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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田本相　　尚志的《中国现代戏剧美学思想发展史》书稿放在我的书桌上，一大厚帙。
看过了，真切地感受到他的辛苦，他的毅力，他的志气。
　　这些年，我眼看着一些同学一些同行，熬不住书斋的生活，或投笔下海，成另谋高就，或凄凄惶
惶。
原本在八十年代还称稳定的学术心理结构，动摇了，震撼了。
但我也看到更为沉实的坚定者，清守书斋，奋力笔耕，以不变的矢志学术之心，应万变的潮流变动。
尚志就是其中之一。
　　80年代，他写韵那本《金钱和农裳——曹禺与外国戏剧》出版盾，就赢得同行的赞许。
之后，我们曾合作，实际上是他主担，撰写了《中国话剧史研究概述》。
紧接着，他便投入此书的写作。
他每次来京。
看到那张瘦削的面颊，总担心他劳动过度，但他是不顾及这些的，一心把《中国现代戏剧美学思想发
展史》摘出来。
　　当初，他提出这个课题时，我就感到他为，自己找了一个难啃的骨头。
这确是一块生荒地，过去从来没人做过，单是资料积累就相当艰苦；而又是谈戏剧美学史，单是“美
学”就是一个相当累人而艰涩的领域。
所以，我不能不佩服他的勇气，也不能不称赞这部专著的开拓之功。
　　这部专著力图对中国现代戏剧美学思想及其发展演变的面貌给予描述，并且对其发展的主要特点
及若干带规律性的问题加以探讨。
应当说，此书基本上是实现了这个目标的。
　　这里，要提到的是该书为自己确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在一般认为美学史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区分的看法中，此书取了“狭义”的路子。
主要是研究中国现代戏剧审美意识发展演变的理论形态，具体地说，“就是体现在现代美学家、戏剧
艺术家和戏剧理论批评家的著述、言论中的戏剧美学理论和观念，将涉及戏剧本体论、剧本美学、导
演美学、表演美学、舞台美学、戏剧批评（包括戏剧欣赏）美学等广泛的戏剧美学领域和范畴。
至于戏剧审美对象——戏剧创作和舞台艺术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戏剧审美意识，则只能作为背景材料或
某些理论观点的参证被吸收进戏剧美学史的研究中来。
”即使是“狭义”的确定，其涉及面也是相当广泛的。
　　但我认为此书并没有因为牵涉面较多而忽视了主要之点，即在注意描述概括其确定的诸方面的总
体面貌时，并着力揭示中国现代戏剧美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基本特征。
它把这个基本特征概括为：以现实主义为主体，多视角、多观念的理论建构与总体格局。
过去，把现实主义作为中国现代戏剧及其美学思想中的主导，是众所认知的；但对中国现代戏剧美学
思想的多样化的一面却有所忽视。
因此，此书在这一方面所作的思考和探讨，特别是对非现实主义的形式主义戏剧美学思想所作的理论
分析，是有着作者独到之见的。
　　由于对中国现代戏剧美学思想发展演变的总体特征的研究，使作者发现了中国现代戏剧美学思想
史两个相互对立而又影响巨大的美学思潮：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
在作者看来，不但西方的现实主义对中国现代戏剧美学思潮的影响是强大而又持续的，而且西方的形
式主义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后者的影响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到后来则以更为沉潜的方式向中国现代戏剧美学思想渗透。
作者这种概括，是否能为人接受认同暂置不论，但起码在宏观上理出一些线索和头绪，同时也揭示了
中国现代戏剧美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影响的复杂性。
这也正是作者对现代戏剧美学思想史作出的独立思考和论断，它将会给人带来学术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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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戏剧美学思想发展史：哥伦布文库》就是循着这条基本线索，去勾画中国丙工戏剧美
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与基本面貌，揭示它的特点与规律，总结它在实现现代化与民族化方面的
历史经验与教训。
　　中国现代戏剧美学思想发展史，主要是研究从19世纪末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话剧
为载体的中国现代戏剧美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特点与规律。
这是深化中国话剧史、中国现代戏剧文化史和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至今沿未引
起戏剧理论界和美学界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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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焦尚志 1937年7月生，河北阜城人，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话剧研究会理事。
1964年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
1964～1967年在南开大学中文系攻读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1965～1998年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
1998年3月退休。
主要研究方向：现代戏剧和戏剧美学。
主要著作；《金线和衣裳――曹禹与外国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出版）、《中国现代戏剧美
学思想发展史》（东方出版社1995年出版）、《中国活剧史研究概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
，与日本相合作）。
论文：《“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戏剧观念的确立》发表于《戏剧》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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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第一章 对话剧审美特性的最初体认（19世纪末-1916年）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马二先生的新剧美
学观第三节 《吾校新剧观》与“写实主义”结语第二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戏剧观念的确立
（1917-1927年）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爱美的戏剧》与陈大悲的戏剧观第三节 田汉早期的浪漫主义戏
剧观第四节 《宋春舫论剧》与“纯艺术”论第五节 余上沅的“国剧”构想与形式主义美学思想第六
节 《佛西论剧》与戏剧本体的探讨第三章 现实主义潮地位的形成（1928-1937年）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予倩论剧》与开阔的戏剧审美视野第三节 洪深的表演理论与“写实”的美学倾向第四节 程砚秋的
导演思想与象征的美学追术第五节 张庚的表导演理论与斯坦尼的演剧“体系”第六节 向培良的“表
现的动作”论及其他第七节 朱光潜的戏剧观念与现代心理学美学第八节 曹禺诗意化的戏剧美学追求
第四章 向民族化迈进（1937-1949年）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夏衍独特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第三节 郭沫若
“失事求似”的史剧观念第四节 洪深的导演理论与非“写实”的审美体现第五节 黄佐临“写意戏剧
观”的初萌第六节 张庚的“演员艺术中心”论结语结束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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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如何创建中国现代戏剧的问题上，似乎存在着两种观念，两条思路。
如果说，汪仲贤、陈大悲、蒲伯英等“为人生”论派偏重于追求戏剧的社会功利的话，那么宋春舫、
余上沅等“纯艺术”论派，则更倾心于戏剧的艺术形式与民族审美心理的雕镂和探究。
　　“为人生”论派从《华伦夫人之职业》演出失败的教训中，悟到了戏剧适应国情和民族审美心理
的重要性，而宋春舫却从这次外国戏剧在中国舞台上的败绩中，进一步认清了戏剧的艺术本质：“戏
剧是艺术的而非主义的，”他认为，戏剧并不是靠什么“主义”或“人生观”去吸引观众的，而是靠
其自身的艺术魅力去点燃拨动人们的审美心理与欣赏情趣。
在他看来，《华伦夫人之职业》的演出之所以失败，就因为“问题派剧”的倡导者，只在宣传“主义
”，并没有认识到要“迎合社会之心理”这一戏剧艺术的“唯一之目的”，因此，他主张放弃易卜生
式的“陈义高尚”，令人难以索解的“问题剧”，而取法专重戏剧“构造”与艺术技巧的法国“善构
剧”等，借以创造中国的未来戏剧。
显然，与“为人生”论派重社会功利相反，宋春舫试图开辟一条超功利、重形式的中国戏剧的道路，
在这方面，余上沅的理论和观点更鲜明，因而也就更引人注目。
　　余上沅对“五四”以来，中国戏剧“归向易卜生”的“趋向”颇不以为然。
这倒不是因为他的“纯艺术”观点与易卜生的“问题剧”相拮抗，而是他不赞成崇拜“英雄。
与“偶像”，忘了自己创造的责任。
“不然，爱尔兰的剧场，让易卜生的旗帜飘扬着好了，何必又要建设爱尔兰国家剧院”呢?的确，余上
沅是有创建民族新戏剧的雄心和胆略的。
这不仅反映在他留美期间与好友闻一多、张嘉铸、熊佛西等为振兴中国戏剧，那种相互砥砺、跃跃欲
试的意气与宏图上，更表现在他回国后与同道们所发动的那场“国剧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中，关于“
国剧”的构想，他是从“纯艺术”的观念出发，却又与宋春舫心目中未来戏剧蓝图不尽相同：他主要
　　不以外国戏剧为。
范式”，而是立足于中国旧剧“写意”的美学原则，汲取西方“写实派”的“理性”因素，以创建“
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完美戏剧”。
然而，超功利、重形式的艺术观念，余、宋二人却又是基本一致的。
　　一个重功利、轻形式；一个超功利、重形式。
这是本时期在创建中国现代戏剧过程中，存在的两种互相对峙的美学倾向与思路。
一般地讲，二者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了戏剧艺术的特征与规律；伹前者更偏重戏剧的社会作用与功能
，而后者则往往醉心于“超功利”的“纯艺术”的刻意讲求，二者各有优势与偏执，又各有复杂深刻
的社会文化背景与理论渊源；前者主要受西方现实主义美学传统的启迪，后者则明显地烙印着西方形
式主义美学思潮的标记，二者互相矛盾而又互相补充，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步态与走向。
　　其实，言语也“是动作的一种”。
熊佛西似乎只看到了言语之外的动作，却尚未认识到言语本身所蕴含的动作性。
这是同当时中国以至西方戏剧理论所达到的水平相一致的，20年代初，产生广泛影响的戈登·克雷关
于“傀儡戏剧”的构想和理论，就相当地忽视了戏剧语言在动作上的意义。
即使是贝克的《戏剧技巧》一书，基本上也没有论及言语与动作的内在联系。
例如他说：戏剧的历史表明，“在各个时期里，广大观众不论有教养或是无教养的，首先爱好的是动
作，然后才把性格描写和对话，作为更好地理解剧中动作的辅助而加以爱好。
”因此，熊佛西这一理论上的不足，是能够理解的。
　　对表演艺术的见解，尤能反映熊佛西独具的眼光，按照熊氏的观点，戏剧的特有魅力与美感力量
，归根结底来自人的情感、意志相激相荡而进发的生命火花。
这主要是透过剧中人的“内心动作”和渗入其中的艺术家的情感，个性表现出来的，这一点，在他关
于表演艺术的论述中，看得较为真切；他认为，演员在表演时，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
他说：“吾人深知演员最要紧的使命是摹仿。
摹仿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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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的摹仿则难，则非艺术家不可。
亲切的摹仿芷是演员自由发挥的结果。
画家心目中的自然与想象，正如演员的剧中人的个性。
”这里所谓“摹仿”，是指演员对剧中人的“内心动作。
的摹仿。
“亲切的摹仿”，是“灌入艺术家生命”的“内心动作”的摹仿，即演员想象中的“剧中人的个性”
的摹仿，他认为，演员之所以被称为艺术家，就在于“亲切的摹仿”中燃烧着艺术家独特的情感与个
性。
正是在这一点上，熊佛西与戈登·克雷的表演理论产生了分歧。
戈氏排斥和否定演员在舞台表演中把自身的情感与个性融入剧中人的性格之中，而仅仅将其看作是：
“忠于”剧本的被动的、机械的“木偶”，因而否认演员是艺术家。
与戈登·克雷相反，熊佛西则“承认演员是艺术家，是百分之百的艺术家”，他与诗人、音乐家、画
家、雕刻家有同等的地位，可以自由发挥他的“思想及种种美的表显（现）的风味与格式”。
“戈登·格雷所谓演员不能自由发挥其个性者，吾正谓其所以成为艺术者在此。
”可见，作者重视表现人的情感、意志，尤其强调艺术家的主体生命意识与独特个性的“灌入”，并
将其视为表演艺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表现”的美学因素。
　　尽管如此，熊佛西仍然从戈登·克雷趋于极端的理论中看到了某些合理的因素；他否定演员独特
的情感与个性，而提出“傀儡戏剧”的设想，乃是立足于戏剧是“动作的摹仿。
这一戏剧艺术的根本原理的。
对此熊氏说：“戏剧的起源本是始于动作。
所以哑剧在古代就很发达。
如今在欧美还是很流行，我想戈登·格雷主张的傀儡戏，难免不脱胎于此。
”　　但是，总的说来，熊佛西的戏剧美学大厦，还是建筑在以亚里斯多德“摹仿真”说为核心的现
实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
他对戏剧本体、表演艺术和其他戏剧因素的探讨，就总是以“动作的摹仿”这一基本观念为出发点或
与之联系、呼应的。
即使在他强调演员即艺术家主体情感、个性的“灌注”在戏剧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时，也还是以对“
剧中人”动作的摹仿作为不可超越的前提条件。
所谓“亲切的摹仿”，就是主体（艺术家）的情感、个性通过客体（剧中人）的动作的摹仿表现出来
。
“再现”的美学原则，在这里依然起着决定的作用。
这在作者对戏剧艺术功能的认识上，表现得就更为鲜明。
　　（三）　　熊佛西看到了戏剧艺术的独特品格与审美肩性，但他同时注意到戏剧与人生的复杂关
系。
这不仅表现在他对戏剧与“国情”、“伦理”等不可摆脱的联系的认识上，更反映在他对戏剧社会功
能的揭示中。
他说，“戏剧是艺术中最复杂的一种，又是与人事最有关系的一种，当然在社会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山熊佛西认为，戏剧兼有审美与社会教育两种功能，即给人以“正当的”、“高尚的娱乐”；这种
娱乐，即“负有与人愉快教训两大要素”。
后来他又说：“假如你说戏剧是教育，那么教育里亦有娱乐。
假如你说戏剧是娱乐，那么娱乐里亦有教育。
教育与娱乐是分不开的，”总之，“寓教于乐”是他对戏剧功能的基本看法。
　　在这里，熊佛西还是从戏剧的独特品格出发，来论述戏剧的功能的：首先肯定戏剧是一种“娱乐
”（审美），然后又说“娱乐”中含有“愉快教训两大要素”。
他在论述悲剧与喜剧的社会作用时，同样坚持了这一原则。
他认为悲剧和喜剧有其不同的审美创造机制与美感特征，它们的社会功能的发挥也是不能脱离这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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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与特性的。
如他说，悲剧是诗类最严重最高尚的一种，其目的在使人类“恐怖”与“悲悯”的情感，得到适当的
宣泄，以启发人类的同情心与敬畏心。
他认为在充满了“冷气”、“阴气”、“霉气”和“乌烟瘴气”的中国，假如我们希望一点“同情之
泪”和“任人生出敬畏之感”，那就应该“赶快起来提倡悲剧的艺术”！
喜剧作为一种笑的艺术，惟有，“倒行逆施”、“虚伪狡诈”、“愚蠢癫狂”，才能使人发笑而成为
它的创作材料，看看现实中的这些黑暗现象，“我们就可以立刻感觉喜剧对于今日中国社会的重要”
。
可见，熊佛西并不是单纯地、孤立地论述戏剧的社会功能，而仍然是从戏剧的本体出发，将它与戏剧
审美表现的特点和途径的阐释有机地统一起来。
这样，我们既可以认识作者观照“国情”与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态度，又能全面深刻地理解他的“寓
教于乐”的戏剧美学思想。
　　应该指出，“寓教于乐”是熊佛西现实主义戏剧美学思想的核心。
这既与一般的“为人生”论派不尽相同，也与“纯艺术”论派有原则区别：他强调戏剧艺术的独特．
品格与审美属性，又承认它的社会功能。
他并不认为戏剧是所谓“超时代”、“超功利”的“纯艺术”的东西，而是真切地体察到戏剧与时代
、与社会人生不可摆脱的关系，明确意识到了戏剧艺术家所应肩负的历史使命。
他所反对的，是那种只追求社会功利而忽视艺术、甚至不顾或取消戏剧独特品格的非艺术倾向。
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无可指责的，在20年代尤为难得。
　　现代喜剧观念是在20世纪初，同现代悲剧观念一起由西方引入的。
在我国，最早介绍现代喜剧观念的，还是王国维。
他的《人间嗜好之研究》一文，被认为是现代喜剧观念介绍与研究的开山之作。
之后，从“五四”到20年代，现代喜剧观念研究同悲剧观念研究相比，显得有些滞后与薄弱。
进入30年代，现代喜剧观念的研究与探讨才日趋活跃起来，足以与悲剧观念的研究互相辉映，形成了
中国现代戏剧美学思想史上耀目的一章。
　　西方喜剧美学的研究，如同悲剧美学的研究一样，历来存在着两种思路、两条路线：一种是从审
美客体的角度对喜剧作哲学、社会学的阐述；一种是从审美主体的角度对喜剧进行生理、心理学的研
究。
坚持前一种思想路线的代表人物有亚里斯多德、黑格尔、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后者的代表人物主要为
柏拉图、康德、柏格森等。
我国现代喜剧观念深受西方喜剧美学思潮的影响，也基本形成了与西方大致相似的两种思想路线。
这在20年代已见端睨，到30年代则较为分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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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读了许多种关于哥伦布的传记后，我们就决定以这位15世纪意大利伟大的航海家的名字来命名
这样一套学术文库了，同时，我们也选择了10月12日“哥伦布日”作为这套学术文库的诞辰。
　　当然。
我们是要提倡一种哥伦布式的科学发现和学术探索精神。
　　哥伦布在《预言书》中曾抄录了古罗马哲人塞尼加的一段文字。
为了这套文库，为了我们的作者和读者，我们也要以此刻字为铭：　　许多年月以来，一个时代行将
到来，那时，海洋将打开它的锁链，一个辽阔的大陆就是展现来。
那时忒提斯会发现一个新世界，而图勒就不再是大地的极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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