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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剧理论“现代建构”的
缘起、特征与使命

———以新世纪以来戏剧理论研究界三篇

“导论”为中心的考察

!" #

内容摘要：“现代建构”作为中国戏剧理论阐释框架的一种，主要缘起于 ２０ 世纪中国戏
剧艺术的本体困境、戏剧发展格局的失衡及由此带来的戏剧理论建构的焦虑。其特征

和方法主要体现在时间意识、整合性阐释和生成性建构等方面，其使命和挑战主要体现

在探索中国戏剧理论研究发展方向、开拓戏剧理论研究的意义空间和促进戏剧艺术的

本体回归等方面。这些同时也决定了“现代建构”这一学术命题的价值及其可能存在的

问题。

关 键 词：中国戏剧理论　 现代建构　 缘起　 特征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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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文学批评的“互动”镜像：
《〈雷雨〉人物谈》的版本流变及其他

-./" 012

内容摘要：《〈雷雨〉人物谈》数十年间的版本流变是戏剧文学批评发展的一面特殊镜像，在

该评论文本的成型过程中，涉及多方面复杂因素的共同合力。内中有六种版本流变的形式：

其一，随着时代变迁，批评家自身看法转变；其二，批评家依据编辑部的意见，对文章进行增

补；其三，批评家吸收了同行意见，删去部分文字；其四，批评家读到作家修改的作品，原先的

意见发生改变；其五，批评家读到作家的自我评价，受其激发，将原本的意见“雏形”写成文

章；其六，批评家依据作家确认的史实，更正原本批评中的讹误。由此既可推进相关个案研

究，亦可见出戏剧文学批评在版本变迁的过程中，存在批评家、编辑部、读者、作家间的多重

互动及作用。

关 键 词：钱谷融　 〈雷雨〉人物谈　 曹禺　 文学评论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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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ｅｘｔ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ａｌｌｓ ｉｎｔｏ ｓｉｘ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ｆｉｒｓｔ，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ｖｉｅｗ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ｈｉ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ｔｈｉｒｄ，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 ａｂｓｏｒｂｓ ｏｔｈｅｒｓ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ｌｅｔｅｓ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ｈｉ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ｆｏｕｒｔｈ，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ｈｉ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ｔｅｘ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ｆｉｆｔｈ，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 ｏｗｎ ｗｏｒｋ，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ｈｉｓ “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ｉｎｔｏ ａ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ｘｔｈ，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ｓ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 ｃｏｒｒ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ｅｌｐ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ｒｉｔｉｃｓ，ｅｄｉｔｏｒｓ，ｒｅａｄｅｒｓ，ａｎｄ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ａｍａ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Ｑｉａｎ Ｇｕｒｏｎｇ；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Ｃａｏ Ｙｕ；ｄｒａｍａ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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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石华父及其 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戏剧创作中的情感转向
２０２３年第 ２期（总第 ２３２期）

论石华父及其 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
戏剧创作中的情感转向

345

内容摘要：陈麟瑞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起在清华校园就读期间，即与师友一起从事新文学创
作，其中戏剧方面的成就最引人瞩目。２０世纪 ４０ 年代陈麟瑞以“石华父”之笔名，在抗战时
期上海剧坛奉献出《职业妇女》《抛锚》等精彩剧作。从 １９４０年《职业妇女》剧本中对“笑”的
追求，到 １９４４年《抛锚》中转而强调“泪”的情感宣泄，陈麟瑞的创作历程显示他在处理抗战
时期的上海这一特殊文化空间时，对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关系的思考，以及戏剧创作诉诸群

体效应、调动受众情感模式的探索。对陈麟瑞及其戏剧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上海职业话剧。

关 键 词：石华父　 陈麟瑞　 林率　 职业妇女　 抛锚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３）０２ ００２７ １３

Ｔｉｔｌｅ：ＳＨＩ Ｈｕａｆ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Ｔｕｒｎ ｉｎ Ｈｉｓ Ｄｒａｍａ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４０ｓ
Ａｕｔｈｏｒ：ＭＡ Ｔａｉｘｉ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ｅｎ Ｌｉｎｒｕｉ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２０ｓ ｗｈｅｎ 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ａｔ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ｈｉｓ ｄｒａｍａ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４０ｓ，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ｓｅｕｄｏｎｙｍ ｏｆ “Ｓｈｉ Ｈｕａｆｕ”，ｈ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 ｐｌａｙ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ａｒｅｅｒ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Ｓｅａ Ｂｕｒｉａｌ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ｉｎ
Ｃａｒｅｅｒ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１９４０ ｔｏ ｔｈ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ｔｅａｒｓ”ａ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ｉｎ Ｓｅａ Ｂｕｒｉａｌ ｉｎ １９４４ ｓｈｏｗｓ
ｈｉ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ａｎｄ ｈｉ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ｍａ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ｓｏｒｔｓ ｔｏ ｇｒｏｕｐ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ｏ ａｒｏｕｓｅ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ｅｎ Ｌｉｎｒｕｉ ａｎｄ ｈｉｓ ｐｌａｙ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ａ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ａｔｒ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４０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ｈｉ Ｈｕａｆｕ；Ｃｈｅｎ Ｌｉｎｒｕｉ；Ｌｉｎ Ｓｈｕａｉ；Ｃａｒｅｅｒ Ｗｏｍｅｎ；Ｓｅａ Ｂｕｒ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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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的市民性渗入
———对于 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话剧通俗化的逆向考察

6" 7

内容摘要：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上海话剧的趋俗化，体现在学习借鉴市民文学以及市民话剧的演
剧方式等方面。推及 ４０年代各种文学形态的通俗化以及 ３０年代的市民通俗文学形貌，可以
看出“五四”被遮蔽的市民性。“五四”时期是旧派市民小说低潮期，更是现代市民文学的萌

芽期，“五四”开启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市民小说的时代，其现代市民性的渗透体现在理论建

设和文学创作诸方面。从左翼文学和通俗文学互动的视角切入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上海话剧趋
俗化的研究，亦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规律的尊重。

关 键 词：五四文学　 市民性　 上海话剧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３）０２ ００４０ １１

Ｔｉｔｌｅ：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ａｍａ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４０ｓ
Ａｕｔｈｏｒ：ＹＩＮ Ｓｈ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ａｍａ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４０ｓ ｗａ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ｉｔ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ｃｉｖｉ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ｓ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ｙ ｃｉｖｉｌ ｔｈｅａｔｒｅｓ．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ｇｅｎ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４０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３０ｓ，ｗｅ
ｃａｎ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ｈａｄｏｗｅｄ ｃｉｖｉｌ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ｗ ｔｉｄ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ｎｏ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ｉｖｉ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ｕｓｈ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ｎｏｖ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ｅｎｓ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ｎｅｓｓ ｗ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ｄｒａｍａ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４０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ｗ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ｌｓｏ ｐａｙ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ｉｖｉｌｎｅｓ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ｄｒａ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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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剧《十五贯》平议
２０２３年第 ２期（总第 ２３２期）

昆剧《十五贯》平议

8" 9

内容摘要：昆剧《十五贯》是当代昆剧创作的发端之作，其改编与接受上的成功，主要是政治

上的成功。权衡其艺术成就，表演是成功的，文学次之，音乐再次之，总体上与经典作品还有

很大距离。随着《十五贯》的流行，改编古典作品的“十五贯”模式形成，文本上打破曲牌格律

与联套规范的同时确立了“现代戏曲”文体，舞台创作上确立了“戏曲导演制”、首次使用写实

布景，对当代昆剧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 键 词：昆剧　 十五贯　 模式　 现代戏曲　 戏曲导演制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３）０２ ００５１ ０９

Ｔｉｔｌｅ：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ｉｆｔｅｅｎ Ｓｔｒｉｎｇｓ ｏｆ Ｃｏｉｎｓ

Ａｕｔｈｏｒ：ＤＩＮＧ Ｓｈ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ｉｆｔｅｅｎ Ｓｔｒｉｎｇｓ ｏｆ Ｃｏｉｎｓ ｉ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Ｋｕｎｊｕ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ｔ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ｉｔｓ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ｗａｓ ｍｏｒｅ 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ｉｔ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ｎｅｓｓ，ｙｅｔ ｉｔ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ｎｅｓｓ ｏｕｔ ｐｅｒｔｏｒｍｓ ｉｔｓ ｍｕｓ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ｉｔ ｉｓ ｗａｙ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ＦｉｆｔｅｅｎＳｔｒｉｎｇｓｏｆＣｏｉｎｓ”ｍｏｄｅ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ｓ．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ｔｕｎｅ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ｉａ ｓｕｉｔ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ｂｒｏｋｅｎ ｉｎ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Ｘｉｑｕ”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 ｓｔａｇ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Ｘｉｑｕ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ｈｉｐ”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ｆｏｒｍ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ｃｅｎｅｒｙ ｈａ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ｂｅｅｎ ａｄｏｐｔｅｄ，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ｃａｓｔ ａ ｌｏｎｇ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Ｋｕｎｊｕ．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Ｋｕｎｊｕ；Ｆｉｆｔｅｅｎ Ｓｔｒｉｎｇｓ ｏｆ Ｃｏｉｎｓ；ｍｏｄｅ；ｍｏｄｅｒｎ Ｘｉｑｕ；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Ｘｉｑｕ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ｈ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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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予倩“红楼戏”审美形式新探
２０２３年第 ２期（总第 ２３２期）

欧阳予倩“红楼戏”审美形式新探

:;<

内容摘要：欧阳予倩自编自排自演的“红楼戏”是其早期舞台生涯的代表作。欧阳予倩“红

楼戏”的审美形式由他的社会人生观念和他在创作中使用的艺术手段共同构筑。因此，他的

“红楼戏”的审美形式具有两个特征：其一，作品通过核心人物的动机，表现欧阳予倩基于自

身社会人生观念产生的感情体验，即对“家”的渴求；其二，作品通过场面的开掘与铺排，增强

人物行动的感情张力，进而实现人物动机的完整呈现。

关 键 词：欧阳予倩　 红楼戏　 审美形式　 人物动机　 戏剧场面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３）０２ ００５９ １１

Ｔｉｔｌｅ：Ａ Ｎｅｗ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Ｆｏｒｍ ｏｆ Ｏｕｙａｎｇ Ｙｕｑｉａｎｓ Ｘｉｑｕ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Ｒｅｄ Ｍａｎｓｉｏｎｓ
Ａｕｔｈｏｒ：ＷＡＮＧ Ｙｕｘｉ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ｕｙａｎｇ Ｙｕｑｉａｎｓ ｅａｒｌｙ ｗｏｒｋ ｉｓ 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ｈｉｓ Ｘｉｑｕ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Ｒｅｄ
Ｍａｎｓｉｏｎｓ ａｄａｐｔｅｄ，ｒｅｈｅａｒｓｅｄ，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ａｌｌ ｂｙ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ｈｉｓ ａｒｔｉｓｔｒ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ｔｗｏ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ｈｉｓ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ｓ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ｉｎｇ ｆｏｒ “ｈｏｍｅ”ｗｈｉｃｈ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ｅ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 ｔｈ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ａｃ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ｉｒ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ｕｌｌ ｖｉｅｗ．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Ｏｕｙａｎｇ Ｙｕｑｉａｎ；Ｘｉｑｕ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Ｒｅｄ Ｍａｎｓｉｏｎｓ；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ｆｏｒｍ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ｓｃｅｎ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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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秧歌剧： 作为一种“人民广场剧”的构建

=>/

内容摘要：被称作“街头歌舞剧”“广场歌舞剧”的新秧歌剧，是延安知识分子及其他创作群

体以服务工农兵为指向，对原本具有人类文化表演性质的旧秧歌进行“人民性”改造后的新

品种。这种改造意图通过政治文化的再仪式化，实现集体性的情感共鸣与利益共同，通过解

决“骚情”及其关联的“丑角”“噱头”等审美中心问题，确立其独特的美学特质，且在“笑”的

新义及其“世界”中表现人民的“欢天喜地”，从而完成一种新型的群体性、广场性戏剧实践。

因而，基于延安知识分子的种种界定与讨论总结，可确定新秧歌剧沿着“人民广场剧”这一总

体目标与方向前进的实质，即新秧歌剧的道路在于构建一种以民间歌舞为表象的“人民广

场剧”。

关 键 词：新秧歌剧　 再仪式化　 审美改造　 笑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３）０２ ００７０ １２

Ｔｉｔｌｅ：Ｎｅｗ Ｙａｎｇｋｏ Ｐｌａｙ：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ｑｕａｒｅ Ｐｌａｙ”

Ａｕｔｈｏｒ：ＪＩＡＯ Ｘｉｎｂ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ａｎｇｋｏｐｌａｙ，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ｓｔｒｅｅｔ ｍｕｓｉｃａｌ”ａｎｄ “ｓｑｕａｒｅ ｍｕｓｉｃａｌ”，ｉｓ ａ ｎｅｗ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Ｙａｎｇｋｏ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ａ ｈｕｍ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ｙ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ｔ ｉ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Ｙａｎ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ｓ，ａｉｍｉｎｇ ａｔ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ｒｉ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ｔ ａｉｍ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ｕｐ ｕｎｉｑｕ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ｂｙ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ｆｌｉｒｔａｔ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ｃｌｏｗｎｉｎｇ”ａｎｄ “ｇｉｍｍｉｃｋｓ”，

ａｎｄ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ｊｏｙ”ｉｎ ａ ｎｅｗ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ｉｎ ｉｔｓ “ｗｏｒｌｄ”，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ａ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ｓｑｕａｒｅ ｐｌａ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Ｙａｎ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ｉｔ ｉｓ ｓａｆｅ ｔｏ ｓａ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ａｎｇｋｏ ｐｌａｙ ｉ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ｇｏａｌ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ｑｕａｒｅ ｐｌａｙ”．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ａｎｇｋｏ ｐｌａｙ ｉｓ ｍａｒ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ｑｕａｒｅ ｐｌａｙ”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ｏｌｋ ｓｏｎｇｓ ａｎｄ ｄａｎｃ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ｗ Ｙａｎｇｋｏ ｐｌａｙ；ｒｅｒｉ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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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越剧民间科班研究

?" @

内容摘要：１９８０年代前后嵊县及周边乡村涌现了很多民间越剧演员培训组织和演出组织。

它们在中国城市化和剧团国有化的语境中顺势而生，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逐渐消失。

新时期越剧民间科班接续了民国时期女子科班传统和 １９６０ 年代的姐妹班合作制传统，后发
展为区社剧团和民营剧团，在民间越剧史的发展脉络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新时

期越剧民间科班体现了嵊县乡村人民的文化主体性。他们将国家复兴戏曲的意志转化为从

乡村“出走”的集体意识，自发地将文艺政策与民间戏曲实践连接为一个整体，通过组织科

班、聘用师资、开展教学、外出演出等方式，整合了乡村已有的戏曲资源，创造出一种生动的

乡村文化模式，自下而上地为越剧输送养分和活力。

关 键 词：新时期　 越剧　 民间科班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３）０２ ００８２ １５

Ｔｉｔｌｅ：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ｋ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ｒｏｕｐｅｓ ｏｆ Ｙｕｅｊｕ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Ａｕｔｈｏｒ：ＳＵＮ Ｙ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ａｎｙ ｆｏｌｋ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Ｙｕｅｊｕ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ｉｎ Ｓｈ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 Ｔｈｅｙ ｃａｍｅ ｉｎｔｏ ｂｅ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ｑｕ ｔｒｏｕｐ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ｋ ｔｒｏｕｐｅｓ ｏｆ Ｙｕｅｊｕ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ｓ
ｔｒｏｕ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ｓｔｅｒ ｔｒｏｕ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６０ｓ，ａｎｄ ｌａｔ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ｒｏｕｐ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ｔｒｏｕｐｅｓ． Ａｓ ａ ｌｉｎｋ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ｙ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ｆｏｌｋ Ｙｕｅｊｕ ｉｎ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ｒｏｕｐｅｓ ｅｍｂｏｄｙ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Ｓｈ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Ｂ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ｅｓ，ｈｉｒｉｎｇ ｃｏａｃｈｅ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ｎｄ ｇｉｖ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ｔｈｅ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ｉｌｌ ｏｆ ｒｅｖｉｖｉｎｇ Ｘｉｑｕ ｉｎｔｏ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ｏｉｎｇ ｏｕ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ｉｔｈ ｆｏｌｋ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Ｘｉｑｕ，ｐｕｌｌｅ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Ｘｉｑｕ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ｃｒｅａｔｅｄ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ａｎｄ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ｔｏ Ｙｕｅｊｕ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ｕｐ．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ｗ ｅｒａ；Ｙｕｅｊｕ；ｆｏｌｋ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ｒｏｕｐ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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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并置东方与西方：
莎剧歌舞伎的三个案例

ABC

内容摘要：日本戏剧界对“莎剧歌舞伎”的探索为跨文化戏剧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何樱

彼樱钱世中》《叶舞列土倭锦绘》《ＮＩＮＡＧＡＷＡ十二夜》这三部莎剧歌舞伎背后是近代日本戏
剧发展的坐标轴：从与西方戏剧接触初期只能以歌舞伎演出莎士比亚，到西式新剧对日本剧

场的征服，再到对民族戏剧的重新发现与定位。同时，这三部作品也反映三种典型的跨文化

创作心态：《何樱彼樱钱世中》以折衷主义立场和猎奇态度将他者纳入叙事，实则将他者纳

入了自我话语系统；《叶舞列土倭锦绘》使民族戏剧与国际偶像比肩，在强调民族个性的同时

争取进入世界文明中心的机会；蜷川幸雄的《ＮＩＮＡＧＡＷＡ 十二夜》超越东西对立的二元范
式，制造了一个自由的“第三空间”。

关 键 词：日本剧场　 歌舞伎　 莎士比亚　 跨文化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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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ｅｎ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ａｎ ｐｌａｙｓ ｃｏｕｌｄ ｏｎｌｙ ｂ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 ｋａｂｕｋｉ，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ｂｙ ｎｅｗ 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ｔｙｌ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ｗｏｒｋｓ ａｌｓ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Ｗｈａｔ Ｃｈｅｒｒｙ Ｂｌｏｓｓｏｍｓ ｗｅａｖｅｓ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ｔｏ ｉｔｓ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ｅｃｌｅｃ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ｕｒｉｏｓｉｔｙ，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ｆａｃ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ｔｏ ｉｔｓ ｏｗ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Ｈａｍｌｅｔ ｐｕｔｓ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ｏｎ ａ ｐａ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ｒｄ，ｓｔ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ＮＩＮＡＧＡＷＡ Ｔｈｅ Ｔｗｅｌｆｔｈ Ｎｉｇｈｔ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ｓ ｔｈｅ
ｄｕａｌｉｓｔｉｃ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ｆｒｅｅ “ｔｈｉｒｄ ｓｐａ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Ｋａｂｕｋ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ｈｅａｔ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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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能剧“范型”的审美启示

D" E

内容摘要：日本古典戏剧能剧根植于日本传统艺能，经由表演艺术家世阿弥的改创，融入“幽

玄”至上的艺术审美风格，成为日本民族精神演化历程中重要的审美对象。能剧作为一种

“范型”是与台下观众达成了默契的、特有的审美定式。它在几百年的历史演进中建立起的

规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当代戏剧实践。能剧的艺术传统对当今戏剧发展具有启示性

意义。

关 键 词：能剧　 艺术审美　 模仿　 幽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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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Ｎｏｈ，ａｓ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ｉｓ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ｒｔｓ． Ｉｔ ｗ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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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ｗｈｉｃｈ ｂｅｃａ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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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阿达莫夫“第一戏剧”的异化主题

D" F

内容摘要：二战后，西方戏剧普遍处于对人的生存困境和人的本质的思索和叩问之中，阿达

莫夫的早期戏剧也不例外。它注重对个体孤独和人生悲观的书写。异化是阿达莫夫“第一

戏剧”的重要主题。“第一戏剧”中的代表作品《滑稽模仿》《侵犯》《塔拉纳教授》，不仅在剧

本内容上着力表现人的孤立无援、失败结局、身份的缺失、人物和爱情的“缺席”等，而且运用

对应的舞台语汇，更加强调了异化的主题。

关 键 词：阿达莫夫　 第一戏剧　 异化　 缺席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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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ｅｕｒ Ｔａｒａｎｎｅ，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ｈｉ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ｉｓ ａｌｓｏ ｕｓｅｄ ｔｏ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ｏｆ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ｒｔｈｕｒ Ａｄａｍｏｖ；ａｂｓｕｒｄ ｔｈｅａｔｒｅ；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ｂｓｅｎｃｅ；ｓｔ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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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卡狄亚》看斯托帕德的生命观
２０２３年第 ２期（总第 ２３２期）

从《阿卡狄亚》看斯托帕德的生命观

G" F

内容摘要：汤姆·斯托帕德的戏剧《阿卡狄亚》通过情节推衍、人物刻画、主题延续，戏剧化

地展现生命 ／死亡、完满 ／缺失、秩序 ／混乱之间的相互隐喻关系，极其隐晦地表达了剧作家
的悲观主义生命观。斯托帕德认为对真相的探求、对缺失的拒绝、对有序世界的期待是人

类面对死亡威胁的策略性反应，但死亡是注定的结局，因此，人类的追求注定徒劳无功。尽

管剧作家在剧终借助戏剧舞台肯定了人类探索真相的努力，但人类追求的完满与秩序注定

只是幻象。

关 键 词：阿卡狄亚　 汤姆·斯托帕德　 悲观　 生命观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３）０２ ０１２７ １０

Ｔｉｔｌｅ：Ｔｏｍ Ｓｔｏｐｐａｒｄｓ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ｎ Ｌｉｆｅ ｉｎ Ａｒｃａｄｉａ
Ａｕｔｈｏｒ：ＹＡＯ Ｓｈｕ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ｏｍ Ｓｔｏｐｐａｒｄｓ ｐｌａｙ Ａｒｃａｄｉａ ｄｒａｍａｔ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ｈ，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ｕｌｌ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ｎｅｓｓ，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ａｏ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ｌｏ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ｙｗｒｉｇｈｔｓ ｐｅｓｓｉｍｉｓｔ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ｎ ｌｉｆｅ ｉ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ａ ｖｅｒｙ ｓｕｂｔｌｅ ｗａｙ． Ｓｔｏｐｐａｒｄ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ｔｒｕｔｈ，ｔｈｅ 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ｆｅｃｔ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ｏｒｄｅｒｌｙ ｗｏｒｌｄ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ｆ ｄｅａｔｈ，
ｂｕｔ ｄｅａｔｈ ｉｓ ｔｈｅ ｄｏｏｍｅ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ａｎｙ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ｉｓ ｄｏｏｍｅｄ ｔｏ ｂｅ ｆｕｔｉｌ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ｌａｙｗｒｉｇｈｔ ａｆｆｉｒｍ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ｔｈ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ａｔ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ｐｕｒｓｕｅ ａｒｅ ｄｏｏｍｅｄ ｔｏ ｂｅ ｍｅｒｅ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ｒｃａｄｉａ；Ｔｏｍ Ｓｔｏｐｐａｒｄ；ｐｅｓｓｉｍｉｓｍ；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ｎ ｌｉｆ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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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老汇音乐剧《汉密尔顿》中音乐的戏剧功能
２０２３年第 ２期（总第 ２３２期）

百老汇音乐剧《汉密尔顿》中音乐的戏剧功能

HIJ

内容摘要：百老汇音乐剧《汉密尔顿》中对“音乐动机”“合唱”“说唱”“戏剧性歌曲”的运用

与戏剧故事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音乐动机”贯穿了《汉密尔顿》故事发展的不同阶段，起

到了起、承、转、合的作用；“说唱”的叙事性与节奏韵律推动了该剧的情节发展；剧中还通过

“合唱”来烘托戏剧氛围；“戏剧性歌曲”的运用有助于该剧建构戏剧高潮或低谷。《汉密尔

顿》体现了音乐服务于戏、戏中有乐、乐中有戏的音乐剧创作宗旨。

关 键 词：汉密尔顿　 嘻哈音乐　 音乐动机　 合唱　 戏剧性歌曲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３）０２ ０１３７ １２

Ｔｉｔｌｅ：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ｓ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ＺＨＥＮＧ Ｊｉａｎｎ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ｗａｙ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ｕｓｉｃ ｍｏｔｉｆ”，“ｃｈｏｒｕｓ”，“ｒａｐ”ａｎｄ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ｓｏｎｇｓ”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ｏｔ． “Ｍｕｓｉｃ ｍｏｔｉｆ”，ｒｕｎｎ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ｖｅｒ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ｐｌａｙ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ｕｐ，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ｈｙｔｈｍ ｏｆ “ｒａｐ”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ｏｔ；“ｃｈｏｒｕｓ”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ｆｏｉｌ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ｓｏｎｇｓ”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ｃｌｉｍａｘ ａｎｄ ｔｒｏｕｇｈ．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ｅｍｂｏ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ｍｕｓｉｃ ｓｅｒｖｅｓ ｔｈｅ ｐｌａ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ｅｒｇｅ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ｈｉｐ ｈｏｐ；ｍｕｓｉｃ ｍｏｔｉｆ；ｃｈｏｒｕｓ；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ｓｏｎ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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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第一部音乐剧《孟姜女》的艺术创新
２０２３年第 ２期（总第 ２３２期）

论中国第一部音乐剧《孟姜女》的
艺术创新

KLM

内容摘要：中国第一部音乐剧《孟姜女》由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创作，京剧演员曹雪芹、邱玉

成主演，是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在中国第一次成功的融合。该剧在编剧、表演、舞台美术等

诸多方面均有所创新，在京剧和音乐剧的结合、中国身段及程式动作与西方表演方式的融

合、舞台美术的中西元素运用等方面，因其超前的艺术创作思想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巨大

反响。

关 键 词：中国第一部音乐剧　 孟姜女　 创新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３）０２ ０１４９ １１

Ｔｉｔｌｅ：Ｔｈ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Ｍｅｎｇ Ｊｉａｎｇｎｖ

Ａｕｔｈｏｒ：ＱＩＵ Ｘｉｎｇｊｉ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ｅｎｇ Ｊｉａｎｇｎｖ，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ａｒｏｎ Ａｖｓｈａｌｏｍｏｖ ａｎｄ ｓｔａｒｒｉｎｇ Ｊｉｎｇｊｕ

ａｃｔｏｒｓ Ｃａｏ Ｘｕｅｑｉｎ ａｎｄ Ｑｉｕ Ｙｕｃｈｅｎｇ，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ｒ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ｐｌａｙ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ｎ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ｃｒｉｐｔ 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ｃｔｉｎｇ，ａ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ａｒｔ． Ｉｔ ｈａ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ｐｅｒ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ａｌｌ ｗａｌｋ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ｆｉｎｄｓ ｆｕｌ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ｎｇｊｕ ａｎｄ ｍｕｓｉｃａｌｓ，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ｙｌｉｚｅｄ ｇｅｓ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ｗｉ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ｔａｇｅ ａｒ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ｕｓｉｃａｌ；Ｍｅｎｇ Ｊｉａｎｇｎｖ；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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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场”到“虚拟场”：
虚拟影像合成与戏剧的未来

NOP

内容摘要：全球的现场演艺业逐步进入数字化、云端化的转型，“线上戏剧”“云端剧院”不断

涌现。然而，传统戏剧在探索新出路的同时，明显呈现出其美学滞后的困境，寻找与新媒介

相契合的线上戏剧新美学已迫在眉睫。虚拟现实技术改变了人们对影像的认知，虚拟空间

不仅可以让受众产生沉浸式体验，而且能够比传统剧场存在更强烈的在场感。在总结传统

戏剧艺术中独特的戏剧空间和美学特征后，将传统戏剧中的“场域”效应与虚拟影像中的“合

成”理念相结合，可用来探索新媒介、新技术下戏剧美学的新范式。

关 键 词：线上戏剧　 场域效应　 虚拟现实　 影像合成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３）０２ ０１６０ １０

Ｔｉｔｌｅ：Ｆｒｏｍ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ｔｏ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Ｆｉｅｌｄ”：Ｖｉｒｔｕ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ｕｔｈｏｒ：ＧＯＮＧ Ｑｉｌ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ｉｖｅ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ｃｌｏｕｄｂａｓ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ｏｎｌｉｎ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ａｎｄ“ｃｌｏｕｄ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ｗｈｉｌ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ｉｓ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ｗａｙ ｏｕｔ，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ａｇ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 ｉｓ ｕｒｇｅｎ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ｎｅｗ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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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媒介视角下的当代舞台设计
———兼论戏剧舞台对美术作品的借用与融合

QRS

内容摘要：戏剧舞台在视觉形象和空间结构的处理方式上与美术作品存在着诸多相似相通

之处，在当代的舞台设计创作中借用或重构经典美术作品是一种常见的设计策略。以跨媒

介的视角可以将这一现象划分为三个类型：媒介混合型、媒介指涉型、媒介转换型。这种跨

媒介的融合不仅为戏剧空间带来了形式和内容的创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戏剧创作的

模式和观众对于戏剧空间的知觉与想象。舞台设计对美术作品的借用与融合，只有将其视

为一种方法论的资源，而不仅仅是模仿其效果时，才会获得自身的地位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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