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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戏剧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独立和体系化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
戏剧学以戏剧为研究对象。
戏剧的核心则由三个因素所构成，那便是演员、剧本（或剧作者）和观众；导演、舞台监督等制度的
建立，主要就是为了调整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因而，戏剧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演员、剧本和观众三位一体的戏剧。
在这个戏剧核心的周围，还包容着许多因素，如舞台美术、剧场建筑、剧场管理和演剧评论等。
这一切构成了戏剧的另一因素——剧场，有人把剧场看作是戏剧的第四个要素。
在这些要素之外，戏剧为了自身的生存，还同政治、经济、宗教、科学、教育、娱乐等各种文化体系
发生联系。
在研究戏剧时，亦要注意对这些有关部门的观察和研究，尤其要注意研究戏剧与这些部门之间的关系
。
因而，在戏剧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历史地形成了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戏剧学。
如果把研究对象严格限制于戏剧艺术本身（包括剧本和剧场演出），可以称之为狭义的戏剧学。
广义的戏剧学则大体可以包括戏剧社会学、戏剧哲学、戏剧心理学、戏剧技法学、戏剧形态学、剧场
管理学、戏剧文献学、戏剧教育学及戏剧史学等许多门类，可以把戏剧本身及与戏剧有关的一切问题
都纳入研究范围。
狭义的戏剧学把戏剧艺术规律的研究引向深入；广义的戏剧学则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的视野。
    该书成就显著，研究和追溯了我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
该书曾获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首届文化部直属艺术院校优秀专业教材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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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戏剧学溯源　　二 汉代的戏剧表演录　　对表演者的记载，可以上溯至古代对巫觋
歌舞和俳优的记录。
这在近人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一章《上古至五代之戏剧》中有较详备的介绍。
王国维氏在引述了有关的古代文献后指出：“要之，巫与优之别：巫以乐神，而优以乐人；巫以歌舞
为主，而优以调谑为主；巫以女为之，而优以男为之。
至若优孟之为孙叔敖衣冠，而楚王欲以为相，优施一舞，而孔子谓其笑君，则于言语之外，其调戏亦
以动作行之，与后世之优，颇复相类。
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而此二者，固未可以后世戏剧视之也。
”王国维在这里已非常明确地认为，后世戏剧表演的渊源，出自“巫、优”这二者。
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合理性。
因而，对巫优二者的记录与评述，实质上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渊源的最初的认识。
　　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初，亦即春秋时期，楚国“优孟”的事迹，就引起了当时史学家的注意。
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对优孟、优旃等人的记叙，成为中国演员艺术发展史记录的重要开端。
　　据《滑稽列传》记载，优孟是楚国的乐人，其性多辩，“常以谈笑讽谏”，为楚相孙叔敖所赏识
。
孙叔敖病死数年后，其子因家境穷困，请优孟想想办法，优孟就在楚庄王面前演了一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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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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