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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三十年来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戏剧。
戏剧是综合艺术，往往能比较全面地体现一定的美学思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就是一个最典型的
例子——这本主要讨论戏剧的专著两千五百年来一直被视为西方艺术理论和美学的开山之作。
然而，这本经典的巨大影响未必全都是正面的，它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中就造成了一个重大的误导，
特别是书中的“摹仿”这个关键词。
长期以来，“摹仿生活”被无数学者认定是所有艺术的本质，又被视为两千多年后才正式出现的现实
主义以及苏联官方文艺理论“反映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源头；人们往往忘了，摹仿一词在
亚里士多德之前还有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涵义：“摹仿理念”——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的理论
。
柏拉图的摹仿理论被长期遗忘或否认，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哲学课上被贴上了“唯心主义”的标签
，其实他的这个主义idealism也可以被译为“理想主义”。
我们的宣传部门自然也要提倡理想主义，长期以来他们抓文艺创作的做法，恰恰和柏拉图的摹仿理论
十分相似：领导高屋建瓴提出理念，艺术家下生活寻找相应的素材，最后完成艺术作品。
当代中国艺术界一个最大的悖论就是，一方面主流理论家们不厌其烦地宣传“摹仿生活”的基本理论
；一方面抓创作的官员们则年复一年地出主题，要人去找材料来摹仿这些主题。
“摹仿生活”和“摹仿理念”的这两拨人往往就是同一部门的两翼，几乎天天都在那里以子之矛，攻
子之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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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摹仿什么?表现什么?》讲述了：西方艺术和美学重摹仿、中国艺术和美学重表现的传统理论并
不准确。
亚里斯多德摹仿说的对象是生活，柏拉图摹仿说的原点则是理念。
艺术史上理念先行的创作无数，也有不少一流作品，证实了柏拉图对一种创作方法的天才猜测。
中国艺术表现的对象亦应分而析之，主体、客体和形式都可能是重点。
以中西文化中的戏剧这一综合艺术为座标，可以看到摹仿和表现这两个概念的重叠和多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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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惠柱，1969年下乡，1977年考上大学，1981年上海戏剧学院硕士，1990年纽约大学博士。
曾在北美四所大学教授世界戏剧及剧作、表演、人类表演学十年，任博士生导师和导演，1999年回国
。
现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副院长，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剧协戏剧院校亚太局主任，《戏剧艺术》主
编，纽约《戏剧评论》特约编辑，英国《戏剧及其表演研究》顾问编委。
剧作有《中国梦》、《挂在墙上的老B》、《明日就要出山》、《神仙与好人》、越剧《心比天高》
、京剧《望着厄蒂》等，曾在中、美、日、新加坡、挪威等国演出。
近著有《第四堵墙——戏剧的结构与解构》、《谁的蝴蝶夫人：戏剧冲突与文明冲突》等；一百三十
余篇中英文论文发表于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新加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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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美学篇从戏剧形态看西方审美观的演进三大戏剧体系审美理想新探三大戏剧体系审美价值的动
态考察现代戏剧的三大体系与面具摹仿与表现：表演的四种方法接受与创造：导演的阐释学宣泄与净
化：罗马角斗场的启示批判与理想：文学的生态平衡第二辑 戏剧篇盛大的节日，集体的思辨——希腊
戏剧的启示莎士比亚：我们的同时代人阿瑟·密勒：充满悖论的戏剧大师“细菌”和“营养品”——
论喜剧喜剧的新路快乐戏剧VS沉重戏剧白领戏剧的得与失百年话剧与时尚话剧百年话先锋上海的跨文
化戏剧从反映生活到变成生活：三十年话剧范式的转型中西戏剧文化的碰撞与交流第三辑 文化篇儿童
戏剧与都市文化草根文化的意义社区文化与城市生活质量文化金字塔的中端建设公共空间的美术城市
建设中的“洋相”世界上最大的雕塑草根艺术和创意产业大都市的公共文化布局：纽约与上海的比较
第四辑 教育篇平民教育中的戏剧实验及其现实意义戏剧在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高等戏剧教育的两种模
式及其前景文学如何教育？
大学是社会的创意孵化器创意产业之创意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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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般地说，导演语汇把信息从作者的剧本传递给戏剧的接受者，然而导演语言并不仅仅是类似
于电报代码的专门语言。
在使用它传递信息时，导演作为一个积极的阐释者显示出自己的创造能力。
对于剧作者来说，导演是作品的第一个接受者；对于观众而言，导演又是作品的合作者。
这样，一个问题来了：一个导演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首先来看看一个舞台上的实例。
1912年，在俄国同时出现了五种不同形式的《钦差大臣》的演出——导演们用剧作家果戈里的一个剧
本制作了五种导演语言的版本。
到了20年代，五个增加到了六个，每一个版本都具有独特的舞台技巧，这些不同的舞台技巧是从对剧
本和生活的不同阐释中生发出来的。
后来就出现了一个在戏剧史上堪称奇迹的事件：五种版本的《钦差大臣》经过浓缩放在同一个舞台上
演出，由尼古拉·伊夫仁诺夫改编导演。
①他宣称这次演出是通过模仿来反讽那些滥用导演技巧的同行。
但就像剧本本身，这种说法也可以有不同的阐释。
那些爱上这种所谓的“通过模仿来嘲弄”的观众，一定对演出表示多方面的兴趣。
不管人们（包括伊夫仁诺夫在内）如何评论它，作为一个客观事实，这同一出戏的几种演出方式的汇
聚反映了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这个阶段里，导演语言的发展开始加速了。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演出方式中有三种仍然很有代表性。
“体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精神的完全逼真的演出”首先要求调查研究戏剧文本、作者传记和作者的
其他作品。
所需要的详细的数据资料包括城市的“确切”方位、市长的住宅，甚至宅子里的门、窗、烟囱的位置
，气候状况以及俄国当时社交圈子的情况。
诸如此类的背景和表演要求尽可能逼真可信，与其他两类相比，这种演剧方法可能最接近果戈理原来
的剧本，并且用剧作中还没有写到的细节大大丰富了原著。
“马克斯·莱因哈特风格的奇异演出”是显而易见的夸张的讽刺剧。
这个《钦差大臣》增加了三个角色：笑、讽刺、幽默。
他们公然在官员们的面前跳舞，并且嘲弄市长。
相应地，所有的台词都变成了韵文，服装也都风格化了。
对照斯坦尼的演出，这个演出方法与其说意在令人信服，不如说是为了使人震惊。
从表面上看，它似乎歪曲了剧本。
但是导演认为作者真正的意图可以从果戈理写的《在新喜剧上演后剧场散场时刻》一文里找到证明：
我深为遗憾，谁也没有在我剧作中发现一位正派人物。
是的，有一位正派的、高尚的人物，他贯穿于全剧。
这正派的、高尚的人物就是笑。
它是高尚的，因为尽管社会上层瞧不起它，它还是决定要在台上出现。
①如果“笑”这个新角色可以从作者的话里找到它的合法的地位，那么“讽刺”、“幽默”和其他有
关的角色改变同样应该可以接受。
现在的问题是，它们究竟是剧本的文本里面所包含着的，还是导演无中生有地加出来的。
毋庸置疑，上述引文表达的是作者的真实理念，但尽管如此，人们也不能不问道，为什么在读剧本的
时候就没有人注意到“笑”这个角色呢？
为什么作者非得在剧本完成六年以后专门写篇文章指出来不可呢？
这个角色究竟是导演根据原著的伟大发现呢，还是正好与作者的观点巧合的一种导演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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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摹仿什么?表现什么?》由上海百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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