲研究： 探索戏曲现代化之路

34 5

内容摘要：现代戏曲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方向，其主要任务是对 ２０ 世纪以来各个戏曲剧

种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进行研究，总结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中传统戏曲为了

适应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发展而进行改革创新的成功经验，探索中国戏曲的现代化之路，为新

时代的戏曲创作提供理论支持。现代戏曲研究目前大多集中在剧目层面，其传统议题有：传

统剧目的整理与改编研究、新编历史剧研究、戏曲现代戏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有：跨文化与

跨文体的戏曲改编研究、小剧场戏曲研究、戏曲与新媒体研究。现代戏曲研究需要站在全球

化、跨文化的视野下，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指引，以开放积极的观念，运用跨学科的、综合

比较的方法，对百年来戏曲传承与创新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现代戏曲研究需要以学科建

设为基础，进一步提炼学术思想，建构话语体系，为中华戏曲的传承发展贡献力量。

关 键 词：中国特色戏剧学三大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现代戏曲　 戏

曲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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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ｏｓｓｇｅｎｒ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ｈｅａｔｒｅ，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ｒａｍａ ａｎｄ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Ｘｉｑ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ｗｉｔｈ ａｎ ｏｐｅｎ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ａｎｄ ｕｓｅｓ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ｑｕ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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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ｅｒｎ Ｘｉｑ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ｆｉｎ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ｒｅｅ ｍａｊ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Ｃｈｉｎａ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ｒｎ Ｘｉｑｕ；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ｑ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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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新发现张彭春日记详细记载了梅兰芳 １９３０年访美演出筹备的经过。与以往戏剧

史对于梅兰芳访美的认知有别，张氏日记提供了亲历者视角下的另一层隐秘叙事，从中可见

访美背后的角力与制衡。张彭春是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之一，对传统戏曲亦有研究，并熟知美

国剧坛情况，曾在访美演出筹备阶段即为梅剧团提供大量专业建议。但最终因司徒雷登、齐

如山等人的反对，张彭春未能作为梅剧团成员出访，而是恰在同期代表南开大学赴美筹款讲

学。因梅兰芳在华盛顿首演遇冷，张彭春同意担任导演，为其更换剧目、调整宣传策略、打理

各类事宜。张氏成功塑造《刺虎》一剧成为访美演出的代表作和记忆点，并在与美国文化界

的交往中有效阐释、传播梅兰芳和中国戏曲文化，促成了访美演出的成功。

关 键 词：张彭春　 梅兰芳　 访美演出　 日记　 刺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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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ｔｌｅ：Ｎｅｗ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ｎ Ｐｅｎｇｃｈｕｎ Ｃｈａｎｇｓ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ｉ Ｌａｎｆａｎｇｓ Ｖｉｓｉ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ｕｔｈｏｒ：ＺＨＡＮＧ Ｓｈｉｙ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ｄｉａｒｙ ｏｆ Ｐｅｎｇｃｈｕｎ Ｃｈａｎｇ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Ｍｅｉ Ｌａｎｆａｎｇ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ｖｉｓｉ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１９３０．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Ｍ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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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ｆｒｏｍ ａｎ ｅｙｅｗｉｔｎｅｓ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ｆｒｏｍ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ｃａｎ ｓｅｅ ｔｈｅ ｗｒｅｓｔ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ｎｇｃｈｕｎ Ｃｈａｎｇ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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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ｕ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ｏｈｎ Ｌｅｉｇｈｔｏｎ Ｓｔｕａｒｔ，Ｑｉ Ｒｕｓｈａ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Ｐｅｎｇｃｈｕｎ Ｃｈａｎｇ ｗａｓ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ｖｉｓｉ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ｓ ａ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ｉ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Ｔｒｏｕｐｅ．

Ｉｎｓｔｅａｄ，ｈｅ ｗ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ｏ ｒａｉｓｅ ｆ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ｏ ｇｉｖ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ｉｎｃｅ Ｍｅｉ Ｌａｎｆａｎｇ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ａ ｌｕｋｅｗａｒｍ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ｔ ｈｉｓ ｄｅｂｕｔ ｉ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ｅｎｇｃｈｕｎ Ｃｈａｎｇ ａｇｒｅｅｄ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Ｍｅｉ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Ｔｒｏｕｐｅ，ａｎｄ ｈｅ ｗ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 ｔａｋｉｎｇ ｃａｒ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Ｔｈａｎｋｓ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Ｍｅｉ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ｓｓａｓｓｉｎ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ｇ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ｂｅｃａ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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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ａ ｍｅｍｏｒａｂｌ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Ｍｅｉ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ｅｄ Ｍｅｉ Ｌａｎｆ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ｉｑｕ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ｗｉ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ｉｒｃｌｅｓ，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ｒｏｕｐｅ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ｅｎｇｃｈｕｎ Ｃｈａｎｇ；Ｍｅｉ Ｌａｎｆａｎｇ；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ｄｉａｒｙ；

Ａｓｓａｓｓｉｎ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ｇ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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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校园演剧初创期考论（１９１５—１９２６）

9:;

内容摘要：复旦校园演剧是上海学生演剧的代表性个案，其演出脉络可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

早期话剧在校园场域中的动态衍变过程。自 １９０５年始，复旦校董马相伯、教习李登辉均在社
会层面资助 ／主导过早期话剧演出，这对复旦校园演剧的发生具有启示作用。１９１５ 至 １９２６

年间，复旦师生共排演话剧十七场，这些演出构成了复旦校园演剧的初创时期，并为 １９２６ 年
以后复旦剧社的爱美剧演出提供了前期实践。同时，复旦校园演剧初创期在人员构成、理论

发展、演出目的等方面透露出早期非职业校园演剧与爱美剧之间的内在联系，值得关注。

关 键 词：复旦　 马相伯　 上海学生演剧　 息游社　 爱美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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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ｔｌｅ：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Ｆｕｄ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ｒａｍａ （１９１５ １９２６）
Ａｕｔｈｏｒ：ＣＨＥ Ｘｉａｏｙ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ｒａｍａ ｉｓ 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ｄｒａｍａ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ｔ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ａｎ，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ｘｔｅｎｔ，ｏｕｔ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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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Ｆｕｄ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ｒａｍ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ａｒｌｙ ｎｏ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ｄｒａｍａ ａｎｄ ａｍａｔｅｕｒ ｄｒａｍａ，ｗｈｉｃｈ ｄｅｓｅｒｖｅ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ｕｄａｎ；Ｍａ Ｘｉａｎｇｂｏ；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ｄｒａｍａ；Ｘｉ Ｙｏｕ ｄｒａｍａ ｃｌｕｂ；ａｍａｔｅｕｒ ｄｒａ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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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伶佚剧《灯塔》考论

<4 =

内容摘要：于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撰写的回忆文章中曾提到包括《灯塔》在内的三部独

幕剧处女作，并称其未经发表便已佚失。此说法后来广为学界采信，但其实早在 １９３１

年《灯塔》就已于《黄埔月刊》上连载发表。经考证，《灯塔》作于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中下旬，具

有一定自传性，九年后于伶又将之改编为《大明英烈传》。《灯塔》作为新出史料不仅

重新定位了于伶戏剧创作的起点，还实现了其独幕剧和多幕剧创作思想的贯通，有助

于更准确地接近于伶创作的全貌。于伶晚年以“未刊已佚”之说隐蔽《灯塔》的发表

史实乃是一种“自我经典化”的追求，这种隐秘心态应在今后的辑佚工作中得到

重视。

关 键 词：于伶　 任于人　 灯塔　 大明英烈传　 改编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３）０６ ００６６ １０

Ｔｉｔｌ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Ｙｕ Ｌｉｎｇｓ “Ｌｏｓｔ”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ｈｏｕ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ＷＡＮＧ Ｙ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ａ ｍｅｍｏｉ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Ｙｕ 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ｈｅ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ｂｕｔ ｏｎｅａｃｔ

ｐｌａｙ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ｈｏｕｓｅ，ａｎｄ ｃｌａｉ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ｌｏｓ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ｌａｔｅｒ ｗｉｄｅ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ｂｕｔ ｉｎ ｆａｃｔ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ｈｏｕｓｅ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ｓｅｒｉａ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Ｗｈａｍｐｏａ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ｓ ｅａｒｌｙ ａｓ １９３１．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ｈｏｕｓｅ ｗａ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ｉｎ ｍｉｄ ｔｏ ｌａｔ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３１ ａｎｄ ｉｓ ｓｏｍｅｗｈａｔ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Ｎｉｎｅ ｙｅａｒｓ ｌａｔｅｒ，Ｙｕ Ｌｉｎｇ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ｉ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ｇ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ｒｏ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ｓ ａ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ｈｏｕｓ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Ｙｕ Ｌｉｎｇｓ ｄｒａｍａ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ｎｅｃｔｓ ｈｉ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ｏｎｅａｃｔ ｄｒａｍａ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ａｃｔ ｄｒａｍａ，ｗｈｉｃｈ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ａ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Ｙｕｓ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ｓ ｌａｔｅｒ ｙｅａｒｓ，Ｙｕ Ｌ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ａｌｅ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ｈｏｕｓｅ ｂｙ ｓａｙｉｎｇ

“ｉｔ ｗａｓ ｌｏｓ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ａ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ｓｅｌ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ｈｉｄｄｅｎ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Ｙｕ Ｌｉｎｇ；Ｒｅｎ Ｙｕｒｅｎ；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ｈｏｕｓｅ；Ｔｈｅ Ｌｅｇ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ｒｏ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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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蜕变》接受史考论
———以历史档案为依托

>4 ?

内容摘要：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专业剧团、学校剧团、官方评奖共同促使《蜕变》成为抗战话剧的
经典。该剧作呼应了国民政府提出的抗战建国纲领，经过审查部门的多次删改，获得教育部

１９４３年度优良剧本二等奖。新发现的档案史料呈现了国民政府自上而下推广此剧的诸多细
节，从中可见政治对文学传播的影响。《蜕变》舞台生命较为短暂，抗战胜利后演出随即减少，主

要原因是剧作时事性特点突出，性格扁平的戏剧人物也暴露了剧作家过于理想化的政治构想。

关 键 词：曹禺　 蜕变　 接受史　 档案　 文学评奖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３）０６ ００７６ １１

Ｔｉｔｌｅ：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ｏ Ｙｕｓ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ｉ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ＺＨＵ Ｈ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４０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ｔｒｏｕｐｅｓ，ｓｃｈｏｏｌ ｔｒｏｕｐｅｓ，ａｎ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ｗａｒｄｓ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ｉｓ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ｓｃｒｉｐ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ｒｉｐ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ｂｕｔ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ｔｉｍｅｓ ｂｙ ｔｈｅ ｃｅｎｓｏｒｓｈｉｐ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ｎ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ｗ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ｒｉｚｅ ｆｏｒ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Ｓｃｒｉｐ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１９４３．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ｓ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ｐｄｏｗ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ｒｉｐｔ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ｉｓ ｗ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ｈｏｒｔ，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ｆｅｗ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ａｓｏｎ ｗａ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ｃｒｉｐｔ ｗａｓ ｏｎ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ｌａｔ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ａｌｓｏ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Ｃａｏ Ｙｕｓ ｉｄ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ａｏ Ｙｕ；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ｉｓ；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ｗａｒ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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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戏捐征收形式、收支及其影响
２０２３年第 ６期（总第 ２３６期）

清末民初戏捐征收形式、收支及其影响

@AB4 C4 ■

内容摘要：戏捐是清末民初戏曲演出的重要文化现象，其征收形式、收支情况与地方戏曲行

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基层官员以戏捐为名目，将地方财政同戏曲演出相结合，以达到缓解地

方财政压力和维护社会风气的双重目的。受社会环境影响，戏捐的收取额度不断提高，戏捐

缴纳者的对抗情绪日益高涨，戏捐对戏曲行业的影响在收取制度的建构与解构过程中逐渐

明晰。

关 键 词：戏捐　 征收形式　 收支　 寓禁于捐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３）０６ ００８７ １２

Ｔｉｔｌｅ：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Ｒｅｖｅｎｕ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Ｘｉｑｕ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ｕｔｈｏｒｓ：ＹＡＮ Ｂａｏｑｕａｎ，ＬＩＮ Ｓｈ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Ｘｉｑｕ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Ｘｉｑ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ｔ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ａ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Ｘｉｑ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ｓｅ ｏｆ Ｘｉｑｕ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ｌｏ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ｌｏｃ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Ｘｉｑ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Ｘｉｑｕ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ｑｕ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ｐａｙｅｒｓ ｇｒｅｗ ｄａｙ ｂｙ ｄａ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Ｘｉｑｕ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Ｘｉｑ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ａｍｅ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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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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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创新·解构： 昆曲经典的现代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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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创新·解构：
昆曲经典的现代表达

DEF4 GHI

内容摘要：对于昆曲经典的时代诠释、对于古典剧目的现代表达，一直是剧坛不断探索和尝

试的课题。随着时代更迭，不同的创作者参与到经典剧目的建构中，昆曲经典便融入了不同

的时代意识和个性表达，成为时代创作者主体性与时代观众审美需求的体现。综观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昆曲舞台，昆曲经典的现代表达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在回归中守护、

在守正中创新、在解构中探索。

关 键 词：昆曲经典　 现代表达　 回归　 创新　 解构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３）０６ ００９９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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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ａｓｓｉｃ 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 ｈａｖ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ｅｎ ｔｏｐｉｃ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ａｎｄ 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ｖｉｃｉｓｓｉｔｕ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ｅａｔｏｒ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Ｋｕｎｑｕ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ａｃｈ ａｇｅ，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ｅｖａｌ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Ｋｕｎｑｕ ｓｔａｇ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Ｃ，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Ｋｕｎｑｕ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ｃａｎ ｂ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Ｋｕｎｑｕ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ｍｏｄｅｒ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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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意识与梅兰芳的戏曲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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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意识与梅兰芳的戏曲艺术

JKL

内容摘要：梅兰芳作为中国京剧旦脚表演艺术的集大成者，具有丰富的舞台经验，取得了卓

越的艺术成就。特别是在其艺术生涯的晚期，他所创造的剧目、塑造的人物达到了极高的艺

术境界。其中的原因，与梅兰芳创作中日趋自醒自觉的戏曲导演意识有关。在《宇宙锋》《贵

妃醉酒》《穆桂英挂帅》等剧目中，梅兰芳不仅深挖剧目内涵，对文本进行再创造，还主动体验

人物、创造角色，并用以指导他人。梅兰芳的戏曲导演工作对今天的戏曲表导演创作具有重

要的启示。

关 键 词：导演意识　 梅兰芳　 戏曲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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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ｈ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ａ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ｙ ｈｉｇｈ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ｉ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Ｍｅｉ Ｌａｎｆａｎｇ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Ｘｉｑｕ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ｈｉｓ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ｙ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ｗ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ｓｍｏｓ，Ｔｈｅ Ｄｒｕｎｋｅｎ Ｃｏｎｃｕｂｉｎ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ｕ

Ｇｕｉｙｉｎｇ，Ｍｅｉ Ｌａｎｆａｎｇ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ｄｅｌｖ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ｒｅ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ｒｏｌｅｓ，ａｎｄ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Ｍｅｉ

Ｌａｎｆａｎｇｓ ｗｏｒｋ ａｓ ａ Ｘｉｑｕ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ｏｄａｙｓ Ｘｉｑｕ ａ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Ｍｅｉ Ｌａｎｆａｎｇ；Ｘｉｑｕ 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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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提炼·人物提升·舞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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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提炼·人物提升·舞台呈现
———粤剧《搜书院》经典生成的三次进阶

*MM

内容摘要：１９５６年 ５月，广东粤剧团带着全新改编的《搜书院》进京演出，这次演出让广东粤
剧以崭新的面貌进入国家领导人和戏剧界专家学者的视野。自此，《搜书院》成为一出改变

粤剧命运的经典之作。通过三次打磨，《搜书院》被打造成当代戏曲的力作：先是在主题提

炼中表达“人民性”的政治美学诉求，其次在人物提升中完成典型的塑造，最终通过演员体会

人物打通案头与场上，呈现为精彩的舞台表达。上述三次进阶注定《搜书院》会得到主流话

语的肯定，其也因此完成粤剧发展史上超越时代意义的经典剧目的蜕变。

关 键 词：《搜书院》　 戏改　 经典生成　 马师曾　 红线女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３）０６ ０１２５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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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ｆｒｏｍ ｐａｇｅ ｔｏ ｓｔａｇｅ，ｔｈｅ ｐｌａ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ｍａｄｅ ａ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ｐｏｒｔｒａｙ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ｌａｙ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ｆｉｎｅ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 ａｒｅ ｄｅｓｔｉｎｅｄ ｔｏ ｂｅ ａｆｆｉｒｍ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ｋｅｓ 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ａ ｃｌａｓｓ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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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Ｘｉｑｕ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Ｍａ Ｓｈｉｔｓａｎｇ；Ｈｏｎｇ Ｘｉａｎｎ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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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剧场看楼研究

9NO4 P4 Q

内容摘要：大约在汉魏时期出现了看棚、看楼。看楼在明清时期的剧场中成为专门为妇女儿

童设立的观剧场所，其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施成年男女分隔观剧的制度习俗，以

便符合“男女有别”的礼教规定。男女有别属于古礼，其产生有客观历史原因。明清时期的

看楼发轫于神庙剧场，后影响到茶园、酒楼等场所，其功能主要有：一、遵从礼法中男女有别

之原则；二、扩充观戏场地，避免拥挤；三、遮风避雨。中西剧场史上的观众席均有等级区

分，也有个别妇女专座，而为妇女儿童专设的看楼则为中国独有，这成为世界古代剧场史上

一道独特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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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３）０６ ０１３６ ０８

Ｔｉｔｌ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ｓ
Ａｕｔｈｏｒｓ：ＣＨＥ Ｗｅｎｍｉｎｇ，ＬＩＵ Ｒ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ｓｈｅｄｓ ａｎｄ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ｎ ａｎｄ Ｗｅｉ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ｔｈｅｙ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ｓｅｔ ｕｐ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 ｗａｓ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 ｏｆ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ｔｈｅａｔｒｅ，ｓｏ ａ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ｉｓ ａ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ｈａ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ｅｍｐｌ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ｓ，ａｎｄ ｌａｔｅｒ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ｅａ ｈｏｕｓｅｓ，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ｐｌａｃｅｓ． Ｉｔｓ ｍａ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１）ｔｏ
ｃｏｍｐ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２）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ｖｅｎｕｅｓ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ｃｒｏｗｄｉｎｇ；３）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ｈｅｌ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ｒ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ｏ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ｈｅａｔｒｅｓ，ｔｈｅ ａｕｄｉｔｏｒｉｕｍ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ｅａｔｓ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 Ｔｈｅ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ｉｓ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ｓｉ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ｈｅａｔｒ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ｐｅｃｉａｌ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ｔｙ

６３１



视野、观念与范式转变：
中国剧场史研究刍议

R4 S

内容摘要：对于戏剧演出空间演进历史的研究，是现代戏剧观念产生和现代戏剧学科建立后

出现的研究分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剧场史研究成果集中在文物研究领域，尤其对神庙剧

场、茶园剧场和晚清民国的新式剧场考证颇详。几部代表性通史的撰写体例隐含两个支配

性假设：一是不断进化的艺术史观，二是空间与演出的二分法。中国剧场史研究的深入，亟

待研究范式的转变：从文物研究转向空间研究，从考古学、建筑学方法转向符号学、现象学

方法。

关 键 词：剧场史　 文物研究　 空间研究　 符号学　 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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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与体验： 当代剧场从空间
到场域的三元空间建构

T4 U

内容摘要：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理论，为探索当代剧场空间生产提供了感知、构想、生活三个

维度的策略、逻辑和方式。当代剧场的三元空间建构是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三位

一体的叠合，可以有效地揭示“演出主体、创作内容”与“文化语境、生活方式”在社会空间生

产作用下形成的独特空间态势和交互关系。这是经过选择、转化、整合的新展演场域，为研

究当代剧场空间发展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方法。

关 键 词：空间三元论　 特定场地表演　 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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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思远观”和“融通汇合”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话剧《怒吼吧，中国！》的舞美艺术

6VW

内容摘要：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是中国话剧由稚嫩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中国话剧家在借鉴与探
索中逐步确立了现实主义舞台美术的主体地位，中国话剧剧场艺术也在这一时期得以肇创。

上海戏剧协社于 １９３３年创作出品的话剧《怒吼吧，中国！》是彼时期有重要影响的标志性成
果。该剧从一个侧面映照出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国话剧舞台美术的两大时代特征：“近思远
观”和“融通汇合”。以该剧为代表，中国戏剧家注重借鉴外国舞台布景的优秀成果，注重舞

台美术各分支的协调性和整体性，注重导演、表演、舞台美术的协同性，使得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中国话剧舞台美术迅速呈现出崭新面貌。

关 键 词：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　 怒吼吧中国　 舞台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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