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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元戏曲本体论》将宋元戏曲『『还原』』于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之中，揭示宋元戏曲『是
什么』『如何演』
与『何以如此演』，呈现其『存在』形态。
塞兀戏曲是演述者（协同剧作家）在剧场中通过潜换『演员』，『行当』和『剧中人』二重演述身份
，在『演员』『与观众』『行当』与『行当』，『行当』与观众、『行当』
与『剧中人』，『剧中人』与『剧中人』，『剧中人』l与观众之问六重主要的交流语境中『演人物』
，『述故事』执行『演述干预』『召唤』观众一同在剧场『现实生活域』，『审美游戏域『，『剧情
虚构域』I和1跨域一四重』『演述时空『中『戏乐』的无『墙』之戏。

陈建森的《宋元戏曲本体论》提出中国戏曲『剧场交流语境』理论，认为宋元戏曲『剧场交流语境系
统』的形成即意味着塞兀戏曲的生成。
剧场主体闻视界交流互动的需要决定了塞兀戏曲『文本』的选择及其『文本会通』的方式。
『剧场交流语境』既是宋元戏曲剧作家、演述者和观众『视界交融』的生态场域，又是各种『文本会
通』的孕体。
宋元戏曲是在尉场一演述时空一中共处的相互关联的『文本』所组成的特殊的『文本共同体』，而贯
穿这一『文本共同体』的是演述者面向剧场观众当下的『演』
和『述』。
宋元戏曲不是『叙述体』，不是『代言体』，也不是『并列体』，而是『演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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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建森，男，1957年生，广东罗定人。
1977年考入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获学士学位。
198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或获硕士学位。
199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高级访问学者。
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版过《元杂剧演述形态探究》、《戏曲与娱乐》等专著数种，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主持过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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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宋元戏曲本体与生成的反思
 一、选题缘由：王国维的“戏曲史难题”
 二、近百年来宋元戏曲本体生成研究述评
 (一)宋元戏曲“是什么”的研究
 (二)宋元戏曲“如何演”的研究
 (三)宋元戏曲“何以如此演’’的研究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一)戏曲的“存在”之思
 (二)剧场交流语境理论
 (三)“生态还原”法
第一章 演述者
 第一节 前修时贤的演员演剧观
 第二节 三重“演述身份”
 一、“演员”
 二、“行当”
 三、“剧中人”
 第三节 四种“演述职能”
 一、演人物
 二、述故事
 三、“戏乐”
 四、“干预”
第二章 剧场交流语境系统
 第一节 “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交流语境
 第二节 “行当”与观众之间的交流语境
 第三节 “行当”与“行当”之间的交流语境
 第四节 “剧中人”与“行当”之间的交流语境
 第五节 “剧中人”与观众之间的交流语境
 第六节 “剧中人”与“剧中人”之间的交流语境
第三章 演述干预
 第一节 预述干预
 第二节 指点干预
 第三节 评论干预
 第四节 总结干预
第四章 插科打诨
 第一节 前修时贤对戏曲“科诨”的相关论述
 第二节 反讽性“戏拟”
 第三节 荒诞科诨，反常合道
 第四节 以“逗”与“捧”制造笑料
 第五节 “戏谑”“戏耍”，“淡处做得浓”
 第六节 滑稽科诨，“闲处作得热闹”
第五章 演述时空
 第一节 学界有关戏曲时空研究之检讨
 第二节 “现实生活域”
 第三节 “审美游戏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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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剧情虚构域”
 第五节 “跨域”
第六章 宋元戏曲“存在”的反思
 第一节 观众的“戏乐”需求
 第二节 书会才人编撰台本的动机
 第三节 演艺人的生存需求
结语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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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文艺学，身分和人物是完全不同的。
这本来是很明白的事，只是人们往往不着意、笼统对待罢了。
 戏曲呢？
与其无稳定的“戏剧结构”相应，演员，即使“角”所扮的“正”，即最主要的演员所扮的场上之“
主”，则可以是人物，也可以是身分。
也就是，戏曲的装扮：无定。
 元曲杂剧中，“角—正”装扮的是人物，如：《介子推》中的介子推，《哭存孝》中的邓夫人，《气
英布》中的英布等，不必多说；而同时，又有扮身分的。
如上面说到的：《介子推》中的的樵夫，《哭存孝》中的小番，《气英布》中的军士。
 又有，如《薛仁贵》、《黄鹤楼》、《渔樵记》、《夜猿听经》、《酷寒亭》等剧中的拔禾、樵夫、
酒保等；《张天师》、《碧桃花》、《生金阁》、《绯衣梦》、《儿女团圆》、《神奴儿》等剧中的
嬷嬷、茶婆、院公等；《介子推》、《襄阳会》、《飞刀对箭》、《独角牛》等剧中的太监、探子、
家将、喽啰等；《看钱奴》、《朱砂担》、《柳毅传书》、《焚儿救母》、《薛仁贵》、《东坡梦》
、《锁魔镜》等距中的非人物性质的神鬼等等。
至于“外—脚”所扮的，更大量地是身分而非人物，例从略。
 首先，戏文演员，“扮演的是人物”；戏曲演员的扮演，“可以是人物，也可以是身分”的说法，值
得进一步斟酌。
如：《张协状元》第三 出中“净”和“末”扮演张协的“朋友”，第四出中“丑”扮的“圆梦先生”
，第八出中“丑”扮的“强人”、“净”和“末”扮的“客”。
这些朋友、圆梦先生、强人、客，是“人物”还是“身分”？
如果认为是“人物”，那么，这些“人物”与“戏弄”中所说的干哥、干妹、老公、老婆、牧牛小子
、挖笋村姑、算命瞎子、卖药郎中、看相的、卖杂货的、尼姑、和尚、裁缝、木匠等，又与“戏曲”
中所说的军士、拔禾、樵夫、酒保、嬷嬷、茶婆、院公、太监、探子、家将、喽哕等“身分”有何区
别？
两相比较，窃以为，他们并无区别。
他们为何在“戏文”中就是“人物”，在“戏弄”和“戏曲”中就成“身分（非人物）”了呢？
其次，既然认为戏弄和戏曲中演员所扮演的各种“身分”属于“非人物”，但接着又认为这些“身分
”“即用时所谓‘下层’的各色人”，指的是社会地位低的“下层”人物，前后表述在逻辑上自相矛
盾。
显然，没有脱离“人物”的“身分”，“非人物”何来“身分”呢？
 第四种观点认为，戏曲是演员“表演行当”。
邹元江先生说： “模仿”是西方戏剧艺术“扮演”的核心。
中国戏曲艺术则是以“表现”作为“表演”的核心。
同是“演”，“扮演”就是“进入角色”（“进入角色”这是直接的刻意模仿），“表演”则是与角
色相区分。
与角色相区分的根源在于中国戏曲演员的“表演”不是“表演角色”，而是“表演行当”。
“表演行当”就是演员与角色之间具有了“行当”这个中介的间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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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宋元戏曲本体论》是指出宋元戏曲的文本会通实质是剧场主体交流互动的艺术呈现，揭示宋元戏曲
的“演述形态”和“剧场存在形态”。
“剧场交流语境”既是宋元戏曲剧作家、演述者和观众视界交融的生态场域，又是各种“文本”会通
的孕体。
剧场交流语境系统的生成即意味着宋元戏曲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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