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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世界戏剧艺术之林中，中国戏曲独树一帜，以其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令人惊叹。
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与广大群众保持着紧密的精神联系，具有广泛的群众陛，不仅是大众最
主要的文化娱乐形式，也是培育优秀民族精神的重要根源。
中国戏曲积淀着民族的文化心理、道德观念和审美意识，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洪舁、孔尚任等人的杰作，与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
经典之作一样，同为我国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近代以来在地方戏广泛发展的基础上舞台艺术勃兴，经过历代艺人、文人的反复磨砺，锤炼出大批优
秀传统剧目和许多杰出艺人，京剧是其集大成者。
20世纪中叶以降，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广大戏曲工作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戏曲
改革工作，无论在整理改编传统剧目方面，还是在新编古代戏和现代戏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田汉、欧阳予倩等大批当代作家创作了许多思想上艺术上都超越了前人的优秀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
特征，成为社会主义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现代戏的日趋成熟，为我国戏曲艺术的发展开拓了一条无限光明宽阔的道路，这是新时代的一个最鲜
明的特点。
话剧虽然是从外国引进，但在近百年的发展中，逐步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同样形成鲜明的民族特征
，成为中国观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产生了郭沫若、田汉、老合、曹禺等创作大家和大量经典的、
优秀的作品。
学习、研究我国戏剧的优秀成果，对于弘扬民族艺术、振奋民族精神，有着重要意义。
特别是在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西方文化以其强势如潮水般涌来，如何坚守和维护民族赖以
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更有着紧迫的现实意义。
但是，倡导民族戏剧和弘扬民族文化，并非盲目排外，恰恰相反，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放眼全球的
目光，广采博收，取精用宏，为我所用。
事实上，中国戏剧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和传统，在广泛吸收营养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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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西名剧导读》共选中西舞台演出剧本80个。
其中戏曲剧本60个，中西话剧剧本20个。
编选原则以时间为纵线，上承古代，侧重近现代，兼顾名家名作以及主要的剧本文学风格流派。
除此之外，近现代戏曲作品兼顾主要剧种；中国话剧以1949年前为选本的时间范围，惟难舍老舍先生
传世名作《茶馆》，故破例入选。
     本书为《中西话剧剧目导读》之二，收录了《罗斯莫庄》《闯入者》《樱桃园》《鬼魂奏鸣曲》《
推销员之死》等西方经典话剧剧本，并请专家进行了注释，撰写了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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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培尔·金特罗斯莫庄闯入者樱桃园鬼魂奏鸣曲琼斯皇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推销员之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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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1828-1906）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西方戏剧家之一。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中国文化界就出现了大量关于易卜生的译著和介绍文章，其《玩
偶之家》等剧也被搬演到舞台，娜拉等剧中角色还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人物，影响了当时的一代人。
1918年，《新青年》推出了“易卜生专号”，赞誉他是“欧洲近代第一大文豪”，并有了“易卜生主
义”之说。
在中国话剧发展的进程中，好像还没有哪个戏剧家的影响能超过易卜生。
从1849年左右创作第一部剧作《凯蒂琳》，到1899年完成《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在整整50年问
的时间里，易卜生总共创作出了25部剧作，可以大致把这些作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849年到1868年之前，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是历史剧和哲理剧，它们大都充满了浪漫主
义的激情，富于幻想，冲突尖锐，代表作为诗剧《布朗德》和《培尔·金特》。
第二阶段是从1869年到1883年，这一时期易卜生的创作领域由民族历史神话传说转入现实社会生活，
风格呈现出现实主义特色，代表作为《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和《人民公敌》。
第三阶段从1884年到1899年，这一时期的作品有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人生哲学与戏剧人物心理的剖
析进一步深化，期间易卜生共写了《野鸭》、《罗斯莫庄》、《建筑师》和《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
》等8个剧本。
实际上，我们只是出于分析上的方便才人为地把易卜生的戏剧创作分为以上三个阶段。
易卜生从一开始走上戏剧创作到完成最后一部作品，始终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贯穿其中，那就是力图通
过个体精神的历炼以通达“绝对”和“完美”的路途。
通观他的作品可以看到，两种感情上的气质形成了易卜生这个人：一种是想逃避他生养之地黑暗压抑
的困境的要求，另一种是想走进并拥抱光明的自由王国的强烈欲望。
这种永不休止的冲突和不能自拔的痛苦，由易卜生的内心一直涌动到他的笔端，渗透在他的每部作品
和每个主要人物之中。
而其作品风格和题材的差异，仅是这种冲突和痛苦在不同时期的表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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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五年前，当我将多年要编一套《中西名剧导读》教材的想法告诉身边的朋友和专家领导时，得到了众
多的支持和鼓励，但也有反对的意见。
支持和鼓励者认为，将中国戏曲古典作品与近现代不同剧种的优秀作品，和中西话剧、歌剧的优秀作
品纳入一体的编法还是第一次；由文本向舞台艺术本体延伸的想法和作法是可取的；对于拓展研究生
的艺术视野，树立戏曲艺术的主体意识，增强对中华民族传统演剧文化必要的尊重与信心是有帮助的
。
反对者则从现实的角度认为：架构过于宏大，研究生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大的阅读量并进入深层
思考，是不现实的；作家、版权，以及现行的项目财务规定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制约本想法难以实现
的障碍⋯⋯总之，这是一项出力不讨好的工作。
善意的提醒有助于深入的思考，在几经调研和讨论之后，放弃了将歌剧文本纳人本书的设想，同时，
也缩小了原有所选剧目的规模和范围。
在几位学术顾问的帮助下，很快确定了人选剧目及剧目导读撰写人员名单。
与作家联系版权授权工作也随后展开。
五年来，为了联系有关作者及其亲属，除了我们自己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外，也曾烦请相关机构人员帮
助联络，目前，联系到了大部分剧作者及其亲属，但仍有一小部分作家由于过世已久或工作变动，失
去了联系的方式，至今还有一部分剧作家和译者未能联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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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西话剧剧目导读(2)》：中西名剧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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