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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与超越
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总第 ２２５期）

互 文 与 超 越
———论鲁迅作品的戏剧改编

!"#

内容摘要：鲁迅作品的戏剧改编，不仅是鲁迅文学世界的重要现象，从戏剧改编的角度讲，也触及

戏剧改编的理论与实践。自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以来，鲁迅作品戏剧改编可以分三个阶段，即 １９８０年
代之前的初创阶段、１９８０年代现实主义改编阶段和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的先锋实验阶段。各个阶段都
有自己的代表作品。审视这些戏剧改编，会注意到所有戏剧改编的作品，都没有达到鲁迅原作

的影响程度，无论艺术和思想内容，乃至戏剧探索水平，都有待进一步提升。新世纪以来，鲁迅

作品改编的戏剧激发了人们对戏剧变革的思考。

关 键 词：鲁迅作品　 戏剧改编　 互文　 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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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
克里斯蒂安·陆帕的舞台呈现
———兼谈中国话剧的现代性追求

-".

内容摘要：陆帕以心理现实主义的路径解析了《狂人日记》的内在结构，将演出进程转化为

对鲁迅文本的“再阅读”，剖析了“狂人”及其家族的“心灵史”。导演将鲁迅的小说当作一个

具有普遍性价值的文本，以充满现代色彩的舞台语汇，挖掘了作品的当代价值，批判了现代

家庭与威权制度对于个体生命的暴力戕害。陆帕导演的《狂人日记》为中国话剧的现代性追

求提供了一种美学的方向和可能性。

关 键 词：狂人日记　 克里斯蒂安·陆帕　 中国话剧的现代性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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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意象与替罪羊的献祭
———克里斯蒂安·陆帕导演作品

《狂人日记》的跨文化阐释

/01

内容摘要：克里斯蒂安·陆帕（Ｋｒｙｓｔｉａｎ Ｌｕｐａ）新近导演的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狂人日
记》，继承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狂人日记》中，陆帕

采用了《风筝》《阿 Ｑ正传》等表现被父权压迫的兄弟及忏悔和阿 Ｑ被虐杀的叙事方式，如重
复和互文；在剧中找到了《故乡》中的意象，《野草》中的存在意识；通过替罪羊的献祭来显示

了“灵魂的深”，以及对人性的敏锐洞察和深刻揭示。该剧可以说是一种跨文化的戏剧实验，

非常值得研究。

关 键 词：陆帕　 鲁迅　 狂人日记　 跨文化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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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重构与偏离
———浅谈《阿 Ｑ正传》的三部话剧改编

234

内容摘要：鲁迅的经典著作《阿 Ｑ正传》发表后，１９４９ 年前陈梦韶改编的《阿 Ｑ 剧本》、许幸

之改编的《阿 Ｑ正传》和田汉改编的《阿 Ｑ正传》都曾搬上舞台。通过对《阿 Ｑ正传》的三部

话剧的改编过程、演出情况等相关史料的梳理和辨析，从而进一步分析和探讨三部话剧的改

编策略，可以看出，三部改编话剧在阐释和重构《阿 Ｑ正传》中，均偏离了小说的创作主旨。

关 键 词：阿 Ｑ正传　 话剧改编　 阐释　 重构　 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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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视域下的戏剧学
———兼论符号学对建构戏剧演出研究方法的积极影响

5"6

内容摘要：欧洲小剧场戏剧运动和现代科学观对戏剧及其理论发展的影响，加速了戏剧从文

学研究范畴转向其剧场艺术本身。２０ 世纪初，从文学系中走出来的现代戏剧学，即戏剧科
学，虽然在其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实现了从“以文本为中心”向“以演出为中心”的转变，但在

研究方法上，则是通过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和分析技术以充实和完善其学科研究体系。尤

其是吸收现代符号学知识和方法所形成的戏剧符号学，不仅实现了戏剧研究方法的突破，帮

助学者把握稍纵即逝的舞台演出，而且也证明了跨学科发展之于戏剧科学的重要性与必

要性。

关 键 词：戏剧　 戏剧科学　 戏剧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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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布鲁斯坦的戏剧经典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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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布鲁斯坦的戏剧经典论

789

内容摘要：美国戏剧家罗伯特·布鲁斯坦重视对经典作品的归纳与总结，其戏剧经典论见解独

到，蕴含革新思想。布鲁斯坦立足现代戏剧，探讨它们与传统戏剧的联系，同时将目光聚焦于“反

叛”之上。其名为“反叛”，其实为反思与革新。布鲁斯坦认为戏剧经典离不开反思他人与反思自

身，同时提出新的观点。这一思想贯穿于布鲁斯坦戏剧生涯的始终，因此其戏剧经典论的论述也

主要围绕此主题展开。布鲁斯坦的戏剧经典论，对戏剧创作与批评实践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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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剧发展中的边缘
“身份 记忆”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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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历史剧阐释历史，其建构基于社会身份的群体认同。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历

史剧的创作肩负着不同的群体作用。创作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个社会时期的历史剧，

对边缘“身份 记忆”作用经历了重述过去、建构当下和书写未来的三个阶段。历史剧的创作

方式和社会形态一同发展，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时期建构起适应社会需要的历史视角。

关 键 词：历史记忆　 边缘身份　 千忠戮　 建构历史　 汉密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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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南巡与明代正嘉之际
南曲戏文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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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明正德末、嘉靖初的十几年时间内，在环太湖流域涌现一拨老生员创作南

曲戏文的潮流，它是晚明文人传奇高潮的序曲。这波南曲戏文编创的浪潮，与武宗朱

厚照密切相关。武宗对俗乐的追求在佞臣内宦的助推下不断扩张，打破了明初以来

“崇雅黜俗”“尊北鄙南”的礼乐规制，客观上为南曲戏文的上升打开了通道；而南巡

期间对江南伶人和曲家表现出亲近和恩赏的姿态，则刺激更多文人加入南曲戏文的

编创队伍，改变了南方的戏曲生态。武宗南巡刺激戏文兴起一案，启示我们应重视偶

发性重大事件对戏曲生态产生的深刻影响，关注戏曲与政治、内廷演剧与民间戏曲的互

动关系。

关 键 词：武宗南巡　 礼乐制度　 南曲戏文　 明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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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代后期戏曲中的佛教
“觉悟”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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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传统戏曲发展与佛教思想存在异常密切的关系。佛教主题是佛教思想影响

戏曲的重要表现。明代戏曲中的佛教主题甚多，其中“觉悟”主题涉及个体在生命流变中对

自我、生命、世相的觉悟，也是佛教核心义理和观念的体现。“觉悟”主题通过人物的定位、情

节的安排、冲突的设置将佛教思想与戏曲故事有机融合。通过分析戏曲中的“觉悟”主题，不仅

能了解佛教思想在中国民间和文学中的展开，更可以考察佛教思想影响戏曲的途径与方式。

关 键 词：戏曲　 佛教　 觉悟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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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私寓对京剧“名角制”形成的作用
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总第 ２２５期）

论私寓对京剧“名角制”形成的作用
———以伶人名角化为中心

H"I

内容摘要：“名角”是“名角制”的核心，在“名角制”尚未形成的晚清，北京戏曲市场对

“名角”的需求与塑造便已存在。私寓的经营模式破坏了徽班“脚色制”的组织管理功

能，使伶人脱离戏班组织，直接以个体身份面对城市娱乐、演出市场。同时，作为戏曲职

业教育机构的私寓又通过提升伶人文化素养、营造伶人个人形象魅力、使伶人舞台演

出精致化塑造了伶人的名角形象。上述三种措施使得私寓伶人在城市公共表演空间

占据长久而耀眼的位置。私寓的经营、教育方式为京剧“名角制”的形成发挥了关键

性作用。

关 键 词：私寓　 京剧　 名角制　 脚色制　 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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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戏剧中舞台科诨和
剧本科诨的交互影响

JKL

内容摘要：科诨由宋金杂剧中独立的表演形态，逐渐演化为元明清戏曲中的一种常见艺

术手法。舞台科诨和剧本科诨，二者交互影响、协同演进，一方面，舞台科诨规约了剧本

科诨的内容，另一方面，剧本科诨（尤其是文人创作）对舞台科诨具有反哺作用。同时，

舞台科诨和剧本科诨的深度融合又推动了科诨的规范和程式化。科诨的程式化是表演

程式化的先声，表演的程式化包含了科诨的程式化。

关 键 词：科诨　 舞台科诨　 剧本科诨　 交互影响　 程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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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佛西剧作农村叙事的发展衍变及其意义
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总第 ２２５期）

熊佛西剧作农村叙事的
发展衍变及其意义

———以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戏剧创作为中心

BMN

内容摘要：熊佛西是中国话剧史上第一位有意识地为农民写剧的作家，其独具个性的农村

叙事，生动形象地再现了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中国，丰富了近现代乡土中国的历史书

写。佛西剧作的农村叙事，前期着重现实与寓言的双重书写，后期为直面现实的在地性写

作。熊佛西农村叙事及发展衍变对左翼文艺大众化、戏剧大众化运动的推动和深化作用，

应该从戏剧史研究的盲区走向前台，予以充分肯定；其探索和建构的多种农村叙事模式和

风格，不仅在当时产生过重要影响，对于当下戏剧创作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启发借鉴

意义。

关 键 词：　 熊佛西　 农村叙事　 发展衍变　 历史镜像　 戏剧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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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木偶”到“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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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木偶”到“物件”
———论邓树荣木偶剧场的美学演变

OPQ

内容摘要：邓树荣是香港实验话剧的领军人物，他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进行的一系列木偶剧

场实践，形成了香港实验剧场的独特景观。邓树荣进行木偶戏剧探索，旨在将传统艺术符号

引入当代剧场，借以更新和扩充戏剧语言。邓树荣的木偶戏剧创作，由一开始对传统木偶本

体特性的发掘，到逐步扩充木偶的内在精神、拓展其表意空间，再到将木偶抽象为一种舞台

修辞，并最终把木偶精神引申至“活动的物件”，完成了其木偶剧场的美学演变。邓树荣的一

系列木偶戏剧作品，将木偶从传统艺术中一般的表演性工具转化为有丰富指涉空间的戏剧

符号，是香港实验话剧的有力探索。

关 键 词：邓树荣　 木偶　 物件　 美学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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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大时代中普通人的生存和生命
———当代香港话剧创作的个体叙事研究

/RS

内容摘要：当代香港话剧创作的个体叙事，着重体现在戏剧家深情关注大时代中香港普通人

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这些戏剧描写了历史转折时期香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状

态，展现了他们的生活处境、精神风貌与人生追求，表现了戏剧家对于人的生存的真切关怀，

对于人的生命的真诚感悟，并且在戏剧艺术表现上也有多方面的探索。这些创作拓展了香

港话剧的文化空间，形成了香港话剧发展的一种新的传统。

关 键 词：香港话剧　 个体叙事　 生存状态　 生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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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舞台·景观装置·巡演戏场
———中国古代“戏车”源流考论

TUV

内容摘要：“戏车”是东西方文化中都曾出现过的一种移动式展演车台，主要见于戏剧演出、

节日庆典、礼仪活动之中。中国戏车始于汉代百戏中的弄车技，与之相类，又有鼓车、歌车、

乐车等演变；隋唐时期，鼓吹车和山车有所发展，出现了白鹭车、偶乐车、陆船种种流变；宋元

之后，卤簿山车、鼓笛棚车和抬阁轿亭成为仪仗展示和流动表演的主要车台；及至近代，戏

车演变为彩车和花车，见于礼仪庆典和民俗文化活动中。经过时代流变，中国古代“戏车”

相互间融合变化，实际上具有了流动舞台、景观装置、巡演戏场和开放剧场的舞台美术

特征。

关 键 词：戏车　 流动舞台　 景观装置　 巡演戏场　 舞台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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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古代戏曲表演龙舟时，除虚拟性表演外，还可利用实物道具。道具形制宛如龙舟，

套在演员身上。表演人数约为四到六人，脚色自由，多头上扎巾或戴帽，可插石榴花、戴雉尾

等，身穿彩衣，手持画桨，船头一人手持小旗两面。表演形式主要为两龙舟作往来交驰、相斗

夺标状，常伴有唱曲、宾白、舞蹈及后台的锣鼓、喝彩等。上场的龙舟为一支或两支，或两支

先后上场；一次表演完成后，通常会再重复一次。考察道具龙舟表演，除了可供今日舞台艺

术参考，对理解古代戏曲舟船表演、剧本的舞台性、戏曲表演“虚拟性”的衍变、戏曲与其所包

含民间文艺的祭祀性等方面也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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