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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舞古今长袖
演中外剧诗·欧阳予倩评传》的内容提要如下：欧阳予倩所推崇的“真戏剧”在二十世纪初期的舞台
上，完成了中国戏剧在戏剧本质特性和格式作法上由传统的叙事性向现代戏剧性的转化。
这个转化的背景和各种要素当然非常复杂和广阔，但春柳戏剧人的贡献功不可没。
欧阳予倩由于历史和命定成为其中硕果仅存的人物，其提倡的“真戏剧”在戏剧本质特性和剧本格式
作法上承继和发展了早期戏剧人的艺术追求，并进一步开创和发展，由此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话剧“开
山祖”的地位。
早期欧阳予倩的“真戏剧”主要关注剧本创作和舞台实现。
剧本创作问题、结构问题、剧本的舞台实现问题等；被他总括为“格式作法”，是当时中国戏剧舞台
实践的当务之急，也是中国戏剧草创之初的首要问题。
西方戏剧的具体规则在欧阳予倩“真戏剧”的格式作法上虽然并没有被严格遵守，但它体现的戏剧规
则却对其产生过很大影响。
从戏剧本质上看，这种规则体现出欧阳予倩一真戏剧|8所恤堡1{的紧挺、集中和简洁的戏剧性，特别
是在戏剧情境的构置上，这些规则所具有的戏剧审美特性对中国戏剧形态有创新的意义和价值。
这对当时中国舞台的“三大件”产生了重要的革新作用和影响，为当时尚还幼稚的新剧创作和实践注
入了新鲜活力，起到了减少枝蔓、清理臃肿、加强戏剧性等重要作用。
欧阳予倩“真戏剧”实施的基本民标，是为了
“美的具体化”，“创造人物的形象”。
通过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这是其一生“真戏剧”所追求的基本目标。
其实质，就是为了实现戏剧自身的终极目的——表现和竭不人本身。
用欧阳予倩自己的话说，这许许多多的问题说来说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创造人物的形象”
。
演员的理解力——对生活、世界和人的把握能力以及演员的表现力——对生活和世界中的人物形象的
塑造能力，这两者都是为了达到更好地表现人的条件或基础。
欧阳予倩的“真戏剧”从一开始就带着一个悖论，从戏剧品格的问题上生发，又在戏剧主体的问题上
回落。
它牵涉到在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的功能、目的和本体上出现的种种不同的观点、思维和立场的问题。
其实质是有关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欧阳予倩的“真戏剧”正是在“人”的主体问题上，无法扎下其“真戏剧”试图去追求和达到的根基
。
或者说，其立论的“人情事理”的基础，还是没有深入到人的生命和灵魂层面。
由此，其立论的“人情事理”本身，就不得不在泛政治化和庸俗社会学的冲击下漂浮起来，无法真正
落实在“人”内在的生命和灵魂之中，而只能落实在人的外在附属物上。
欧阳予倩和鲁迅们承继的，还是孔尚任和范仲淹们的根基——所谓“正统”的传统。
这就是欧阳予倩“真戏剧”的在戏剧品格和主体上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
《舞古今长袖
演中外剧诗·欧阳予倩评传》由陈珂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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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欧阳予倩(1889～1962)，著名戏剧、戏曲、电影艺术家。
留学日本时期，为我国最早的话剧团体“春柳社”的重要演员。
回国后组织“新剧同志会”、春柳剧场，为我国初期的话剧运动开辟了道路。
同时积极举办戏剧学校，培养新型的戏剧人才。
欧阳予倩还致力于我国传统戏曲的继承和改革，参加京剧演出，编演了二十多个新的京剧剧本，创造
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时与梅兰芳并称“南欧北梅”。
故其话剧中含有戏曲精华，戏曲中蕴有话剧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欧阳予倩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采用科学的方法教授学生，
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戏剧艺术人才。
    陈珂编写的这本《舞古今长袖  演中外剧诗·欧阳予倩评传》分27章，记叙欧阳予倩的人生及艺术经
历，并对其表演、创作和教育思想有完整深入的总结和评析。
书后并附欧阳予倩的生平大事年表及研究资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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