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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穿透本质出：
　　　格洛托夫斯基的身体观再探①

■ 钟明德

内容摘要：ＭＰＡ是“身体行动方法”（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ｓ）的简称，是一种适用性非常广泛的表演、

研究、创作方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１９３０年代发展了这个由身体行动出发的表演方法，从而改写

了他的“体系”。格洛托夫斯基利用ＭＰＡ在１９６０年代完成了他的神圣剧场大业，同时超越了剧场以迈

向“本质”。这篇论文以八图二表具体地勾勒出格氏的表演“体系”：“三身”由外到内分别是“新哺体”

（知）、“旧哺体”（情）和“爬虫体”（意）。表演者必须以适当的 ＭＰＡ来穿透这“三身”，才能做到出神入

化、发聋启銭的表演，甚至抵达“本质”而成为真人（ｃｚｌｏｗｉｅｋ）。格氏说：“这点很难形容，但实际去做却

不难。”

关 键 词：身体行动方法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格洛托夫斯基　现代戏剧　身体理论

作者简介：钟明德，纽约大学表演研究所博士，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系教授，研究领域抱括现代戏剧、剧

场人类学和仪式理论等，著述有《ＭＰＡ三叹：向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致敬》（２０１８）、《艺乘三部曲：觉

性如何圆满？》（２０１３）、《ＯＭ：泛唱作为艺乘》（２００７）和《神圣的艺术：格洛托夫斯基的创作方法研究》

（２００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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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跨文化戏剧的认知结构

■ 李　英

内容摘要：当代西方跨文化戏剧对亚、非和拉美的历史与传统文化再现，造成历史与当下、东方与西方

两大主要矛盾。与戏剧本身相比，东西方的文化关系更引人注目，促使跨文化的表演形式演变为跨文化

的概念结构。本文分别以《摩诃婆罗多》《蝴蝶君》和《死亡与国王的侍从》为例，具体分析四个基本认

知结构，即跨文化情境、原型、概念隐喻和寓比投射。

关 键 词：跨文化戏剧　情境　原型　概念隐喻　寓比投射
作者简介：李英，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后，美国杜兰大学、澳大利亚科廷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学“青年科学家团队”项目（项目编

号：ＺＧ２１６Ｓ１７Ｆ４）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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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导演教学的国际化开拓
———国际导演大师班十年综述

■ 卢 昂　何 好

内容摘要：国际导演大师班（ＩＭＣＤ）是上海戏剧学院（ＳＴＡ）导演系建设十年的高端导演人才培养项目。

从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８年，大师班共邀请了世界５大洲２７个国家的６４位国际著名导演、教授来华授课，引

进了诸多重要的导、表演技法和理论，培养了一大批在国内外屡获殊荣的中青年戏剧导演人才。国际导

演大师班十年的耕耘与积累，逐步开拓出了中国戏剧导演教学国际化道路，搭建了一座东西方戏剧相互

交融与合作的实验性平台，是我国乃至全球首创系统性研究当代戏剧导表演技法的实践基地，本文将对

具有代表性的导表演技法进行论述。

关 键 词：国际导演大师班　导演教学国际化拓展　导表演训练技法　东西方戏剧交融

作者简介：卢昂，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主任、教授、博导。何好，安徽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教师，上海戏

剧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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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标题：导演艺术教学———俄罗斯的方法

内容摘要：俄罗斯戏剧导演学位教育自１９２５以来不断发展。本文论述了圣彼得堡专业戏剧学院关于这一课程的

安排和方法论基础。大部分导演工作室的主任教师都依赖于自己对不同部分和时期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方法不断

地更新诠释：“动作分析”、“训练技巧”、“身体动作”，并将其与被梅耶荷德所阐释的结构性作品结合起来。戏剧流

派的发展趋势或许可以分为古典的（具有现实主义的再现倾向）、非古典的（开放式剧场、隐喻、形而上的艺术），后

－非古典主义的（后戏剧剧场，沉浸式戏剧，特定场地项目、行为表演），每种趋势都有特定的教学哲学和方法论。

尽管存在许多差异，但任何导演课程的教学逻辑都是培养运用戏剧语言进行创作的能力，学习从文学语言到舞台语

言的翻译，达到各个创作层面的完整性，运用空间、结构以及节奏作为指挥的手段。五年的导演课程开始于各种创

造作品素材和资源的练习；下一个阶段，学生运用非戏剧的材料工作，把它们从零级别开始创作成各个级别的戏剧

行动；接下来，到上演戏剧场景时，他们必须通过运用戏剧元素来创作戏剧动作结构，拒绝图解文学和对真实生活的

模仿。本文包括了对三位持有不同艺术观念的杰出导演———米哈伊尔·伊莱恩、阿纳托利·普劳丁、安德烈·莫古

奇———关于他们各自教学方法的访谈。

关 键 词：戏剧教育　导演艺术　俄罗斯戏剧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梅耶荷德　训练法　行动分析法

作者简介：尼古拉·佩索钦斯基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表演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上海戏剧学院国际导演大师班

导师。他毕业于俄罗斯圣彼得堡戏剧学院戏剧艺术学系。教学领域：２０世纪俄罗斯戏剧史；戏剧研究方法与历史；

表演分析与戏剧批评。研究领域：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导演艺术，俄罗斯实验和先锋戏剧；戏剧研究方法和戏剧

批评；当代戏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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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迈克尔·契诃夫的表演技术：２１世纪演员训练宝典

内容摘要：本文指出，迈克尔·契诃夫表演法适用范围广、效果显著，是２１世纪演员训练的理想方法。迈克尔·契

诃夫不仅是一位天才演员，也是训练演员的天才；不仅开创了未来戏剧，也创立了未来（２１世纪）的演员训练法。该

方法从直觉出发、十分灵活，可在全世界任何角落训练各种各样的学员，既能用来培养初学表演的大学生，又能帮助

专业演员提升表演水平。

关 键 词：迈克尔·契诃夫　康士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演员　演员训练　心理姿势　身心表演　乔安娜·

梅林

作者简介：休·奥格尔曼，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戏剧艺术系教授，表演项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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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论迈克尔·契诃夫对“情绪记忆”
　　　　　　表演方法的完善和超越

■ 王学明

内容摘要：在当今欧美、乃至全世界的戏剧表演理论与训练领域中，表演大师迈克尔·契诃夫占据着不

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他开创的关于“创造性想象力”“心理姿势”“气氛与个体情感”等一系列表演理论

和训练方法，既是对老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早期表演教学体系的完善，也是一种超越。这其中，他突破

了“情绪记忆”表演方法的局限性，为演员塑造角色提供了一条更为专业和有效的路径。

关 键 词：迈克尔·契诃夫　表演　创造性想象力　心理姿势
作者简介：王学明，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戏剧、表演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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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菲茨莫里斯声音方法观念论

■ 周艳霞

内容摘要：凯瑟琳·菲茨莫里斯声音方法作为基于人体医学科学的本体属性，要求其在科学理性特质

上与自然主义方法论保持一致。该方法以灵活借用解构主义理论，着重于消解结构再重新结构的“解

构—重构”理念，彰显着其结构主义科学理性的思维气质。该方法在凸显演员创造主体性的同时，立足

现实意义的运用价值并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地探寻着被分析者与分析者关系的系统化，表征着一种方法

派观念。该方法所蕴含着的对艺术美的主体性创造及创造主体自由性的强调正契合着康德美学自然观

的意涵。

关 键 词：凯瑟琳·菲茨莫里斯　声音方法　自然主义　后结构主义　方法派　康德美学自然观

作者简介：周艳霞，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副教授。本文系“上海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项目编号：

ＳＨ１５１０ＧＦＸＫ）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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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美国亚裔身份的操演性：
　　　　黄哲伦《黄面孔》之新的解读

■ 张秋梅

内容摘要：亚裔剧作家黄哲伦的半自传体戏剧《黄面孔》以作者本人和父亲的真实经历为蓝本，旨在通

过戏剧人物的身份政治和身份流变表达族群间平等和谐的愿望。本文通过族群操演性的理论概念来分

析剧中亚裔身份的生成与流变，揭示亚裔标签的荒谬性以及亚裔身份的流动性与身份的断裂，并探讨作

者在侗族大歌中寻找到的多元文化之间和谐共生的终极理想。

关 键 词：《黄面孔》　族群操演性　亚裔身份流动性　身份断裂

作者简介：张秋梅，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

文化研究、英美戏剧。本文为南京大学双一流重大项目“事件理论与当代欧美批评理论前沿”的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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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黑山学院对“残酷戏剧”理论的接受与传播

■ 桂　菡

内容摘要：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安托南·阿尔托“残酷戏剧”理论的价值尚未在其故土获得广泛认同，远在
大洋彼岸的美国却为其提供了一块落脚之地———黑山学院的先锋艺术者们欣然接受了这一理念并将其

运用在自己的实践中。残酷戏剧理论对他们在各自领域打破传统、推陈出新起到了重要作用，催生出如

《戏剧作品１号》《白色绘画》《四分三十三秒》等作品。与此同时，黑山学院的艺术家们也对“残酷戏
剧”理论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不仅完成了对该理论从抽象到具象的转化，也将其从单

一的戏剧理论层面上升到艺术本体的高度，拓宽了其受众群体。此外，黑山学院还将“残酷戏剧”理论

的火把传至生活剧团手中，帮助它叶落归根，回到戏剧艺术的舞台，促使戏剧界对其投以新的关注。

关 键 词：黑山学院　阿尔托　先锋艺术　残酷戏剧 　接受与传播
作者简介：桂菡，上海戏剧学院西方戏剧文化方向博士生，美国纽约城市大学访问学者。上海市高峰高

原学科建设计划成果（项目编号：ＳＨ１５１０ＧＦＸ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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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戏剧研究的空间转向：
　　　以２０世纪美国都市戏剧为重点

■ 陈一雷

内容摘要：２０世纪末，西方学界出现了空间研究转向。随之，城市与空间成为关注的热点。然而，从文
学尤其是戏剧入手对城市空间进行挖掘者并不多。本文从２０世纪美国都市戏剧入手，对都市戏剧的内
容、特征、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文本与舞台上的都市、地点、空间之间的关系及其内涵，进而指出

美国都市戏剧研究成为戏剧研究新方向的可能性。

关 键 词：２０世纪　美国都市戏剧　空间
作者简介：陈一雷，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影视戏剧。本

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２０世纪美国都市戏剧与都市精神研究”（项目编号１７ＢＷＷ０９１）和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电影空间建构研究”（项目编号：１６ＹＳＣ００６）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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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　　

泰坦尼克弦乐队

［保〗赫里斯托·波伊采夫 著
斯蒂夫·金 英译

俞建村　夏纪雪 汉译

角色表

多　柯
卢　柯
梅　托
吕布卡

哈　里

在一座列车从不停靠的废弃车站里，四个流浪汉梦想加入每日行色匆匆的乘客行列。一日国

际列车停于此，把一位失败的魔术师扔到他们中间。他宣布自己发现了“了不起的消失魔术”的秘

密。在流浪汉们的帮助下，他成功表演了世界上最神奇的魔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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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憧憬、自欺与救赎
———评《泰坦尼克弦乐队》

■ 夏纪雪

内容摘要：作为一部典型的荒诞喜剧，保加利亚剧作家赫里斯托·波伊采夫的《泰坦尼克弦乐队》既剖

露出人类生存的荒诞本质，又在此基础上重新探讨了自欺与救赎的关系，以及幻象之于生命的意义问

题。剧中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实际上是在自我欺骗，是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的深度自欺。他们隐约

感觉到了这种自欺，于是希望能够破解幻象，回到正常的现实生活；但何谓“正常”，却更加迷离难解。

关 键 词：荒诞　自欺　救赎　生命意义　幻象
作者简介：夏纪雪，武汉大学艺术学院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现代西方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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