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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戏剧中的仪式

［!］"#$% &'(') *

内容摘要：契诃夫戏剧中的仪式是伴随人类生活的一系列礼仪的总称，是一种固定的情节、

主题思想和行为规范，用于建构人类生活的不同场景和阶段，以天真浪漫或讽刺喜剧的表现

形式呈现在舞台上。这种仪式引导了戏剧情节的发展，并在无形中规定了戏剧人物的行为，

使他们的言语和肢体动作获得并不乏味和“非理性”的逻辑，将他们的生活嵌入自然的永恒

循环之中，赋予他们遵循存在法则的人的尊严，而不是生活的尊严。在舞台表演中，契诃夫

的戏剧人物遵循戏剧行为仪式，将具有仪式感的不同行为的意义交织在一起并展现出来，使

生活不再平庸无趣，并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意义。

关 键 词：仪式　 角色群　 舞台中的舞台　 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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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契诃夫戏剧研究的三部里程碑著作

4'5

内容摘要：叶尔米洛夫的《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斯卡夫迪莫夫的《论俄国作家的道德探

索》和津格尔曼的《契诃夫的戏剧及其世界意义》是苏联契诃夫戏剧研究中的里程碑式的研

究成果。叶尔米洛夫首次系统地阐释了契诃夫戏剧的喜剧精神，将高尔基当年对契诃夫戏

剧的喜剧性阐释做了完整的理论概括；斯卡夫迪莫夫的著作克服了叶尔米洛夫过于意识形态

化的缺陷，在契诃夫戏剧的研究中首次突破了庸俗社会学阐释的局限，揭示了契诃夫戏剧深广

的艺术空间；而津格尔曼的著作则在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中挖掘了契诃夫戏剧与当代戏剧之

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契诃夫戏剧对 ２０世纪现代戏剧的深远影响。这三部著作呈现了契诃夫

戏剧研究的三个历史阶段的不同特征，对后来契诃夫戏剧的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关 键 词：叶尔米洛夫　 斯卡夫迪莫夫　 津格尔曼　 契诃夫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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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契诃夫喜剧精神的历史
根源与思想意义
———以《樱桃园》为例

)'6

内容摘要：契诃夫晚期多幕剧所具有的喜剧特质问题颇能引起争议。苏联及持进步论的研

究者强调其喜剧特质的社会革命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其喜剧精神来源于对人类生活荒诞

本质的俯视。两种观点都建立在对契诃夫思想和世界观的单面解释之上，遮蔽了其重要经

历———成长于帝俄大改革时期，并以地方自治局医生的身份积极参与各种实践性公共事务。

这些经历对他的戏剧诗学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契诃夫喜剧精神的基础是审慎的乐观而非

乌托邦式的狂热，是同情基础上的嘲弄而非居高临下的指责，是对人因受制于幻想的时间观

念而放弃现实生活中的机遇的惋惜，而非荒诞派的、超脱于历史之外的冷漠。契诃夫这一超

越戏剧体裁范畴的喜剧精神正是对俄罗斯知识阶层的激进乌托邦主义与宗教弥赛亚主义的

双重批判，因而具有深刻的思想史意义。

关 键 词：契诃夫　 地方自治局医生　 喜剧精神　 樱桃园　 俄罗斯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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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契诃夫戏剧中的“世界意识”与艺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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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契诃夫戏剧中的
“世界意识”与艺术表现

789

内容摘要：安东·契诃夫的戏剧作为文学、舞台艺术和哲学文本，深刻参与了 １９ 世纪末期

至 ２０ 世纪初期“发现世界发现人”的历史文化思潮，全面阐释了契诃夫创作成熟期的思想

观念与艺术风格。通过“戏剧”这一既古老又现代的艺术表现形式，契诃夫成功地将现代

人内心世界中那些高度抽象和模糊的意识流动与舞台艺术建立了一致的关系，从而重

新界定了戏剧艺术风格、戏剧文学批评与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形态。对契诃夫戏剧的拒

绝、认知、接受、经典化，以及当代艺术演绎过程，也是“世界意识”这一高度经验主义与

高度抽象的观念以戏剧艺术形式表现的过程，亦为契诃夫戏剧现代性得以呈现与确立

的过程。

关 键 词：安东·契诃夫　 世界意识　 戏剧性　 艺术表现　 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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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剧场中的木偶戏
———论尤里·布图索夫对契诃夫戏剧的再创作

:;<

内容摘要：契诃夫的戏剧遗产是当代俄罗斯剧场的灵感源泉和创作典范。这其中，俄罗

斯导演尤里·布图索夫因对契诃夫戏剧的独特阐释而备受关注。在执导契诃夫的戏剧

作品时，布图索夫吸收了俄国草台戏的游戏精神，建构了虚构扭曲的游戏空间与被纸板剧

场遮蔽的真实空间。布图索夫的演员是空心的木偶演员，在演出中试图通过游戏与娱乐来

填充虚无的空间，却暴露了人类存在的脆弱性与不稳定性，并被迫在剧场的空虚中向下坠

落，直面残酷真实的生活本质。通过对契诃夫剧作的拆解和重构，布图索夫重思了现实与

虚构、剧场与真实、超越与坠落之间的紧张关系，并由此展示了剧场艺术的多种可能与多重

维度。

关 键 词：尤里·布图索夫　 契诃夫　 草台戏　 木偶　 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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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声之秘：“程腔”接受的差异与会通

='>

内容摘要：“程腔”的得名与传播昭示着“音声共同体”的诞生，但不同地域、阶层、文化阵

营所生成的“程腔”镜像并非完全一致甚至截然相反。从“鬼音”到“程腔”的名称转换

蕴含着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北京、上海两地的文化差异；或“新”或“旧”的审美评价彰显出
“程腔”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兼容与转化；“崇刚”或“尚柔”的价值取舍既是个人审美喜

好，也与特殊年代的主流取向有关；而“悲音”的共鸣则极大拓展了“程腔”的接受面。

“程腔”广远的影响力缘于其接受中差异与会通的共存，由此生成它与时代交往的独特

情貌。

关 键 词：程腔　 接受　 音声共同体　 差异　 会通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４）０６ ００５４ １４

Ｔｉｔｌｅ：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ｏｆ Ｓｏｕｎｄ：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ｅｎｇ
Ｑｉａ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ＬＩＮ Ｔ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ｎａ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ｅｎｇ Ｑ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Ｙａｎｑｉｕｓ Ｐｅｋ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ｓｉｇｎｉｆｙ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ｌｏｄｙ ａｎｄ ｓｏｕｎｄ”，ｂｕｔ ｔｈｅ Ｃｈｅｎｇ Ｑｉａｎｇ
ｉｍａｇ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ｅｓ，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ｍｐ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ｅｎｔｉｒｅｌｙ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ｙ ｅｖｅｎ ｂｅ ｄｉａ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ｌｙ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ｇｈｏｓｔ ｓｉｎｇｉｎｇ”ｔｏ
“Ｃｈｅｎｇ Ｑｉａｎｇ” ｏｗ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２０ｓ．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ｖｅｒｓｕｓ “ｏｌ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ｈｏｗ “Ｃｈｅｎｇ
Ｑｉａｎｇ”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ｐｈｏｌｄｉｎｇ ｒｉｇｉｄｉｔｙ”ａｎｄ “ａｄｖｏｃａｔｉｎｇ ｓｏｆｔｎｅｓｓ”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ｒｒｏｗｆｕｌ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ｈａ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ｅｎｇ Ｑｉａ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ｅｎｇ Ｑｉａｎｇ”ａｒｉ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ｔ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ｂ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ｔ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ｒ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ｅｎｇ Ｑｉａｎｇ；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ｌｏｄｙ ａｎｄ ｓｏｕ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４５



论 １９４９年之前女子越剧权力关系的重塑与话语建构
２０２４年第 ６期（总第 ２４２期）

论 １９４９年之前女子越剧权力关系的
重塑与话语建构

?@A

内容摘要：探究女子越剧从被“凝视”的客体转向重塑权力关系的主体的过程，即是在探究

越剧的本体特性。陈旧的历史观念、未成形的城市品格、不完备的治理体系、不成熟的审美

取向等原因造就了女子越剧与其母体文化不自洽的演出生态。越剧被剧目审查制度规训这

一行为看似被动，实则是在利用制度重塑规则。女子越剧的登场既是市场优胜劣汰的结果，

也是表演性别格局的转变，即权力关系的重塑。在此基础上建构的话语体系关乎剧目的现

代性、演员的职业化、观众的素质，并逐渐潜入文化基因。越剧是女子越剧的越剧，明确这一

点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的越剧改革，亦能给越剧的跨学科研究提供理论导向。

关 键 词：越剧　 女性　 权力关系　 话语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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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主义话语与欧阳予倩
交叉式职业路径

BCD

内容摘要：目染新剧又浸淫梨园的欧阳予倩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中国近现代戏剧史上独特的

存在。然而这一历史上高大的形象却有着许多耐人寻味的孔隙。作为新剧界和戏曲界的“双

栖明星”，欧阳予倩在当时常被争议。这主要源于他深受晚清以降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的进化

论话语———“发展主义”的影响。作为一种舶来的知识话语体系，“发展主义”刺激了本土的改

革精英，并促使他们开始建构一种社会个体和民族发展之间的能动性关系，也激发了一种以

“发展”为情节的文学语言和商业文化。而欧阳予倩交叉式的职业路径则是一种对殖民现代性

话语牢笼的突破，他通过对那些被视为“待发展”的艺术形式进行“启蒙”式的意识形态重塑，

展现了 ２０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发展主义”这一普遍信仰的质疑与反思。

关 键 词：发展主义　 进化论话语　 欧阳予倩　 交叉式　 职业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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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伶界联合会考论

E'F

内容摘要：上海伶界联合会在民主革命与戏曲改良的社会、文化思潮的联合推动下应运而

生，首开民国时期戏曲同业成立新型组织的风气，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归于国有化

一途，是传统戏曲现代化转型的样本。就其内部而言，上海伶界联合会的组织建设与艺术实

践互为参照，亦即组织章程规定着艺术实践的原则和方向，通过筹办会戏又能修正组织的方

案与机制；就其外部而言，积极开展沟通同业、助力教育、义务赈灾等工作，在此过程中，伶人

的各项素质也得到提升，成为革新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相应地，戏曲也获得某种文化建构

的能动性，逐步摆脱通俗教育的机械定位。整理与辨析上海伶界联合会的相关史料，我们收

获的不只是民国戏曲之发生、发展的历史细节，还有重新审视民国戏曲史的组织之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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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重塑与视觉革新
———后戏剧与视觉艺术在总体视觉戏剧中的创新交汇

G'H

内容摘要：总体视觉戏剧是一种颠覆了传统戏剧范式的新戏剧，它打破了原本以文学文本和

讲故事为中心的传统舞台线性叙事，是可以在剧场舞台上自由展开视觉逻辑的新型演出。

总体视觉戏剧是后戏剧与当代视觉艺术融合实践的产物，其创造者是来自视觉艺术领域的

跨界导演。他们借用视觉艺术的观念和技巧，突破了传统戏剧的规范，采取视觉拼贴、空间

构建等剧场舞台的构作方式，使演出中演员和观众的身体，以及整个剧场空间中所有物质

的、非物质的因素有了独立的视觉价值，从而创造出一种以“舞台的画面化”为总体演出文本

的新型视觉性剧场艺术。

关 键 词：总体视觉戏剧　 后戏剧　 当代视觉艺术　 跨界导演　 演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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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沃·凡·霍夫与扬·维斯维尔德的戏剧视像
２０２４年第 ６期（总第 ２４２期）

伊沃·凡·霍夫与扬·维斯维尔德
的戏剧视像

IJK

内容摘要：比利时导演伊沃·凡·霍夫和舞台美术家扬·维斯维尔德对西方当代剧场艺术

有着重要影响。霍夫和维斯维尔德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里相依合作，在布景、灯光和

多媒体的设计方面多有革新。他们使用现代视觉要素解读经典文本，以现成品和自然物作

为舞美造型的体现材料，并创造性地用影像媒介进行戏剧叙事。他们并不追求视觉奇观，而

是通过舞台上朴素、洗练的视像来拓展戏剧空间的表现力。他们致力于挖掘布景、灯光、多

媒体的深层次意义，寻求创作语汇的更新与重新组合，将剧场艺术引向另一种可能。

关 键 词：舞台设计　 导演　 先锋剧场　 阿姆斯特丹国际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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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因哈特与中国现代剧场

L'M

内容摘要：莱因哈特的剧场形式美学、导演方法和剧场创作法为中国现代戏剧艺术提供了

重要的参考资源。通过持续的译介与阐释，中国现代戏剧家们批判性地接受了莱因哈特有

关剧场形态、舞台装置、观演关系、剧场艺术整体性的观点，以及他的导演中心制、导演工作

法。此外，他们更是在中国小剧场运动、爱美剧、国剧运动、定县农民戏剧实验、抗战戏

剧等本土剧运中创造性转化、实践了莱因哈特的剧场创作技法。从戏剧“艺术的革命”

到“革命的艺术”，莱因哈特客观上全程“助推”了中国现代“舞台上的戏剧”的形成与

发展。

关 键 词：莱因哈特　 中国现代剧场　 剧场形式　 舞台　 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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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周剑云早期的戏剧理论批评
２０２４年第 ６期（总第 ２４２期）

论周剑云早期的戏剧理论批评

N'O

内容摘要：周剑云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早就有了定论，已无须多言。但对于他在 ２０ 世纪
初中国戏剧理论批评方面的成绩和贡献，却往往被忽略，迄今很少被提及。在 ２０世纪初他曾

为中国早期戏剧理论批评的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积极倡导改良戏曲，客观评价旧剧和

新剧，强调戏剧的通俗教育作用和社会教育功能，重视新剧脚本的基础作用，强调伶人和新

剧家的品德与人格修养，注重新剧的理论建构等。因此，探讨和论析周剑云早期的戏剧理论

批评，无论是对于中国戏剧理论批评体系的建构，还是对于进一步深化周剑云的学术研究来

说，都是颇有意义和价值的。

关 键 词：周剑云　 戏剧理论批评　 改良戏曲　 新剧脚本　 理论建构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４）０６ ０１４７ １１

Ｔｉｔｌｅ：Ｏｎ 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ｙｕｎｓ Ｅａｒｌｙ Ｄｒａｍ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Ａｕｔｈｏｒ：ＺＨＯＵ Ｂ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ｙｕｎ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ｌｍ ｉｓ ｗｅｌｌ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ｈｉ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ｄｒａｍ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ｏｖｅｒｌｏｏｋｅｄ ａｎｄ ｒａｒｅｌｙ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ｈｅ ｍａｄ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ａｍ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Ｘｉｑｕ，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Ｊｉｕｊｕ ａｎｄ

Ｘｉｎｊｕ，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ｒａｍａ，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Ｘｉｎｊｕ ｓｃｒｉｐｔｓ，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Ｘｉｎｊｕ ｗｒｉｔｅｒｓ，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ｎｊｕ．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ｙｕｎｓ ｅａｒｌｙ ｄｒａｍ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ａｍ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ｙｕｎ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ｙｕｎ；ｄｒａｍ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Ｘｉｑｕ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Ｘｉｎｊｕ ｓｃｒｉｐ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７４１



重建叙事： 新时期以来小剧场
戏剧节的发展与嬗变

)'P

内容摘要：新时期以来，小剧场戏剧节完成了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去政治化”的美学转向，２０ 世

纪 ９０年代“物理化”的生存叙事和市场转向，以及 ２１ 世纪的多元发展和“再政治化”的主流

回归，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通过重建叙事，逐步形成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小剧场戏剧内嵌

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中，呈现出内涵的多义性和流动性，从聚焦创作题材和艺术形式的实验

性探索转向以观众为中心，以市场为主导的大众文化发展路径，作为展演平台的小剧场戏剧

节在艺术自律、国家文化机制和资本力量的博弈中形成从小众艺术到大众娱乐文化兼具、实

验性空间与功利经营性空间并存的多元文化图景。

关 键 词：小剧场戏剧节　 小剧场戏剧　 重建叙事　 回归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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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戏曲剧作中的“剧体糅合”辨析
２０２４年第 ６期（总第 ２４２期）

莫言戏曲剧作中的“剧体糅合”辨析

?'Q

摘　 　 要：与对莫言小说创作反应的机敏深入相比，评论界迄今为止对其戏曲剧本的回应堪
称絾默。戏曲剧作的出现，不仅仅是其个人创作版图的拓展。真正富有吸引力的，是其中蕴

含着大半个世纪以来戏曲发展的丰富复杂的美学向度，在传统地方戏的基本形态内，糅合了

话剧、现代戏曲、戏曲现代戏等诸多旨趣与语法，体现出“剧体糅合”的特点。不加辨析地以

传统戏曲美学指标为参照对其定位，在逻辑上是可疑的；而简单指认某些品质来自话剧研习

同样容易流于粗疏。直面并深入清点其中的盘根错节，辨析不同时段美学规则和修辞策略

的相遇、博弈、对接与交融，梳理创作主体的取舍、转化与整合，方能对其作为个案的价值做

出更为科学和理性的评价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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