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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译成中文，作者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拥有悠久传统的伟大的文化。
我非常感谢李亦男女士所作出的努力。
她提议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并担任了这次翻译、出版项目的大量组织
工作。
我也感谢北大出版社对这个翻译项目感兴趣，还要感谢歌德学院对项目的资助。
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和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广为流传的一种误解作斗争：人们以为“戏剧”剧场
——那种以戏剧结构和对白为主体的样式，近乎是剧场艺术的“自然形式”。
而本书对许多当代新型剧场形式进行分析，证实戏剧剧场只不过是剧场艺术的一种可能性罢了，还存
在很多其他不符合这个模式的剧场艺术形式。
尝试描写当代的“另外一种”剧场艺术其实是对今天世界中艺术位置的一种追问。
剧场艺术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站在新媒体、每天包围我们的媒体表演的对立面？
在这个环境里，剧场必须找到一种特别的形式。
在这里，中国读者可能感兴趣的是，从1900年左右的历史先锋派开始直到当代非戏剧的剧场艺术，都
从亚洲剧场艺术传统中获取了大量灵感。
因此，将《后戏剧剧场》翻译成中文，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对话，中、德双方都为剧场艺术的发展贡
献了见解和灵感。
和以前相比，娱乐文化更受商业化符号的控制，这是一种全球化的现象。
这本书也旨在引介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一些剧场艺术家，他们在习惯、寻常之外作着积极的尝试。
作者希望其他地区的读者（如中国读者）也能感受到这种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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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后戏剧剧场》是德国著名剧场学家汉斯·蒂斯·雷曼1999年的划时代力作。
雷曼用“后戏剧剧场”这一术语，涵盖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欧美剧场艺术中的一种彻底的变
革趋势。
这种趋势反对以模仿、情节为基础的戏剧与戏剧性，反对文本之上的剧场创作结构方式，强调剧场艺
术各种手段(文本、舞台美术、音响音乐、演员身体等等)的独立性及其平等关系。
雷曼列举了大量案例，系统性地总结了后现代戏剧的普遍特点和发展趋势，从而使人们看到，在现代
之后，戏剧的发展并非杂乱无章，没有规律可循，而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该书不仪是戏剧与剧场艺术实践者、研究者的必读书目，也面向对当代艺术、美学理论感兴趣的广大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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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汉斯·蒂斯·雷曼从1988年开始担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剧场艺术学教授、系主任。
曾在巴黎、维也纳、阿姆斯特丹、东京任客座教授。
研究范围包括当代剧场艺术、剧场艺术理论、美学理论、文学(尤其是布莱希特、海纳·穆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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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柏林邵宾纳剧院演出高尔基的《避暑客》时，导演博托·斯特劳斯对剧本做了改编。
他在做导演构思时认为：既然高尔基自己并不将这部作品称为“戏剧”、“正剧”、“悲剧”或“喜
剧”，而叫做“场景”，他便将高尔基第一、二幕的对话材料重新进行了组织，让所有人物同时登台
亮相。
在这里，剧场艺术所展示的“不是一种先后顺序结构、一种情节的展开，而是内部与外部状态的相互
牵涉”。
这个说法对于我们的研究很有助益。
众所周知，画家才会更多地探讨状态的问题。
他们关心的是其创作过程中的画面状态。
在画家创作绘画作品时，画面形成的动态逐步结晶固定下来。
而对于欣赏者来说，本不可见的那些作画瞬间又不断地消失了。
对于新型剧场来说，情节对它并不适合，适合它的是状态。
至少从某种方面而言，剧场对其作为时间性艺术自身将“情节展开”的可能进行了故意的否定，或者
使这种可能退居其次。
但是，新型剧场并不排斥一种在状态的“框架”中偶尔运作的动势。
我们可以称之为“场景动势”，以便和戏剧动势区分开来。
表面上“静止”的油画，也是仅对于现在来讲才是最终的、业已凝固了的绘画工作的“状态”。
如果欣赏者在观看时意欲对画面进行探索的话，则必须保持并重建画面的动势与过程性。
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文学理论也教人从已经凝固的、变为“内在的”现象文本中阅读出基因文本，
即文本形成过程的动势运作。
虽然其中也有活人进行演出，但状态剧场展现的是一种构造，是一种审美造型，而不是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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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后戏剧剧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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