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欲采苹花不自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欲采苹花不自由>>

13位ISBN编号：9787807039426

10位ISBN编号：7807039426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上海百家出版社

作者：王云 主编

页数：36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欲采苹花不自由>>

前言

上海戏剧学院诞生于1945年，是亚太地区最老的戏剧学院，近年来发展成为一所涵盖影视、戏曲、舞
蹈、美术、设计、民乐等门类的综合性艺术大学。
上戏学者的研究深入到艺术学诸多领域的历史和理论，然而一直还没有一本书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我
校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本书填补了这个空白。
和大多数开展高层次艺术学研究的大学不一样，上戏是个以创作为重心的学校，因此学者们的论文也
往往围绕着各类艺术的创作展开。
无论是出自创作者笔下的《摹仿什么？
表现什么？
》、《艺术理论层次说》，还是资深学者的论文《中国艺术虚实论》、《消极补偿：中国特色的艺术
观念和艺术实践》，无不直接来自对于艺术创作的深刻体悟，再融入了深层次的哲学思考。
上戏学者之所以对创作有着特别的感受，是因为我们的学生在校学习的专业以及未来的事业目标几乎
全都是创作，练功、排戏、唱歌、拉琴、画画、编剧等活动是校园里最主要的活动。
老师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给这样的学生上课，既启发了学生的创作，也从他们的创作中汲取了无尽
的营养。
艺术学研究艺术创作，本来就是天经地义之事，但在近半个世纪来的中国大学里，却成了稀罕的现象
。
20世纪50年代大学的院系调整把专业分工推到了极端的地步，研究艺术史论者大多集中在中文系、哲
学系，那些以做学问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完全排除了艺术创作课程；创作只能在独立的艺术院校里教授
，而国家级的艺术院校又全都是按单一门类设置的，那里的教师和学者研究的多半只是一个艺术品种
的历史和理论，往往偏重于艺术创作的技术性层面。
与这种专业的人为割裂同时出现的另一个怪现象是，学者和艺术家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甚至相互不屑
。
大多数学者不会创作，往往也瞧不起当代的创作；大多数学创作的学生则对以经典为主的历史和哲理
层面的学问敬而远之，甚至逃而避之，认为那是老皇历和空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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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集上戏教师在艺术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之大成，其中《摹仿什么？
表现什么？
》、《艺术理论层次说》、《中国艺术虚实论》、《消极补偿：中国特色的艺术观念和艺术实践》等
，无不直接来自作者对于艺术创作的深刻体悟，并融入深层次的哲学思考，因而在艺术学研究的厚度
和广度方面，愈益显出其独到的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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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梅兰芳的戏在1930年代得到美苏两个艺术大国的同行专家以及广大观众的赞美，其世界声誉绝不下于
卓别林，大多数好莱坞明星都比不过他。
但这样一种戏剧形式，在当时的中国却遭到不少激进知识分子的批评，鲁迅就说梅兰芳的魅力不过是
男人看他像女人，女人看他像男人。
那时候军阀混战，蒋介石围剿共产党，老百姓民不聊生，梅兰芳在《天女散花》中咿咿呀呀扭来扭去
，传达了什么思想内容，反映了什么社会现实呢？
如果仅用社会标准来要求戏剧，梅兰芳的戏当然不符合需要。
中国那时最需要的是易卜生式的话剧，用写实的方法干预生活的社会问题剧。
易卜生的思想对五四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他最著名的剧作《玩偶之家》中，娜拉对大男子主
义的丈夫终于彻底死心，毅然走出家门，把门“砰”地一关。
萧伯纳说，这个碰门声震惊了世界。
全世界无数的国家演了这部戏，这部戏帮助全世界的妇女看清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应该选择的道
路。
这类戏剧在舞台上是借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现实主义表演树起来的，这是一种最符合亚里士多德的
摹仿说的戏剧。
当诞生于西方的斯坦尼式客厅剧在日本、中国和印度大受欢迎的时候，在欧洲却冒出了一批戏剧家严
厉地批评它的缺点。
亚洲新起的话剧工作者看中的是它反映生活的真实面貌的魅力，而布莱希特却指出它常常用表面真实
的假象来骗人眼泪，而且让观众丧失对于不合理社会的批评意识和战斗意志。
布莱希特认为戏剧应该反映社会的本质的真实，而不是那些肥皂剧式的虚情假意。
当时接受布莱希特理论的人并不很多，观众看着觉得真实的戏剧怎么会骗人呢？
等到电视普及以后，表面写实而且煽情的电视剧大泛滥，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布莱希特的观点：缺乏
批判意识的表面现实主义并不能反映社会的本质。
为了抵制这种虚假的“亚里士多德式”戏剧，布莱希特矫枉过正，要求他的观众不能和剧情共鸣，一
边看戏一边要用头脑想，判断戏里所讲的事情到底对不对，如果不对，错在哪儿？
布莱希特的戏是从理念出发、以理念为归结的，但他不想把他的理念直接灌输给观众，有时候故意把
反面的理念正面展现出来，刺激观众进行辩证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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