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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报 !"#$

“现代文学与现代戏剧”专题
１　 　 李健吾与他的“老大哥”郑振铎 !"#

１３　 　张爱玲与戏剧 !$%

———女性凝视与距离诗学

２７　 　被遮蔽的“启蒙”话语：论赵清阁的战时改译剧 &'(

戏剧理论与批评
３９　 　时空即人 )*+

———赖声川戏剧时空观念及构形

４９　 　孟京辉版《茶馆》：身体漩涡与“齿咬”焦灼 ,*-

６１　 　中国当代“导演戏剧”类型论 .*/

外国戏剧研究
７１　 　“一个不太重要的作品” 012

———雷蒙·威廉斯评《玩偶之家》

８０　 　论罗密欧·卡斯特鲁奇戏剧中的身体双重解构 345*678

８９　 　雅克·科波戏剧革新理念的形成及其对欧美戏剧的冲击 9*:

１００　 　剧场的公共性：论卡巴莱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起源和发展 ;<=

古典戏曲研究
１０９　 　戏房形成考 !'(

１２０　 　论古代曲学与兵学之关联 >?@

１３５　 　曲话文体源流新探 A*B

１４９　 　沈宠绥曲唱正音观念发微 C*D

跨文化戏剧
１６０　 　苏联专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尝试 .*E

———以话剧《暴风骤雨》为中心的考察

１７１　 　抗战初期爱尔兰短剧《月出》的“中国化” F*G**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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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吾与他的“老大哥”郑振铎
２０２３年第 ５期（总第 ２３５期）

李健吾与他的“老大哥”郑振铎

!"#

内容摘要：李健吾一生取得多方面成就，与“老大哥”郑振铎的影响和帮助分不开。李健吾

人生中最重要的几个关头都得到郑振铎这位“带头人”的帮助。李健吾在读中小学时就已受

郑振铎文艺理论的启蒙。郑振铎推荐李健吾为《文学季刊》的编委，这是后者成为著名编辑

之始。李健吾在郑振铎主编的该刊发表论文，这是李健吾成为著名学者之始。郑振铎请李健

吾去暨南大学破格当教授，这成为后者人生的重大转折。全面抗战后，李健吾追随郑振铎秘密

参加“复社”，积极参加救亡戏剧运动。抗战结束后，李健吾接受郑振铎的意见，继续从事进步

文化事业，这是他人生的又一重大转折。李健吾协助郑振铎主编《文艺复兴》，这段时间成为其

一生的高光时刻。在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李健吾也是跟着郑振铎

的。解放后，郑振铎对不重视李健吾的现象提出意见，又把后者调入文学研究所工作，这是李

健吾人生的再次重要转折。

关 键 词：李健吾　 郑振铎　 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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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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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戏剧
———女性凝视与距离诗学

!-.

内容摘要：张爱玲与戏剧的渊源甚深，这一点却鲜少受到关注。她受萧伯纳和奥尼尔剧本的

影响，以“一切人类制度”的立场和“神性”即“妇人性”的观念为信仰。张爱玲理解京剧，总

是在中外不同身份的人物间变换距离，又将“妇人性”视为中国文化永葆青春活力的秘密。

她的作品《小团圆》站在女性立场上，在叙事者与“我”、与观众、与戏台上人物之间设置“距

离”，呈现出戏剧性的特点。从女性凝视和距离诗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张爱玲的作品，也为张

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关 键 词：张爱玲　 戏剧　 女性凝视　 距离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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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遮蔽的“启蒙”话语： 论赵清阁的战时改译剧
２０２３年第 ５期（总第 ２３５期）

被遮蔽的“启蒙”话语： 论赵清阁的
战时改译剧

/01

内容摘要：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间，赵清阁集中发表了《生死恋》《活》和《此恨绵绵》三部改译剧，

改编力度之大，几乎可视为独创性作品。因三部剧本均为爱情主题，且显示出鲜明的“为抗

战服务”倾向，研究界惯用“抗战＋恋爱”的公式来概括其写作模式，却忽略了其中关于启蒙问
题的复杂书写。在这三部改译剧中，赵清阁集中关注了新女性的精神困境，并提出“自救”和

“互助”两条解决路径。同时，她还敏锐地书写了战争语境下启蒙主体的转换与知识分子的

尴尬退场，呈现出抗战文学的复杂面目。

关 键 词：赵清阁　 改译剧　 新女性　 启蒙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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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空 即 人
２０２３年第 ５期（总第 ２３５期）

时 空 即 人
———赖声川戏剧时空观念及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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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赖声川戏剧中，时空的存在形态、布列顺序、更移规律往往突破常规思维，根据

创作者的表意目的，组织出层叠交互、虚实无间、自如穿越的形式。其戏剧通过特定的时空

形式来指涉现实，同时创造各种“相关性”进入历史、政治、文化、哲理等多层场域，激发更为

丰富的指意面向。赖声川以“人”的表现为中心，将神话、宗教、小说、历史、现实等不同层面

的时空打通，创造出异彩纷呈的戏剧时空形态。其戏剧时空观念与构形受到佛教“中观”思

想启发，体现着“空”与“有”一体两面的辩证思维。

关 键 词：时间　 空间　 连接　 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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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辉版《茶馆》： 身体漩涡与“齿咬”焦灼
２０２３年第 ５期（总第 ２３５期）

孟京辉版《茶馆》：
身体漩涡与“齿咬”焦灼

536

内容摘要：孟京辉版《茶馆》在看似杂乱无章的拼贴技法背后，有着一以贯之的阐释秘

钥———“齿咬”焦灼。在此精神性痛感中，剧中人物见证了价值体系的倒转倾覆，却在无意中

以浪漫之名参与暴力的共谋。最终，仅存的革命幻梦亦被现实所捣毁。凡此种种锥心刺骨、

无可奈何的精神自戕，在舞台上转换为挣扎的身体经验，表面上悖谬乖张的情节经由“齿咬”

焦灼得到了融贯性的解释。在此意义上，孟版《茶馆》与老舍原作分享了相似的生存创痛，

《茶馆》在当代实现了经典化所亟须的自我更新。

关 键 词：茶馆　 孟京辉　 老舍　 齿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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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导演戏剧”类型论

738

内容摘要：中国当代戏剧是导演主宰的时代，不过“导演戏剧”在中国并非单一的戏剧类型，

其大体包括三类：“思想开掘型”“改编剧”“后戏剧”及其变体。“思想开掘型”演出需要导演

对剧本进行深度开掘，包括“剧蕴发掘”和“人文诠释”两种形态。“思想开掘型”应以高质量

的剧本为前提，其面临的最大困境仍是“剧本荒”。“改编剧”强调导演对原著的诠释，包括

“舞台性”改编和“剧本性”改编。前者的问题在于缺少对文学逻辑的修正，后者的问题在于

深度不足。“后戏剧”及其变体实验性较强，评论者应给予其必要的宽容。类型的丰富不等

于思想的深刻，“导演戏剧”的潜力在中国仍未完全释放。

关 键 词：导演戏剧　 戏剧类型　 导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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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太重要的作品”
———雷蒙·威廉斯评《玩偶之家》

9:;

内容摘要：２０世纪英语世界重要的戏剧评论家雷蒙·威廉斯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提出了

质疑。他认为这部作品与易卜生其他多数戏剧相比，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存在不足，也没有反

映易卜生戏剧的核心思想，不能代表易卜生戏剧创作的高峰。威廉斯的批评主要从以下三

个角度展开：从戏剧手法上看，《玩偶之家》与易卜生前期作品相比缺乏创新，甚至在表现形

式上是一种倒退；从自由主义悲剧的角度看，《玩偶之家》提供的解决方案是暂时的逃避，过

于理想化；从评论视角看，威廉斯指出萧伯纳的《易卜生主义的精髓》对《玩偶之家》的推崇是

一种误读。不同评论家的解读表明这部经典作品具有开放的阐释空间，使读者对它的理解

更加深入全面。

关 键 词：雷蒙·威廉斯　 玩偶之家　 戏剧形式　 自由主义悲剧　 萧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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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罗密欧·卡斯特鲁奇戏剧中的
身体双重解构

<=>3?@A

内容摘要：罗密欧·卡斯特鲁奇将身体物化为一种新的戏剧景观并将其作为探索戏剧新形

式的媒介。他戏剧中的身体美学主要表现为非常态的身体指向残酷生命的展演，以及真实

动物上场导致虚构秩序的瓦解。无论是不完美的人类身体还是真实的动物，都皆在探索一

种传统叙事之外的表达。它们给演出引入了种种冲突：缺陷与正常、有序与无序、肉体与精

神、再现与虚构、在场与代为在场、毁灭与重建等。这一系列冲突解构了传统中完整规范的

身体美学和人在舞台上的主导地位。

关 键 词：罗密欧·卡斯特鲁奇　 身体　 动物　 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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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科波戏剧革新理念的形成及其对欧美戏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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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科波戏剧革新理念的形成及其
对欧美戏剧的冲击

B3C

内容摘要：雅克·科波作为法国现代戏剧的鼻祖，其开创性的戏剧革新理念和乌托邦式的老

鸽巢剧院不仅深远影响着 ２０世纪的法国剧坛，还在欧美跨文化戏剧交汇、碰撞和革新的轨道

中占据重要位置。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科波与阿道夫·阿庇亚和戈登·克雷就戏剧空间、舞台

美术、演员训练等观念产生交汇，在此基础上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戏剧理念。科波和老鸽巢

于纽约演出季在文学戏剧、意大利即兴喜剧、“空舞台”等方面的实践使得他的戏剧革新理念

成为 ２０世纪欧美戏剧艺术的启迪之源。

关 键 词：雅克·科波　 阿道夫·阿庇亚　 戈登·克雷　 老鸽巢剧院　 空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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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的公共性： 论卡巴莱在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的起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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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举办各种活动和聚会的人际交流场所有时可转化成辩论及反思的场域。这个半

公半私的空间具有哈贝马斯眼中公共领域的积极性，各种知识信息都在其中传递，不同的生

活样貌也随之呈现。卡巴莱是这个空间中常见的一种表演形式，演员以讽刺的口吻、批判的

眼光，搭配专属的服装和道具，与观众一同针砭时弊、抒发己意。卡巴莱的发展历史、创作理

念与社会功能都表明其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共领域有着重要意义。卡巴莱的剧场空间

对形塑人民的自我意识与共筑“想象的共同体”起着积极作用。它以鲜明的风格建构了另类

公共空间，也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领域的一个特色。

关 键 词：卡巴莱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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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房形成考
２０２３年第 ５期（总第 ２３５期）

戏 房 形 成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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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戏房，又称“后台”，与用于表演的“前台”相对，是舞台极为关键的一部分。虽然

戏房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在传世文献中并未记载，但借助与戏房相关的文物，可以得知其与傀

儡戏的演出方式密切相关。最直观的反映是含有戏房的舞台和傀儡戏戏棚的形式一致，都

以帷幕或屏风分隔出台前幕后。此外，在产生时间、戏房功能和称谓等方面也可证明这一

点。而真正将傀儡戏和戏剧表演牵系起来的媒介是肉傀儡，肉傀儡受到假人傀儡的影响，使

用帷幕分隔出表演区和操控区，而宋元戏剧又受到肉傀儡的影响，也在舞台上设置帷幕区分

前后台，戏房便由此诞生了。揭示戏房形成的经过，不仅能推进宋代表演场所的研究，也为

宋代不同戏剧种类间的互动提供了一则实例。

关 键 词：戏房　 形成　 肉傀儡　 戏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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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ｔａｇ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ｓｔａｇｅ ａｒｅ ｎｏｔ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ｓｔａｇｅ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ｐｕｐｐｅｔ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ｂａｃｋｓｔａｇｅ ｓｈａｒｅ 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ｌａｙｏｕｔ ｗｉｔｈ ｐｕｐｐｅｔ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ｓｈｅｄｓ：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ｉｓ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ｓｔａｇｅ ｂｙ ｃｕｒｔａｉｎｓ ｏｒ ｐａｉｎｔｅｄ ｓｃｒｅｅｎｓ；ｔｈｉ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ｔｅ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ｍ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ｂａｃｋｓ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ｔｈａｔ ｌｉｎｋｓ ｐｕｐｐ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ｐｕｐｐｅ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ｐｕｐｐｅｔｒｙ，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ｐｕｐｐｅｔ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ｔａｉｎ ｔｏ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ｒｅａ；ａｓ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ｄｒａｍａ ｉ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ｐｕｐｐｅｔ，ｔｈｅ ｃｕｒｔａｉｎ ｉｓ ｐ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ｓｔａｇｅ，ｇｉｖｉｎｇ ｂｉｒ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ｓｔａｇｅ． 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ｂａｃｋｓｔａｇ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ｒｅａ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ｇｅｎ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ａｃｋｓｔａｇ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ｏｄｙ ｐｕｐｐｅｔ；ｐｕｐｐｅｔ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ｓｈ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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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代曲学与兵学之关联

GHI

内容摘要：古代曲学话语不仅通过取象军事人才、兵略计谋、兵器，形成象喻体系，而且通过

移植兵学相关概念，如“气”“势”等构筑言说空间。“气”论主要用于称誉元杂剧创作独特的

精神状态，而“势”论则更多用以揭示《西厢记》等经典作品的叙事笔法，并生发出具有层次性

和理论深度的新概念。此外，批评家对传奇创作“奇正”“虚实”关系的认知与兵学辩证思想

在逻辑上存在共通。曲学中的兵家语主要集中在明末清初曲论中，曲学与兵学的关联折射

出中国古代文人文武一体的价值观。

关 键 词：曲学　 兵学　 象喻　 概念移植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３）０５ ０１２０ １５

Ｔｉｔｌｅ：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ｕｔｈｏｒ：ＷＥＩ Ｙｕｎｈ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ｆｏｒｍｓ ａ 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ｔａｌｅｎｔ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ｅａｐｏｎ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ｃｈ ａｓ “Ｑì”ａｎｄ “Ｓｈì”．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Ｑì”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ｔｏ ｐｒａｉｓ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ｍｉ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Ｙｕ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 Ｚａｊｕ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ｈì”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ｕｓｅｄ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ｌａｙ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ｇｉｖｉｎｇ ｒｉｓｅ ｔｏ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ｅｐｔｈ．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ａｔｒｅ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Ｑí Ｚｈèｎｇ”（“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ｎ ｐｌａｙ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ｓ 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ｓ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ｓ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ｗｏｒ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ａｔ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ｎｃｅｐｔ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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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话文体源流新探
２０２３年第 ５期（总第 ２３５期）

曲话文体源流新探

J3K

内容摘要：自明嘉隆年间开始，由诗话派生的曲话文体在“论辞论事”的诗话体例基础上，逐

步探索着更加符合戏曲自身特性的批评方法，并最终在 ２０世纪初蜕变为兼具历史考据、批评

议论、记事杂录功能，对戏曲之文词音律、题材命意、结构排场、唱做功法、经营体制等进行全

面探究的综合性、笔记式文艺批评文体。２０ 世纪上半叶，曲话又呈现出鲜明的舞台化、学术

化转型趋向。相较于其他文体，曲话具有显著的诗性批评特色与“中介性”文本特质，在戏曲

史料存录、作品鉴评、剧史考索与理论建构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 键 词：曲话　 文体源流　 话体批评　 古今演变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３）０５ ０１３５ １４

Ｔｉｔｌｅ：Ａ Ｎｅｗ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Ｑｕｈｕａ

Ａｕｔｈｏｒ：ＭＥＮＧ Ｘ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Ｊｉａｌｏ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 ｇｅｎｒｅ ｏｆ Ｑｕｈｕａ，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ｈｕａ

（ｐｏｅｔ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ｆｏｕｎｄ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ａ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Ｘｉｑｕ．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ｇｅｎｒｅ ｗａ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ｎｏｔｅｔａｋ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ｄ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ｙ，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Ｘｉｑｕ ｉｎ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ｒｈｙｔｈｍ ｏｆ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ａｔｔｅｒ，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ｒａｍａｔｕｒｇｙ，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Ｑｕｈｕａ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ｃｌｅａｒ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ｔｓｅｌｆ ｉｎｔｏ ａ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ｇｅｎ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ｇｅｎｒｅｓ，Ｑｕｈｕａ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ｐｏｅｔｉｃ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ａｍａ，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ｑｕ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Ｑｕｈｕａ；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ｇｅｎｒｅ；Ｈｕａｓｔｙｌｅ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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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宠绥曲唱正音观念发微
２０２３年第 ５期（总第 ２３５期）

沈宠绥曲唱正音观念发微

L3M

内容摘要：晚明是曲学脱离诗学传统而独立为专门之学的重要时期，词与乐之间的关系向分

体式发展过渡。晚明曲学家沈宠绥将曲唱之学提高到了理论层面，与彼时的研究趋势相耦

合。他在前代音韵学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正音、辨讹、合俗的曲唱要求，具体为：规定宗韵方

法以明确曲唱正音；建立口法系统以解决土音土腔；适当保留俗唱以顺应语音的自然流变。

沈宠绥启发了后世关于曲唱、表演、舞台艺术等层面的讨论，带来了晚明曲学的转向。曲学

家对曲唱的深度参与，使得昆腔南曲的精致化、标准化、文人化倾向越来越突出，最终带来了

清代昆曲的全面兴盛。

关 键 词：沈宠绥　 曲唱　 正音　 晚明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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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专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尝试
———以话剧《暴风骤雨》为中心的考察

73N

内容摘要：话剧《暴风骤雨》是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一部苏联专家和中国演员用中国材料（小说）

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库里涅夫在中国传统与现实的基础上，通过《暴风骤雨》创造了“最

新最美”的“中国形象”，这意味着创建我们民族自己的演剧体系的过程中，不仅有中国戏剧

工作者的艰辛探索，也有苏联戏剧专家的深度参与。库里涅夫留下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探索

不仅可以推进中苏戏剧交流史的研究，还能应用于今天的表导演教学，对戏剧工作者正确认

识斯坦尼体系、对戏剧界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有着积极作用。

关 键 词：苏联专家　 暴风骤雨　 中国演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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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爱尔兰短剧《月出》的“中国化”
２０２３年第 ５期（总第 ２３５期）

抗战初期爱尔兰短剧《月出》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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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爱尔兰作家格雷戈里夫人的民族主义独幕剧《月出》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国剧坛

的“剧本荒”中得到多次改写（译）和排演。在全民抗战的语境中，吕复等四人在《三江好》中

对《月出》的场景、人物、歌谣等进行了合理的本土化改写，但添加的“家仇”有违现实原则；陈

治策则在《月亮上升》中对《月出》进行了全面改译，尤其在警察角色的重置上有所创新。两

剧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中的歌谣（唱段），体现出不同的改写（译）者惯习所影响的不同的剧作

接受和适应性：前者置换成多地流行的民间小调，易于巡回演出；后者换上了流行于都市的

京剧，受众较少。总之，上述改写（译）本是抗战期间西方戏剧“中国化”的范例。

关 键 词：月出　 三江好　 月亮上升　 全民抗战　 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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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Ｊｉｎｇｊｕ ｔｕｎｅｓ，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ｏｎｌｙ ｔｏ ｃｉｔｙ ｄｗｅｌｌｅｒｓ，ｌｉｍｉｔｅｄ Ｙｕｅｌｉａｎｇ Ｓ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ｔｏ ａ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ｈｏｒｔ，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ｗｏｒｋｓ 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ｙ ｔｈｅ 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ｄｒａｍ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ｏｎ；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ｈａｏ；Ｙｕｅｌｉａｎｇ Ｓ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７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