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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兵于2002年秋进入中央戏剧学院攻读欧洲戏剧。
这篇论著是他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扩充而成。
李兵勤奋好学，思维敏锐，勇于探索，积极进取。
他深厚的英语功底，为他拓展视野、开阔思路提供了方便。
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方法对易卜生后期心理现实主义戏剧进行阐述在欧美戏剧界不乏研究者，
但在我国还不多见。
一种新的严肃的研究方法的运用对促进学术研究定然会大有裨益，这是应当肯定和鼓励的。
易卜生的全部戏剧作品包含三种创作倾向：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
这三种创作方法都对后代欧洲及世界戏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诚然，易卜生戏剧影响最广的是以《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与《人民公敌》为代表的现实
主义剧作。
这些剧本所提出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和它们开创性的艺术表现方法和技巧，具有划时代意义。
这批剧作奠定了易卜生现代戏剧之父的崇高地位，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低估他后期象征主义戏剧的
成就，它们同样内含深广，艺术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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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易卜生的全部戏剧作品包含三种创作倾向：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
这三种创作方法都对后代欧洲及世界戏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诚然，易卜生戏剧影响最广的是以《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与《人民公敌》为代表的现实
主义剧作。
这些剧本所提出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和它们开创性的艺术表现方法和技巧，具有划时代意义。
这批剧作奠定了易卜生现代戏剧之父的崇高地位，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低估他后期象征主义戏剧的
成就，它们同样内含深广，艺术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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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兵，成都人，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并留校任教，主要担任英文专业的文学和戏
剧课程的教学；曾先后在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英文系和南开大学英文系学习；2005年6月毕业于中央戏
剧戏曲学博士；之后，在四川大学为全校本科生开设素质公选课“英美戏剧”为英美文学方向的研究
生开设“欧美戏剧史论”和“西方经典剧作分析”等课程；曾在国内各报刊发表相关论文二十余篇，
主编教材1部、主译专著1部，参加外国戏剧作品赏析教材和辞典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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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布尔不仅是改变易卜生命运的人，也是改变挪威戏剧历史的关键性人物。
布尔使理想气质浓郁的易卜生最终定下心来全力投入到自己最为得心应手的“行当”中。
挪威少了一个二流的医生，世界却因而有幸多了一位一流的戏剧家。
易卜生本人于此是否心安理得，其间是否会时时于心底泛起阵阵追悔与痛惜，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
不过他在二十多年后为重新出版的《凯蒂琳》所作的“序言”中承认，“能力与愿望之间的矛盾，意
志与可能性之间的矛盾”此后便成为他创作的“中心主题”（易卜生，1995，潘家洵译，第1集：9）
。
而且，很多年以后，由于其卓越的戏剧成就而被乌普萨拉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后，他兴奋得难以人
眠，逢人便禁不住提起这份殊荣，并坚持要人们在公众场合中称他为“易卜生博士”（约翰逊，2003
：79）。
这些事实部分地解释了他离开首都前往卑尔根时的矛盾心态；也正如他所言，全部说明了他戏剧创作
背后的动机。
这份受阻的初衷，后来演变到了“近乎荒谬的程度，甚至那些对他最不加批判的崇拜者也感到难以为
此辩护：易卜生一生都热衷于奖牌和勋章”（同上：80）。
精神分析理论强调，幼年成长时期被剥夺和阻碍的要求和愿望，成年后会被加倍的夸大和寻求补偿。
如洛克菲勒的积攒财富就被认为是与幼年的受穷经历密切相关。
易卜生幼年太缺乏关注与慈爱，致使他到了老年仍然十分在意公众的赞美与外界的评价。
英国作家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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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专著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展而成的。
如果从最初动笔的2004年算起，这《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心理现实主义剧作研究》的写作已断断续续
持续了近5年的时间。
其间最深刻的体会是，它的最终成形和出版是许多人关心和帮助的结果。
所以，我首先应该做的事是感谢。
我第一个要感谢的人是我的导师丁扬忠先生。
没有他在我3年学习期间的谆谆教诲，以及在论文写作期间不厌其烦的“忠告”和提出修改意见，也
就不可能有今天这《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心理现实主义剧作研究》的基本框架。
我接下来应该感谢的是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前任院长、现任四川大学副校长石坚老师。
在论文的最初写作期间，他就时刻关心论文的进展，并将自己手里所有的有关戏剧的英文书籍都悉数
借给我参考，使我能够在论文写作中又多了很多思路和灵感。
最让我感念的还有中央戏剧学院的副院长廖向红老师。
在得知武汉即将召开“中国第三届易卜生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她便支持我前往华中师范大学参加
会议，使我受益匪浅，极大地丰富了论文的内容。
会议期间，原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教授与博士生导师乔国强老师细心地阅读了
我的论文初稿，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张先老师和沈林老师在我的论文开题答辩会上为论文提了不少富有建设
性的修改意见；中央戏剧学院图书馆馆长朱联群老师为我查找相关的图书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图
书馆外借部的王老师、郭老师和包老师都为我查找资料费了不少心。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心理现实主义剧作>>

编辑推荐

《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心理现实主义剧作研究》是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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