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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集子里的论文按其论题分为三辑，涉及戏剧思潮、社团、文体、作家作品、戏剧批评和论著评议
等多个研究领域。
整体上看，我以为这些论文具有这么几个特点：    直面现实，当代意识。
这一特点，特别明显地体现在“戏剧批评与论著评议”一辑里。
如《中国话剧的衰落与消亡是一个历史必然趋势吗？
》，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将在中国话剧百年华诞之时还在鼓吹的“话剧必然衰亡论”批驳得体无完
肤；《疏远与媚俗：中国影视的当众孤独》，对影视作品自身对观众疏远与媚俗的现状提出了尖锐的
批评。
其他辑里的文章也都贯穿着当代意识，贯穿着“一切历史的研究都是当代史的研究”的思想。
如《历史与现实——论中国现代历史剧创作的三种倾向》，梳理了中国现代历史剧创作的三种倾向，
而对这一“历史”的回顾、分析与比较，无疑有助于当今历史剧创作和历史剧理论研究这一“现实”
。
论姚一苇的三篇文章，分别剖析和论述了这位台湾戏剧大师的戏剧观、其剧作的主题特色和艺术特色
，揭示出一系列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理论主张和创作经验，特别是在戏剧理论研究和戏剧创作实践
中如何恰当地处理现代意识与传统精神、民族化和现代化、文学性与剧场性、戏剧探索的无限可能性
与艺术经典应有的恒常性等一对对矛盾之间的关系，于我们都具有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宏观统摄，微观探究。
书中有些论文属于宏观研究性质，作者在考察众多纷繁现象的基础上，探究其共同的、本质的要素，
勾勒其演变的轮廓与线索，揭示其发展的基本规律。
譬如，《历史与现实一一论中国现代历史剧创作的三种倾向》一文，考察了中国现代历史剧发展的整
个过程及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了中国现代历史剧创作的三种倾向及各自的创
作特征，高瞻远瞩，视野阔大；《语言死亡了吗？
》则是对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一股贬斥文学的戏剧思潮的批判性反思，有力地说明了戏剧文学
在戏剧艺术中的地位和作用，反映出作者对戏剧艺术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可谓高屋建瓴、纵
横捭阖。
相对而言，书中大多论文系微观探究之作，则体察入微，条分缕析，尤其是论《雷雨》的三篇文章，
考辨这部剧作的主题、超现实性乃至其“序幕”与“尾声”的作用，更是剖析细致、阐微发隐。
虽是个案研究，但对它们的审度总是在整体观照下进行的，而且将研究所得进行理论的提升和概括，
做到了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有机结合。
论老舍的一组力作，便是体现此种研究方法之实绩的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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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顾文勋第一辑：戏剧思潮与文体研究　语言死亡了吗？
——对20世纪“形体戏剧”的批判性反思　历史与现实——论中国现代历史剧创作的三种倾向　论中
国戏曲／曲艺改革的“新文人模式”——以老舍为个案研究　论南国社对中国现代戏剧的贡献　论戏
剧与小说的文体区别及沟通　论老舍“小说体戏剧”的成型　论老舍戏剧与小说的互文性第二辑：戏
剧作家作品研究　论《雷雨》的超现实性　再谈《雷雨》的主题　论《雷雨》“序幕”与“尾声”的
作用　论姚一苇的戏剧观　现代意识与传统精神的相互沟通——姚一苇剧作的主题特色　现代技巧与
传统形式的有机融合——姚一苇剧作的艺术特色　顾一樵：中国现代戏剧的先驱者——论历史视阈下
的顾一樵戏剧　“乡下人进城”影像中的文学叙述——论贾樟柯的《小武》与《世界》第三辑：戏剧
批评与论著评议　中国话剧的衰落与消亡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吗？
——与宋剑华先生商榷　对当前“英模题材剧”的思考　“情景喜剧”论　疏远与媚俗：中国影视的
当众孤独　现代意识·历史视阈·多元叙述——评董健、胡星亮主编的《中国当代戏剧史稿》　戏剧
史料学的重大收获——评《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　召回“戏剧之魂”——评《田汉传》附录：发
表论文一览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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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辑：戏剧思潮与文体研究　　语言死亡了吗？
——对20世纪“形体戏剧”的批判性反思　　三　　语言并没有死亡，它只是失去了故乡。
曾几何时，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戏剧中，语言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审美愉悦，让我们感受其独特的艺
术魅力。
莎士比亚的戏剧语言具有诗性般品质，那种精美的诗化的语言、大量的华丽的辞藻、天才的生动的比
喻以及充满人生感悟的哲理意蕴令观众如痴如醉。
契诃夫戏剧的语言是那样朴素、含蓄、隽永。
尤其他在对话之中，采用出色的停顿和重复，使其戏剧充满了含义丰富的潜台词。
他还喜欢让人物互不相关对白，自顾自地诉说，让我们体会到人物丰富和复杂的内心世界。
我国戏剧家曹禺也同样堪称语言大师。
他的剧中人物语言高度口语化、个性化，有丰富的潜台词，同时又具有突出的心灵进攻性，给观众以
强烈的内心震撼。
总之，在这些戏剧中，语言在塑造人物、烘托气氛、展示剧情、表现主题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
20世纪后半期，文学性戏剧似乎风光不再，语言也被打人了冷宫，但语言的魅力并没有穷尽，这里我
们对照形体语言再明确几点：　　1.语言也有动作性。
有不少人认为从有声语言向形体语言的转变，是从话语中心论到动作中心论的转变，认为有声语言缺
乏动作性。
这其实是一个误解，语言也有动作性。
在戏剧中，人物的行动有两部分：一是身体的动作；一是说话。
角色的戏剧语言应该是角色行动的一部分，而我们说的戏剧语言的动作性，不仅指说话这一行为本身
，而且指它在戏剧中有助于改变人物关系、推动戏剧冲突和剧情发展。
对话的行动性是戏剧文体的特殊要求，关于这一点，奥·威·史雷格尔有过一段形象的说法：“在戏
剧里，作者不是以自己的身份说话，而把各种各样交谈的人物引上场来。
然而对话不过是形式的最初的外在基础。
如果剧中人物彼此间尽管表现了思想和感情，但是互不影响对话的一方，而双方的心情自始至终没有
变化，那么，即使对话的内容值得注意，也引不起戏剧的兴趣。
”这句话可以看做是对戏剧语言动作性的一个很好的注脚（由此可见，在戏剧中，说话本身并无过错
，关键在于说什么和怎么说，以及是否仅止于说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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