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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性： 表演在后现代语境的
另一种探讨

!"#

内容摘要：伴随着戏剧范式从文本到事件的转向，表演从以叙事为核心中跳脱出来，游走于

戏剧与生活的边界，生发出观众与演员互为主体的沉浸性。这是一种过程的表演，是由观众

与演员共同完成的、幻与戏的结合。沉浸性表演中观众的身体感知引发深刻的体验，使他们

成为主体而参与，但戏剧时空又给观众提供弥散的场景，使他们迷失其中。在身体感知与弥

散幻境之间，观众与场景（包含演员）产生“看”与“被看”的关系，身体的核心与场景的松散

因“凝视”而共生，沉浸由此发生。

关 键 词：沉浸性　 身体感知　 戏剧事件　 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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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演行动矫形术： 沉浸式剧场
观演权利差异化现象研究

-""

内容摘要：在沉浸式剧场“观演行动矫形术”的操控下，沉浸式戏剧创作者赋予观众的差异

化观演权利与观众观演行动本体论意义上的“否定性”形成既相互对峙又彼此依附的辩证关

系。沉浸式剧场观众在接受差异化观演权利机制的同时，也在应允相应的权利让渡，在否定

创作者设立的选择边界时，也在改写创作者植入的干预边界。沉浸式剧场“观演行动矫形

术”始终处于不断自我调试的弹性生长空间。沉浸式剧场观众差异化观演行动背后的主体

建构力既是沉浸式剧场价值的独特生产方式，亦是其生产价值本身。

关 键 词：沉浸式剧场；演出技术工程；观演权利差异化；观演行动矫形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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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ｏｒｓ，ｔｈｅｙ ｒｅ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ａｎｓ ｉｍｐｌａ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ｍ． 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ａｎ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ｔｈｏｐｅｄｉｃｓ” ｉｎ ｉｍｍｅｒｓｉｖ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ｍｍｅｒｓｉｖ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ｏｆ ｉｍｍｅｒｓｉｖ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ｔｓ ｏｗ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ｍｍｅｒｓｉｖ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ｒｉｇｈｔｓ；ｏｒｔｈｏｐｅｄｉｃｓ ｏｆ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ａ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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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身感的临界与断裂
———“观演性”视域下戏剧演出与电子游戏

“表演性”的比较研究

./ 0

内容摘要：“表演性”不仅是传统戏剧演出的本质属性，而且也是作为“赛博戏剧”的电子游

戏在“演出”实践中重要的本体论问题。“表演性”的生成与展开在现象学层面上受到“观演

性”以及与之相关的具身感的建构与接受机制的深刻制约。如果说传统戏剧中基于“观演分

离”的“扮演”带来了“具身”与“非具身”之间的临界转换，那么电子游戏中以“观演融合”为

基础的“操演（作）”则切断了“具身”与“非具身”的联结。相较于电子游戏的“表演性”造成

的无“思”状态，传统戏剧演出的“表演性”在主体间触发的“思”与“思”的融合所具有的社会

变革潜力在数字时代仍然应该得到我们的珍视。

关 键 词：表演性；观演性；具身；电子游戏；赛博戏剧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２）０５ ００２２ １０

Ｔｉｔｌｅ：Ｌｉｍｉ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
Ａｕｔｈｏｒ：ＧＡＯ Ｙ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ｅｓ ａ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ｃｙｂｅｒｔｈｅａｔｒｅ”．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ｕｎｆｏ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ａｒｅ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ｔａｔｉｎｇ”，ｂｒｉｎｇｓ ａｂｏｕｔ ａ
ｌｉｍｉ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ａｎｄ “ｄｉｓ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ｅｓ，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ｔａｔｉｎｇ”，ｃｕｔｓ ｏｆｆ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ａｎｄ “ｄｉｓ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 ｍｉｎｄ”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ｅｓ，ｔｈ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ｄ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ｉｌｌ ｂｅ ｃｈｅｒ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ｅｓ；ｃｙｂｅｒｔｈｅａｔ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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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欧美戏剧与表演研究的
非人类表演理论建构

1/ 2

内容摘要：当代欧美戏剧与表演研究存在一个突出趋势，即认为非人类在剧场内虽不是

严格意义上的“演员”，却是可以表演的，不论是动物、机器、数字媒介等可以自发行动的

非人类，还是自然物质、植物、物件等相对静态的非人类，都拥有表演的能力。当代欧美

戏剧与表演理论关注非人类表演的机制与影响，“表演”概念的内涵因非人类经历了充

实与变化。同时，仅仅关注非人类表演的机制是不够的，人类与非人类的联结共生是

当今全球生态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戏剧与表演研究必须重视的话题，因此需要进一

步探讨非人类与人类合作表演的可能模式，以及非人类表演对人类观众产生的作用

与意义。

关 键 词：非人类；表演；动物；物；机器；数字技术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２）０５ ００３２ １８

Ｔｉｔｌ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ｕｔｈｏｒ：ＣＨＥＮ Ｃｈ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ｓ，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ｎｏｔ ｒｅａｌ “ａｃｔｏｒｓ”ｉｎ ｔｈｅａｔｒｅ，ｔｏ ｂｅ
ａｇｅｎｔｓ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ｎｉｍａｌｓ，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ａｃｔ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ａｔｉｃ．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ｔｔａｃｈ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ｏ ｓｉｍｐｌｙ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ｉｓ ａｎ ｕｎａｖｏｉｄａｂｌｅ 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ｔｏｄａｙ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ｈｅｎｃｅ ａ ｔｏｐｉｃ ｔｈａ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ｏｎｈｕｍａ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ｉｍ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ｍａｃｈｉｎｅ；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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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戏剧剧场中的《哈姆雷特》

1/ 3

内容摘要：后戏剧剧场取消了文本在剧场权力结构中的统领地位，但并不排斥文本本身。当

戏剧剧场的经典文本进入后戏剧剧场，它就不再呈现为一个封闭的戏剧性世界，而是为自我

反思性的符号使用敞开了空间。罗伯特·威尔逊的《哈姆雷特：一场独白》、波兰山羊之歌

剧团的《哈姆雷特评论》、丹麦共和剧团与英国老虎百合乐队合作的《老虎百合演出〈哈姆雷

特〉》、爱尔兰盼盼剧团的《排练，扮演丹麦人》、英国强制娱乐剧团的《全集：桌上莎士比亚》

等案例显示，后戏剧剧场在打破戏剧性框架之后，强调了莎士比亚文本中的独白和声音，彰

显了演出的现场性和作为事件的意义，这些都是在戏剧剧场中曾经被遮蔽的维度。

关 键 词：哈姆雷特　 后戏剧剧场　 独白　 声音　 现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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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ａｔｒｅ，ｂｕｔ 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ｉｔｓｅｌｆ． Ｗｈｅｎ ａ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ｔｅｘｔ ｏｆ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ｅｎｔｅｒｓ ｐｏ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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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斯精神的传承
———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创作与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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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当今的舞台和银幕上，改编自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作品层出不穷。该剧

也是莎士比亚利用当时的流行素材改编而成的杰作。它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原因可以从以下

三方面剖析：探究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故事的衍变以及莎士比亚在该剧上的创新，梳理近一

个世纪的莎剧改编并分析几部代表作品体现的时代性和创造性，从经典与流行的辩证存在

角度探讨莎剧改编中的创新问题。当代莎剧改编应发扬莎士比亚在创作时秉持的缪斯精

神，将莎剧置于不断创新的改编过程中，在充分体验莎翁作品的创造性、多元性、兼容性和永

恒性的同时，展示当下时代的特点以及人们对时代的理解和认识。

关 键 词：罗密欧与朱丽叶　 莎士比亚　 创造性改编　 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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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哈姆雷特机器》的非自然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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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德国当代著名剧作家海纳·米勒的《哈姆雷特机器》通过对经典戏剧的反叛，探索

新的戏剧形式。剧中的哈姆雷特和奥菲丽雅是由拼贴角色构成的非自然的叙述者。这部戏通

过自我暴露表演过程、违反自然规律的行动以及反叙述等异于常规戏剧的方式，构成叙述进

程。从叙述者、叙述进程、叙述结局三方面剖析《哈姆雷特机器》的非自然叙事表征，同时结合

对罗伯特·威尔逊执导的舞台演出的阐释，有助于理解这部剧的价值内涵。该剧用混乱的形式

表达了摧毁的主题，把读者从对社会历史不假思索的接受、对被损害者习以为常的漠视中唤醒。

关 键 词：海纳·米勒　 哈姆雷特机器　 非自然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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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一头熊追下”：
《冬天的故事》中熊的书写

=/ >

内容摘要：《冬天的故事》是莎士比亚后期创作的传奇剧，其中有“被一头熊追下”的舞台指

示，这也是莎士比亚所有作品中最有名的舞台指示。“熊”这一动物好像出现得非常突兀，在

全剧中仅出现几次，似乎无关紧要，实则大有深意。这句舞台指示与同时代颇受欢迎的逗熊

活动及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剧作家选择熊一方面是因为它代表着残暴和无情，另一方面是

因为其意象在改变戏剧氛围和悲喜剧文类上起到重要作用。

关 键 词：冬天的故事　 熊　 逗熊　 象征　 意象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２）０５ ００８０ １２

Ｔｉｔｌｅ：“Ｅｘｉｔ，Ｐｕｒｓｕｅｄ ｂｙ ａ Ｂｅａ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Ｗｉｎｔｅｒｓ Ｔａｌｅ
Ａｕｔｈｏｒ：ＨＵ Ｐ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Ｗｉｎｔｅｒｓ Ｔａｌｅ ｉｓ ａ ｌｅｇｅｎｄａｒｙ ｐｌａｙ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ｈｉｓ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Ｅｘｉｔ，ｐｕｒｓｕｅｄ ｂｙ ａ Ｂｅａｒ”，ａ ｓｔａｇ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ｙ，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ｆａｍｏｕｓ ｏｎｅ ａｍｏｎｇ
ｈｉｓ ｐｌａｙｓ． Ｔｈｅ ａｂｒｕｐｔ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ａｒ”，ｗｈｉｃｈ ｏｎｌｙ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ａ ｆｅｗ ｔｉ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ｙ，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ｂｅ 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ｂｕｔ ｉ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ｖｅｒｙ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ｂｅａｒｂａｉｔ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ｉｎ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ａ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Ｆｏｒ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ｔｈｅ ｂｅａｒ ｔｙｐｉｆｉｅｓ ｆｅｒ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ｒｃｉｌｅｓｓｎｅｓｓ，ａｎｄ ｐｌａｙ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ｔｏ ｃｏｍｅｄ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Ｗｉｎｔｅｒｓ Ｔａｌｅ；ｂｅａｒ；ｂｅａｒｂａｉｔｉｎｇ；ｓｙｍｂｏｌ；ｉｍａｇｅ　

０８



参军服色与参军戏的起源及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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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参军戏是唐宋时期盛行的戏剧样式，服色是参军戏研究的重要问题。王国维提出

参军服色有白、黄、绿三种，学者多因之而有所辨析。纵观参军戏的发展历程，白色非参军之

职的服色，亦非参军戏中角色之服色，而是参军戏本事中犯官的服色。参军服色经历了黄、

绿到诸色的变化，反映了参军戏的发展过程。黄色是参军戏形成之初所扮官员的服色。绿

衣是参军戏定型时，参军这一脚色的标志性装扮。后期的参军戏其搬演内容不限于弄假官，

参军脚色因扮演不同戏剧角色而服色各异，可称之诸色。北宋时期出现参军色之名，参军色

在节庆乐事中承担指挥、调度职责，其服色为红色。戏剧服饰是舞台构成之一，是戏剧程式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参军服色的变化伴随着参军戏及参军脚色的形成与演变。这一现象在

中国戏剧进程和戏剧脚色的演化过程中具有典型意义。

关 键 词：参军戏　 参军　 服色　 参军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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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相国寺演剧考

BCD

内容摘要：北宋时期的相国寺，是一个集宗教、贸易、游乐、演剧诸种属性于一身的城市公共空间。

从五代后唐到北宋真宗祥符元年（１００９年），它一直是皇家斋会演剧的首选之地。在北宋时期以
三元节日为主的节令演出期间，相国寺大殿前百戏杂陈，昼夜不停。因为诞节演剧、节令演剧、僧

侣俗讲和“以谑丐钱”的倡优演剧等演剧形态的存在，相国寺可谓中国戏剧史上一座独特的“瓦

舍”。这座集官方、民间演出于一身的特殊剧场，是中国戏剧剧场形态进化史上的重要一环。

关 键 词：北宋　 相国寺　 演剧　 诞节　 三元节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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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不是“戏”： 从金圣叹评《西厢记》
看中国古代“文以载道”传统

EFG

内容摘要：金圣叹评《西厢记》有许多惊人之说，其中最根本的论断是《西厢记》是“文”不是

“戏”，金圣叹对《西厢记》的全部解读皆围绕这一中心论点展开。这一论断不仅揭示《西厢

记》乃至中国古代戏曲与经传子史、诗词歌赋一样，皆为“文以载道”，还揭示“文”如何、为何

载“道”，也就是以“以气寓道”为“立言之体”，通过文字完成由“气”向“器”的转换，使“以气

寓道”变为“道寓于器”，从而实现古代文人“文以载道”、通过文字表达自身政治倾向、进行

权力斗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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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点·创作·演出： 清代新疆流人与《西厢记》
２０２２年第 ５期（总第 ２２９期）

评点·创作·演出：
清代新疆流人与《西厢记》

*/ H

内容摘要：乾隆年间，流人高秉、张锦和殷宝山在流徙地伊犁进行戏曲评点、创作和演出。他

们的活动互有交集，涵盖了古典戏曲的三种活动形态，而且在清代戏曲史上有着标志性的意

义。高秉被遣戍的罪证之一便是私藏禁毁曲本《喜相逢传奇》，而这个案件也可能成为清廷

设立词曲局大规模删改曲本的开端。流徙期间，高秉从批判诲淫诲盗的立场评点了《西厢

记》。这部评点本成为张锦创作《新西厢》的直接动因。张锦的《新西厢》将崔莺莺塑造成封

建礼教的信徒，并且对《西厢记》的“淫秽”情节大加删减。《新西厢》在短时间内便翻刻三

次，并且诱发了同时代的汤世潆创作《东厢记》，形成一股《西厢记》翻案风。《新西厢》完成

后曾在伊犁演出。殷宝山在流放期间曾教授秦腔戏班五福班昆曲，由此可证伊犁曾有昆曲

演出。因此，《新西厢》可能是由五福班用昆曲演出，亦有可能是外来戏班演出。流人在遣戍

期间深受精神和肉体折磨，因此迫切希望释还。高秉评点《西厢记》以及张锦创作《新西厢》

都是借此宣传忠孝以向清廷输诚，希望获得朝廷认可及赦免。

关 键 词：高秉　 张锦　 殷宝山　 流人　 西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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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在场”与“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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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在场”与“缺场”
———新世纪以来中国话剧叙事的空间建构

I/ J

内容摘要：身体与空间互为建构。网络社会的流动空间向中国话剧提出了身体“缺场”与

“在场”的挑战，新世纪话剧由此形成了顺流而动和逆流而变两条叙事空间的变革路径。在

顺流而动中，流动空间的剧场建构拓宽了“空的空间”的叙事语法；技术革新使影像与戏剧的

关系变得繁杂，“以影就戏”“以戏就影”频繁亮相，“影戏相协”相对缺乏；线上戏剧的现场性

实验止步于精神的共同在场，未能真正完满。在逆流而变中，身体的在场成为叙事空间建构

的关注核心，身体的解符码化撬动了空间的解符码化；空间的感知被多维开掘，观演交流的

建构重心也出现了从演员向观众的位移。叙事空间两条变革路径的关系是辩证的，可互为

转换、支撑，没有纯粹的高下之分。

关 键 词：新世纪　 网络社会　 中国话剧　 空间建构　 身体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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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ａｔ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ｈ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ｔｗｏ ｐａｔｈ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ｐａｃｅ：ｍｏ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ｏ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ｐａｃｅ ｈａｓ ｂｒｏａｄ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ｅｍｐｔｙ ｓｐａ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ｉｄｅｏ ａｎｄ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ｗｉｔｈ ｖｉｄｅｏ”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ｖｉｄｅｏ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ａｔｒ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ｉｄｅｏ ａｎｄ ｔｈｅａｔｒｅ”；ｔｈｅ ｏｎｓｉｔ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ｓｔｏｐ ａｔ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ｐｉｒｉｔ，ａｎｄ ａｒｅ ｎｏｔ ｔｒｕ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ｐａｃ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ｈａｓ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ａｃｔｏｒ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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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ｈｓ ｉｎ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ｐａｃｅ ｉ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ｂ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ａｎｄ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ｎｅｉｔｈｅｒ ｏｆ ｔｈｅｍ ｂｅｉｎｇ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ｏｒ ｉｎｆｅｒｉｏ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ｕａｊｕ；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ｂｏｄ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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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方旭对老舍小说的戏剧改编
２０２２年第 ５期（总第 ２２９期）

论方旭对老舍小说的戏剧改编
———老舍作品的另一种舞台面貌

KLM

内容摘要：长期以来，老舍作品的舞台面貌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造的“北京人艺演剧学

派”所垂范。然而，老舍先生的创作是具有双重性的，写实主义的巨著之外，早期的喜剧小说

亦独树一帜。作为编剧之一、导演和演员，方旭先后改编了《二马》《猫城记》《离婚》《牛天赐

传》等，在戏剧舞台上呈现出老舍的喜剧世界。这些作品突破了现实主义的美学框架和戏剧

体戏剧的手法，实现了对文学作品的剧场化改编。

关 键 词：戏剧体戏剧　 叙述体戏剧　 正剧　 黑色喜剧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２）０５ ０１５５ １０

Ｔｉｔｌｅ：ＦＡＮＧ Ｘｕｓ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Ｏ Ｓｈｅｓ Ｎｏｖｅｌｓ：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ｇ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Ｏ Ｓｈｅｓ Ｗｏｒｋｓ
Ａｕｔｈｏｒ：ＧＵＯ Ｃｈｅｎｚ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Ｏ Ｓｈｅｓ ｗｏｒｋ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ｍｏｄｅ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ｒｔ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ｍａｓｔｅｒｐｉｅｃｅｓ，ｈｉｓ
ｅａｒｌｙ ｃｏｍｉｃ ｎｏｖｅｌ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ｕｎｉｑｕｅ．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ｒｅｅｎｗｒｉｔｅｒｓ，ＦＡＮＧ Ｘｕ ｈａ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Ｔｗｏ Ｈｏｒｓｅｓ，Ｃａｔ Ｃｉｔｙ Ｔａｌｅ，Ｄｉｖ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ＮＩＵ Ｔｉａｎｃｉ，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ＬＡＯ Ｓｈｅｓ ｃｏｍ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ａｇｅ ｗｏｒｋｓ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ｔｈｅａｔｒｅ，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ｔｈｅａｔｒ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ｓｅｒｉｏｕｓ ｄｒａｍａ；ｂｌａｃｋ ｃｏｍｅ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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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沁鑫戏剧作品中的“疾病书写”与“疗愈”
２０２２年第 ５期（总第 ２２９期）

田沁鑫戏剧作品中的
“疾病书写”与“疗愈”

NO<

内容摘要：在田沁鑫的戏剧作品中，“疾病书写”分为生理疾病、心理疾病和社会疾病三个向

度，其“疗愈”范围也扩展至三个维度：一是戏剧人物的“疗愈”；二是导演视角下的“疗愈”；

三是戏剧上演对观众产生的“疗愈”。从 ２０世纪末到 ２１ 世纪初，她的“十年”戏剧创作既有
残酷戏剧的表现形式，又有隐喻和意指性显现其中，其作品中的“疾病书写”与“疗愈”范围小

至个体的七情六欲，大至国家的生死存亡，它超越了医学表征，饱含着田沁鑫对当下生活的

真切思考和人文关怀。这些作品借助戏剧的宣泄与启迪功能赋予当下人们走出心灵困境的

契机，由此在当代社会中产生持续的激荡和回响。

关 键 词：田沁鑫　 戏剧　 疾病书写　 疗愈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２）０５ ０１６５ １０

Ｔｉｔｌｅ：“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ｎｄ “Ｈｅａｌｉｎｇ”ｉｎ ＴＩＡＮ Ｑｉｎｘｉｎｓ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ｕｔｈｏｒ：ＸＵ Ｍｉｎｊｉ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ＩＡＮ Ｑｉｎｘｉｎｓ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ｓ，“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ｉｎｇ”ｉｓ ａｌｓｏ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ｔｈｅ “ｈｅａｌｉｎｇ”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ｔｈｅ “ｈｅａｌｉｎｇ”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ｉｎｇ”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ｇｅｄ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ｈｅｒ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ｈａ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ｏｆ ｃｒｕｅｌｔｙ，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ｎｄ
“ｈｅａｌｉｎｇ”ｉｎ ｈｅｒ ｗｏｒｋｓ ｒ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ＩＡＮｓ ｓｉｎｃｅｒ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ｃａｒ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ｉｆｅ． 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ｔｈａｒ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ｅ ｗｏｒｋｓ
ｇｉｖ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ｇｅｔ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ｅｃｈｏ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ＩＡＮ Ｑｉｎｘｉｎ；ｔｈｅａｔｒｅ；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ｈｅａｌ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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