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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改”的政治与艺术理念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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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戏改”是中国戏剧有史以来最为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始于 １９４８年末，大致终于
１９５６年中，其内涵在 １９４９年 ７月下旬经历了从“旧剧改革”到“戏曲改进”的变化。支持“戏
改”的理念非常复杂，在政治方面，它包括艺术功能上的工具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革命”话

语；在艺术方面，包括从欧洲古典主义的情节整一性、现实主义的表演真实性理念和浪漫主

义对资本与商业的批判等等，最终归结为戏剧完整性和精致化的追求。但这些驳杂的观念

基本上是外来的，“戏改”的进程就是这些外来观念与本土传统之间博弈与妥协的结果。

关 键 词：戏改　 戏曲改进会　 工具论　 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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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戏曲表演教学中的“口传心授”法

-./

内容摘要：“口传心授”是中国古典艺术长期使用的教学方法，能够有效地向学生传授艺术

知识、技能、法则、诀窍、原理等内容，帮助学生达到运化自如、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口传

心授”内涵丰富深邃，运用变化多端，讲求在因材施教、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谛。现代戏曲

教育者应随着时代的发展为“口传心授”教学法注入新的内涵，使其与现代教学法和现代信

息技术相结合，更好地发挥育人作用。

关 键 词：戏曲表演　 口传心授　 教学法　 内涵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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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上海时事剧的兴起及其
戏剧史意义

0" 1

内容摘要：清末，在政治社会变革、戏剧自身发展等内外合力推动下，上海京剧界开始关注社

会生活及政治事件，编演时事剧。《火烧第一楼》（１８８７ 年）开创了沪上演出的新局面，然而

由于官方及当事方的干扰，旋即禁演。随着《铁公鸡》（１８９３ 年）的面世，上海京剧舞台掀起

了时事剧竞演的高潮。大批时事剧在题材表达、表演艺术、舞台美术、演出形态等方面迥异

于传统京剧，初步实现了京剧的近代化转型。不少学者将其称之为“时装现代戏”，实际上这

些剧作以市场意识为主导，并不具备真正意义的现代性。然而，对清末上海时事剧的兴起，

不应只认识其之于海派京剧形成的标志性意义，还应思考其对戏剧改良时期时装新戏的启

发、现代戏曲探索等层面的戏剧史意义。

关 键 词：清末　 上海　 时事剧　 火烧第一楼　 铁公鸡　 海派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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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名角时代”的黄昏： 梅兰芳抗战后至解放前演剧活动考述
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总第 ２２８期）

京剧“名角时代”的黄昏： 梅兰芳
抗战后至解放前演剧活动考述

234

内容摘要：梅兰芳在抗战胜利后恢复登台演出，通过在剧目选择上扬长避短、注重展现戏剧

情境等策略，克服了身体退化、同业竞争等阻碍，实现了高水平的演出。但抗战后逐渐恶化

的经济形势，使得上海各京剧场出于商业利润的考虑，不再邀请身价高昂的梅兰芳，致使他

在 １９４８年 ５月后被迫息演。梅兰芳之所以无力应对息演的局面，是因为他作为京剧名角高
度依赖演出市场，无法改变其被各种资本势力控制的现状。

关 键 词：梅兰芳　 抗战后至解放前　 演剧活动　 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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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至今，有关梅兰芳的评论和研究未曾间断，从其表演艺术、剧目特色、舞美革

新，到其海外演出、生平交游、收藏爱好，不一而足。相关著述，从清末的报刊剧评，到近

９３



现代传媒与 １９４３年曹禺演讲《悲剧的精神》之版本问题
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总第 ２２８期）

现代传媒与 １９４３年曹禺演讲
《悲剧的精神》之版本问题

5" 6" 789

内容摘要：《悲剧的精神》是曹禺 １９４３年（《曹禺全集》误作 １９４２年）受邀演讲产生的重要戏

剧理论成果，有着“不容忽视的特殊重要性”与复杂的版本问题。《悲剧的精神》有三个版本

系列，即李家安笔记版、海鸥笔记版与曹禺删改版。全面还原和综合把握《悲剧的精神》的不

同版本，才能准确理解曹禺抗战时期的悲剧思想。《悲剧的精神》近八十年来的传播历程非

常典型地体现了现代传媒对作家演讲传播的重要影响。

关 键 词：曹禺　 悲剧的精神　 演讲　 版本　 现代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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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最为重要的剧作家。钱谷融先生曾在追思文章中盛赞曹

禺“才华盖世”，是“为中国的话剧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的艺术巨星”。① 然而，纵观近年

的曹禺研究，既颇有收获，又颇多尴尬。收获如《文学评论》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发表段美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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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钱谷融：《曹禺先生追思》，《钱谷融文集》卷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２６６页。



滑稽戏的审美特质研究

:;<

内容摘要：滑稽戏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独具一格的审美特质。其一，滑稽戏以滑稽性

为主要审美特性，滑稽戏的滑稽性具有狂欢性、反常性和游戏性。中西交融的上海都市文化的

多元化，带来滑稽戏狂欢性的多声部特色；民间滑稽文化带来滑稽戏语言的狂欢；滑稽戏艺术

自身的交叉性和边缘性带来狂欢性的边缘化特征。滑稽戏的反常性包括悖反常貌、悖反常态、

悖反常言、悖反日常情境、悖反常理以及悖反常规思维等类型。而滑稽戏的游戏性体现在创作

主体的反事实想象的游戏思维、接受主体拥有游戏心境及其审美功能的欣悦喜乐。其二，民间

性为滑稽戏的文化渊源，主要体现在创作题材、审美趣味、民俗事象等方面。其三，情节的纵向线

性结构与噱头的横向板块结构始终是左右滑稽戏的两极，两者结合程度决定滑稽戏的优劣成败。

关 键 词：滑稽戏　 审美特质　 滑稽性　 民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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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方言话剧： 话语争夺、艺术困局与传播生成
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总第 ２２８期）

透视方言话剧： 话语争夺、
艺术困局与传播生成

=>?

内容摘要：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中期，大众语运动引发了话剧使用国语还是方言的“应宜”论争，

之后理论研讨转为对方言话剧的自然用语与舞台艺术等艺术本体的探究。方言作为舞台

语言的一种特殊形式，面临艺术困局：一是非方言语系观众对方言的接受问题，二是部分

批评家对方言剧的误读与偏见，三则是非方言语系的创作者们因传播对象的错位而忧思

如何自处。追问方言话剧在当代的发展张力，除需充分利用方言承载声音的“刻板印

象”之外，方言话剧还需纳新，一方面利用多重方言版本建立新的地域连接并不断形成

品牌聚合效应，另一方面适度放弃对方言的固守转向对叙事内容的探寻，以此完成自我

提升。

关 键 词：方言话剧　 艺术困局　 话语争夺　 叙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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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ｌｙ ｈａｖｅ ｂｒ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ｉｔ ｉｓ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ｔｏ ｇｉｖｅ ｕｐ ｔｈｅ ｒｉｇｉｄ ｓｔｉｃｋ ｔｏ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ｏ ａ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ｓｅｌｆ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ｉａｌｅｃｔ Ｈｕａｊｕ；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ｐ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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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与重构： ２０世纪中国儿童戏剧的儿童观流变
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总第 ２２８期）

异化与重构： ２０世纪
中国儿童戏剧的儿童观流变

@" A" BCD

内容摘要：纵观整个 ２０世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建立起来的“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到
战争时期异化为战争宣传工具的“民族本位”的儿童观，到“十七年”时期的革命接班人，再到

新时期以后回归尊重儿童自然天性的“以儿童为本”，尊重儿童的人格与权利的儿童观，中国

儿童戏剧中呈现的儿童观有着复杂的多重面相，背后受到时代背景、文化基因、政治形态、文

艺政策等多重因素制约。从某种意义上说，２０ 世纪的中国儿童戏剧史就是一部儿童观的流
变史。

关 键 词：儿童观　 儿童戏剧　 儿童形象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２）０４ ００８３ １１

Ｔｉｔｌｅ：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Ｄｒａ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ｕｔｈｏｒ：ＳＯＮＧ Ｍｉｎ，ＴＡＮ Ｘｕｄ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ｅ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ｄｒａｍａ ｈａｖ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ｖｉｅｗ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ｙ ４ｔｈ”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ｖｉｅｗ ａｌｉｅｎａｔｅｄ ａｓ
ａ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ｗａｒ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ｔｏ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 Ｙｅａｒｓ”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ｖｉｅｗ ｔｈａｔ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ｎａｔｕｒ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ｂｙ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ｎ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ａ ｓｅｎｓｅ，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ｄｒａｍａ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ｄｒａｍａ；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ｉｍ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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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雷雨》悲剧人物的出场、
在场与退场

———以 ２００７年新解读版《雷雨》为例

EFG

内容摘要：２００７年新解读版《雷雨》以“一个男人与先后两个女人情爱故事的循环再现”作为
戏剧的主线，在原剧本的基础上对人物出场的时间与顺序进行了重构，将原剧本的“序幕”与

“尾声”搬上了舞台，重现了曹禺将《雷雨》视为“叙事诗”的创作初心，在剧中人的出场、在场

和退场艺术格局之中，挖掘人物内在的悲剧价值与能量。除了戏剧结构，新解读版《雷雨》还

摆脱了惯常的伦理道德式解读，以剧中人物命运之相扣、境遇之循环所展现的残酷的诗意

美，完成了一种悲情的终极解读———透过死亡看到重生。

关 键 词：雷雨　 曹禺　 新解读版　 悲剧　 在场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２）０４ ００９４ １４

Ｔｉｔｌｅ：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０７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 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ＷＡＮＧ Ｙａｎｓ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ｏｖ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ｗｏ ｗｏｍｅｎ”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ｌｏ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ｙ，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ｆｉｒｓｔ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ｌａｙ． Ｉ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ｕ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ｌ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ｐｉ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ＣＡＯ Ｙｕ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 ａｓ ａ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ｅｍ”，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ａｎｄ ｅｘｉｔ．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ｙ，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 ａｌｓｏ ｃａｓｔｓ ｏｆｆ ｔｈｅ ｕｓｕａｌ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ｂ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ｕｅｌ ｐｏｅｔｉｃ
ｂｅａｕ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ｉｎｇ ｆ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ｇｉｖｅｓ ａｎ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 ｓｅｅｉｎｇ ｒｅｂｉｒｔ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ｅａｔ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ＣＡＯ Ｙｕ；ｎｅｗ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ｇｅｄｙ；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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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 １９８８年版《游园惊梦》
舞台演出探析

HIJ

内容摘要：《游园惊梦》１９８８年在广州的演出实现了原小说创作者白先勇与导演胡伟民大师

级的“艺术对话”，是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中国话剧针对“中国戏曲与中国当代话剧的结合点”

而进行的一次重要探索。白先勇《游园惊梦》从小说到戏剧的演绎，缘起于他“对昆曲这种最

美艺术的怀念”；导演胡伟民则紧紧把握文本中的历史沧桑和人性呼唤，突出“人性解放”的

主题。胡伟民充分理解白先勇“意识流”的内涵，为全剧设想了一个“从写实到写意、从实象

到抽象、从具体氛围化到整体诗化的爬坡结构”，实现了四个空间的时空交错，强调了舞台表

演的虚实融合，把演员推到了剧场艺术的中心，增强了演出的“戏剧气质”。

关 键 词：游园惊梦　 白先勇　 胡伟民　 中国戏曲美学　 现代戏剧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２）０４ ０１０８ １３

Ｔｉｔｌｅ：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ＡＩ Ｘｉａｎｙｏｎｇｓ 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Ｗａｋ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

Ｄｒｅａｍ （１９８８）

Ａｕｔｈｏｒ：ＨＵ Ｘｕｅｈｕ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Ｗａｋ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 Ｄｒｅａｍ （１９８８）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ｍａｓｔｅｒｓ — 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ｉｓｔ ＢＡＩ Ｘｉａｎｙｏ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ＨＵ Ｗｅｉｍｉｎ． Ｉｔ ｗ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ｕａｊｕ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９８０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ｉｑｕ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ｕａｊｕ”．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ｉｎｔｏ ａ ｓｔａｇｅ ｐｌａｙ ｃａｍｅ ｆｒｏｍ ＢＡＩｓ “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 ｆｏｒ Ｋｕｎｑｕ，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ｈａｒｍｉｎｇ ａｒｔ”；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ＨＵ ｇｒａｓｐ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ｖｉｃｉｓｓ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ｏｆ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ＢＡＩｓ

“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ＨＵ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ｙ ａ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ｍ，ｆｒｏｍ ｒｅａｌ ｉｍａｇｅｓ ｔ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ｔｏ ａ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ｏｅ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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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Ｗａｋ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 Ｄｒｅａｍ；ＢＡＩ Ｘｉａｎｙｏｎｇ；ＨＵ Ｗｅｉｍｉｎ；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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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黑魔法就是戏剧
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总第 ２２８期）

我的黑魔法就是戏剧
———郑大圣访谈录

K" L

内容摘要：郑大圣是一位能用戏剧“魔法”讲好中国故事的优秀电影导演，善于从戏剧、戏曲

中提取元素并将之化在电影镜头里，从而使电影的表现力发生奇特的化学反应。郑大圣在

黄佐临先生“中国写意戏剧观”的家族传承基础上孜孜以求，“以传奇的方式讲故事，以写意

的笔墨写人物”，无论是对电影还是对舞台，他都试图在世界版图中寻找到中国影像的坐标

体系。郑大圣的作品立足当下，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魔幻的往事，提示我们注目

民族的未来”。

关 键 词：郑大圣　 戏曲电影　 中国写意戏剧观　 影戏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２）０４ ０１２１ １４

Ｔｉｔｌｅ：Ｍｙ Ｂｌａｃｋ Ｍａｇｉｃ ｉｓ Ｔｈｅａｔｒ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ＺＨＥＮＧ Ｄａｓｈｅ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ＦＥＩ Ｙ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ＺＨＥＮＧ Ｄａｓｈｅｎｇ ｉｓ ａｎ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ｆｉｌｍ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ｗｈｏ ｔｅｌｌ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ｗｅｌ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ｇｉｃ”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Ｈｅ ｉｓ ｇｏｏｄ ａ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ｎｄ Ｘｉｑｕ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ｉｎｔｏ ｃｉｎｅｍａｔｉｃ ｓｈｏｔｓ，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ｌｍ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ｍａｇ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ｆｒｏｍ Ｍｒ． ＨＵＡＮＧ Ｚｕｏｌｉｎ，ＺＨＥＮＧ ｓｔｒｉｖｅｓ ｔｏ “ｔｅｌｌ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ａ

ｌｅｇｅｎｄａｒｙ ｗａｙ，ａｎｄ ｐｏｒｔｒａ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ｉｎ ａ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ｖｅ ｗａｙ”． Ｈｅ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ｌ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ｂｏｔｈ ｆｏｒ ｆｉｌｍ 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ｌｅｎｄｉ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ＺＨＥＮＧｓ ｗｏｒｋｓ “ｒｅｍｉｎｄ ｕｓ ｔｏ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ａｇｉｃａｌ ｐａｓｔ ｅｖ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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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恐惧： 跨文化戏剧的
表述分析及其情感机制

MNO

内容摘要：当下的跨文化戏剧研究对观念与方法的批判性反思不够重视，导致学科话语一再

激增且不被质询，批量生产的学术成果显现出单一重复的知识面貌。跨文化表述分析目前

是主流研究方法，它从话语受制于权力运作法则的假定出发，探讨戏剧知识的跨文化传播如

何参与了他者的图像化。这一分析模式背后潜隐着对他者被图像化的深深忧惧。图像恐惧

成为支撑跨文化戏剧研究的表述分析模式的情感力量。图像恐惧虽然在跨文化戏剧研究中

被转换为行之有效的批评策略，但其中假定的被压抑的自我想象，使其最终被收编为全球后

殖民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为了跨越学科建制的藩篱，研究者应积极构建多元互补的跨文

化戏剧研究方法论体系。

关 键 词：图像恐惧　 跨文化戏剧　 表述分析　 身份政治　 情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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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戏剧《齐德拉》与
五四时期的“娜拉”问题

BPQ

内容摘要：１９２４年泰戈尔访华期间，徐志摩、林徽因等人在泰戈尔生日宴上演出泰戈尔戏剧
《齐德拉》。此次演出被视为一次“文化盛宴”主要因为泰戈尔是亚洲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的名人。当时的中国文化人士对《齐德拉》剧本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并未过多关注。易卜生的

《玩偶之家》同样探讨女性解放问题，却掀起了一股热潮。比较《齐德拉》剧中的“齐德拉”和

易卜生戏剧中出走的“娜拉”，有助于理解泰戈尔独特的女性主义思想；同时，也可窥见“五

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女性解放和东西方文明观问题上的探索与争鸣，这些争论实则受到

文化权力关系的影响。

关 键 词：泰戈尔　 齐德拉　 娜拉　 女性解放　 文化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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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推动·制约： 中国戏剧节与
现代演剧制度（１９３８—１９４９）

R" S

内容摘要：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戏剧节的诞生和发展使现代演剧制度渐趋成熟。由
于社会形势和国民党政府的干涉，戏剧节的特质体现为四组矛盾，从中可见戏剧节的复杂

性。戏剧节促进了现代演剧制度的发展，具体表现在规范戏剧生产边界、改造价值观念及确

立剧界领袖等方面，其影响力已注入戏剧发展的肌理之中。但当时的戏剧节也存在一些问

题，例如评奖失当制约演剧制度的规范化，节日改期导致演剧制度调整受阻，无重点剧目影

响演剧制度系统化等亦需审视。

关 键 词：戏剧节　 演剧制度　 仪式　 转变　 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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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美学与资本： 中国戏剧节庆的演进及文化再生产
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总第 ２２８期）

政治、美学与资本： 中国戏剧节庆的
演进及文化再生产

T" U

内容摘要：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以来，中国戏剧节庆在其演进及文化再生产过程中，从政治、美学、

资本市场等维度呈现不同的社会价值和功能属性。从文化政治角度，戏剧节作为文化治理

路径，为社会改造提供新的主体和文化策略，构建国家形象和民族理念；从美学维度，戏剧节

承载剧场美学的转变，以实验、革新为审美内涵对旧有创演观念和模式进行反叛，对主流商

业戏剧体系进行抵抗，重构观众与剧场、与社会的关系；从资本与市场营销角度，戏剧节可视

为塑造城市或地区形象的工具，或地方经济生产发展的催化剂。在当代社会发展全景中，权

力向资本的转移推动戏剧节的市场化转向，及其地理意象空间从国家向地方的转换，为当下

文化的自我表达提供多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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