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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报 !"#$

表导演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研究专题
１　 　 论行动分析法与形体动作方法 !"#

———克涅别尔、托夫斯托诺戈夫对行动分析法的不同解读

１８　 　行动分析法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遗产 $%&

３２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中的“瑜伽”元素 '()

外国戏剧研究·俄苏戏剧研究专题
４３　 　契诃夫的戏剧是喜剧吗？ *+,

———论契诃夫“复调戏剧”悲喜交融的美学特征

５４　 　哈尔姆斯荒诞戏剧的陌生化书写 -+.

６６　 　净化·未来·现代主义：马雅可夫斯基左翼戏剧的“革命”书写 /01

剧场性研究专题
７６　 　从“剧”到“场”：论戏剧审美逻辑演变的空间趋势 2+3

８７　 　观者转向与剧场性的生成：威尔玛·索特的戏剧事件论 4+5

９８　 　当代“剧场共同体”建构实践反思 678

现代戏曲研究
１１１　 　论清末民初新潮演剧中悲剧意识的生成 9:;+<=>

１２１　 　清末民国海派京剧赴汉口演出及其影响研究 '+?

１３４　 　欧阳予倩新编桂剧的文化诉求与艺术创新 @AB

中国话剧研究
１４８　 　《宋春舫论剧第一集》各篇发表情况考论 C+D

１６３　 　曹禺新笔名辨认及其译作《戏》演出考析 E+F+'GH

１７７　 　李健吾的话剧演剧实践与演剧思想 I+J

１８９　 　从仪式到象征：鸦片战争一百周年期间沦陷区的话剧演出 K+L

———以《江舟泣血记》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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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动分析法与形体动作方法
２０２４年第 ２期（总第 ２３８期）

　 　 编者按：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交 ７５周年，双方宣布举办 ２０２４—２０２５年中俄文化年。戏剧是两
国文化交流的重要领域，本期特组织两个栏目，分别推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研究和俄苏戏剧

研究的最新成果，敬请关注。

论行动分析法与形体动作方法
———克涅别尔、托夫斯托诺戈夫对行动

分析法的不同解读①

!"#

内容摘要：“行动分析法”和“形体动作方法”这两个术语虽然都包含“动作 ／行动”这一词根，

但二者在根源上是有所区别的。尽管“形体动作方法”曾经受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和许

多人的赞扬，但是，“行动分析法”比“形体动作方法”更容易被排戏的演员和其他参与者所理

解。克涅别尔异常敏锐和清晰地领悟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关于戏剧、角色分析，以及排练方

法的最后结论，完成了“行动分析法”的理论提炼和铸造工作，包括对心灵、身体的探索，以及

排练过程中对戏剧情节的演习。托夫斯托诺戈夫论述了“行动分析法”的实践结论总和：斯

坦尼体系的前后连贯性、防止“精神生活”与“身体生活”脱节、不间断的冲突、正确地找到事

件的链条、小品方法与即兴创造。此外，“行动分析法”和“形体动作方法”也是戏曲研究很好

的参照物。

关 键 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行动分析法　 形体动作方法　 小品方法　 即兴创造　

克涅别尔　 托夫斯托诺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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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分析法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演剧遗产

-./

内容摘要：“行动分析法”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晚年演剧探索的结晶，可谓集斯坦尼斯拉夫

斯基体系之大成。它出色地联系和整理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各个时期的重要发现，倡导演

员以“行动”为基石，以“事件”为核心，积极主动地通过“即兴小品”的形式深入分析剧本和

角色，最终实现“从自我出发，进入角色”的鲜活表演状态。此法和形体行动方法虽有细节差

异，但在精神实质上别无二致，其分歧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不同的继承者言说所致。中

国戏剧界有必要在接受此法的过程中重新认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关 键 词：行动分析法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克涅别尔　 形体行动方法　 导表演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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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中的
“瑜伽”元素

012

内容摘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与“瑜伽”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在苏联时期，编委专家

们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重要的专著中删去了大量有关“瑜伽”的内容，导致二者之间的关系

始终得不到戏剧理论界的重视。然而，自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这一问题被越来越多的戏剧

理论家关注与证实。其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中的肌肉放松、视像、注意力等训练方法

都受到了“瑜伽”的影响，尤其受到了哈他瑜伽、王瑜伽的影响，而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问题，

才是正确理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训练方法的关键所在。

关 键 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瑜伽　 肌肉放松　 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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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的戏剧是喜剧吗？
２０２４年第 ２期（总第 ２３８期）

契诃夫的戏剧是喜剧吗？
———论契诃夫“复调戏剧”悲喜交融的美学特征

34 5

内容摘要：尽管契诃夫本人曾声称《海鸥》《樱桃园》等剧作是喜剧，但学术界对此问题仍感

困惑。契诃夫本人的相关表述有着复杂的文化语境和心理动机，只有在充分理解这一文化

语境的前提下，才能准确把握契诃夫相关表述的准确含义。契诃夫的戏剧是一种新型的“复

调戏剧”，悲喜交融的美学意蕴是其复调性的重要表征之一。在契诃夫戏剧中，情节的悲剧

性走向与戏剧场面的喜剧性显现交融为一体，呈现出复杂的美学意蕴。一系列具有喜剧性

特征的辅助人物，构成了契诃夫“复调戏剧”悲喜相融的美学特征的另一个方面。

关 键 词：契诃夫　 喜剧　 复调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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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姆斯荒诞戏剧的陌生化书写

64 7

内容摘要：哈尔姆斯在 ２０世纪初创作的死亡母题戏剧中展现了超前的荒诞意识，其死亡思考杂
糅了对非理性现实和存在无意义的批判。哈尔姆斯在荒诞戏剧中诉诸陌生化手段革新了戏剧的

主题表达、对话语言、审美风格，打破了传统戏剧形式与内容的窠臼。他借助变形人物、怪诞舞台

形象、夸张音响效果和陌生化视角增强舞台的表现力。他以死亡荒诞性消解悲剧严肃性的形式隐

藏人文关怀。哈尔姆斯擅用无意义语颠覆惯常逻辑认知，延长观众对戏剧荒诞性的感受过程。为

催生观众的批判精神，他借助寓言化、元戏剧手法制造间离效果，开辟了俄罗斯荒诞戏剧的先河。

关 键 词：哈尔姆斯　 荒诞戏剧　 死亡　 陌生化　 间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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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未来·现代主义：
马雅可夫斯基左翼戏剧的“革命”书写

89:

内容摘要：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创作活跃于革命年代，理念大胆前卫，但并不能被定性为单

纯的“革命戏剧”或“先锋戏剧”。十月革命后的马雅可夫斯基戏剧并未完全断绝与现代主义

语境的联系，是俄罗斯现代派戏剧在社会运动背景下的延续。马雅可夫斯基的左翼戏剧创

作基于诗人对“革命”的个人化理解，表现为剧作的“净化”主题及对“未来”宏大图景的描

绘，两者汇聚成为融合启示文学和马戏元素的马雅可夫斯基式现代主义戏剧语言。

关 键 词：马雅可夫斯基　 未来主义　 左翼戏剧　 先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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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剧”到“场”： 论戏剧审美
逻辑演变的空间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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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戏剧”与“剧场”术语之争，不仅涉及历史范畴上的戏剧的形式危机，还隐含了戏

剧审美逻辑的转向问题。传统演剧体系与现代戏剧潮流的衰落，虽然是后戏剧剧场发展的

重要背景，却不足以使戏剧从旧有体系走向一个几乎迥异的方向。反映式或教化式的戏剧

审美体系的衰退，是戏剧继续进行形式革新的重要原因，而电视为观众提供的“本体性安全”

模式则促使戏剧开始探索新的审美逻辑。于是，空间作为一种新的创作与批评范式登场，成

为产生戏剧体验与建构戏剧共同体的重要方式。同时，戏剧现象日益复杂的当下需要一种

更具包容性的视野，因此，戏剧的审美逻辑走向空间也是必然的趋势。

关 键 词：从“剧”到“场”　 戏剧危机　 戏剧审美逻辑　 空间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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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者转向与剧场性的生成： 威尔玛·索特的戏剧事件论
２０２４年第 ２期（总第 ２３８期）

观者转向与剧场性的生成：
威尔玛·索特的戏剧事件论

=4 >

内容摘要：瑞典当代戏剧学者威尔玛·索特在学界首次提出，戏剧是一场观演双方的互

动交际事件。这一全新的戏剧观念聚焦观演者，强调观者对表演的反馈及其对剧场性

生成的促发作用，剧场性因而成为戏剧事件的核心内涵。在表演者动作的刺激下，观演

者在情感和认知系统作出回应并分别表现于感官、艺术和象征交流层面；双方交互往复

形成剧场内部交流循环，共同参与演出呈现，构成剧场性生成的内在机制。剧场所在社会

场域如惯例、观念等背景塑造观演双方，决定交流层次被激活的方式，这构成剧场性的外部

生成。索特的戏剧事件论宣告戏剧学研究的观者转向，主动扩容戏剧的内涵与外延，是对

戏剧艺术合法性的捍卫和巩固，进而呼唤学界去展开数字媒介时代的剧场生态审美和

阐释。

关 键 词：戏剧事件　 观者转向　 剧场性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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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剧场共同体”建构实践反思

?@A

内容摘要：学界普遍以“剧场”概念来阐释主体间性与共同体问题，但由艺术家（文本创作者

与表演者）、观众与剧场组成的“剧场共同体”尚未在剧场领域实现。从观众（读者）角度的

接受美学维度看，剧场中各主体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被忽略。从艺术家（剧作家与表演者）角

度的身体和意向性维度看，剧场的实质性未能得到足够支撑。而从“共在 ／共—显”期待之

下的剧场实践维度看，当代剧场实践对对话情境的构建还不够完善彻底。面对当代剧场无

法与观众实质性发生对话、尚未构建出和谐共生的“剧场共同体”的现状，创作者应正视剧

场艺术乃至社会现实层面变革的复杂性和必然性，进一步提升对话的可讨论性，增强情感

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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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末民初新潮演剧中悲剧意识的生成
２０２４年第 ２期（总第 ２３８期）

论清末民初新潮演剧中
悲剧意识的生成

BCD4 EFG

内容摘要：在近代尚力思潮与西方悲剧思想的共同作用下，清末民初的新潮演剧积极编演时

事，上演了大量的志士剧。这些作品以触目惊心的死亡召唤悲剧情怀，建构出一条肉身承

道———无论所承之道是革命思想还是社会批判———的路径。新潮演剧中的悲剧意识，上承

自近代传奇杂剧中的文天祥投海明志，后启北大周瑞琦投水“以作诸君之气”的学生运动，更

是与鲁迅提倡的摩罗诗人“自啮其身，终以陨巅”形成对话。此期新潮演剧在作用于社会的

同时，也促发了惨剧向悲剧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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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海派京剧赴汉口演出及其影响研究
２０２４年第 ２期（总第 ２３８期）

清末民国海派京剧赴汉口
演出及其影响研究

04 H

内容摘要：清末民初“客戏”京剧在汉口剧坛站稳脚跟，这既与上海的连台本戏、时装新戏在

汉口强势输入有关，也与髦儿戏女伶的登台亮相密不可分。汪笑侬、吕月樵、夏月润、夏月

珊、周信芳等名角以及众多坤伶的演出，不仅奠定了京剧在汉口剧坛的重要地位，而且从演

出形态、市场格局、审美趣味等方面促使汉口剧坛发生了新变。

关 键 词：清末民国　 海派京剧　 汉口演出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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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予倩新编桂剧的文化
诉求与艺术创新

IJK

内容摘要：抗战期间，欧阳予倩对桂剧进行了全面改革，承担了知识分子在社会重建中的历

史责任。首先，他在剧中重构民族国家观念，以突显人民主权的政治理念。其次，他重塑女

性形象，为妇女赋予抗战的主体意识。第三，他建构了公私同构的关系，以达到个人和国家

利益的统一。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新编桂剧成为应对时代挑战的重要文化工具。在打造

文化工具的同时，欧阳予倩的剧本创作也在积极探索艺术形式的创新：重新设计唱白配比，

形成了白多唱少的局面；引入了合唱和轮唱等表现手法；广泛运用丑角。全新的内容与形式

的相互激发，为桂剧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动力。

关 键 词：欧阳予倩　 新编桂剧　 文化诉求　 艺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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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



《宋春舫论剧第一集》
各篇发表情况考论

L4 M

内容摘要：作为戏剧家的契诃夫传入中国的时间是 １９０９年而非当今普遍认为的 １９１６ 年，研

究者只依据《宋春舫论剧第一集》而未查证宋春舫文章的原始发表版本是造成错误的原因之

一。考察《宋春舫论剧第一集》中 １８ 篇文章的发表情况，可以发掘原始文献中的历史信息，

还原宋春舫写作的历史语境。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戏剧改良平议》，该文收入《宋春舫论剧第

一集》时被删去的两段文字，为体察五四新旧剧论争中宋春舫所持的观点及其影响、所处的

位置及其原因，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线索。宋春舫不属于五四新旧剧论争双方中的任何一方，

但双方都从他那里争取到了于己方有利的支持。

关 键 词：宋春舫论剧　 戏剧改良平议　 新旧剧论争　 原始文献　 契诃夫中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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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Ｓｏｎｇ Ｃｈｕｎｆａｎｇ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Ｎｏｔａｂｌｙ，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Ｒｅｆｏｒｍ”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ｗｏ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ｓ

ｗｅｒｅ ｏｍｉｔ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ｈｅｎ ｉｔ ｗａｓ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ｎｇ Ｃｈｕｎｆａｎｇｓ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Ｔｈｅｓｅ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ｆｅｒ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Ｓｏｎｇ Ｃｈｕｎｆａｎｇｓ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ｖｓ． ｏｌｄ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ｙ ４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Ｓｏｎｇ Ｃｈｕｎｆａｎｇ ｗａｓ ｎｏｔ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ｉｔｈｅｒ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 ｔｏ ｕｓｅ ｈｉ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ｂｏｌｓｔ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ｏｎｇ Ｃｈｕｎｆａｎｇｓ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ａｔ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 ｎｅｗ ｖｓ． ｏｌｄ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ｔｈｅ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ｅｋｈｏｖ ｉｎ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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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新笔名辨认及其译作
《戏》演出考析

N4 O4 0PQ

内容摘要：“全集不全”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文献研究热中的学界共识。散佚的曹禺作品、

笔名等线索信息仍潜藏在曹禺年谱、词典、索引之中，有待发掘辨别。对《文学季刊》中剧本

《戏》的舞台演出史料文献进行充分考察，可以证实《戏》的译者“林菲”实为曹禺新笔名，

《戏》实为曹禺译作。进一步结合文本分析《戏》的演出意义，探究《戏》销声匿迹的原因，则

可还原历史真相。考析曹禺新笔名及其演出活动，为曹禺研究提供新的史料和视角，研究曹

禺从译作到原创的倾斜，有助于深化理解与认知中国话剧的现代化与民族化进程。

关 键 词：曹禺　 林菲　 新笔名　 戏　 舞台演出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４）０２ ０１６３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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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ｆｒｅｓｈ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ａｏ Ｙｕｓ ｃａｒｅｅｒ．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ｈｉｓ ｓｈｉｆｔ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 ｃａｎ ｄｅｅｐｅｎ 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ａ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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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吾的话剧演剧实践与演剧思想

R4 S

内容摘要：学术界重视研究李健吾的戏剧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及翻译等问题，但明显忽

视对于他的话剧演剧实践和演剧思想的系统考察。李健吾有着丰富的演剧实践；他的以人

性呈现为基点的诗化写实演剧观，在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剧坛独具一格；他对话剧表演艺
术特别是台词和形体动作训练的论述细致深入，带有很强的实践性；他对剧作家、导演和演

员在戏剧艺术创造中的作用与地位的看法，以及对上海沦陷时期话剧演剧商业性的辩护和

思考等，都有其独特之处。李健吾的演剧思想丰富了中国话剧演剧理论，具有不应忽视的研

究价值和实际意义。

关 键 词：李健吾　 话剧演剧实践　 演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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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ｎｏｔｉｃｅａｂｌｙ ｏｖｅｒｌｏｏｋｅｄ． Ｌｉ Ｊｉａｎｗｕ ｈａｓ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ｃｔ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ｈｉｓ ｐｏｅ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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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仪式到象征： 鸦片战争一百周年期间沦陷区的话剧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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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仪式到象征： 鸦片战争一百周年
期间沦陷区的话剧演出
———以《江舟泣血记》为中心

T4 U

摘 要：苏联名剧《怒吼吧！中国》在抗战时期曾被改编为《江舟泣血记》，从反帝爱国剧

畸变为策应日本侵略的反英美剧，背后与日伪操办的鸦片战争百周年纪念活动有着密切的

关系。在这场纪念活动中，日本试图通过将戏剧演出打造为“通过仪式”，来诱导中国民众改

变对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侵略行径的认知，为鼓吹所谓“东亚新秩序”铺路。而汪伪限于财政

窘境与舆情裹挟，与日本在鸦片问题上滋生嫌隙，故对剧作进行二次改编阻碍了仪式效果的

实现。与二者相对，沦陷区演剧界与民众则自发避开公共题材，转而在私生活的主题中建立

起身体象征的符号序列，并以之为符号武器构筑起抵制鸦片、反抗侵略的“潜隐政治”。

关 键 词：鸦片战争　 百年纪念　 江舟泣血记　 仪式　 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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