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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的发展及其出版历史
２０２５年第 １期（总第 ２４３期）

　 　 译者按：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的发展及其出版历史》是圣彼得堡俄罗
斯国立舞台艺术学院教授谢尔盖·切尔卡斯基（俄文名“Сергей Черкасский”，英文名“Ｓｅｒｇｅｉ
Ｔｃｈｅｒｋａｓｓｋｉ”）教授的大作《演员技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波列斯拉夫斯基、斯特拉斯堡———理
论、历史、实践》（圣彼得堡：ＲＧＩＳＩ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的第九章，包括五节：１． “体系”①能写出来
吗？２． 晚年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３．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作中的情感记忆；
４．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瑜伽；５． “体系”走向读者。该章在这部 ８００ 多页的大书中占关键的地
位，其目的是要厘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发展逻辑。

作者在总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的发展及其出版历史时指出：俄罗斯和
世界戏剧界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解有两个特点：第一，“体系”创造者对其工作的书面陈述是

不完整的；第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晚期创作研究（形体动作方法、行动分析法、小品方法）具有

多面性。

作者指出，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将动作视为完整的“心理生理”过程的认识日
趋成熟。他将情感记忆视为演员心理技巧中最重要的元素，是“工作中的主要元素”②。而瑜伽

哲学和瑜伽实践对 “体系”的影响可以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１０ 年代，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排练和研究活动中长期存在并明显可见。“体系”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元素仍然是通过瑜

伽训练完善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最重要的论点 “通过意识进入无意识 ”和他的超意识概念都

直接借鉴了瑜伽。

到了后期即综合时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了重要的新发现，他发展出各种方法。回顾这一

历程，似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不同时期的探索是相互排斥的，但实际上他始终忠实于其探索的

首要任务———在舞台有机生命的创造中寻找客观的自然规律。总之，那些与“体系”发展初期相

关联的思想和元素，不断出现在“体系”的当代形态中。这使人们认识到早期的发现在“体系”发

展的各个阶段以及对演员心理技术的进一步研究中都不失去其意义，这个事实证明了“体系”的

完整性和统一性。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在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的发展及其出版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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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对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的发展及其出版历史，俄罗斯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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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原文中，大写的“Система”都是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因此，相应的打引号的中文译文“体系”就是指斯坦尼斯拉夫斯
基体系。此外，本文的俄文、英文参考文献格式，以及参考文献中人名等名称的拼写均来自切尔卡斯基的原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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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戏剧界的理解有两个特点：第一，“体系”创造者对其工作的书面陈述是不完整的；第二，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晚期创作研究具有多面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发展的逻辑是：从早

期分析时期对创造性自我感觉的独立要素进行分析，发现无意识过程在演员创造力中的作

用，到后期综合时期发展出各种有意识的方法，启动演员创造力的无意识过程，以此产生创

造性自我感觉。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发展的历程中，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存在着方法论

的变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不同时期的探索看似相互排斥，但实际上他始终忠实于其探

索的首要任务———在舞台有机生命的创造中寻找客观的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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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中的客体生产与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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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中的客体生产与认识论
———从京剧《三岔口》的桌子说起

:;<

内容摘要：中国传统戏曲的道具极为简单，几乎所有的客体甚至场景都可通过“一桌二椅”

而获得显现。这是如何可能的？中国传统戏曲、现代戏剧理论以及西方哲学理论对中国戏

曲客体生产中的现象缺乏有针对性的分析，这种现象表现在一种客体同时存在着不同的“显

相”。为此，发生戏剧理论能够对此现象提供一种新的理解维度。发生戏剧学认为，我们需

要将客体重返它的发生形式，这种形式作为一种纯粹形式，处于前概念状态，尚未被实在化，

它既在也不在，具有被无限定义的可能，也就具有无限的生成性。由此，我们就能理解戏曲

中例如那张桌子的存在物何以能够不断地生产出不同的客体并被我们的认知所接受的根本

原因。

关 键 词：戏曲　 客体生产　 认识论　 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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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正音谱》的后世流传及其
戏曲史意义

=>?

内容摘要：《太和正音谱》是明初宁王朱权的戏曲论著。在明代不同时期，《太和正音谱》的

命运起起落落。早期宁府刊本主要在宫廷、宗室和望族间流传，它在被收藏的同时也起到了

文本校勘等作用。正德年间，北曲特盛，《太和正音谱》成为人们填词作曲必备的参考书。之

后《太和正音谱》被人们阅读、传抄、拆分、合并、刊刻，成为市场上的热门书籍。万历以后，

《太和正音谱》又影响到了南曲谱的编纂。追踪《太和正音谱》的流传轨迹及文本的变化，可

见其命运和明代戏曲的勃兴及曲学的发展紧密联系。

关 键 词：太和正音谱　 乐府楷式　 流传　 被塑造的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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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调 考 释

@>A

内容摘要：接调是古代曲乐学中一个较为冷僻的术语。其内涵在南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

中已有体现，而它作为一个理论术语则出现在明中叶南曲盛行之后。接调是南曲曲牌联套

中过曲的一种特殊呈现。当接调与起调属于同一曲牌时，其首句板式有着较大的差异。接

调功用是通过板式与字句的变换实现曲唱的和谐，因此其与换头有着密切的关联。

关 键 词：接调　 曲牌联套　 过曲　 板式　 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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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中的新物质性： 作为“电影身体”的实时影像
２０２５年第 １期（总第 ２４３期）

剧场中的新物质性：
作为“电影身体”的实时影像

B>C

内容摘要：实时影像引入剧场，让“电影身体”不再只是一个现象学理论概念。在“新物质主

义”哲学思潮和“场景学转向”的视域下，“电影身体”在剧场中所产生的联觉与共觉效应，远

比其所承担的文化符号意义重要得多；“电影身体”与演员身体的物质性差异通过“内在互

动”构建出一个体验性的、过程性的、临时性的“能动聚合体”；在以“电影身体”为表演主体

的剧场实践中，“电影身体”获得了与演员身体平等被导演重新分配的权利，演员身体以其自

身的物质性来帮助“电影身体”在剧场中创造实时电影。作为“电影身体”的实时影像不仅为

剧场带来了新技术、新美学，还为剧场赋予了新物质性，以期转变人类主宰剧场的中心意识，

实现数字技术和智能媒介与剧场艺术的平等互动，构建新物质主义的未来剧场。

关 键 词：实时影像　 电影身体　 新物质主义　 场景学　 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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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ｒ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ｔｏ ａ 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ｅｎｔｉｔ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ｎｅ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ｕｒｎ”，ｔｈｅ ｓｙ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ｉｌｍ Ｂｏｄｙ”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ｒｅ ｆａｒ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ｉ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Ｆｉｌｍ Ｂｏｄ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ｂｏｄｙ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ａｓｅｄ，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Ｆｉｌｍ Ｂｏｄｙ”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ｔ

ｇａｉ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ｂｏｄｙ，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ｒ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ｂｏｄｙ，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ｔｙ，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ｃｉｎｅｍ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Ｆｉｌｍ

Ｂｏｄｙ”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ｌｍ Ｂｏｄｙ”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ｂｒｉｎｇ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ｍｂｕ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ｔｙ，ａｉｍｉｎｇ ｔｏ

ｓｈｉｆｔ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ｔｒｉｃ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ｓ ａｎ 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ｅｄｉａ，ａｎｄ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ａｒｔｓ，ａｉｍ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ｎｅ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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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ｉｍａｇｅｓ；Ｆｉｌｍ Ｂｏｄｙ；ｎｅ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ｓｃｅ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ｈｅａｔ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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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的抗战”： 街头剧的
感官动员机制论析

D>E

内容摘要：抗战期间的街头剧实践，为探究“感官”“情感”能否定向思想、促发行动，提供了

有价值的参照。街头剧“弄假成真”的“事件化”展演方式，意在通过情境性的构造，召唤身体

的在场，在由“歌唱”“呼喊”“诉说”等声音技术制造的具身体验中，将听觉的呼应提升为感

官的同构，继而把主体的形塑和家国共同体的命运进行有机的联结。这种独特的以“声”传

“情”的感官机制（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在“声音 听觉”的想象与实践中催生出艺术的“情动效

力”（ａｆｆｅｃｔ），最终，街头剧实践建立起一种“情动媒介”与“感官动员”相互贯通的能动过程。

关 键 词：街头剧　 事件化　 感官　 情感　 听觉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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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ｎｓｅｓ． Ｔｈｉｓ ｔｈｅ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ａｌｌｙ ｌｉｎｋｓ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ｗｈｉｃｈ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ｏｕ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ｓ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ａ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ｏｕｎｄ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ｓｔｒｅｅｔ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ａｎ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ｕｍ”ｗｉｔｈ “ｓｅｎｓｏｒｙ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ｔｒｅｅｔ ｔｈｅａｔｒｅ；ｅｖｅｎ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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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爱伦·坡的戏剧观及其对美国现实主义戏剧的先声作用
２０２５年第 １期（总第 ２４３期）

论爱伦·坡的戏剧观及其对美国
现实主义戏剧的先声作用

FGH

内容摘要：爱伦·坡以小说、诗歌和文学评论闻名于世，其在戏剧领域的探索和影响鲜有人

关注。１８１２年美英战争后美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美国剧作家们呼吁和探索具有美国特色

和美国原创性的戏剧，试图摆脱欧洲戏剧传统的束缚。身为演员之子的爱伦·坡与戏剧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积极投身于美国本土戏剧的探索，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然主义”戏剧

观，主张以真实性原则评价美国戏剧，以自然原则评判演员的舞台表演，倡导美国剧作家师

法自然，坚决反对模仿。从时间上看，坡的戏剧观具有超前性和先锋性，不仅在南北战争后

的美国舞台上引发了一股极端现实主义表演的风潮，而且在“现实主义之战”和“未来戏剧”

的理论探讨中产生了回响，对美国现实主义戏剧文学的发展也有指导性的意义。因此，它对

其后美国现实主义戏剧的兴起和繁荣起到了先声作用。

关 键 词：爱伦·坡　 自然主义　 戏剧观　 现实主义戏剧　 先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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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ｖｅ ｄｒａｍａ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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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ｊｕｄｇｉｎｇ ａｃｔｏｒ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ｂ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ｌａｙｗｒｉｇｈｔ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ｕｒｅ，ｆｉｒｍｌｙ ｏｐｐｏｓｉｎｇ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Ｐｏｅ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ｒａｍａ

ｗａｓ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ｉｔｓ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ｄｉｄ ｉｔ ｓｐａｒｋ ａ ｗａｖｅ ｏｆ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ｐｏｓｔＣｉｖ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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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境遇与族群认同：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美国华裔戏剧叙事变奏
２０２５年第 １期（总第 ２４３期）

他者境遇与族群认同：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
美国华裔戏剧叙事变奏

IJJ

内容摘要：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美国华裔戏剧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蓬勃发展。华裔剧作家以
纪实加虚构、意象隐喻、喜剧讽刺等艺术手法拓展了华裔戏剧的叙事主题和审美维度，在叙事题材

方面主要表现为从“苦力”到“新移民”再到“ＡＢＣ”的生活故事和衍变，在人物形象方面主要呈现
了华裔的“他者”境遇和身份“误读”，彰显了族群认同的自我意识和文化选择。随着社会的发展，

华裔戏剧在不同时期的叙事聚焦和形态各有侧重，呈现出多元性。在全球化语境下，关注华裔戏

剧的叙事变奏问题既有助于理解华裔境况和诠释华裔形象，又能传播华夏文明和弘扬中国精神。

关 键 词：华裔戏剧　 叙事变奏　 他者境遇　 族群认同　 文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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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洛托夫斯基客观戏剧
（１９８３—１９８６）的实践考察

KL■

内容摘要：欧美戏剧界往往将格洛托夫斯基的客观戏剧视为其工作的转折期，并无太多着

墨。然而，格洛托夫斯基的客观戏剧对我国台湾地区的戏剧有比较重要的影响。它也是格

氏的后戏剧在美国高校的一次特殊实验。更重要的是，格氏运用客观戏剧的理念，在加州的

自然环境中开展表演生态学的前沿研究。该研究以戏剧技艺为基础，借鉴不同文化中的传

统仪式与表演形式，通过表演训练和个人神秘剧的实践，探索表演行动的阈限功能。表演者

不再扮演外部角色，而是发现自己的内部角色，及其与他者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为数字时代

日趋异化的人类生存境况提供具身性的反思。

关 键 词：表演生态学　 格洛托夫斯基　 客观戏剧　 比较仪式研究　 个人神秘剧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５）０１ ０１２０ １０

Ｔｉｔｌｅ：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ｏｔｏｗｓｋｉ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Ｄｒａｍａ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６）

Ａｕｔｈｏｒ：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ｆ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Ｇｒｏｔｏｗｓｋｉ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Ｄｒａｍａ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ｈｉｓ ｃａｒｅｅｒ，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ｏｍｅｗｈａｔ ｏｖｅｒｌｏｏｋｅ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Ｇｒｏｔｏｗｓｋｉ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Ｄｒａｍａ ｈａｓ ｈａ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ａｉｗａｎ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ｉ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Ｄｒａｍａ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ａｓ ａ 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ｔ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ｗｈｉｌｅ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ａｃｔｉｎｇ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ｍｙｓｔｅｒｙ ｐｌａｙ”

ａｓ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ｔ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ｐｌａｙ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ｏｌｅｓ，ｂｕｔ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ａｌｉｅｎａｔ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Ｇｒｏｔｏｗｓｋ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Ｄｒａｍ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ｉｔ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ｍｙｓｔｅｒｙ ｐｌａｙ

０２１



矫治、演出与创作： 监狱戏剧的
三种理念和实践

M>N

内容摘要：监狱戏剧是指在监狱服刑人员这一特别群体中开展的戏剧活动。虽然在漫长的

监狱历史中，存在服刑人员自发零星的戏剧行为，但到 ２０ 世纪下半叶，戏剧专业人士才开始

与监狱方合作，开展自觉的监狱戏剧活动。２０ 世纪末，监狱戏剧的实践和理论日益丰富，开

始进入公众和学术视野。戏剧家在监狱里开展的戏剧活动有三种基本理念导向：行为矫治、

艺术表达和实验创作。在上述三种不同的理念导向下，监狱戏剧在故事内容选择、戏剧创作

方法、戏剧最终呈现上都有明显的差别。研究监狱戏剧的不同理念及实践，能让我们认识到

戏剧在人类社会中存在方式的丰富性，给不同人群中戏剧活动的开展带来借鉴意义，同时也

能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戏剧理论，促进戏剧与社会的融合。

关 键 词：监狱戏剧　 行为矫治　 艺术表达　 实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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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戏剧： 在“活的历史”中诠释、建构与教育
２０２５年第 １期（总第 ２４３期）

博物馆戏剧： 在“活的历史”
中诠释、建构与教育

O>P

内容摘要：作为向社会公众开放的文化机构，博物馆承载着教育、传播、文化、科技、艺术，以

及展示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的功能。随着沉浸式演出的兴起与戏剧教育的广泛应用，在博

物馆中开展戏剧演出和戏剧化教育活动逐渐成了博物馆教育新形态。在历史诠释、文化建

构和教育实践三重维度下，博物馆戏剧利用沉浸式体验、互动式参与和情境化叙事，让观众

从单向的历史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历史共建者，发挥了“文教＋文旅”的独特优势。探究博物

馆戏剧创作的核心优势、未来发展和有待解决的问题，可为当下博物馆教育、戏剧教育，乃至

弘扬中国文化提供新思路。

关 键 词：博物馆戏剧　 互动体验　 沉浸式　 社群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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