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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数字时代戏剧的媒介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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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媒介化表现形式介入现场戏剧后，以“此时此地”和“观演双方身体在场”为框架

的表演本体论面临挑战。戏剧的“媒介间性”视域，为现场与媒介化形式在表演中的价值之

争提供了非二元的反思框架，回答了二者对话之于戏剧的意义。它基于戏剧的超媒介特性，

将戏剧场域里的现场媒介和多种技术媒介纳入共同关联的统一体中考察，关注多重媒介特

性的互动对具身感知模式的重塑，从而破除了长期存在于现场媒介与数字媒介、人类肉身与

数字身体、物质性与虚拟性之间的二元区隔。其衍生概念“媒介间性在场”描述了数字时代

的戏剧空间里，可容纳的一种经典在场与虚拟在场交织的双重在场。

关 键 词：数字戏剧　 媒介间性　 在场　 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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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表演与新型互动： 互联网艺术、
虚拟现实与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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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数字技术在为表演提供新的技术手段的同时，还帮助表演打破了其固有的等级制

度和观演关系的桎梏。在数字表演中，媒介不仅是信息的载体，还凸显了自身的主体价值。随

着数字技术的演变，艺术家不断将新技术融入表演中，同时也不断挑战、解构并重塑数字表演

中的互动性。在以互联网艺术、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装置为代表的数字表演中，观演者与表演本

身，乃至表演中的各个媒介呈现出不同的互动模式，其相关技术为深化互动性带来了可能。

关 键 词：数字表演　 互动性　 互联网艺术　 虚拟现实　 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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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ｓｅｒｖｅ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ａｓ ａ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ｉｔｓ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ｖｏｌｖｅｓ，ａｒｔｉｓｔ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ｌｙ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ａｎｄ 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ｒｔ，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ｍｏ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ｅｄｉａ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ｆｅ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ｒｔ；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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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数字化： 虚拟现实视域下的
戏剧数字化路径

0"1

内容摘要：相较于其他艺术形式，戏剧艺术因其对“在场性”的要求长期以来难以找到令人

信服的数字化表达。而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崛起，戏剧艺术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可能。虚拟

现实的沉浸特性让戏剧的“在场”能够以数字化的姿态存在，从而推动戏剧艺术快速跟上时

代节奏，演变出“虚拟环境戏剧”这一数字化表现形式，其成果丰富，传播高效。此外，虚拟现

实的交互特性也将继续发展戏剧艺术的存在形式，应运而生的“赛博戏剧”作为未来戏剧的

一种表现形态从技术维度拓宽了它的边界。

关 键 词：虚拟现实　 戏剧艺术　 数字化　 在场性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４）０５ ００２０ １１

Ｔｉｔｌ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ｕｔｈｏｒ：ＭＥＮＧ Ｋ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ａｒｔ ｆｏｒｍｓ，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ｒｔ 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ｄ ｔｏ ｆｉｎｄ ａ ｃｏｎｖｉｎｃ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ａｔｒｅ ｉｓ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ｎｅｗ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ｍｍｅｒｓｉｖ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ｔｏ 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ｏｒｍ，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ｔ ｔｏ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ａｄａｐｔ ｔｏ ｔｈｅ ｒｈｙｔｈｍ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ｖｅ ｉｎｔｏ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ｏｒｍ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ａｔｒｅ”，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ｒ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ｙｂｅｒ ｔｈｅａｔｒｅ”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 ｉｔ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 ａ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ｒｔ；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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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间离与认知：
论当代沉浸式戏剧的观众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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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沉浸式戏剧是 ２１ 世纪最重要的剧场实践形式之一，经常被贴上娱乐、商业与
新自由主义的标签，但实际上，沉浸式戏剧并非不具备激进的政治潜能，而是能够传承

布莱希特叙事剧的政治遗产。认知科学的视角有助于发现，沉浸式戏剧为观众创造的

“认知沉浸”不仅得以实现布莱希特理想中的戏剧政治介入作用，且相比于布莱希特

所倚赖的“间离效果”，或许更为有效。沉浸式戏剧扩大与丰富了布莱希特叙事剧中

“共鸣”和“间离”的内涵，超越了两者的对立，在 ２１ 世纪激活了戏剧艺术的政治能
动性。

关 键 词：沉浸　 间离　 认知　 沉浸式戏剧　 观众体验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４）０５ ００３０ １０

Ｔｉｔｌｅ：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ｎ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ｍｍｅｒｓｉｖ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ｕｔｈｏｒ：ＣＨＥＮ Ｃｈ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ｍｍｅｒｓｉｖ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ｌａｂｅｌｅｄ ａｓ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ａｎｄ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ｍｍｅｒｓｉｖ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ｉｓ ｎｏｔ ｄｅｖｏｉｄ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ｈａｒｂｏｒｓ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ｉｎｈｅｒｉｔ ａｎｄ ｕｐｄａｔｅ ｔｈｅ ｌｅｆｔｉｓｔ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ｅｒｔｏｌｔ Ｂｒｅｃｈｔｓ ｅｐｉｃ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ｃｒｅａｔｅｄ ｉｎ ｉｍｍｅｒｓｉｖ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Ｂｒｅｃｈｔ ｅｎｖｉｓｉｏｎｅｄ ｂｕｔ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ｂｅ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Ｂｒｅｃｈｔｓ
“Ｖｅｒｆｒｅｍｄｕｎｇｓｅｆｆｅｋｔ”． Ｉｍｍｅｒｓｉｖ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ｍｐａｔｈｙ”ａｎｄ
“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ｉｎ Ｂｒｅｃｈｔｓ ｅｐｉｃ ｔｈｅａｔｒ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ｓ ｔｈｅｉｒ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ａｎ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ｍｍｅｒｓｉｖ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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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戏曲创作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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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当代中国戏曲正处于以下四种因素共同的影响中：一、传媒时代对戏曲艺术的冲

击；二、现代人生存方式对戏曲艺术的挑战；三、西方强势文化对戏曲艺术的侵蚀；四、国家

文化战略对戏曲艺术的影响。当代中国戏曲创作的首要任务是与时代接轨，是在思想内容、

审美品格、舞台表现、艺术范式等方面进行深刻的开掘与独特的创造。文本层面需要加强对

作品文学品格的现代性开掘，舞台层面需要正确处理守正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随着数字时

代的到来，戏曲创作更应该积极拥抱新科技，在戏曲动作表演与数字交互技术结合等问题上

进一步探索。

关 键 词：当代中国戏曲创作　 问题　 对策　 文本现代性　 舞台创新性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４）０５ ００４０ １０

Ｔｉｔｌｅ：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ｉｑｕ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ＬＵ 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ｉｑｕ ｉ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ｆｏｕｒ ｍａｊｏ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ａｇｅ，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ｓ，ｔｈｅ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ｍｏｓｔ ｔａｓｋ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ｉｑｕ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ｏ
ｋｅｅｐ ｐ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ｂ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ｔａｇ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ｎｅｅｄ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ｋｓ，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ｉｔ 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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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处理戏曲现代转型中的
四组关系

6"7

内容摘要：在戏曲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将现代理念融入戏曲表

达，以实现形式与内容的协调。不同于其他领域，对于文化，特别是对于戏曲艺术而言，绝不

可能搞釜底抽薪似的重构。在戏曲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正确处理以下四组关系：

一、故事性表达与技巧性表现需要同时强化、相得益彰；二、“情感反应”与“情绪表达”需要

迭代推进；三、曲唱、念白重回现代戏曲结构之中心的过程中，需要克服“话剧加唱”的弊端；

四、可以借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角色内心体验的表演方法，但需要做到体验生活与追求

“戏曲味”的平衡，坚守戏曲艺术本体。

关 键 词：现代化　 表演形态　 本体特质　 现代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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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写意精神在当代戏曲现代戏
舞台美术中的转化

89:

内容摘要：戏曲现代戏繁荣的背后，舞台美术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不仅丰富了舞台表现，还

深化了戏剧内涵。写意精神作为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美学追求与表现手法，旨在通过具象

与抽象的结合传达深层意蕴。戏曲现代戏舞台美术中的写意精神，在传统、现代、当代三个

维度均有应用与创新。无论是传统、现代还是当代的写意，其核心都是通过外物之“象”传达

艺术家的深层之“意”，在形神兼备中传达作品的精神实质。当代写意更是扩展了表达边界，

融合跨界合作、新媒体技术等，强调观念的传达与艺术力量的展现，体现出更加开放和包容

的艺术态度。写意精神在戏曲现代戏舞台美术中应用广泛，展示了其作为中国艺术独特标

识的持续生命力与创新可能。

关 键 词：写意精神　 舞台美术　 戏曲现代戏　 当代性　 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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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理改编”到“经典改写”
———兼论现代戏曲的一种新文体

;<=

内容摘要：对于当今那些为传统戏曲剧目赋予了新形式和新内容的创作实践，称之为“经典

改写”或许比“整理改编”更为准确合理。当代改写已具备不同于传统改写的创作方式，因为

它们从文化内涵、主题驱动、叙述特征等方面均表现出独立的文类特征。在情节结构上，传

统的“整理改编”多是对经典剧目适当的丰富和补充，而“经典改写”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传统剧目的叙事方式，再构了改写作品的戏剧情节。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传统的“整理改

编”对老戏中的人物性格是基本延续，并不刻意改造，而“经典改写”则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

既有形象，打开了传统剧目中并不被关注的边缘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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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学生演剧与中国话剧
诞生之关系辨正

———基于对早期上海学生演剧史料的

发掘及形态考察

>?@

内容摘要：近年学界围绕中国话剧的开端与诞生问题，争议之声不绝。判定清末学生演剧是

否标示中国话剧的诞生，关键是分析考察其是否具备较为完整的话剧艺术形态。对 １９ 世纪
末 ２０世纪初上海教会学校和新式学堂学生演剧史料的发掘及形态考察，可知无论是圣约翰
书院、南洋公学，抑或是 １９０７年之前其他国内学生演剧，普遍都只是初具话剧形式和写实性
特征。可以说清末学生演剧是中国话剧的开端，但笼统地认为“清末学生演剧标示中国话剧

诞生”则欠严谨。１９０７年之前的早期学生演剧，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话剧；１９０７年开始学生演
剧进入大剧场演出，舞台形态趋于完整，确实为促成中国话剧艺术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 键 词：清末学生演剧　 话剧诞生　 演出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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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剧入台湾：
上海民兴社赴台演出及意义

ABC

内容摘要：新剧（文明戏）的研究以起源地上海为主，其他地区并不多见。上海民兴社是日

本侵占我国台湾时期唯一赴台巡演的新剧戏班，它播下了新剧的种子，对我国台湾地区的话

剧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戏剧史著关于民兴社赴台演出这一重要戏剧事件的记载失之

简单，相互抵牾，对于该社之福建巡演、赴台动因、行旅路线、演出剧目、演剧特色及意义价值

至今仍不明朗。依托报刊、戏单、广告等第一手文献，考证民兴社赴台演出的前因后果，探究

其对台湾话剧的影响，并回应台湾新剧起源这一戏剧史上的重要命题，具有重要的学术

意义。

关 键 词：上海民兴社　 新剧　 台湾话剧　 日本侵占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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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到戏剧：
后现代与田沁鑫的话剧改编

———从《北京法源寺》谈起

DEF

内容摘要：自 １９９９年改编萧红小说《生死场》开始，田沁鑫进行了一系列的话剧改编实践。

这种实践是新世纪中国话剧探索的一股激流，代表着当代中国话剧编导的审美新趋势。与

传统话剧改编相比，田沁鑫的改编力图挣脱文学原作的桎梏，强化导演在构剧中的主体作

用，利用剧场媒介对原作进行再阐释与再创造。以话剧《北京法源寺》为例，田沁鑫在编导中

采用群体叙述，以众声喧哗的方式瓦解历史记录和小说原文，通过游戏化、碎片化、感官化的

后现代戏剧方式，呈现给观众一个多种可能的戏剧世界。这些特征是新世纪中国话剧编导

区别于以往戏剧改编的一个明显特征，也是新世纪中国戏剧改编普遍采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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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由心灵显像的多元演剧开拓
———论林兆华对中国话剧演剧学派的贡献

G"H

内容摘要：在林兆华看来，话剧演剧与生命历程同构，他将舞台作为“心灵显像”的“第二世

界”，并在对“人”内心的自由开掘中创造出“一戏一格”的独特舞台语汇。其中，民族演剧美

学传统是他通向“自由心灵”的可能前提与方法路径，对后者的深刻追求又促发对前者的择

鉴与现代转化。这种“自由戏剧观”从根本上启发和参与了他对表导演“双重结构”建构的持

续探索，更引领“双重”趋向“多重”的演进。这在他不同时期主要导演作品中有清晰体现，尤

以《绝对信号》（１９８２）、《狗儿爷涅槃》（１９８６）与《故事新编》（２０００）为代表。通过对他矛盾

化理论阐述、多元化演剧实践中贯穿始终的统一本质的发掘，其复杂演剧面貌呈现出本质上

的关联性、连续性与发展性。

关 键 词：林兆华　 中国话剧演剧学派　 自由心灵　 民族美学　 多元演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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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由心灵显像的多元演剧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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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场与剧场： 中西观阅元明戏剧的不同路径
２０２４年第 ５期（总第 ２４１期）

戏场与剧场：
中西观阅元明戏剧的不同路径

2F■

内容摘要：情 境交融的戏场理论关注情的内在性与人戏合一的体验，是中文学者对古典曲

论的继承与发扬。情 我两分的剧场理论强调情的外在性，为近期英语学界对中国古典戏曲

新的关注点。英语学界新锐学者从早期关于宋金行院及元杂剧版本异文的讨论，转向对距

离（ｄｉｓｔａｎｃｅ）在不同时期古典戏曲中应用的讨论。中文学界视宋元戏曲为明清传奇的先声，

将两者视作纵向上的有机整体。而英语学界倾向于认为元代戏曲中不存在戏剧性，明清戏

曲中戏剧性才开始出现，因此元 明戏曲是本质截然不同的艺术形态。

关 键 词：元明戏曲　 情感空间　 情动理论　 比较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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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 ｎｅｗ ｆｏｃｕｓ ｆｏｒ ｒｅｃｅｎ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ｏ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ｉｑｕ．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ｈａｓ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ｅａｒｌｙ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ｎｇＪｉｎ Ｘｉｎｇ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Ｚａｊｕ ｔｏ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ｉｑｕ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ｖｉｅｗ ＳｏｎｇＹｕａｎ Ｘｉｑｕ ａｓ ａ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

ｔｏ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Ｃｈｕａｎｑｉ，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ａｓ ａ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ｈｏｌ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ｅｎｄ ｔｏ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Ｙｕａｎ Ｘｉｑｕ，ｗｉｔｈ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ｉｔｙ ｏｎｌｙ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Ｘｉｑｕ，ｔｈｕ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 Ｘｉｑｕ ａ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ｔ

ｆｏｒｍ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ＹｕａｎＭｉｎｇ Ｘｉｑｕ；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ｄｒａ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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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论在中国戏曲批评中的发展

2IJ

内容摘要：中国戏曲批评中的“味”论萌芽于元代，其产生深受诗词“味”论影响，所论涉及表

演、音律、曲体风格等多方面。至明代，曲“味”论发展成熟，“味”成为戏曲批评的常用术语，

频繁出现在有关曲辞、曲风、关目、曲唱的评点中。清代文人则在以“味”论曲的基础上，扩大

了“味”论的批评对象。花谱热潮中频现以“味”品伶之现象，“味”始用于表示伶人的某种独

特文艺气质。近现代以来，“戏味”逐渐代替“曲味”之说，“味”不仅成为评判戏曲演员唱腔

表现力的综合性指标，也常指代流派、剧种的多样化风格。

关 键 词：味　 曲味　 戏味　 戏曲批评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４）０５ ０１４８ １３

Ｔｉｔｌｅ：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ｌａｖｏｒ”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ｉｑｕ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Ａｕｔｈｏｒ：ＣＨＥＮ Ｗｅｉｊ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ｆｌａｖｏｒ”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ｉｑｕ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ｄｅｅｐ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ｌａｖ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ｐｏｅｔ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ｒｈｙｔｈｍ，ａｎｄ 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 “ｆｌａｖｏｒ”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Ｘｉｑｕ ｈａｄ
ｍａｔｕｒｅｄ，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ｅｒｍ ｉｎ Ｘｉｑｕ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ｌｙｒｉｃｓ，ｓｔｙｌｅｓ，ｐｌｏｔｓ，ａｎｄ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ｌａｖｏｒ”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ｓ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ｆｌａｖｏｒ”ｅｍｅｒｇ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ｗｉｔｈ “ｆｌａｖｏｒ”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ｌａｖｏｒ”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Ｘｉｑｕ ｆｌａｖｏｒ” 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ｏｆ ａ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ｓ ｖｏ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ｆｔｅｎ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ｓｔｙｌｅｓ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ｒ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ｌａｖｏｒ；Ｘｉｑｕ ｆｌａｖｏ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ｌａｖｏｒ；Ｘｉｑｕ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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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后期禁抑职业女戏论析
２０２４年第 ５期（总第 ２４１期）

清中后期禁抑职业女戏论析

KLM

内容摘要：就职业戏班演员的性别构成而言，明、清二代具有较大的差异。明代职业戏班依

据市场需求自由组建男班、女班、男女合班，官方对此不干涉。清代中、后期职业男戏一如既

往的盛行，而职业女戏连同女性观剧都受到了来自朝廷大臣、地方官乃至民间缙绅的联合抑

制，一度衰歇沉寂。清代统治阶级对于职业女戏的控制大致经历了：顺、康、雍三朝的由宽趋

严；乾隆朝对职业女戏的全面禁抑，并为嘉庆、道光朝所沿袭，但效果不及乾隆朝；咸丰、同治

朝以降对职业女戏及女性观戏的限制日渐松动。直到民国时期，职业女戏和女性观戏才全

面解禁。以往学界对于清代女戏的探讨存在的不足有：其一，有学者将清乾隆朝禁止职业女

戏视为整个清代都禁止职业女戏，或想当然认为禁止职业女戏源于雍正帝打压戏曲；其二，

有学者未能将清代禁抑职业女戏与听任家班女戏相区分，视乾隆朝禁抑职业女戏为禁止所

有女戏；其三，有学者将乾隆以降职业女戏的不振误认为业已绝迹。以上诸种对于清代职业

女戏的偏颇认识，较大地阻碍了清代戏曲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关 键 词：清中后期　 职业女戏　 家乐女戏　 禁抑　 男旦现象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４）０５ ０１６１ １５

Ｔｉｔｌ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Ｘｉｑｕ Ａｃｔｒ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ｕｔｈｏｒ：ＬＩ Ｍｉｎｇｓｈ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Ｘｉｑｕ ｔｒｏｕｐ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Ｘｉｑｕ ｔｒｏｕｐｅｓ ｆｒｅｅｌｙ ｆｏｒｍｅｄ

ｍａｌｅ，ｆｅｍａｌｅ，ｏｒ ｍｉｘｅｄｇｅｎｄｅｒ ｇｒｏｕｐ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ｍａｎｄ，ｗｉｔｈ ｎｏ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 ｔｏ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ｗｈｉｌ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ｒｅｓｓｅｓ，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ｗａｓ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ｃｏｕｒ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ｌｏｃ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ｇｅｎｔｒｙ，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ｉｌ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ｒｕｌ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ｖｅ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ｒｅｓｓｅｓ ｒｏｕｇｈ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ａ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ｌｅｎｉｅｎｃｙ ｔｏ ｓｔｒｉｃｔｎｅｓ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ｕｎｚｈｉ，Ｋａｎｇｘｉ，ａｎｄ 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 ｒｅｉｇｎｓ，ｃｕｌ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ｂａ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ｒｅｉｇｎ，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ｈｏｕｇｈ ｌｅｓ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Ｊｉａｑ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ｏｇｕａｎｇ

ｒｅｉｇｎ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ｒ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ｒｅｌａｘ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Ｘｉａｎｆｅｎｇ ａｎｄ Ｔｏｎｇｚｈｉ ｒｅｉｇｎｓ ｏｎｗａｒｄｓ． Ｉ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ｒ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ｗｅｒｅ ｆｕｌｌｙ 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ｄ．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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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ｍａｌ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Ｆｉｒｓｔ，ｓｏｍ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ｖｅ ｍｉｓｔａｋｅｎｌｙ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ｂａｎ ｏ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ｒｅｓｓｅｓ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ｏｒ ｔｈａｔ ｉ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ｓ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ｑｕ．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ｏｍ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ｒ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ａｃｔｒｅｓｓｅ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ｂａｎ ａｓ ａ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ｌ Ｘｉｑｕ ａｃｔ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ｉｒｄ，ｓｏｍ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ｍｉｓｔａｋｅｎｌｙ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ｃｅａｓ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ｒｅｉｇｎ，ｒａ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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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徽州戏曲刻书考论

NO.

内容摘要：徽州是明代的重要刻书中心之一。明代徽州戏曲刻书起步稍迟，但发展迅猛，并

繁荣一时。从现存刊本来看，徽州戏曲刻书始于嘉靖后期，至万历年间达到鼎盛，天启崇祯

年间趋于衰落。在新安理学的背景下，徽州戏曲刻书多出于教化的目的，以刊刻劝善类作品

为主；戏曲版画风格由粗犷古朴转向精致秀雅；作品选择呈现复古北曲到南北并举，这些共

同构成徽州戏曲刻书的地域特征。徽州戏曲刻书不仅促进了戏曲交流和传播，也为戏曲史

研究保留了大量的善本和珍贵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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