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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与罗男同志相识，大概有三十年了。
  最早，他的硕士论文《中国话剧学习外国戏剧的历史经验》就引起我的关注，那是一篇很有分量的
论文。
他给我一个十分深刻的学术印象，他在学术研究上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不轻易发表论著，一旦发表，
必然有很好的见解。
这在我认识的朋友中是很少见的。
不苟且，不盲从，有深思，他是我推崇的戏剧史研究专家。
罗男同志的《二十世纪中国戏剧整体观》，是他多年来教学与学术研究的成果，出版至今已有十年，
这是一部在理论学术界颇具影响的著作。
在即将再版之际，他约我为其写序，此书洋洋三十余万言，我只能谈谈我读后的点滴感想。
这部书稿有三个部分：（一）百年历史回顾。
主要是关于中国戏剧史的整体性研究；（二）剧坛精英解析。
主要研究戏剧家的思想观念、剧作家及其作品；（三）当代戏剧思考。
主要探讨新时期以来中国戏剧的现状与走向。
罗男的戏剧研究是有特点的，他善于抓住一些历史和现实中的重要论题，给予具有独到见地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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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十世纪中国戏剧整体观》于1999年由文汇出版社初次出版，当时的想法，是要把我多年来在
中国现当代戏剧方面的教学与研究成果，做一个集中的整理和展示。
没料到在拙作面世以后的十年中，竟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点影响，许多学习中国话剧史论的研究生将
它作为主要的必读书目之一；我还常接到不少外地不相识的青年学者来信，索要这《二十世纪中国戏
剧整体观》；学院里还有别的老师将它指定为话剧史课程的参考教材。
这让我感到欣慰，自己长期来的心血和精力没有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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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罗男，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戏剧、电影历史与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曾任《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辑戏剧卷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修订版）戏剧支中国话剧分支
主编、《国际现代艺术辞典》电影分支主编。
著有《中国话剧学习外国戏剧的历史经验》、《上海话剧百年史述》、《现代戏剧家熊佛西》（合作
）、《中国话剧名著选读》（主编）等书，发表论文、剧评、影评六十余篇。
曾任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研究生部主任。
现任上海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田汉研究会理事、中国话剧史论研究会常务理事。
1993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1994年获国务院授予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7
年其主持的《中国话剧史》被评为上海市高校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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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百年历史回顾20世纪中国戏剧整体观／003论我国早期话剧的形成／014“西潮东渡”和中国话
剧运动／031中国话剧文体的嬗变及其文化意味／050从四部经典剧作看中国话剧／078梅兰芳、周信芳
与20世纪中国戏剧／104民族歌剧的艰难历程／116第二辑 剧坛精英解析熊佛西戏剧思想简论／131论田
汉对话剧民族化的贡献／150独树一帜的丁西林喜剧／165冲破“家”的樊笼——论曹禺剧作的母题
／179论陈白尘喜剧的艺术风格／189构建中国式话剧的新格局——黄佐临写意戏剧观的形成及其民族
特色／202“城市上空的丹顶鹤”——读解赵耀民／223第三辑 当代戏剧思考在反思和探索中前进——
试论新时期话剧十年／235论新时期话剧文学的历史地位／249“后新时期”和小剧场戏剧／262重提“
戏剧观”／275大众文化与当代戏剧／284后记／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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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一思想后来对结构主义产生了直接影响。
它打破了过去“实体为中心”的思维方法，而注意穿透实体的分散、孤立的表象（“状态”），进入
对它们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在相对稳定的结构把握中，寻找事物形式的普遍性。
根据这一观念，系统科学又提出了“系统质”的新概念——一个系统整体的性质不等于它的各元素（
或子系统）性质的简单相加，各元素构成一个系统后，必然出现单个元素所没有的新质，这就是“系
统质”，各元素原有的质则称为“自然质”。
由于系统质不像自然质那样可以触摸，而是一种集成属性，它只能在各实体纳入系统运动并发挥各自
功能、相互影响之时才能显现出来，所以长期来被传统思维方式忽略了。
实际上，对于系统质的研究恰恰是整体研究的生命线。
就20世纪中国戏剧的课题而论，系统质的研究就有大量“未开垦的处女地”。
举一个例子，戏曲与话剧在各自发展中的相互关系就是可以深入探索的领域。
稍稍回顾一下历史就能看到，20世纪初以来戏曲与话剧的关系经历了颇为曲折、微妙的过程。
清末民初的戏曲改良运动促成了早期话剧（文明戏）的降生，后者的成熟与兴盛显然受益于传统戏曲
的艺术营养，反过来又推动了戏曲改革的步伐。
当时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溶关系只是出于自发。
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全面批判了这种关系，以欧洲近代写实戏剧为楷模建立起来的新型话剧，
公然与传统分道扬镳，一时间让戏曲大有自惭形秽之感。
但是，戏曲在奚落声中悄悄地吸取了现代观念（包括话剧的长处）顽强发展着，终于形成了以京剧为
代表的炉火纯青的表演艺术体系，它的“写意”之美竟然获得国际上的褒扬。
这种新的比较使一向以新文化自居的话剧陷入了尴尬境地，在接踵而至的全民抗战中，轮到话剧举起
“民族化”旗帜向戏曲学习了。
话剧、戏曲两种艺术这才有了一定程度的融合。
沿着解放区时期的戏剧模式发展到建国以后17年，戏曲的“正宗”地位日见提高，就像国画、民族音
乐舞蹈越来越被重视一样，这里也许有被帝国主义包围封锁而产生的民族自尊自强的文化心理效应在
起作用。
当然，17年的戏曲改革也取得了成绩的，但戏曲现代化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
60年代初刚出现的戏曲现代戏创作的好势头，也很快被“文革”扼杀了。
话剧呢，这时期仍不断地强化为政治服务，不断地提不得要领的“民族化”，实际上始终摆脱不了狭
隘戏剧观念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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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二十世纪中国戏剧整体观》于1999年由文汇出版社初次出版，当时的想法，是要把我多年来在中国
现当代戏剧方面的教学与研究成果，做一个集中的整理和展示。
没料到在拙作面世以后的十年中，竟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点影响，许多学习中国话剧史论的研究生将
它作为主要的必读书目之一；我还常接到不少外地不相识的青年学者来信，索要这本书；学院里还有
别的老师将它指定为话剧史课程的参考教材。
这让我感到欣慰，自己长期来的心血和精力没有白费。
这次承蒙上海百家出版社的关心与厚爱，有机会将本书进行修订再版，感到不胜荣幸！
重新翻阅了书中的篇章，对其中较早撰写的文字不太满意的地方甚多，但为了保持历史的面貌，我觉
得再版不宜作大的改动。
因此，全书仍然分为三个部分，内容基本不动，只是抽去了四篇，新增了近些年来写作的四篇。
在“百年历史回顾”一辑中，增加了《从四部经典剧作看中国话剧》，那是几年前我应邀去新加坡讲
学时的讲稿，我觉得它鸟瞰百年中国话剧的角度有点特别，可以作为《中国话剧文体的嬗变及其文化
意味》一文的补充；第二辑“剧坛精英解析”增加了《“城市上空的丹顶鹤”——读解赵耀民》，这
是对当代剧作家的个案分析，可能在研究当前话剧创作方面有一定的代表性；第三辑“当代戏剧思考
”新增了两篇：《重提“戏剧观”》和《大众文化与当代戏剧》。
前者2003年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后，曾引起较大的反响，甚至有过争论，之后还得过“田汉戏剧奖
”的优秀论文一等奖，从中大体上能看到我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戏剧的总体评价；后者是在去年至今
年，多次在院内外的学术讲座以及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稿基础上写成的，自以为对当代戏剧（尤其是
话剧）的重新定位与发展问题，有一点现实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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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十世纪中国戏剧整体观》：百家艺术课堂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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