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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莫里哀的作品是法国国内被搬演最多的，在海外则堪与莎士比亚相媲美。他的成

功来自他对喜剧所做的巨大贡献。莫里哀坚信喜剧优于悲剧，是一种要求严格的戏剧类型。

而他在创作中则善于把不同艺术风格的文本融合在一起，尤其是将笑剧手段大量运用到喜

剧之中。这不仅提升了喜剧的地位、丰富了喜剧的表现力，同时也为当代导演提供了自由的

阐释空间。然而，莫里哀又是唯一的，即使在其故乡，真正继承并发扬了莫氏喜剧精神和创

作艺术的当代喜剧家也很难见到。

关 键 词：莫里哀　 喜剧　 自由的戏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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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李健吾既是莫里哀喜剧的翻译家，也是一位研究者。其研究成果按照年代可分成

三个阶段。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更多从人性的角度解读莫里哀喜剧，翻译出版了其 ８ 部剧

作，认为尊崇“自然”和“现实”、重视人性以及敢于斗争为其主要特征。进入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突出了莫里哀喜剧的人民性，《喜剧六种》

的选译反映了这一时代精神，代表性论文《莫里哀的喜剧》则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莫氏作品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改革开放之后，他翻译的《莫里哀喜剧全集》出版，同时发表了《译者

序》。与 ５０年代相比，作者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变化不大，但分析更为细致与深入，对其

戏剧的战斗性和现实性等现实主义特征也更为强调，并指出莫氏是位集表导演于一体的戏

剧艺术全才。

关 键 词：李健吾　 莫里哀喜剧研究　 人性　 人民性　 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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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吾的莫里哀喜剧研究初探
２０２３年第 １期（总第 ２３１期）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ｉ Ｊｉａｎｗ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ｏｌｉèｒｅｓ ｃｏｍｅｄｙ；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ａｆｆｉｎ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ｌａｓｓ

３１



民族化的深化与写意戏剧的初探
２０２３年第 １期（总第 ２３１期）

民族化的深化与写意戏剧的初探
———论李健吾、黄佐临《王德明》对莎剧

《麦克白》的改编与演绎

>+?

内容摘要：上海“沦陷”时期，李健吾、黄佐临的《王德明》（演出时改为《乱世英雄》）

通过对莎剧《麦克白》的改编与演绎，将自己对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的态度融入作

品，体现了创作者在复杂的现代社会语境中对传统文化的吁求，对民族精神的弘扬。

而创作者尝试用戏曲的写意手段来进行舞台呈现也可以被视作一次戏剧民族化的有

益探索。

关 键 词：戏剧民族化　 李健吾　 黄佐临　 王德明　 麦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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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隐喻的剧场： 知觉主体与
观演关系的嬗变

@AB

内容摘要：作为一种隐喻，剧场在不同的时代集合了知觉主体与观演关系的嬗变。在此，剧

场指涉的是普遍的感知结构，而非狭义的戏剧 ／剧场艺术或其发生的场域，并导向总体的社
会结构。参照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剧场之隐喻所勾勒的知觉历史主要涉及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为文艺复兴和古典时期，主体以去身体化的方式成为“再现”和幻觉的承担者；第二阶段为

现代，伴随着知觉对象的物质化和对象化，主体恢复其主导权；第三阶段则指向数字虚拟化

的时代，主体在其中蕴含着控制与反控制、操纵与解放的不同潜能。

关 键 词：剧场　 戏剧　 再现　 观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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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肢体表演探析： 哑剧、默剧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接受
２０２３年第 １期（总第 ２３１期）

西方肢体表演探析： 哑剧、默剧的
发展及其在中国的接受

CDE

内容摘要：肢体表演在当代戏剧视域下越发重要，从阿尔托的“残酷戏剧”到姆努什金的舞

台创作，都对肢体表演赋予了新意。后现代舞台导演创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演员表演技

能包括身体训练的提升。肢体表演的手段源于东西方传统戏剧（如戏曲、哑剧），需以当下戏

剧创作的新理念进行再探索。沿着古罗马哑剧、意大利假面喜剧、法国现代白面哑剧及欧美

当代肢体默剧的线索，探析西方肢体表演的发展流变，梳理哑剧、默剧概念在中国的接受，解

读法国哑剧大师菲利普·比佐在中国的肢体表演训练要义，古为今用，东西合璧，融会贯通，

这是当代戏剧家追求的一个新境界。

关 键 词：肢体表演　 哑剧　 默剧　 德布侯　 比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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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ｅｒ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ｄｒａｍａｔｉｓｔｓ ｔｒｙ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ｏｎ ｐａｓ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ｍｅｒ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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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东方戏剧对戈登·克雷
“剧场艺术”的影响

F旻G

内容摘要：２０世纪初，戈登·克雷以“Ｔｈｅａｔｒｅ”一词重新定义西方戏剧，打破长久以来西方戏
剧一直以戏剧文学“Ｄｒａｍａ”为主体的美学表现。在论述的过程中，克雷有意地将重视舞台演
出形式的东方戏剧与西方戏剧相互对照，以此来分析当时现实主义戏剧的缺失并批判西方

艺术传统中的写实模仿原则。借由东方戏剧，克雷构思了他对舞台整体元素整合为象征符

号的表现方法，试图找出全世界戏剧共有的传统规律，建立以观看审美为主体特征的未来戏

剧，使“Ｔｈｅａｔｒｅ”脱离了文学，成为一门以空间创作为主的独立的“剧场艺术”。

关 键 词：克雷　 东方戏剧　 剧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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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洛托夫斯基与后戏剧
———兼论欧美戏剧学向表演研究的范式转移

HI棻

内容摘要：波兰导演格洛托夫斯基是欧美戏剧学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向“后戏剧”进行范式转移
的关键人物。国内对格洛托夫斯基的了解大多以中国戏剧出版社 １９８４年发行的《迈向质朴戏
剧》为基础。然而，格洛托夫斯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十年“质朴戏剧”的导演实践（１９５９—
１９６９），更在于他“离开剧场”之后三十年游走于世界各地的后戏剧探索活动（１９６９—１９９９）及其
引发的种种观念和实践变革。对于格洛托夫斯基的生平工作的梳理，除了应重新检视我国对

质朴戏剧的接受，还应阐明他的后戏剧转向及其对于戏剧学 ／表演研究范式转移的参照意义。
关 键 词：格洛托夫斯基　 后戏剧　 范式转移　 表演研究　 谢克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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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体何用： 戏曲早期剧本
认定问题新论

JKL

内容摘要：在戏曲发展的早期，剧本与剧伎在剧体上存在着诸多不对应之处，因此，对于早期

剧本的认定，本质不在于从中抽取出一些与剧伎对应的构成要素（歌舞、故事、代言体、角色

扮演），而在于综合其原生伎艺场境的属性，辨析这些构成要素之间的配合关系，既不能脱离

文本的原生伎艺场境来判定其文类属性，也不能不顾原生伎艺场境的属性事实来认定剧本。

据此而言，早期剧本相对于后世文体剧本的简陋之处，不是已有“全本”的残缺或节略，而是

书写文化参与戏剧的口传系统初期出现的不同剧本形态，属于戏剧的口传系统与书写系统

不对应关系的表现。元刊杂剧即典型体现了早期剧本的这一状态，它尚非现代学术意义的

文体剧本的等效物，需要依附戏剧的口传系统，参照剧伎的内容和形制来达成戏剧传述任

务。对于早期剧本的出现与形态，应放在戏剧领域口传与书写的关系框架中来切实辨析，而

不应拘囿于书面领域来理解它的戏剧传述能力，或仅立足于书面领域来论定其身份和属性。

关 键 词：早期剧本　 剧体　 剧用　 口传系统　 书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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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Ｗｅ ｃａｎ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ｇｅｎｒｅ ｏｆ ａ ｔｅｘｔ ｂｙ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 ｉ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ｎｏｒ ｃａｎ ｗ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ａ ｓｃｒｉｐｔ ｗｈｉｌｅ ｉｇｎ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ｎｓｅ，ｔｈｅ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ｓｃｒｉｐｔ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ｓｃｒｉｐｔｓ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 ｏｒ ａｂｒｉｄ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ｆｕｌｌ ｓｃｒｉｐｔｓ”，ｂｕ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ｓｃｒｉｐｔｓ ｔｈａｔ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ｓｅｅｐ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Ｚａｊｕ ｉｎ ｔｈｅ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ｃｈ ｅａｒｌｙ ｓｃｒｉｐｔｓ．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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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体何用： 戏曲早期剧本认定问题新论
２０２３年第 １期（总第 ２３１期）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ｒｉｐｔ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ｅｎｓｅ． Ｉｔ ｆｕｌｆｉｌｌｓ ｔｈｅ ｔａｓｋ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ｙ ｒｅ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ｓｃｒｉｐｔｓ，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ｏｎｌｙ ｂｙ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ａｒｌｙ ｓｃｒｉｐｔｓ；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ｓｃｒｉｐｔｓ；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ｓｃｒｉｐｔｓ；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ｗｒｉｔｔｅ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５８



论《诗》的戏剧形态及其意义
２０２３年第 １期（总第 ２３１期）

论《诗》的戏剧形态及其意义

M+N

内容摘要：通过《诗》篇中的角色标识我们可以辨识《诗》的戏剧形态。《郑风》之《女曰鸡

鸣》《溱洧》皆为男女角色共同表演的戏剧。《魏风·陟岵》则一人分饰多角，代言特质明显。

《大雅·皇矣》“帝谓文王”之辞属角色代言，类似后世说书讲史。《大雅·荡》中“文王”亦

由后人扮演。《召南·野有死麕》虽无角色标识，但蕴含着动作和语言表演的特性，且有舞

台铺设。由此可见，《诗》文本并未悉数呈现表演形态，但相关表演痕迹仍有存留；《毛诗

序》所述事义、年代等，可能与表演相应；先秦《诗》乐并非仅关乎音乐和歌唱，而是种类多

样的综合艺术体系。《诗》篇表演形态在春秋战国时期既有若干表演空间的丧失，又有变

化与突破。

关 键 词：诗　 戏剧形态　 角色标识　 文本　 表演形态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３）０１ ０１０３ １８

Ｔｉｔｌｅ：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ｈｉ Ｊ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ＡＯ Ｊｉ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ｏｅｍｓ ｉｎ Ｓｈｉ Ｊｉｎｇ（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Ｏｄｅｓ）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ｒｏｌ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ｏｔｈ “Ｎｖ Ｙｕｅ Ｊｉ Ｍｉｎｇ”ａｎｄ “Ｚｈｅｎ Ｗｅｉ”ｃａｎ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ｐｌａｙｓ ａｃｔｅｄ ｂｙ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ｒｏｌｅｓ． “Ｚｈｉ Ｈｕ”ｉ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ｂｙ ｏｎｅ ａｃｔｏｒ ｗｈｏ ｅｎａｃ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ｌｅｓ，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ａｒｅ ｓｅｌｆｅｖｉｄｅｎ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Ｇｏｄ ｓｐｏｋｅ ｔｏ Ｋｉｎｇ Ｗｅｎ”ｉｎ “Ｈｕａｎｇ Ｙｉ”ｓｈｏｗ ｒｏｌ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ｌｋ 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ｅｌｌ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Ｋｉｎｇ Ｗｅｎ ｉｎ “Ｄａｎｇ” ｉｓ ａｌｓｏ ｐｌａｙｅｄ ｂｙ ｍａｎ ｏｆ ａ ｌａｔ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ｒｏｌ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ｅ Ｙｏｕ Ｓｉ Ｊｕｎ”，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ｏｒ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ｓｔａｇ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ｎｏｔ ａｌｌ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ｓ ｉｎ Ｓｈｉ Ｊｉｎｇ 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ａｃｔｉｎｇ，

ｔｒａｃｅｓ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ｏｆ Ｍａｏ Ｓｈｉ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Ｑｉｎ ｐｏｅｍ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ｂｏｕｔ ｍｕｓｉｃ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ｉｎｇ，ｂｕｔ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ｓ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ｂｕ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ｓ ｈａｄ ａｌｓｏ

ｔａｋｅｎ ｐｌａ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ｈｉ Ｊｉｎｇ；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ｒｏｌ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ｘｔ；ｆｏｒｍ ｏｆ ａｃ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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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川杂剧渊源新考
２０２３年第 １期（总第 ２３１期）

宋代川杂剧渊源新考

@OP

内容摘要：川杂剧是南宋禅僧大觉禅师《马大师与西堂百丈南泉玩月》诗中记述的宋代杂剧

地方品种，形成时间不晚于南宋中期，由演员戴上神头鬼面面具或进行特殊面部化妆演出，

具有强烈逗乐效果。以宣扬佛教教义为内容的神佛杂剧应是借鉴了川杂剧形式，演出形态

为肉傀儡戏。大觉禅师或许亲身参与了演出，地点在四川成都大慈寺内，时在 １２２５ 年至
１２３３年间。川杂剧具有不同于北宋中原杂剧和南宋官本杂剧、温州杂剧的特征，应是在爨弄
与中原杂剧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关 键 词：川杂剧　 宋杂剧　 神佛杂剧　 肉傀儡戏　 爨弄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３）０１ ０１２１ １２

Ｔｉｔｌｅ：Ａ Ｎｅｗ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Ｚａｊｕ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ｕｔｈｏｒ：ＬＩＵ Ｘｕｗ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ｅｍ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ａ Ａｄｍｉ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ｏｎ ｗｉｔｈ Ｘｉｔａｎｇ，Ｂａｉ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Ｎａｎｑｕａｎ”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Ｍｏｎｋ Ｄａｊ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Ｓｉｃｈｕａｎ Ｚａｊｕ ｉｓ ａ ｌｏｃａｌ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Ｚａｊｕ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ｎｏ ｌ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Ｉ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ｗｅａｒ ｍａｓｋ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ｏ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ａｃｉａｌ ｍａｋｅｕ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ｓｔｒｏｎｇ ａｍｕｓｅｍｅｎｔ． Ｓｈｅｎｆｏ Ｚａｊｕ，ｗｈｉｃｈ ａｉｍ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ｂｏｄｙ ｐｕｐｐｅｔ
ｐｌａｙ，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Ｚａｊｕ． Ｆｒｏｍ １２２５ ｔｏ １２３３，Ｍｏｎｋ Ｄａｊｕｅ ｍｉｇｈｔ ｈａｖ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ｌ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ｃｉ Ｔｅｍｐｌｅ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Ｚａｊｕ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Ｚｈｏｎｇｙｕａｎ Ｚａｊｕ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ｏｒ Ｇｕａｎｂｅｎ Ｚａｊｕ ａｎｄ Ｗｅｎｚｈｏｕ Ｚａｊｕ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ｔ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ｆｏｒｍ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ｕａｎ Ｎｏ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ｏｎｇｙｕａｎ Ｚａｊｕ．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ｉｃｈｕａｎ Ｚａｊｕ；Ｚａｊｕ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Ｓｈｅｎｆｏ Ｚａｊｕ； ｂｏｄｙ ｐｕｐｐｅｔ ｐｌａｙ；
Ｃｕａｎ Ｎ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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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公案剧命题的社会心理学阐释
２０２３年第 １期（总第 ２３１期）

郑振铎公案剧命题的社会心理学阐释

Q+R

内容摘要：郑振铎在《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及其特质》一文中对元代公案剧的生成原因

下过两个判断：其一，正因为元代大夜弥天，元代才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公案剧；其二，正因为

总是让清官惩处恶人，不容易获得普遍认同，元代才产生了不少具有超自然因素的公案剧。

这两个“郑振铎公案剧命题”对元代公案剧研究富于启示意义。但遗憾的是，郑振铎并未对

结论进行更加深入的阐发，仅有大致的推导过程。用马斯洛基本需要说及其衍生理论来观

照这两个命题，可以发现它们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

关 键 词：元杂剧　 公案剧　 郑振铎　 心理学阐释　 基本需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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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戏剧舞台上的疾病书写
———以“艾滋病剧”为例

S+T

内容摘要：人类与疾病的抗争常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后的美国戏

剧舞台上出现了集中表现艾滋病的现象。“艾滋病剧”的主题嬗变，从初期的愤怒与呐喊，到

将艾滋病置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展现在舞台上，以激发

观众变革的欲望和勇气，再到后来的表现友爱与活在当下的生活信念，清晰地反映了历史的

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也再次彰显了艺术的社会批判功能。

关 键 词：美国　 艾滋病剧　 疾病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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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之后：
卡里尔·丘吉尔剧作新解

UVW

内容摘要：卡里尔·丘吉尔是当代英国剧坛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她虽以女性主义戏剧成

名，但女性主义戏剧只是她创作的一部分。以往的研究往往将《食鸟》《毒药人生》《地底精

灵》等作品视为丘吉尔女性主义创作的回响。实际上作家在其中通过“超人”和“非人”形象

的运用，抽空了人物的现实指向性，已是离开了女性主义，转而呈现文明世界对“人”之本性

的全方位压抑。向外改造社会的激情在她的作品中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向内对

“人”之存在本身的迷茫和探索，这使她的创作进入了新的境地。这种不见容于“文明世界”

的痛苦甚至难以通过被充分规训的语言来表达。因此，极致的暴力和阿尔托式的非理性形

式与身体语言成为剧作家此时反复使用的元素。

关 键 词：卡里尔·丘吉尔　 超现实　 性别　 非理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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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飞跃视角下的戏剧
２０２３年第 １期（总第 ２３１期）

科技飞跃视角下的戏剧
———以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与当代戏剧为例

XYZ

内容摘要：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的外国剧作家们因戏剧形式上的探索和转向而备受关注。这
一时期恰好与第二次科技革命重合，其间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特征是：世纪之交的戏剧体现了

科技飞跃的成果。自然主义剧作家们尊重并自觉遵循生物学家的研究成果；而象征主义剧

作家关注科技引起的感知变化，并将认知的边界引向神秘主义。当代戏剧同样处于科技变

革的时代，科技与艺术的亲密关系不言而喻。

关 键 词：自然主义　 象征主义　 当代戏剧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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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的科幻现实： 艾克本的
机器人剧作及其意义

[\]

内容摘要：人们历来认为戏剧反映生活，机器人的出现却说明戏剧也可以有先于生活的预见

性。当机器人站上舞台，戏剧创作的趋势之一是在科幻的背景下探讨现实。剧作家用想象

创造了各种类型的机器人角色，从新的视角审视新的问题，追问人类的关系和境遇。戏剧也

因此扩展了对现实的探索维度，提供了一种观察社会与人类自省的陌生目光。英国当代剧

作家艾伦·艾克本的《从头开始》等剧作是此类作品中的几个范例。

关 键 词：人机关系　 机器人戏剧　 艾伦·艾克本　 从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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