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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京味儿话剧是中国话剧史的一个典型现象，也是当前中国话剧活动最活跃的一个舞台呈现，更是中国
艺术文化苑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梳理其发展脉络，归并其艺术特征，寻求其文化意义，无论是对全面地把握话剧历史，还是对推动当
前话剧事业、演艺产业乃至整个文化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此，尽管已经存在着一些关于京味儿话剧的研究了，但是当这本学术专著摆在我的眼前时，作者的
阐述和详解还是让人深有感触，备感会心。
把京味儿话剧放置到生态学和文化学的语境里加以研究，这是个新鲜而有趣的话题。
论者在熟读文本和饱览演出的基础上，将戏剧生成过程中复杂多样的文化因素清晰地呈现出来，具备
了相当的说服力。
论著透过“京味儿”的表象，深入到北京传统文化、时代文化和话剧文化三个领域，发现了其间的辩
证关系，从而揭示出京味儿的独特和魅力，也即是京味儿话剧长盛不衰的艺术生命力所在。
在整个的关系解读和事实梳理过程中，理论的辨析与文本的细读相映，倾心的体味与学术的洞见交织
，显示了作者不俗的研究才华。
另外，论著对老舍、曹禺剧本的把握，也呈现出了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思维取向——发掘老舍话剧的时
代新意与追溯曹禺话剧的传统意境，尤其是对特定历史语境里作家文化选择的心理分析和价值判断是
研究者与两位戏剧大师的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一种从学术研究立场出发而表达的对于作家和文本的
真心理解和真诚尊重。
在联系当代几位京味儿剧作家及其剧作的精彩分析时，作者保持着客观公允的研究态度，这无疑是难
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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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黄益倩是个真心喜欢话剧和真想研究话剧的学人，多年的学术积累和访问调查让她能够从文
学史与话剧市场现状出发，准确把握和深入开掘这一论题，学风扎实严谨，逻辑思维清晰严密，从而
出色地完成了对这一文化现象的理论阐释。
而多年的京城求学经历也沉积为其浓厚的京味儿文化情结，形诸笔端、化入文字，情绪的自然流露使
论著不乏文化的诗意，韵味久长。
    对于今天处于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话剧发展而言，从京味儿话剧这一成功个案的解读中寻求当代中国
文化艺术的发展之途，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寻求与世界艺术的交流对话，即是本书最大的价值所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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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益倩，任教于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先后获得文学和英语学士、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后在四川大学继续进行博士
后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戏剧艺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等。
先后在《戏剧艺术》、《鲁迅研究月刊》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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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京昧儿话剧文化生态系统的界定第一节 地域文化与文学艺术京味儿话剧完全浸透融会在了北
京文化氛围里。
北京文化乃是京味儿话剧的精神养料和文化内核，而京味儿话剧则是北京文化的物质具象和变化载体
；话剧与文化如此紧密复杂而又巧妙细致地结合在了一起。
正由于此，京味儿话剧才形成了中华艺苑中一道独特的艺术风景线：在现阶段“全国戏剧”都“一声
叹息”的不景气状态之下，京味儿话剧“一枝独秀”；在电视电影网络多媒体冲击下，“2002年的北
京剧场里演出的剧目数量胜过了多媒体出现之前的任何年代”，21世纪初的每一年几乎都不乏京味儿
话剧的成功演出；走进世界话剧艺术舞台，得到众多肯定褒扬的也多是京味儿话剧，而且随着时代的
发展其愈演愈“火”。
对比大部分地方剧场几乎一年都没有一部戏剧演出，而即便有演出也落得个门庭冷落的萧条局面，地
方剧团大呼“少演少赔，不演不赔”的尴尬局面，“北京却是当今中国戏剧观众最踊跃、戏剧生产力
最旺盛的城市。
”北京话剧以及它所包纳的京味儿话剧的成功经验当然与这座城市特殊的地理区位、政治经济、历史
背景不无关联，但是作为上层建筑的话剧艺术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也更加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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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北京求学的十年时光，常常对自己所生活的这座城市生发出诸多疑问。
一旦离开时，在蜀中一隅浮想联翩的却全是关于这座城市的一切。
那些我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人、经过的事、天空和大地都一度唤起我无限的遐想：“北京乎！
”没法不怀想我在这座城市里与话剧结下的不解缘分。
第一次看话剧，就被这种艺术深深吸引。
最深刻的一次印象是在导师邹红和北京人艺林兆华导演的帮助下，在首都剧场里完全沉浸在《茶馆》
的京味儿戏剧情境中的体验，那是我一直所期许的最美好的戏剧现场，人与戏难以分开，观与演融为
一体。
此后，看了很多话剧，一遍遍地看同一部戏，这几乎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直到离开北京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我还在首都剧场看话剧。
直到今时，我关乎话剧的记忆依然清晰，它几乎可以和我的北京记忆完全重叠在一起，也许这也可以
算作我的“京味儿”文化吧。
写作本书期间，阅读了不少现当代名家的北京记忆，其中郁达夫的《北平的四季》深深地印在了我的
脑际：“关于一个曾经住过的旧地，觉得此生再也不会第二次去常住了，身处入了远离的一角，向这
方向的云天遥望一下，回想起来的，自然也同样地只是它的好处。
”于是，比较了诸多城市后，总归都比不上“北平的典丽堂皇，幽闲清妙”，以至一年四季无一月不
好。
所以“我在遥忆，我也在深祝”。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源于这样的情感。
祝福这座给予我很多的城市和帮助过我的人们！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刘勇教授、邹红教授的谆谆教诲，感谢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李怡教授的指导鼓励
，感谢西南财经大学唐晓勇教授的支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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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京味儿话剧的文化生态》是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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