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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说戏剧是最难驾驭的综合艺术，那么戏曲则又是其中最难操作的艺术样式之一。
称职当行的戏曲作家既要像小说家那样具有开阔的视野、广博丰富的阅历、独特颖异的感悟、飞天入
地的想象力，善于编织故事、安排情节、刻画人物，又要像诗人那样具有澎湃而充盈的激情，还要熟
悉戏曲舞台，懂得表演和音乐⋯⋯正因如此，素质全面的优秀戏曲编剧人才向来十分难得！
 　　一个时期以来，在“但求我用，不求我有”的潜规则的影响下，短视偏见和功利思潮泛滥，不少
剧院团不愿意养剧作家，甚至把剧作家视为负担和累赘，似乎出现了“唯编剧特别是戏曲编剧人才难
养也！
”的局面。
结果酿成大量戏曲作家的淡出、流失和转移，直接破坏了戏曲艺术的生态平衡，造成戏曲原创力的不
足，好的戏曲剧本如凤毛麟角，以至于经常看到不少演员因为遇不到能够施展表演才华的好剧本而苦
恼、焦灼。
不少名角身陷粗制滥造的平庸剧本，浪费了艺术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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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荫柏，毕业于原中国戏曲学校。
现为中国戏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戏文系副主任。
研究方向：戏曲文学创作、新编历史剧创作研究。

　　长期主讲“戏曲剧本写作”课程。

　　主讲过的课程有：“戏曲编剧概论”、“当代戏曲”等。

　　曾发表或上演：《雾山情歌》、《西门豹》、《晚情》、《夜曲》、《纪晓岚传奇》、《悲惨世
界》等剧作。

　　另有多篇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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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第一章 熟悉戏曲舞台　第一节 戏曲舞台元素　　一、戏曲音乐　　二、戏曲舞美　　三、戏
曲行当　　四、戏曲表演　第二节 戏曲艺术特征　　一、戏曲的综合性　　二、戏曲的程式性　　三
、戏曲的虚拟性第二章 掌握戏曲语言　第一节 唱词写作　　一、合辙押韵　　二、平仄相间　　三
、唱词句式　第二节 念白写作　　一、韵白　　二、散白　　三、数板　　四、干牌子　　五、诗白
　第三节 唱念安排　　一、唱念功能与板式特点　　二、唱念安排以集中为原则　　三、唱念的起承
转合　　四、唱词句法　第四节 戏曲语言的特点　　一、通俗性　　二、动作性　　三、性格化　　
四、形象化　　五、音乐性第三章 选材与开掘　第一节 主题开掘　第二节 小戏的选材与处理　第三
节 古代题材的选择与处理　　一、从作家的角度看，尘封的历史给作家留下纵横驰骋的空间　　二、
从作品内容看，古代题材作品传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　　三、从艺术形式看，传统戏曲程式易
于表现古代生活，符合民族审美习惯　　四、古代题材的分类　第四节 现代题材的选择与处理　第五
节 小说改编　　一、改编不是照搬　　二、以戏曲的结构特点重新安排情节　　三、大胆虚构第四章
戏曲结构　第一节 情节与人物设定　第二节 划分场次　　一、划分情节段落　　二、确定舞台时空
　　三、无场次结构　第三节 起、承、转、合　　一、起（开端）　　二、承（发展）　　三、转（
高潮）　　四、合（结局）　第四节 戏曲结构中常用的技巧与手法　　一、戏曲悬念　　二、重复　
　三、对比　　四、铺垫、渲染　　五、突转、发现　　六、繁简得体第五章 戏曲冲突　第一节 没
有冲突就没有戏剧　第二节 戏剧冲突与戏剧动作　第三节 戏曲冲突的表现方式　　一、艺术手段在
强化冲突中的重要性　　二、构成戏剧冲突的几种方式　　三、抵触与戏曲冲突第六章 戏剧情境　第
一节 特定的环境　　一、关于时间设置　　二、关于地点设置　　三、关于天气（气候）的设置　第
二节 特定的人物关系　第三节 事件第七章 戏曲人物形象塑造　第一节 性格与人物塑造　　一、人与
人之问的性格冲突　　二、人与环境的冲突　　三、人物内心的）中突　第二节 戏曲人物形象塑造的
美学追求　第三节 戏曲人物塑造的特点　　一、以行当塑造人物　　二、以流派塑造人物　　三、其
他塑造人物的常用方法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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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戏曲舞台一旦有了演员的表演也就有了时空的属性。
不过舞台上的时空不是固定的，它始终在自然流动着。
古今悲欢，人间百态，莫不在此上演。
方寸之地，瞬息万变，容得下江海星月，干军万马。
常说的“景随人移”就是指戏曲舞台上的“景”是因人而在的。
戏曲演员的表演在舞台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戏曲剧本蕴含的所有思想、内容、情感都是通过戏曲
演员的表演来充分体现的。
学写戏曲剧本，一定要从熟悉戏曲舞台开始。
要知道舞台上都有什么东西存在，哪个人物适合哪个行当来演，哪些地方需要唱，哪些地方需要念，
哪些地方可以运用某种程式或“绝活”。
剧作者熟悉不熟悉舞台，写出的剧本大不一样。
就像一个交响乐队都有哪些乐器组成，哪件乐器有什么性能？
它与其他乐器组合会产生什么声音效果一样，作曲家必须在完全熟悉每件乐器性能的前提下，才可能
写出优美的旋律，配出和谐的总谱。
反过来讲，指挥家如果不知道每件乐器的性能，那么演奏效果再差，他可能也听不出来，更谈不上优
美动听了。
那么剧作者该如何了解戏曲舞台呢？
很简单，回答是：看戏、读剧本，多看，多读。
把两者结合起来，先看剧本是什么样子，再看立在舞台上又是怎样一种效果。
在反复阅读和观摩的基础上，再动笔自己写。
当然，光有技巧而缺乏思想和眼光，也是写不出好作品的。
我们在这里谈熟悉戏曲舞台，是强调看戏可以使我们对戏曲艺术获得直观的感性的了解，培养我们的
艺术感觉和欣赏戏曲艺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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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完这本教材，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突然想起今年6月3日《文汇报》上国务院学位办主任、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的讲话：“许多人
认为写教材是‘小儿科’，体现不出学术水平，但其实，教材才是最难写的书。
”教材难写，难在责任重大：每个概念，每个观点，每段引文，每个例证，都要准确无误。
因为它面对的是很多学生和同行读者。
稍有纰漏，将会误人子弟。
戏剧创作本来就是一种最难掌握的文学艺术形式，而撰写一本教人怎样写戏的教材，那更是难上加难
。
我从1996年开始在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讲授“戏曲剧本写作”课程，多年来一直面临着一个选择教材
的问题，因为戏曲写作方面的教材实在是太少了。
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从教学科研、观摩中，一点一滴地积累。
尤其是在研究生教学与学生的交流探讨中，我虽然逐渐积累了一些创作和教学实践经验。
但在教材整理过程中仍常有“提襟见肘”，“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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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戏曲剧本写作教程》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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