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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邹元江的博士论文《中西戏剧审美陌生化思维研究》是在八年前顺利通过答辩的，但是在我的记忆中
，他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丝毫成功的喜悦，反而显得心事重重。
我是读过他的论文初稿的，我知道他在小学、中学阶段就主演过多部全本戏曲和话剧大戏，大学时还
创作过多部话剧和电影剧本，发表过多部中篇小说，但没料到他在美学和哲学上也钻研得如此之深，
并且将这些高深的学问与他的戏剧剧场体验结合得如此紧密，使人不由得为之击节叫好！
自那以来，整整八年，他和我闭口不谈他的戏剧美学，而是埋头于他的论文修改，直到现在见到摆在
我案头的这部四十余万字的专著稿。
翻阅之余，我才意识到他沉潜八年所做的工作有多么繁难和厚重。
与他的博士论文相比，这部专著不再只是一个思路的大致轮廓框架，而是羽毛丰满、层次细腻、论证
严密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主题，我想可以概括为“中国戏曲美学的还原论”。
作者通过深入细致地考察西方传统戏剧美学以及近现代西方戏剧理论的深层哲学依据，以及比较和对
照中西戏剧中大量技术性细节，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理论进行了全面
的反思和清理，指出梅兰芳戏剧理论并不是中国传统戏曲美学的原汁原味的体现，而是经过西方戏剧
理论的裁割和改造所形成的一个杂交品种。
这一发现在我看来对半个多世纪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国主流戏曲理论具有天崩地裂的颠覆作用，它涉
及众多的戏曲理论大师和名家，以及各个不同层次上的中国戏曲票友，使他们七八十年来对中国戏曲
的解释一下子失去了立足点，使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中国戏曲美学特色成了借来的戏装。
我知道元江为什么心事重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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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围绕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深入考察了西方戏剧理论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并依此对中国
传统戏曲无论是传统舞台的型制、大小、营造法式和功能、服装道具、幕布背景、“检场人”设置、
“自报家门”和剧情提示，还是演员的唱、念、做、舞、打、身段、台步、脸谱，以及“导演”的可
有可无、“故事”的可断可续、“情节”的可松可紧、“排练”的可细可粗等进行了细微独到的分析
阐述。
作者认为中国戏曲艺术当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具有成熟丰富的审美表现力的戏剧，每一个演员都是
以自己扎实的童子功练就的独绝的技艺来表现自己的。
与西方戏剧艺术不同，中国戏曲艺术重在以“表现”作为“表演”的核心，重在与角色相区分的“表
演行当”，最具审美意味的就是“行当”的程式丰富性。
    作者还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反思，认为梅兰芳戏
剧理论并不是中国传统戏曲美学的原汁原味的体现，而是经过了西方戏剧理论的裁割和改造后形成的
一个杂交品种。
梅兰芳并不是“京剧精神”的最高体现者，也不是中国古典戏曲审美形态的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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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元江，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艺术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武
汉大学中西比较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南通大学特聘教授，东华理工大学“江西戏剧资源研究
中心”学术委员。
现任湖北省美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曹禺研究会理事，《曹禺研究》顾问，中国古代戏曲学会理事，
中国戏曲学会汤显祖研究会副会长，《汤显祖研究通讯》主编。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美学、戏剧美学。
     
　　近年来在《哲学研究》、《文艺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百余篇论文，出版了《汤显祖的情与
梦》、《汤显祖新论》、《戏剧“怎是”讲演录》、《行走在审美与艺术之途》等专著。
先后主持完成了“十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丑角意识与丑角美学研究》和“十五”教育部社科规划
项目《陌生化理论及中国艺术的陌生化倾向研究》两个课题的研究工作，目前正在主持研究“十一五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梅兰芳表演美学体系研究》。
曾获武汉大学优秀教学质量奖、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湖北省优秀文艺论文一等奖、全国“田
汉戏剧奖”一等奖、中国艺术研究院优秀论文一等奖等。
曾应邀到德国特里尔(Trier)大学和波恩(Bonn)大学讲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西戏剧审美陌生化思维研究>>

书籍目录

序导言第一章  偏离与陌生化　第一节  艺术与陌生化　第二节  形式与陌生化　第三节  偏离与陌生化 
　 一、对实用语的偏离  　二、对规范化的偏离   　 （一）背离常规    　（二）偏离规范    　（三）突
破范式  　三、对历史性的偏离    　（一）“本事”与“情节  ”    　（二）历史与重构    　（三）问题
与反思第二章  限制与陌生化　第一节  史诗剧限制的基点　第二节  史诗剧限制的困惑 　 一、艺术与
科学  　二、娱乐与教育  　三、道德与讲坛　第三节  戏剧限制与陌生化 　 一、非限制戏剧的局限  　
二、被限制戏剧的难题   　 （一）现象与还原    　（二）整一与间断　第四节  限制与陌生化效果 　 
一、自由与陌生化效果  　二、限制与陌生化效果   　 （一）人物模仿的限制    　（二）事件表现的限
制第三章  陌生化的否定性　第一节  三种陌生化　第二节  陌生化三义　第三节  “负”的言说与“见
”　第四节  陌生化之否定 　 一、非对象化  　  （一）物化与外化   　 （二）意象与物性    　（三）虚
无与空地    　（四）“在”与“异在”    　（五）生命与抽象　  二、非在场性 　   （一）空乏之域  　
 （二）空的空间第四章  陌生化的反思性　第一节  “整一”、“综合”辨 　 一、“整一性”的神话  
　二、“综合性”的空泛  　三、“并列体”的自由　第二节  “京剧精神”辨 　 一、“表情”追求的
疑惑  　二、“体验”表现的悖谬  　三、“局限”内蕴的特性　第三节  “三大体系”辨 　 一、“体
系”认同的困难  　二、“体系”阐释的歧义　第四节  “戏曲导演制”辨  　一、对一个文本的分析  
　二、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第五节  “风格”、“流派”辨 　 一、通变：“风格”的诡吊  　二、凝固
：“风格”的陷阱  　三、门徒：“流派”的身份　第六节  “极工”、“写意”辨 　 一、“气韵”何
以能“生动”  　二、“精神”还赖“笔墨”寻  　三、墨“迹”未必合心“意”  　四、以技离天乃合
“道”　第七节  “海派”、“京派”辨 　 一、“合理性”的限度  　二、“目的性”的误区  　三、
“性格化”的偏失结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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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由他个人之力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沉重的任务，即对中国戏曲界近百年来积重难返
的传统戏曲美学的自我认艺术，它之所以是艺术，正因为它能看到不会成为过去的真理。
艺术它永远是一个向着未来敞开着的世界，这就如同矗立于嶙峋山谷之中的希腊神殿，这一殿宇俨然
的作品“开启一个世界”。
而这个“世界”以其永远也说不完的哈姆莱特，以其永远也对接不上的维纳斯断臂，也以其永远也不
能再捕捉到的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以其永远也建不完的高蒂“圣家族教堂”（sagrada Famila）而永
远“不会成为过去”。
其三、假定时间。
什克洛夫斯基说：“诗本身也是现实，而且是很坚固的现实，这种现实似乎被排除于时间之外，因为
，在产生诗的事物应该被干脆忘掉的时候它才重又复活”。
②现实总是具有时间性的现实，而现实的时间是不能打断、也无法倒转的。
然而诗作为“现实”则是心灵的创造，即诗作为“现实”并不以物质本性的呈现为目的，而是直接诉
诸审美的意象世界营构。
因此，诗作为“现实”不是历史本事的时间性现实，而是排除了历史本事时间性的审美现实。
这个审美现实就是波普尔说的“世界3的实在性”。
在波普尔看来，“世界3”是以“世界1”（客观物质世界：“物理实体的宇宙”）和“世界2”（主观
精神世界：“包括意识状态、心理素质和非意识状态”）派生出来的，它包罗了科学文化的精神内容
，构成了一个客观精神或客观知识的世界。
它是“精神”的，区别于“世界1”的物质性；它是“客观”的，区别于“世界2”的主观性。
因此，“世界3”是客观的、自主的和实在的“现实”。
什克洛夫斯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诗的现实是“很坚固的现实”。
所谓“诗的现实性”正是波普尔所说的“艺术作品的世界”——“世界3”。
这个人类精神产物的“世界3的对象是我们自己制造的，虽然它们并不总是个别人有计划生产的结果
”。
正因为这种诗的现实性是我们制造的，因而这个艺术作品的世界现实性的时间就是任意假定的，而不
必遵循历史本事历时性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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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对审美陌生化思维问题的思考已有多年。
由最初对布莱希特的注意引出对布莱希特“陌生化效果”理论产生的理论背景的关注，由此发掘出俄
国形式主义；而对布莱希特确立陌生化理论的契机的关注，又引出对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艺术
特征的思考，由此又推动了我对中国艺术审美思维特性的重新思考。
随着思考的深入，我发觉必须全面进入“陌生化”理论视野，因为只有将陌生化理论作全面的清理和
阐释，才能对布莱希特借用陌生化理论来论述中国戏曲艺术的创造特征有更加全面、准确的理解。
然而，当我真正开始清理、发掘和阐释“陌生化”理论时，就发现“陌生化”问题并不仅仅是一种对
中国戏曲艺术特征解释的一般“艺术概念”，而是一个具有很深思想根源和在20世纪文艺思想和艺术
创作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思想潮流。
这里面包含着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和学术脉络。
学术界已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从新批评以降的当代许多西方文学理论流派，大都是俄苏本世纪初形
式主义的苗裔”，仅就此而言，对审美陌生化思维问题的研究也是极具前沿性和挑战性的课题。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代最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陌生化理论的深
切关注。
他被伊格尔顿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三部曲之一的《语言的牢笼》，虽然对以陌生化为旗帜的俄国
形式主义提出了许多批评和疑问，但他却毫不否认陌生化理论是一种具有揭示艺术“内在纯正性”的
“新审美观”。
而为了纪念布莱希特诞辰一百周年，詹姆逊1998年出版的《布莱希特与方法》一书，更是把以“间离
效果”（即“陌生化效果”）为方法本体论的布莱希特的重大理论贡献作了更为深入地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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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西戏剧审美陌生思维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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