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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保存着最丰富戏剧遗产的国家，而就演出的总量和影响而言，眼下戏剧的超级大国还要
算美国。
这两个戏剧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何？
这个问题虽不如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那么引人注目，却也是关乎2l世纪世界前景的大问题之
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两国先后都跨进了“体验经济”的时代，
而戏剧是体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更重要的是，两国的戏剧交流状况可以折射出两国文化的总体乃至两国经济、政治关系的状况。
这就是吴卫民这本书的深层意义所在。
　　记得第一次见到卫民，是在2000年春天复旦大学的一个讲座上，题目好像是关于文明冲突和跨文
化交流，并不是戏剧。
听众席里有个人提的问题特别专业，多是关于中美戏剧交流的。
我一边回答他的问题，一边心里在想，复旦也有如此深入研究戏剧的学者？
是中文系还是外文系的？
讲座结束后交谈起来，得知他时任复旦大学校长助理，更是吃惊。
但他马上告诉我，他的学术背景是戏剧研究，在美国访学期间搜集了很多材料，准备写一本关于中美
戏剧交流的书。
几个月后他回到云南艺术学院当了院长，写书的事情我想自然就搁了起来。
没想到，他在当了六年院长，把学院办得有声有色的同时，还实实在在地读完了博士，出色地完成了
这本专著《中美戏剧交流的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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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篇论文专门研究中国和美国的戏剧交流。
这项研究几十年来有不少人零零星星地涉及过，但在规模的完整性和材料的齐备性上，本文是迄今空
前的。
 　　中美戏剧交流在圈外人看来也许是个冷门的题目，其实这本书牵涉到现当代中国的许多重要话题
，对不少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提出了挑战。
 　　对中美戏剧交流，（作者）不但进行了纵向的历史梳理，而且作出了开创性的具有文化学意义的
整体整合。
因之，而使这篇论文有了很高的学术价值，并在这个研究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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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卫民，笔名吴戈。
生于昆明，长在楚雄，求学起步于大理。
云南师范大学学士，中央戏剧学院硕士，上海戏剧学院博士，此外曾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云
南大学、俄勒冈州立大学、俄勒冈大学游学。
问津学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入门，追踪兴趣而转向戏剧，便长期从事戏剧历史和理论研究。
此书为作者的第六本专著，另有一百四十余篇学术论文发表，时有剧本、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多
种文学作品发表。
 现任云南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美戏剧交流的文化解读>>

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序三第一章 绪论一、中国与美国存在戏剧交流吗二、现代中美戏剧交流的基本状况三、对中
美戏剧交流不同阶段的总体评价四，中美戏剧交流的现实处境五、隐喻的构成与寓言的含义六、中美
现代戏剧交流的研究意义七、研究的立足点、思路和方法第二章 流变中的“他者”：早期中美戏剧交
流一、“开发伙伴”：出现在美国西部的巾国人二、“移民文化”：中国戏剧在美国的早期情况三、
从新奇到厌恶：美国人眼睛里的早期中国戏剧四、雁声鸿爪：早期中美戏剧交流寻踪第二章 彼岸的蓝
图：美国戏剧图式与中国话剧建设一、中国现代话剧建设的源头在日本吗二、美国小剧场运动与中国
话剧三、留美学生与中国戏剧教育四、“国剧”：留美学生的民族戏剧梦第四章 中荚戏剧交流的第一
个高潮：梅兰芳访美演山一、作为中美戏剧文化交流重要交汇点的梅兰芳二、交流愿望：梅兰芳访美
演出的缘起三、舞台旋风：美国文化生活中的中国戏剧高潮四、文化影响：美国人眼睛里的梅兰芳，
五、创作新路：美国舞台上的中国风格六、自卑自弃：中国人心态中的梅兰芳第五章 蜿蜒与互动：中
美戏剧交流启开新纪元一、交流的蜿蜒：再度高潮前后的基本情况二、受礼遇的“弟子”：《北京人
》在纽约三、班门“还斧”：《推销员在北京》第六章 辨异与认同：跨文化对活中的中美戏剧交流一
、想象的他者：康开丽视野中的中国话剧，二、共同的遗产：魏丽莎与夏威夷大学的中国戏剧教育和
演出项目三、《巾国梦》与“跨文化交流和东西方对话”第七章 启悟与同构：中美戏剧交流的文化辉
映一、中国文化中的两度“尤金？
奥尼尔热”二、从大海到沙场：《遥望》《天边外》三、从纽约到上海：旧中国水手生活的《安娣》
四、从田庄到古宅：《榆树下的欲望》五、艰涩与晦暗：奥尼尔的中国幻想与东方情讽六、套用与创
造：洪深与奥尼尔七、体、用之间：曹禺与奥尼尔及西方第八章 结论一、交流的困境：殖民语境、后
殖民时代、国家意志与“交流”质量二、交流的收获：现实需求、民问互动与学术成果三、历史经验
：丈化得失与文化态度、价值立场四、现实策略：价值自守的文化共存，精神独立的兼容互补中文主
要参考书目英文主要参考书目陇上寄语（代跋）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美戏剧交流的文化解读>>

章节摘录

文化学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的显学，主要是因为文化学研究成为了一切关心国际事务、文化、种族、
和平与发展的人最基本的观察角度与讨论问题的认识前提。
研究近现代中美戏剧文化交流的文化学意义，就得超出就事论事的跨文化戏剧艺术交流本身，而关注
在这一交流史实背后所隐含着的文化意义。
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现象，中美现代戏剧交流在殖民语境与后殖民语境的近现代国际文化交流中是格
外具有典型性的文化个案。
其典型性在于：它表征的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交流碰撞中的相互态度、自我定位、影响态势、冲
突调适、认同排拒、变迁转型的文化学意义。
这种意义还不仅仅囿于文化学功能学派学理，而且，这种意义对于一方面鼓吹、盲从经济全球化、一
方面又声言文化多元化但又无力也无效去解决不同形态的文明；中突加剧、不同体系的价值很难相容
这个突出问题的当今世界，是富有启悟力的。
这种研究不是一种谶语或预言，而是一次历史追忆。
追忆的目的在于“读史以明事，读史以鉴今”，在于让今人了解这些历史现象所承载的寓言性价值与
隐喻性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调适自己的文化态度、找准自己的文化位置、确立自己的文化价值、珍视自
己的文化个性，在于让今天的文化人与决策者在文化交流中保持一份清醒、坚守一块阵地、立足一种
高度。
“西方中心主义”及其“东方学”表述的文化霸权问题已经是被各种文化背景下的学者们姿态不同、
深浅不一地讨论了数十年了，尤其是1979年E．w．赛义德（Edward．w．said）的《东方学》出版后，
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民族文化学或新“文化人类学”出现了一个讨论热切、论争激烈的发展时期。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美戏剧交流的文化解读>>

编辑推荐

这篇论文专门研究中国和美国的戏剧交流。
这项研究几十年来有不少人零零星星地涉及过，但在规模的完整性和材料的齐备性上，本文是迄今空
前的。
    中美戏剧交流在圈外人看来也许是个冷门的题目，其实这本书牵涉到现当代中国的许多重要话题，
对不少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提出了挑战。
    对中美戏剧交流，(作者)不但进行了纵向的历史梳理，而且作出了开创性的具有文化学意义的整体
整合。
因之，而使这篇论文有了很高的学术价值，并在这个研究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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