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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戏剧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方面是不断地在探索中求取进步，另一方面，戏剧界又不时地
被危机感压迫着。
戏剧危机的潜在要求和积极后果，则是对戏剧本体的求索。
戏剧界的有志之士已经感觉到，中国戏剧之所以在一度兴旺之后屡遭观众的冷落，根本原因似乎在于
本体的失落。
80年代初逐步发展的“形式革新”的热潮，其中也潜存着追寻戏剧本体的愿望。
与戏剧实践上“形式革新”的热潮相伴随，关于戏剧观念的讨论，一度成为戏剧界的热门话题。
在讨论中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是格外重视“形式”本身的价值，认为只要着眼于这一命题
，就可以自然完成“内在意义”的变革；二是更强调戏剧作品内质的深化，认为中国戏剧的痼疾在于
对人的把握与表现方面的种种桎梏，试图从这一命题出发去寻求戏剧本体的回归。
戏剧的实践正在证明，这两种主张表面上似同水火，实际上却应相辅相成。
戏剧以人为对象、为目的，谈戏剧的本体，自然不能脱离这一基点；每一种艺术都是一种特殊的形式
结构，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它的本体构成自然也包含着它的形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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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戏剧的本质是什么？
《戏剧本体论》以戏剧形式和戏剧形态为核心问题，重新审视有关戏剧本质的传统观念，特别是具有
权威性的“冲突说”，进一步提出“情境”才是戏剧的完整的结构形式，是戏剧中人的内在生命运动
的规定形式和实现形式。
　　戏剧的对象是人的内心与行动的交合，情境则是两者交合的契机。
全书从情境论的视角，重新阐释关于戏剧与叙事、戏剧的假定性、戏剧的结构类型以及再现与表现等
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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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霈生，历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戏剧艺术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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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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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对传统观念的反思自有戏剧以来，就有不少戏剧理论家、美学家把“戏剧的本质”作为一个重
要命题进行研讨。
在19世纪，这一命题几乎成为欧洲戏剧理论界关注的中心，然而，对它的回答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
是。
如果我们把对这一命题的回答看做是戏剧观念的重要内涵，那么由此也可以划分出不同的戏剧观念，
它们对后世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
为了完成对戏剧本体的追寻，有必要对这些观念进行反思。
所谓“反思”，一方面是肯定其合理性，同时也要追寻其局限性；两相比较，应以后者为重。
对前人的主张进行反思，并非要借以证明自己的睿智，而是让历史在时光流逝中显露其原色，让我们
的认识得以揭开一切遮蔽，尽可能地接近存在的本质。
当然，这项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1 几种重要的观念在戏剧史上，一种戏剧观念的提出，其时间上可能或早或晚，其响应者可能或多或
寡，然而，它们的真正价值却要不断经受创作实践的检验。
在这一意义上，每一种观念都有自己的命运。
说到底，它们的价值只能取决于其潜在的真理性。
据此，我们拟从戏剧史上撷取几种重要的观念分别加以剖析，追寻各自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性，从而为
通向真理之路扫除障碍，明确方向。
这些观念是：摹仿一动作说、观众说、激变说以及冲突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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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论戏剧性》完稿于1980年，198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修订再版。
我在“再版后记”中曾说：“我写这本书的意图在于：围绕‘戏剧性’这个审美概念，从美学的角度
探讨现实主义戏剧创作的规律。
我既不想写成一本包罗万象的‘编剧概论’，也不想写成一部系统的‘戏剧美学’专著。
现在所作的修改和补充，仍然没有改变和超越这个意图。
”在《论戏剧性》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十年动乱”刚刚结束，我个人在饱受挫折之后，对过去的
生活、工作，特别是对专业教学，开始进行反思。
这一反思是认真的，也是痛苦的。
对过去的否定，萌生起一个强烈的愿望：走出“政治一革命”的主流话语，回到戏剧艺术的内部规律
中来。
要完成这种转变，首先必须对自己的艺术观、戏剧观进行全面的自我批判。
我正是在重读戏剧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完成这一转变的，而其结果就是《论戏剧性》的面世。
对我个人来说，这次反思是重要的，也只能是初步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戏剧本体论>>

编辑推荐

《戏剧本体论》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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