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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全国都在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戏剧艺术》也迎来了三十周年的刊庆，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
。
当年，正是在中央改革开放决策的激励下，在全国思想解放的热潮中，上海戏剧学院的学报应运而生
，而且一问世就洛阳纸贵，一本难求。
这么说一点都没有夸张，1978年是书店门外经常排起长队的年头。
那时我还在江西，刚通过高考成为七七届大学生不久，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首次招收的研
究生，急需相关参考书，打听到编剧理论权威顾仲彝先生的论著尚未成书，正在刚创刊的《戏剧艺术
》连载。
可是我在江西遍寻此刊而不得，直到接到通知回上海准备复试时，才在上戏图书馆里得以完整地借阅
。
可以说，我和《戏剧艺术》的第一次接触是从“苦苦追求”开始的，也正是它帮助我考取了上戏的研
究生。
毕业留校后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在《戏剧艺术》编辑部当编辑，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在《戏剧艺术》
发表的，和不少该刊发表的论文一样，后来被多本中外论文集转载。
三年后我去美国留学，又留下教了十年书，其问经常去几个名牌大学的图书馆，如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洛杉矶加州大学、波士顿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都有大量中文藏书和期刊，而《戏
剧艺术》都是那里唯一订阅的中文戏剧学术刊物，也是我跟踪国内戏剧研究动态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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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阐释戏剧》所收的文章，第一部分主要侧重对戏剧原理的阐释，第二部分是对当下话剧创作的
评说，属于话剧史论的范围，第三部分文章论述的比较宽泛，如果像编杂志一样要起一个栏目名称的
话，则可用“戏剧大视野”之类的说法概括。
这些论文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戏剧新观念的鼓吹，对戏剧现代品格的呼唤，对人文精神的弘扬。
　　顾仲彝、李健吾等老一辈学者论述戏剧冲突、戏剧性的文章，谈的是戏剧艺术的基本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从极度的文化专制主义下解放出来不久，本刊发表这样的论文，在戏剧理论
建设上起到了打破禁锢，启人思考的作用。
以西方现代美学理论来阐释戏剧现象，是建设戏剧理论的重要途径，这是本刊20世纪80年代所发表文
章的一个重要方面，胡妙胜先生有关戏剧符号学、顾晓鸣先生有关“母题”在戏剧中的地位等论文是
这方面的代表。
这个阶段中产生较大影响的当推陈恭敏先生的《当代戏剧观的新变化——答〈戏剧艺术〉记者问》一
文。
陈恭敏在这篇答记者问中，将正在发生的世界性的戏剧观的新变化概括为从诉诸感情向诉诸理性的转
化；从重情节向重情绪的转化；从规则的艺术向不规则艺术的转化；从外延分明的艺术向外延不太分
明的艺术转化等四个方面，认为对这种变化作深入的研究，以此指导戏剧实践，我们的戏剧事业才会
出现新的蓬勃生机，也才有进入世界戏剧前列的可能。
陈恭敏先生的归纳是否全面尽可讨论，但文章中表达出对戏剧理论发展的探索精神，对戏剧新生机的
强烈追求，则是肯定无疑的，也是十分宝贵的。
　　新时期以来，除了一些偏重于现实主义传统的话剧创作演出外，探索戏剧的尝试、小剧场运动的
兴起，以及国外现当代优秀作品的引进演出，使话剧舞台曾经十分繁荣。
《戏剧艺术》关注舞台，关注实践，不断刊登及时总结舞台实践经验，对创作中一些倾向性问题作深
入评说的高质量论文。
本书入选的文章中，有对前卫话剧的评论，有对小剧场戏剧的研究，也有对话剧文体嬗变的阐释。
新时期来一些优秀话剧作品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以人为本，高扬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启蒙精神。
与此相对应，在话剧理论的研究上，不少学者从现代启蒙精神、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对当代话剧作
认真分析。
董健先生的《论中国话剧的现代启蒙主义精神》、陈坚先生的《论新时期话剧的现代品格》等文章，
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董健对20世纪80年代的优秀话剧热情赞誉，认为“这十年是启蒙理性不断重建与修复，从而使真正的
戏剧精神得到高扬的十年。
戏剧的思想空间和艺术空间都得到了空前扩大。
那些优秀剧作都洋溢着中国人那种积极、开放、昂扬向上的精神。
只有这样，戏剧才会获得真正的现代性——表现出‘人’以精神自由为本的‘狂欢’，实现‘人’在
精神领域里的平等‘对话’。
”　　当然，戏剧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话剧除了触及人心，通过与观众展开精神对话而提升观众
外，也应该发挥它游戏娱乐的功用。
新时期以来的那些佳作，莫不兼备启蒙与娱乐这两种功能。
然而，这些年来，文化的消遣娱乐功能得以大大发扬，不少话剧也追随流行与时尚，跟在电视等大众
媒体后面制造没有深度、缺乏意义、只供观演双方娱乐的文化快餐。
有些戏剧理论研究者出于各种考虑，也有对这种现象叫好者。
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觉得高扬真正的戏剧精神，为中国话剧的现代启蒙主义精神呐喊是多么的必要。
因为我们坚持认为，话剧应该关注人生，应该提升中国人的精神，应该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为国家民
族的现代化开辟精神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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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惠柱，1969年下乡，1977年考上大学，1981年上海戏剧学院硕士，1990年纽约大学博士。
曾在北美四所大学教授世界戏剧及剧作、表演、人类表演学十年，任博士生导师和导演，1999年回国
。
现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副院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剧协戏剧院校亚太局主任，《戏剧艺术》主
编，纽约《戏剧评论》特约编辑，英国《戏剧及表演研究》顾问编委。
剧作有《中国梦》、《挂在墙上的老B》、《明日就要出山》、《神仙与好女人》、越剧《心比天高
》、京剧《王者俄狄》等，曾在中、美、日、新加坡、挪威等国演出。
近著有《第四堵墙——戏剧的结构与解构》、《谁的蝴蝶夫人：戏剧冲突与文明冲突》等；一百三十
余篇中英文论文发表于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新加坡等。
沈炜元，上海戏剧学院戏剧研究员、《戏剧艺术》副主编。
长期从事文艺理论、戏剧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撰写发表论文二十五万余字.出版专著《艺术：观念与创
作》，主编出版论文集《新世纪戏剧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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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谈“戏剧冲突” 顾仲彝根据关于戏剧基本特征的论争看来，大多数理论家都同意戏剧冲突是戏剧的特
征，只有贝克说感情和动作是戏剧的要素，但他也不否认冲突包括在大多数的剧本里，虽然不是全部
。
可是动作就包含着冲突的意义在内，没有矛盾冲突就不会有行动，动作是矛盾冲突的具体表现。
至于感情，那是文学艺术的共同要素，艺术作品必须用形象来感动人，不是用说教来说服人；所以艺
术作品必须有感染力，而要作品有感染力，那么作品里必须有充沛的感情。
戏剧比小说或诗歌要有更强烈的感情，更快更直接的感染力，那也是事实，但以感情作为戏剧艺术的
主要特性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至于梅特林克提倡所谓“静止的戏剧”，那是资产阶级没落流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标新立异的产物，
是不值得一驳的，甚至于在他自己比较出色的几部戏里也批驳了自己的谬论。
以上各家论点都各有长短，但都不够全面，有待我们加以补充和发展。
“戏剧冲突”这一理论在布轮退耳之前早已有之，不过布轮退耳把它特别强调出来，提高到“基本规
律”的高度来看它，那不能不归功于他。
在欧洲“戏剧”一词（希腊文dpama，拉丁文drama，英文同）原来的意义就是“动作”。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里一再强调在戏剧里动作的重要性。
他说：“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
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
”这里他说明戏剧唯一的表达形式是动作，不是叙述，因为动作才能唤起观众的悲悯和畏惧的感情，
如用叙述就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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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戏剧艺术》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学报，创刊于1978年。
三十年来，《戏剧艺术》从未随波逐流降低自己的学术品位，始终以刊登学院教师和国内外学者的学
术成果为己任，在中外戏剧史研究、戏剧美学研究、戏剧演出学研究等方面，发表了大量领先全国的
研究成果，为我国的戏剧学科建设作出卓越贡献。
在创刊三十年之际，我们回眸审视一百四十多期杂志、数千篇学术论文时，为长期积累而成的这一学
术库藏之丰富价值而惊喜不已。
为了将本刊三十年以来理论成果作一次集中展示，编辑部提议选编出版这套文集——“戏剧艺术三十
年丛书”。
这一想法得到学院领导的支持。
在具体选编过程中，编辑部同仁都十分认真，有时为了决定一篇论文的取舍，斟酌再三。
需要向在本刊发表过论文的专家学者扣招呼的是，由于受篇幅限制，不少优秀的文章未能入选，对此
，我们只能表示遗憾。
当然，由于时间尚嫌仓促，选编者水平有限，我们的选择也未必精当，如有不妥之处，希望大家谅解
。
正当我们为这套文集寻找出版社的过程中，上海百家出版社社长梅雪林先生热情伸出相助之手。
在学术著作出版发行低迷之际，梅先生的相助显得十分可贵，在此，我们向他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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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阐释戏剧:戏剧总论卷》为戏剧艺术三十年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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