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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楔子”相关问题补证
———兼谈《小胡笳十八拍》中“契声”的位置

!"#

内容摘要：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末，郭沫若即发现戏曲中的“楔子”源于佛经中的“契声”，“契”为
“楔”字之省文。这一看法长期为古典戏曲研究者所忽略。文献表明，“契声”不处于《小胡

笳十八拍》之“末拍”或“尾声”。从佛教的层面讲，契经之“契”乃契合之义，既可泛指一切汉

译佛典，也可指一种长行，先说、略说的讲经方式。同时，“契”与“偈”通，一般指穿插在佛经

中篇幅较短、句式整齐的偈颂。此外，民间佛教仪式称其为“烧香偈子”，一般在正式讲经之

前举行。从音乐的层面讲，“契声”“契注声”即黄钟宫。而现存《广陵散》曲谱之一的《西麓

乙谱》中，《契声》是序曲。元杂剧的“四折一楔子”原本仅指曲而与情节无关，后逐渐蜕变为

戏剧性的文本段落。但“楔子”和“折”的规范化进程并不同步，到“折”已明确成为完整的文

本段落时“楔子”仍在某些版本中保留着元代的本来面目。

关 键 词：楔子　 契声　 契合　 规范化　 不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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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赚综考
２０２２年第 ３期（总第 ２２７期）

唱 赚 综 考

-./

内容摘要：唱赚是南宋初年产生的演唱艺术，自身具备独特的伴奏乐队、曲式结构、节奏组合

以及曲调来源与声乐美学。它吸收宋教坊乐部的鼓板乐队，形成与声乐相结合的伴奏演唱

定例。文献所见唱赚为张五牛创制的记载，不仅指出【赚】这一个曲牌的出现，更指出唱赚是

由“引子＋序＋赚＋煞尾”四个乐段组成的大型曲式。在四乐段中，仅煞尾的句式和节奏相对

固定，其余三个乐段均留有节奏极为自由的部分。至于唱赚变为覆赚，或受到北方诸宫调的

影响，其叙事功能因之增强。而唱赚艺人又将字音析分为不同类别，使宋元音韵学成果渗透

到俗曲演唱中，从而造就雅俗共赏的艺术特征。

关 键 词：唱赚　 鼓板乐队　 四乐段曲式　 自由节奏　 字音分析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２）０３ ００１３ １２

Ｔｉｔｌｅ：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ｚｈｕ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ＺＨＵ Ｘｉａｊ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ａｎｇｚｈｕａｎ，ａ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ａｒｔ ｗｈｉｃｈ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ｈａ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ｂａｃｋｕｐ ｂａｎｄ，ｔｕｎ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ｒｈｙｔｈｍ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ｕｎｅ ａｎｄ ｖｏｃａｌ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ｄｒｕｍ ｂ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ｉａｏｆａｎｇ，ｉｔ ｆｏｒｍｓ ａ ｓｅ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ｂ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ａｎｇｚｈｕａｎ ｗａｓ ｉｎｖ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Ｗｕｎｉｕ．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Ｚｈｕａｎ，ａ ｔｕｎｅ，ｉ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Ｃｈａｎｇｚｈｕａｎ

ｉｓ ａ ｌａｒｇｅ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ｆｏｕｒ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Ｏｐｅｎｉｎｇ ｗｏｒｄｓ”，“Ｐｒｅｌｕｄｅ”，

“Ｚｈｕａｎ”ａｎｄ “Ｓｈａｗｅｉ”（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ｓｏｎｇ）． Ｉｔ ｉｓ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ｌｉｎ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ｒｈｙｔｈｍ ｏｆ “Ｓｈａｗｅｉ”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ｆｉｘｅｄ，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ａｌｌ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ｐａｒｔｓ ｆｒｅｅ ｉｎ ｒｈｙｔｈｍ．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ｗｈｙ Ｃｈａｎｇｚｈｕａｎ ｔｕｒｎｓ ｉｎｔｏ Ｆｕｚｈｕａｎ ｉｓ ｐｅｒｈａｐｓ ｔｈａｔ ｉｔｓ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ｕｓｉｃ ｍｏｄ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ｚｈｕａｎ ａｒｔｉｓｔｓ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 ｏｆ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ｐｅｒｍｅ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ｏｆ ｆｏｌｋ ｓｏｎｇｓ，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ｉｔｓ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ｅｎｊｏｙｅｄ ｂｙ ｈｉｇｈｂｒｏｗｓ ａｎｄ

ｌｏｗｂｒｏｗｓ ａｌｉｋ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ｈａｎｇｚｈｕａｎ；ｄｒｕｍ ｂａｎｄ；ｍｕｓ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 ｏｆ ｆｏｕ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ｆｒｅｅ ｒｈｙｔｈｍ；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 ｏｆ ｗｏｒ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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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栏新探
２０２２年第 ３期（总第 ２２７期）

勾 栏 新 探

012

内容摘要：勾栏是宋元时期戏剧表演的重要场所。勾栏是由竹木搭建而成的棚式建筑，内部

设有一座栏杆围成的舞台，勾栏得名即因舞台由栏杆围绕。用舞台指称整座剧场并非是时

人有意以偏概全，而是“棚屋”“棚栏”“棚阑”等称谓被逐渐淘汰，而“勾栏”一词因古雅诗意，

受到文人偏爱，最终得以保留。栏杆与演出场所的关系渊源已久。早在汉代，贵族的家伎就

会在楼阁的栏杆处表演乐舞。唐代出现了栏杆式的舞台形制。宋时因棚式建筑具有易于搭

建、对地势要求较低等特点，栏杆式舞台进入棚式建筑，勾栏成为真正的商业性剧场。

关 键 词：勾栏　 棚式建筑　 栏杆　 舞台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２）０３ ００２５ １３

Ｔｉｔｌｅ：Ａ Ｎ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Ｇｏｕｌ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Ｇｏｕｌａｎ （ｒａｉｌｉｎｇｓ）ｗ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ｌａ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ｏｕｌａｎ ｉｓ ａ ｓｈｅｄ ｍａｄｅ ｏｆ ｂａｍｂｏｏ ａｎｄ ｗｏｏｄ，ｗｉｔｈ ａ ｓｔａｇｅ ｉｎｓｉｄ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ｅｄ ｂｙ ｒａｉｌｉｎｇｓ，ｆｒｏｍ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Ｇｏｕｌａ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ｔｏ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ｉｓ ｎｏｔ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ｕｔ ａ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ｍｅｓ ｌｉｋｅ “Ｐｅｎｇｗｕ”ａｎｄ
“Ｐｅｎｇｌａｎ”ｗｈｉｃｈ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ｈｅｄ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ｓｉｆｔｅｄ ｏｕ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Ｇｏｕｌａｎ”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ｗａｓ ｆａｖｏｒｅｄ ｂ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ｔｈａｎ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ｌｅｇ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ｅｔｒｙ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ｉｔ． Ｒａｉｌｉｎｇｓ ｈａｖｅ ｌｏｎｇ ｂｅｅ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ｃｔ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ｓ． Ａｓ ｅａｒｌｙ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ｓｉｎ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ａｎｃ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ｏｕｌ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ｂｅ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ｒａｉ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ｓ． Ｓｔａ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ａｉｌｉｎｇｓ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ｅｄ ｂｙ ｒａｉｌｉｎｇｓ ｗａｓ ｐｕｔ ｉｎ ａ ｓｈ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ｓｕｃｈ ａ ｓｈｅｄ ｗａｓ ｅａｓｙ ｔｏ ｐ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ｄｉｄｎｔ ｈａｖｅ
ｍｕｃ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Ｈｅｎｃｅ Ｇｏｕｌａｎ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ｏｕｌａｎ；ｓｈｅｄ；ｒａｉｌ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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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励 科 考 略

345

内容摘要：民国梨园行有经励科，负责戏班经营、演出策划、艺人协调、上传下达等工作，如今

这些工作已被划分到舞台演出策划、宣传推广、票务营销等部门。经励科对戏班运营颇为重

要，他们拥有很高的权力和地位，要通商通艺，实现艺术和管理的交融。虽然经励科历来负

面评价不少，但特定年代在中国本土自然生发并行之有效，具有原生性、民族性、独立性的特

点，其在戏剧管理层面的经验至今值得借鉴。

关 键 词：经励科　 机构　 邀角　 李华亭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２）０３ ００３８ １２

Ｔｉｔｌｅ：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Ｊｉｎｇｌｉ Ｋｅ
Ａｕｔｈｏｒ：ＸＩＥ Ｍ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Ｊｉｎｇｌｉ Ｋｅ ｉｎ ｔｈｅ Ｘｉｑｕ ｃｉｒｃｌｅ，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ｔｒｏｕｐｅｓ，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ｙｅｒｓ，ｓ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ａｋｉｎｇ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ｅｔｃ． Ｎｏｗ ｔｈｅｓｅ ｗｏｒｋ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ａ ｌｏｔ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ａ ｖｅｒｙ ｈｉｇｈ ｓｔａｔｕｓ，Ｊｉｎｇｌｉ Ｋｅ ｗａ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ｏｕｐｅｓ．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ｂｅ ｖｅｒ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ｂｏｔｈ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Ｘｉｑｕ ａｒｔｓ，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ｒｔ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ａ ｌｏｔ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ｅｖｅｒ ｓｉｎｃｅ
ｉｔｓ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Ｊｉｎｇｌｉ Ｋｅ ｗａｓ ｒｏｏｔ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ｔｏ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ｂｏｒｅ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ｔ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ｓｏ ｉｔ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ｗｏｒｔｈ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ｏ ｆａ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Ｊｉｎｇｌｉ Ｋｅ；ａｇｅｎｃｙ；ｉｎｖｉｔ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ａｃｔｏｒｓ；ＬＩ Ｈｕａ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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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对话：“五四”戏剧
改革运动中的圣约翰大学之维

647489:

内容摘要：圣约翰大学在晚清之际由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引入确立了其戏剧实践的世界眼光，

此后他们并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始终关注着校园之外社会戏剧的发展。从改良文

明戏，到反思“五四”新旧戏之争的诸多偏颇，再到对《终身大事》等问题剧的艺术和思想主题

的矫正，圣约翰的学生演剧借力圣约翰大学新旧并陈、兼容并包的文学教育，对中西新旧文

化保持了取长补短、多元开放的态度，因之他们这一时期的演剧实践，不但新旧剧、改译剧、

创新剧等不同戏剧形式齐头并举，也成为他们反思文明戏、问题剧，介入爱美剧等戏剧潮流

的重要对话方式。虽然他们的演出远不能称为完美，但作为彼时校园戏剧的重要代表，他们

的演剧实践已然为“五四”戏剧改革运动乃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别一种反思和改进的

路径。

关 键 词：“五四”戏剧改革运动　 圣约翰大学　 学生演剧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２）０３ ００５０ １２

Ｔｉｔｌ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ｉｎ Ｓｔ． Ｊｏｈ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Ｍａｙ ４ｔｈ”Ｔｈｅａｔｒ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ＦＥＮＧ Ｙｕａｎ，ＬＩＵ Ｘｉｎｗ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ｔ． Ｊｏｈ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ｂｙ ａｃｔｉｎｇ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ｓ ｐｌａｙ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ｎ，ｔｈｅｙ ｈａｄｎｔ ｃｕｔ ｏｆｆ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ｗｏｒｌｄ，ｂｕｔ ｈａｄ ａｌｗａｙｓ ｐａｉ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 ｐｌａｙ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ｙ ４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ｍ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ｐｌａｙ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ｖｅｎｔ ｉｎ Ｌｉｆｅ． Ｂｙ ｖｉｒｔ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ｆｅａｔｕｒｅ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ｔ． Ｊｏｈｎｓ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ａ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ｉｒ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ｗ ｐｌａｙｓ，ｏｌｄ ｐｌａｙｓ，ａｄａｐｔｅｄ ｐｌａｙ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ｐｌａｙｓ，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ｙｓ，ｂｅｃａ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 ｆｏｒ ｔｈｅｍ ｔ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ｏ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 ｐｌａｙ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ｐｌａｙｓ，ａｎｄ ｔｏ ｇｅ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ａｍａｔｅｕｒ ｐｌａｙｓ． Ｔｈｅｉ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ｗａｓ

ｆａｒ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ｆｅｃｔ，ｂｕｔ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ａｍｐｕｓ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ｈ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

０５



反思与对话：“五四”戏剧改革运动中的圣约翰大学之维
２０２２年第 ３期（总第 ２２７期）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ｗａｙ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Ｍａｙ ４ｔｈ”ｔｈｅａｔｒ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Ｍａｙ ４ｔｈ”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ａｙ ４ｔｈ”ｔｈｅａｔｒ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ｔ． Ｊｏｈ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ｈｅａｔｒｅ

１５



“孤岛”上的《剧场艺术》：
一种戏剧演出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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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剧场艺术》的核心栏目为“演剧理论”，偏重于译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人的苏

联表导演理论，注重介绍英、法、德等国戏剧家的表导演理论、方法和经验，并重视发表中国

戏剧家的演剧理论。顾仲彝、吴仞之（孤岛），张骏祥（大后方），张庚（延安）等人的论文体现

了当时中国三种政治环境下演剧研究的理论视野；而石叔明则主要探讨了流动演剧的布景、

照明、化装等。《剧场艺术》亦用一定篇幅报道“孤岛”、外省市及国际戏剧界的活动。对于三

种报道对象，该刊分别采用了“编年式”“事件性”“主题性”等叙事方式，以不同方式全方位

地呈现出当时的戏剧图景。《剧场艺术》对推动当时中国话剧表导演艺术发挥了较大作用。

从这一意义上讲，该刊堪称其时青年戏剧人舞台实践的“教科书”。

关 键 词：剧场艺术　 孤岛　 栏目设置　 演剧艺术　 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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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剧本选与沈蔚德《民族女杰》考论
２０２２年第 ３期（总第 ２２７期）

抗战剧本选与沈蔚德《民族女杰》考论
———从沈氏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四封信札说起

>4?

内容摘要：新发现的沈蔚德在抗战时期与社会教育司的往来书信，呈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社

会教育司于 １９３９—１９４１年间组织抗战剧本选拔及出版的过程。此次“抗战剧本选”以其征

集剧本之多、征选范围之广，成为抗战时期官方选本活动的集中体现。由此出发，一方面，可

以管窥国民政府将戏剧纳入社会教育范畴之后的具体举措与实施效果；另一方面，能够重新

审视沈蔚德在抗战时期的戏剧创作与贡献。其剧作《民族女杰》为抗战戏剧的人物画廊增添

了别样的女性形象，“女杰”孙四姑娘冲破了社会传统对女性形象的规训，体现了底层妇女参

与社会的自主性现实追求。

关 键 词：沈蔚德　 抗战剧本选　 民族女杰　 女性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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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教”矛盾与张骏祥的
《蜕变》《以身作则》排演

@4A

内容摘要：张骏祥离美归国后，以教师身份于 １９４０ 年完成了头两个本土导演作品。导《蜕
变》失利，主因在张忽视、回避“导 ／教”矛盾；而后选排笑剧《以身作则》，即有意解此矛盾，他

巧用教师身份，借教学手段包装创作诉求、整合校内资源，故成功。处理“导 ／教”矛盾，是演

剧艺术、演剧教育的恒久课题。教师应结合自身能力、根据学生现有条件，调整“导演 ／教师”

定位重心，在因材施教的前提下，追求既定目标。这或许是张骏祥八十年前在剧校（专）的

“导 ／教”经验、教训，带给后人的启发。

关 键 词：张骏祥　 “导 ／教”矛盾　 蜕变　 以身作则　 国立戏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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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心孤诣、自辟门径的导演艺术家———吴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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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心孤诣、自辟门径的
导演艺术家———吴仞之

BCD

内容摘要：“孤岛时期四大导演之一”、上海戏剧学院导演学领军人物吴仞之先生一生导演

过百余部演出，早年以导演《人之初》一鸣惊人，参与创建上海剧专，在舞美领域也颇有建树。

他遵循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注重人物塑造，被评论家称为“中国少数的苦心孤诣、自辟门径的

导演”。吴仞之在八旬高龄撰写的论著《导演全程经纬录》，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自己一生

创作实践的理论结晶，包含着自成体系、独具一格的美学思想、艺术见解与戏剧观念。他从

艺术与科学的相互关系、从导演工序入手，探索出“分场分析法的三条原则与六项步骤”“导

演构思的八点设想与四种类型”“排练的五大阶段与卅条技法”等独特的导演学基本原理与

方法，这是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也是我国导演学宝库中难得的财富。

关 键 词：吴仞之　 人之初　 孤岛时期四大导演　 导演全程经纬录　 分场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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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ｒｔ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ｓｏｍ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ｇ，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ｉｘ ｓｔｅｐｓ ｏｆ

ｓｃｅｎｅｂａｓ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ｉｇｈｔ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ｏｕ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ｆｉｖ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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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ｒｅｈｅａｒｓａｌ”，ｗｈｉｃｈ，ａｓ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ｐｒｏｖｅ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ｒａｒ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ＷＵ Ｒｅｎｚｈｉ；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ｆｅ；ｆｏｕｒ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Ｉｓｌａｎｄ”

ｐｅｒｉｏｄ；Ａ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Ｊｏｕｒｎｅｙ；ｓｃｅｎｅｂａｓ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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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戏导演教学特色研究与当代思考

E4F

内容摘要：上海戏剧学院导演教学经过六十多年的积淀，建立了一套相对科学、完整的体系，

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理念。在一大批前辈导师的耕耘与开拓下，在教师们的继承传统和创新

下，上戏导演系开辟了一条以“扎根本土、放眼世界、融贯中西、勇于创新”为理念的人才培养

道路，坚持“国际化与民族化创造性融合”的教学特色，确立了“五个一”教学创新战略：一个

国际戏剧交流与合作中心、一个民族戏剧人才培养高地、一个大学生原创实践基地、一个高

水平教师团队、一个创新性一流课程体系。在当前新文科教改背景下，导演教学依然存在不

少问题与挑战，有些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必须有针对性地进行应对与探索。

关 键 词：上戏导演教学特色　 国际化　 民族化　 创新融合　 当代思考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２）０３ ０１１６ １６

Ｔｉｔｌｅ：Ａ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Ａｕｔｈｏｒ：ＬＵ 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ｖｅｒ ６０ ｙｅａｒｓ，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ｈ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ｏｗ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ａｒｄ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ｅｎｉｏ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ｕｌｔｙ，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ｇ，ｗｈｉｃｈ ｃｈｅｒｉｓｈｅ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ｂｅｅｎ ａ ｐｉｏｎｅ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ｔ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ｈａｖｉｎｇ “ｆｉｖｅ

ｏｎｅｓ”，ｔｈａｔ ｉｓ，ｏｎ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ｅ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ｔａｌｅｎｔｓ，ｏｎｅ ｂａｓｅ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ｎｅ ｗｅｌｌ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ｎｅ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ｇ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ｏ ｂ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ａｌｔ ｗｉｔ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ＳＴ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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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音乐剧中“戏曲音乐剧”
创作模式探究

G41

内容摘要：“戏曲音乐剧”虽然是一个新概念，但这种融合中国传统戏曲元素与西方音乐剧

形式的演出却可追溯到 １９４０年代，后虽有所中断，但在 ２１ 世纪初期重新发展并在舞台上占
有了一席之地。“戏曲音乐剧”目前主要可归纳为“从传统戏曲中取材”“融合传统戏曲表演

元素”“借鉴戏曲写意精神”“借鉴民族音乐形式”四种创作模式。当前，“戏曲音乐剧”创作

中存在着中西音乐元素简单化“混搭”、表演的真实性和程式化融合难度高等问题。戏曲与

音乐剧的融合并非终点，尽管探索中国原创音乐剧的过程曲折而漫长，然而值得等待。

关 键 词：本土音乐剧　 戏曲音乐剧　 创作模式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２）０３ ０１３２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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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ｙ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ｑｕ ａｎｄ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ｌｏｎｇ ｗ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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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音乐剧表演中“呼吸”的运用
２０２２年第 ３期（总第 ２２７期）

论音乐剧表演中“呼吸”的运用

H4I

内容摘要：“呼吸”在音乐剧表演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音乐剧演员需要专业而强大的气

息支撑，故而“呼吸”运用应贯穿音乐剧表演教学始终。音乐剧表演中无声表演和有声表演

都离不开好的呼吸方式和技巧。音乐剧表演中的呼吸与日常生活中的呼吸既有联系，又有

巨大的差别。音乐剧表演中的呼吸必须与剧中人物情感的变化相辅相成，同时，呼吸也在音

乐剧歌舞并行的表演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关 键 词：呼吸　 音乐剧　 舞台艺术　 声音　 人物情感　 歌舞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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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梅特与太阳剧社的音乐书写
２０２２年第 ３期（总第 ２２７期）

勒梅特与太阳剧社的音乐书写

J4K

内容摘要：音乐是太阳剧社戏剧创作和表演美学的核心要素之一。太阳剧社的导演姆努什

金和剧作家西克苏在翻译与创作剧本中关注文本的音乐性，力图让文字文本成为真正的表

演性文本；剧社的演员也在表演中注意节奏，追求音乐性的演绎，这一切与当代西方知名戏

剧音乐人勒梅特密不可分。勒梅特帮助太阳剧社找到通往音乐之门的钥匙，重视乐器的使

用，融合文本、演员和东方表演艺术的音乐传统，使音乐成为剧社的一大亮点，在剧社的跨文

化戏剧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 键 词：勒梅特　 太阳剧社　 戏剧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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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塔尔迪厄基于声音的抽象戏剧实验
２０２２年第 ３期（总第 ２２７期）

让·塔尔迪厄基于声音的抽象戏剧实验

L1M

内容摘要：让·塔尔迪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重要的先锋剧作家。声音是他戏剧创作

的核心。塔尔迪厄对戏剧革新的贡献具体表现在戏剧创作的实验性、作品语言的音乐性及

演出的先锋性三方面。他借鉴音乐的创作模式，通过对能指所构成的“次语言”的探索，谱写

以声音为主体的“空的戏剧”。他以抽象美学为指导的戏剧实验被先锋导演雅克·波列里用

作“整体戏剧”理念的实践素材，为法国戏剧舞台带去了抽象之风。

关 键 词：让·塔尔迪厄　 抽象　 声音　 雅克·波列里　 二战后法国先锋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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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革命的衍化
———生活剧团的文化旅行与残酷戏剧实践

LNO

内容摘要：生活剧团是美国最早受到残酷戏剧理论影响的先锋戏剧团体之一。１９６０ 年代剧
团曾经“自愿流放”欧洲，他们的阿尔托式戏剧实践与投身“红色 ６０年代”的社会活动并行不
悖，促成了残酷戏剧的“回输”及其在欧洲的复兴，在戏剧史和文化政治史上影响深远。但剧

团在 １９６８年返回美国后，他们的戏剧活动却遭遇尴尬。这一特殊现象关系到剧团的政治观
念与残酷剧论的兼容性、戏剧实践方式的变化、文化政治语境的改变。考察生活剧团的文化

旅行和戏剧实践，有助于看清戏剧革命实现其潜能的方式与障碍。

关 键 词：生活剧团　 残酷戏剧　 戏剧革命　 红色 ６０年代　 文化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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