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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0年前，新世纪的大幕刚刚拉开，电视系就已开始着力推动年轻教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工作，将教
学、科研和新闻实践紧密结合。
到现在将近十年了，他们次第完成学业，一起完成的是从不同视角对当前色彩斑斓的媒介景观的关照
和研究。
当一本本厚厚的博士论文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一批青年学者从这里，开始了自己的学术
道路。
几经努力，这套“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博士文库”终于问世了。
这套文库的作者，都是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
从他们身上，我能够感受到新时代学术的朝气。
尽管他们各自人生阅历、知识背景、生活目标不尽相同，但是读书生活却给了他们同样的学术传统、
学术理念、学术规范与方法的熏陶。
在动笔写序的时候，我的心里有一种释然、一种期待，同时还有一种隐隐的担心。
这套文库关注的均为当前新闻传播学领域之中的新课题和新现象，用前沿性来评价并不为过。
前沿意味着创新、意味着锐气，他们或者关注着最新的命题，或者选择了最新的视角，或者采用了新
的研究方法，或者有新的论证材料⋯⋯这套文库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更多人关注他们默默的
耕耘，让他们有机会与大家沟通、交流，我为此而释然。
但是，博士论文的完成，不过是学术研究的开始。
当前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迅猛发展，早已日新月异。
但是，随着数字化、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新闻事业面临着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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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回顾历史，文艺的发展是需要文艺批评的，戏剧也不例外。
如今的评论工作是不令人满意的。
首先，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优和劣，什么是是与非⋯⋯总得有个标准。
没有标准，就不会有健康的评论，没有健康的评论，继承和发展就没有方向，就不会有真正的文艺的
繁荣。
真假不分，良莠不分，导向混乱，后果严重。
当今，各种新传媒和文化市场的兴起，更需要有清醒的头脑，运用文艺评论促进文艺健康发展。
其次，文艺评论界的潜规则必须打破，它严重的危害着艺术的发展，起着极其恶劣的导向作用。
好多掌握宣传的领导只愿意当“和事佬”，息事宁人，害怕担责，不愿意刊登批评性文章和意见。
再次，媒体记者对艺术本体的知识匮乏，夸大其词的报导和误导的现象比比皆是，亟待改进。
真正的批评要说理，让人心服，与人为善，平等探讨⋯⋯只有有了健康的艺术评论，才能推动艺术的
发展。
盼望评论的重建！
    为此，本书的出版有着范例的作用。
作者在充分肯定了“先锋实验戏剧”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后，也善意地、尖锐地进行了中肯的剖析
和批评，所论极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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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文，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获硕士学位，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获博士
学位，现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副教授。
出版有《电视专题》、《电视艺术概论》（合著）、《世界电影经典解读》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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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先锋派戏剧，在西方历史上：“特指20世纪20年代法国的贝梯、杜林、日瓦特和彼艾夫等为代表的戏
剧运动。
他们组成的四方同盟在当时巴黎戏剧界占主导地位。
他们有各自的剧团，但都决心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剧坛的状况。
他们反对19世纪末A.安托万的以自然主义为特征的戏剧传统，又不苟同曾风靡一时的野兽派、立体派
、神秘派、未来派、辐射派、达达派等消极悲观的戏剧流派。
“他们强调发挥剧作家和导演的想象力以激发观众的想象力。
他们非常重视演员的台词功夫，而对形体的要求超过以往任何戏剧团体。
同时，他们有意识地培养一批新型的、不仅仅是为了娱乐而与剧院血肉相连的观众。
“在电影艺术开始向戏剧争夺观众的时期，先锋派戏剧给戏剧艺术以新的活力。
“1934年，他们一起加入了法兰西喜剧院，进行了大量的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止了他们多数人的演剧生涯，然而先锋派戏剧的许多艺术主张对战后巴罗和维拉等
人特别强调导表演作用的戏剧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孙惠柱）广义上，先锋派戏剧是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之一。
“先锋派一词出自法语，原被用来泛指所有背离传统、标新立异的实验性艺术形式和流派。
在戏剧艺术领域，20世纪初年以来很多戏剧团体和流派，在形成和流行的时候均被称为先锋派，如以
科克托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戏剧、阿尔托的残酷戏剧、贝克特等人的荒诞派戏剧等等。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孙惠柱）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欧洲先锋派运动与美国60年代的实验戏
剧在反叛戏剧传统、创新艺术形式上应是一致的，后者可看做是前者的延续，但时代的不同，其精神
气质上则相去甚远，在戏剧探索的深度与广度上也有差异。
这里不详述。
中国先锋实验戏剧人大都认为先锋戏剧与实验戏剧没有区别。
比如孟京辉，《北京日报》文化记者解玺璋曾问他：“你认为先锋戏剧和实验戏剧有什么区别？
”孟京辉回答：“没什么区别。
”（《先锋戏剧档案》350页）如前所述，最开始多称“实验戏剧”，20世纪90年代末则称“先锋戏剧
”。
按理，先锋戏剧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应该比实验戏剧更激进、前卫。
但由于约定俗成的关系，我在文章中将不作过细的区别，或称先锋戏剧，或称实验戏剧，或先锋实验
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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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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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先锋戏剧批评》：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博士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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