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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代皮影戏创作之独特性的思考
２０２５年第 ２期（总第 ２４４期）

　 　 译者按： 本文的作者蒂托·洛雷菲斯（Ｔｉｔｏ Ｌｏｒｅｆｉｃ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木偶联合会副
主席暨专业教育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阿根廷圣马丁国立大学表演艺术学院荣誉院长暨动漫表

演专业系主任，他还兼任欧洲多所戏剧学院特聘教授。作为一名纵横国际艺坛的视觉艺术家、舞

台艺术编导、设计师、音乐家，蒂托·洛雷菲斯教授在欧洲、北美、拉美诸多国家的专业木偶剧院

担任演员、编剧、导演和音乐家的工作，并多次举办讲座，常年从事戏剧教育工作。

蒂托·洛雷菲斯教授于 ２０２４年 ９月在上海戏剧学院举办的《木偶皮影艺术的当代发展国际
学术研讨会暨国际青年学者论坛》上做了主题演讲，本文由此演讲稿整理、翻译而来。作者从问

题出发，探讨了皮影戏创作过程中的艺术理念及其创新性发展。他主张，现代皮影戏作品不应仅

依赖于文本性的戏剧结构，而应在构思阶段就全面考虑所有有助于构建最终作品的元素。这些

元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成了一个多线性的、复杂的创作过程，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

此，蒂托·洛雷菲斯教授提出了在皮影戏构思阶段应关注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文本（指皮影戏

的剧本）”“戏剧前提”“影子的功能”“影子、演员和道具的关系”“动画及投影技术”，以及舞台上

的其他元素（如布景、服装、灯光、音乐等）。在本文中，作者详细阐释了他对“影子的功能”“影

子、演员和道具的‘角色’”“运用动画技巧和投影技术”三个方面的创作理念及其方法，不仅为我

们理解皮影戏的艺术本质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皮影戏在当代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他

强调了“影子”在皮影戏中作为艺术本体的“绝对特殊性”，而同时也指出，当下皮影戏的创作又

引入了现代性的创作手法（即动画技巧和投影技术），使作为皮影艺术本体的“影子”与现代艺术

及科技元素相结合，从而促进了皮影戏表现形态的扩展和转换。从蒂托·洛雷菲斯教授的文章

中，我们可以看出皮影戏这一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从传统艺术形式向现代艺术形式转

变的创作方法和过程，这对于皮影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当代皮影戏创作之独特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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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排演一出皮影戏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概念阶段和执行阶段。在皮影

戏的创作中，一个对技术和实践一无所知的导演是无法构思出作品的，虽然他可以在创作中

提供指导。皮影戏的创作过程并不是单线性的，而是多线性的，往往需要同时进行多个步

骤，而不是按部就班地逐一完成。当代的皮影戏作品不能完全依赖于文本性的戏剧构作，即

使它的基础是一部文本。当代皮影戏需要跳出传统的戏剧构作框架，这种新型的创造过程

包括所有的舞台实践，以确保表演设计的各个方面能够同步进行控制和管理。从“影子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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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影子、演员和道具的‘角色’”“使用动画技巧及投影设备”这三个方面入手，可以清晰地

解释艺术家应该通过哪些途径更好地理解皮影戏的创作过程，并能揭示出皮影戏的独特

之处。

关 键 词：皮影戏　 影子　 动画技巧　 投影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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傀儡师与傀儡关系的变化
———兼论当代西方傀儡剧的创新之路

=/>

内容摘要：当代西方傀儡剧发展至今，无论从实践作品还是理论研究上说，都已基本发展出

一套完整的体系，其中傀儡师与傀儡在舞台上关系的变化已成为研究的焦点。当代傀儡剧

是最自由的戏剧形式之一，它的力量和潜力吸引了众多艺术家。从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到今

天，傀儡剧不断发展演变，已突破“非遗”“儿童剧”等刻板印象。这些傀儡剧能抓住剧中傀儡

师与傀儡之间的共存性，促使人们展开对共存性与本体论之关系的新型哲学思考，赋予傀儡

师多重身份，重塑傀儡师与傀儡之间的关系，改变傀儡剧的创作方式，从而使得傀儡剧在先

锋戏剧艺术中独具一格。

关 键 词：当代西方傀儡剧　 傀儡师　 傀儡表演　 傀儡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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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偶亦人： 当代类偶剧和偶剧的“出场符号”
２０２５年第 ２期（总第 ２４４期）

亦偶亦人： 当代类偶剧和
偶剧的“出场符号”

?/@

内容摘要：当代艺术正在发生“表演性”转向，“出场符号”是理解当代剧场领域内权力构建

的关键维度。首先，现代舞台定型之后，演员或依附于文本符号，或服从于导演意志，其出场

始终被压抑。戈登·克雷的“超级傀儡”宣言不加掩饰地彰显了导演的雄心。而太阳剧社的

舞台实践则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在真人扮演偶的类偶剧的剧场中，木偶转化为一种审美体验

的对象而实现演员的“艺乘”之路。其次，作为剧场运行基础的工作人员因剧场的幻觉原则

而不能出场。他们的劳动被排除在直接的舞台生产之外，又反过来强化了幻觉机制的生成。

而在《布莱希特的鬼魂》中，操偶师放弃了技术的神圣领域，其出场身份从演员向工作人员转

化，从而显现了舞台上无法出场的在场者们。以偶为媒介，人们开始重启对戏剧幻觉的哲学

思考。

关 键 词：偶剧　 真人扮偶　 坝上的鼓手　 布莱希特的鬼魂　 出场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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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传戏： 元杂剧书面传述体制的建构

ABC

内容摘要：元杂剧的元刊本与明人改订本前后承续，共同完成了元杂剧书面传述体制的建

构。元刊本的“传戏”形态，并非书面编写领域自主孕育的产物，而是书写文化参与元剧伎艺

口传系统之后出现的书面传述体制的初成形态。它的出现要依赖元剧伎艺的口传系统；它

能达成元剧内容的传述任务，要参照元剧伎艺的口传系统，这是元刊本“传戏”形态的生成逻

辑和存在逻辑。而明人改订本则是在元刊本提供的书面“传戏”初步架构的基础上予以词章

化、情节化的结果，这是明人改订本对于元刊本“传戏”形态的发展逻辑。这一过程蕴含了元

剧口传方式与书传方式之间的关系状况，以及元剧书面传述体制在“以文传戏”路径上不断

发展完善的内在逻辑，也体现了书写文化对于元剧伎艺内容和体制不断认识、阐释和呈现的

努力。

关 键 词：元杂剧　 元刊本　 明改订本　 以文传戏　 书面传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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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ｙ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Ｙｕａｎ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Ｙｕａｎ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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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传戏： 元杂剧书面传述体制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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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ｒｅｃｏｒ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Ｙｕａｎ Ｚａｊｕ，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ｌｏｇｉｃ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ｒｅｃｏｒ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Ｙｕａｎ Ｚａｊｕ ｗａ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ｂｙ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ａｍ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ｅｘ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ｔｈ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ｌｓ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Ｙｕａｎ Ｚａｊｕ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Ｙｕａｎ Ｚａｊｕ；Ｙｕａｎ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ｉｎｇ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ａｍ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ｅｘｔ；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３３



鬼 门 道 考

DEF

内容摘要：中国古代演剧将戏房出入之所称为鬼门道。鬼门道借助了传统鬼门概念，但并不

等于鬼门。南戏演员进出鬼门道时唱“啰哩嗹”以禳解亡灵，是因为“啰哩嗹”在南宋之前成

为道教炼度咒语，又为南戏所借鉴。金元之际的墓葬将戏剧演出图刻于棺椁前档的上方，则

鬼门道与棺椁入口相通，成为墓主与演员所扮演的已故去的角色在另一个世界相会的通道。

关 键 词：鬼门道　 鬼门　 啰哩嗹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５）０２ ００５０ １１

Ｔｉｔｌ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Ｇｈｏｓｔ Ｇａｔｅ Ｐａｔｈ
Ａｕｔｈｏｒ：ＱＩ Ｓｈｉｊ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ｔｈ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ｉｔ ｆｏｒ ａｃｔｏｒ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ａｓ ｔｈｅ
“Ｇｕｉｍｅｎ Ｄａｏ”（Ｇｈｏｓｔ Ｇａｔｅ Ｐａｔｈ），ｗｈｉｃｈ ｄｒａｗ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Ｇｕｉｍｅｎ”（Ｇｈｏｓｔ
Ｇａｔｅ），ｂｕｔ 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ａｒｒｙ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Ｇｈｏｓｔ Ｇａｔ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Ｏｐｅｒａ （Ｎａｎｘｉ）ａｃｔｏｒｓ
ｗｏｕｌｄ ｓｉｎｇ “Ｌｕｏ Ｌｉ Ｌｉａｎ”ｗｈｅｎ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ｕｉｍｅｎ Ｄａｏ ｔｏ ｄｉｓｐｅｌ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ｙ ｆｏｒ
ｓａｆｅｔｙ，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ａｏｉｓｍ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ｓ ａｎ ｉｎｃ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ｓｏｕｌ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ｆｔｅｒｌｉｆｅ，ｌａｔｅｒ ａｂｓｏｒｂｅｄ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ｂｙ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Ｏｐｅｒ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Ｊｉｎ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ａ ｔｏｍｂ ｗａｓ ｅｎｇｒａｖ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ｆｆｉｎ．
Ｔｈｕｓ，Ｇｕｉｍｅｎ Ｄａｏ ｂｅｃａｍ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ｆｆｉｎ，ｓｅｒｖｉｎｇ ａｓ ａ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ｏｍｂ ｏｗｎ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ｅａｓ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ｂｙ 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ｍｅ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ｔｅｒｌｉｆ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ｈｏｓｔ Ｇａｔｅ Ｐａｔｈ；Ｇｈｏｓｔ Ｇａｔｅ；Ｌｕｏ Ｌｉ Ｌ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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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桂芬上海演出考论
２０２５年第 ２期（总第 ２４４期）

汪桂芬上海演出考论

GHI

内容摘要：清光绪间汪桂芬多次南下上海演出，辗转于宝善、咏霓、留春、天仙、天福、桂仙等多家

戏园。其演出剧目以老生、老旦和红生等拿手老戏为主，但部分老戏的呈现与京师有所不同。

此外，他还参与新编戏的演出。汪桂芬将纯正的徽派京剧老生艺术带到上海，丰富了沪上京

剧舞台演出剧目的数量和风格，提升了这些剧目的演出水准，在为观众带来视听艺术盛筵的

同时，拓展了其对京剧艺术的理解。他炉火纯青的表演艺术，为沪上伶人提供了学习、观摩

的机会，激发了同台搭戏伶人的表演潜能，提高了上海京剧整体的演艺水平。汪桂芬是晚清

时期南下上海京津伶人的代表。在上海京剧向海派京剧的发展过程中，他与众多南下伶人

一样，是参与者，也是推动者。

关 键 词：汪桂芬　 上海　 演出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５）０２ ００６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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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ｍａｎｙ ｔｉｍｅｓ ｔ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ｈｅａｔ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ａｏｓｈａｎ，Ｙｏｎｇｎｉ，Ｌｉｕｃｈｕｎ，Ｔｉａｎｘｉａｎ，
Ｔｉａｎｆｕ，Ｇｕｉｘｉａｎ，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Ｈｉｓ 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ｄ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ｌｄ ｐｌａｙｓ ｆｅａｔｕｒｉｎｇ ｒｏｌ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ｏｌｄ ｍａｌｅ （Ｌａｏ Ｓｈｅｎｇ），ｏｌ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Ｌａｏ Ｄａｎ），ａｎｄ ｒｅｄｆａｃｅｄ ｍａｌｅ （Ｈｏｎｇ Ｓｈｅｎｇ），
ｂ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ｏｌｄ ｐｌａｙｓ ｄｉｆｆ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ｈｅ ａｌｓ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ｗｌｙ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ｐｌａｙｓ． Ｗａｎｇ Ｇｕｉｆｅｎ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ｐｕｒｅ “Ｈｕｉｓｔｙｌｅ”
Ｌａｏ Ｓｈｅ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ｒｔ ｔｏ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ｎｒｉ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ｐｌａｙ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 Ｐｅｋ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 ｓｔａｇｅ，ｗｈｉｌｅ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ｓｅ ｐｌａｙｓ．
Ｈｉ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ｆｅａｓｔ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 ａｒｔ． Ｈｉｓ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ｃｔｏｒ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ａｎｇ Ｇｕｉｆｅｎ ｅｐｉｔｏｍ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Ｐｅｋ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 ａｒｔｉｓｔｓ
ｗｈｏ ｔｒａｖｅｌｅｄ ｓｏｕｔｈ ｔｏ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ｓ Ｐｅｋ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ｔｙｌｅ，ｈｅ ｗａｓ ｂｏｔｈ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ａｎｄ ａ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ｍｕｃｈ ｌｉｋｅ ｍ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ａｒｔｉｓｔｓ ｗｈｏ
ｍｏｖｅ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ａｎｇ Ｇｕｉｆｅ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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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里庇得斯《赫卡柏》中的奴役与自由
２０２５年第 ２期（总第 ２４４期）

欧里庇得斯《赫卡柏》中的
奴役与自由

J/K

内容摘要：在经典悲剧《赫卡柏》中，欧里庇得斯通过描绘沦为战俘的特洛亚女子以三种不

同方式应对奴役，深入探讨了奴役与自由的关系。剧中，由特洛亚女子组成的歌队表达了被

奴役的痛苦和对自由的渴望，却无力改变现状。出身高贵的珀吕克塞娜将奴役视为不可忍

受的耻辱，为追求自由选择勇敢赴死，却无意中配合敌人完成了一场完美的献祭。赫卡柏的

应对方式与珀吕克塞娜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显示出真正的政治成熟：正义而非自由本身，才

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德性。欧里庇得斯以精妙的笔法指出，奴役并非仅关乎身体，自由亦非外

在的权力，进而质疑自由与权力的边界：胜者虽有支配战俘的自由和权力，但若漠视道德基

础，会落入另一种奴役。

关 键 词：欧里庇得斯　 赫卡柏　 奴役　 自由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５）０２ ００７３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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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ｔｈｏｒ：ＬＵＯ Ｆｅ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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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对话： 当代俄罗斯戏剧创作中的果戈理传统
２０２５年第 ２期（总第 ２４４期）

创造性对话： 当代俄罗斯戏剧
创作中的果戈理传统

L/M

内容摘要：果戈理的文学遗产是当代俄罗斯戏剧的灵感源泉之一，也是促进深层对话的重要

资源。当代剧作家萨杜尔通过对果戈理经典小说的戏剧阐释来反思俄罗斯历史命运，在传

统秩序受到冲击的当代语境下，强调恢复宗教精神之于俄罗斯民族道路的重要意义。科利

亚达的剧作广泛借鉴和重构果戈理的艺术作品，挖掘其创作中生死爱欲的永恒命题，提炼出

爱对个体死亡宿命的抵抗力量。“乌拉尔戏剧流派”代表作家西加列夫和博加耶夫则在继承

果戈理魔幻怪诞、讽刺写实传统的同时，将经典形象置于新的历史现实下，运用荒诞讽刺技

巧，呈现当代生存困境和社会问题。果戈理传统在与当代俄罗斯戏剧的创造性对话中，得到

了多元化的呈现与实验性的革新。

关 键 词：当代俄罗斯戏剧　 果戈理　 创造性对话　 戏剧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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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吉尔曼的性别—经济关系
理论与现代戏剧中的妇女问题

NOP

内容摘要：面对长期由男性主导的戏剧行业，美国女作家夏洛特·吉尔曼从女性主义视角出

发，通过文学创作和构建性别—经济关系理论，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和性选择理论进行了

改良。特别是通过《妇女与经济学》，吉尔曼确立了她的现代戏剧史观和女性主义理论框架。

她的早期戏剧作品《争吵》和《自然女神访谈》，以及后期的剧本《中断》和《香脂冷杉》，都展

现了她对性别—经济关系研究的持续探索。吉尔曼将戏剧视为推动社会改革的手段，这一理

念使她参与了现代戏剧的诞生与发展，同时也揭示了现代戏剧中女性主义议题的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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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戏剧理论》的三个思想来源
２０２５年第 ２期（总第 ２４４期）

论《现代戏剧理论》的三个思想来源

QRS

摘要：彼得·斯丛狄《现代戏剧理论》将西方经典戏剧（Ｄｒａｍａ）从一个“体系范畴”改造为一
个“历史范畴”。在思想来源上，斯丛狄主要受到了黑格尔、阿多诺、卢卡奇三者理论的影响。

在使用黑格尔“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时，斯丛狄为之加入了时间的维度，同时总结了“对白”

的意义，这为理解经典戏剧作出了贡献。在吸收阿多诺风格变迁的理论时，斯丛狄强调了

“叙事化”的意义，同时在论述中举出了“抒情化”的例证。在承继卢卡奇的戏剧理论时，斯丛

狄沿用了前人的论证思路，同时重构了自身的论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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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表演“意象”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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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文艺美学领域，“意象”被普遍定义为“主体情志”与“客体物象”的融合。但在

戏曲表演研究中，“意象”的阐释长期存在泛化问题。一方面，研究者将“意”扩大为意图、目

的、动机、状况等笼统含义，没有紧扣“情志”这一高级思维活动；另一方面，“象”也脱离了

“物象”的基本定位，朝表演中的“事象”与“角色形象”偏移。“意象”的泛化，导致“虚拟化”

“时空自由”“行当”“程式”等戏曲表演的固有特征都被归入意象理论，“意象”自身的审美特

色反而被遮蔽。将“意象”的内涵还原后可知，戏曲表演中的意象以文学意象为出发点，包含

形体意象、声音意象、舞台意象三种类型，具有朦胧含蓄、宛转多义的审美特征，与中国古典

文艺美学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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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５）０２ ０１２７ １２

Ｔｉｔｌｅ：Ａ Ｎｅｗ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Ｉｍａｇｅｒｙ”ｉｎ Ｘｉｑ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ｕｔｈｏｒ：ＬＩ Ｘｉａｏｔ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ｉｍａｇｅｒｙ”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Ｘｉｑ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ｂｅｅ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ｔ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ｌｅｖｅ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ｉｎｇｓ”ｈａｖｅ ｄｅｖｉ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ｂａｓｉｃ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ｅｖ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ｍａｇｅｓ”ｉ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ａｇｅｒｙ”ｈａｓ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Ｘｉｑ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ｓｕｃｈ ａｓ ｖｉｒｔｕａｌｉｔｙ，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ｒｏｌｅ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ｙｌｉｚｅ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ｌｅ

ｏｂｓｃ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ｍａｇｅｒｙ”ｉｔｓｅｌｆ．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ａｇｅｒｙ”，ｉｔ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ｉｎ Ｘｉｑ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ｂｏｄｙ ｉｍａｇｅｒｙ，ｓｏｕｎｄ ｉｍａｇｅｒｙ，ａ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Ｔｈｅ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ａｒｅ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ｎｕａ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ｐｏｌｙｓｅｍｏｕｓ，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Ｘｉｑ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ｅｒ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７２１



论戏曲表演的身体意象化审美
２０２５年第 ２期（总第 ２４４期）

论戏曲表演的身体意象化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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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意象理论对戏曲艺术影响深远。在演出实践中，戏曲演员通过观物取意，常以身

体拟为意象来传情达意。但在理论研究上，以身体为意象或者把身体意象作为整体概念的

研究尚存缺位。西方戏剧表演注重摹仿，并不强调身体对于意象的创造，而中国戏曲表演的

身体意象化特征明显，演员的身体本身甚至与身体相关的服装道具都能传达意象。戏曲表

演艺术家多是以身体拟象传情达意的大家，他们具有深厚功力和高超技巧，其功力和技巧往

往是为更好地创造审美意象，以构建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的情景与意境。身体意象化审美研

究是对戏曲艺术核心价值的挖掘与弘扬，利于戏曲守正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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