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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百余年的“立主脑”阐述主要围绕“主题说”和“关目说”展开。前者为李渔的譬喻

言说方式遮蔽，忽略了“传奇亦然”暗中引发的文体移位问题，误以为“作者立言之本意”为传

奇戏曲之“主脑”。后者立足于“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但在“一人一事”解析方面意

见不一，由此形成的“关键说”“枢纽说”“转捩说”有待进一步思考和论证。戏曲“主脑”更应

该被理解为一组关目链中位居链条首端且具衍生性能的关目，这种颇为特殊的位次及作用，

当为其冠名“‘主’脑”的原因所在。相较于研究者指出的主脑源自哲学典籍中的“主脑”概

念和由戏曲领域中的“头脑”转化而来的两种观点，刊刻于顺治十六年的丁耀亢《蚺蛇胆》

“弁言”中的“主脑”，更有资格成为李渔“立主脑”的术语源头。万历年间《李卓吾先生批评

古本荆钗记》卷首的《荆钗记总评》，详细阐释戏曲关目衍生理念，可以视为“立主脑”的理论

源泉之一。

关 键 词：李渔　 立主脑　 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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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Ｇｕａｎｍｕ”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ｏｒｎ Ｈａｉｒｐｉｎ”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ｒ． Ｌｉ Ｚｈｕｏｗｕ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ｏｒｎ Ｈａｉｒｐ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ｉｇｎ ｏｆ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Ｗａｎｌｉ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ｍｉｎ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ｉ Ｙｕ；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ｍｉｎｄ；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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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禅论文： 金批《西厢》理论建构的独特路径
２０２４年第 ３期（总第 ２３９期）

以禅论文： 金批《西厢》理论
建构的独特路径

-■.

内容摘要：虽然金批《西厢》受古文、时文评点的影响重视文法，但是它也在“法”之上建构了

一个作为“天地妙文”“公共之宝”的“文”。“文”是文心文情的产物，合“法”却让人忘却

“法”的存在。金圣叹对“文”“法”的认识与禅宗绕路说禅相通。为了由“法”入“文”，金圣

叹受禅宗“当下即是”“直指人心”的启发，要求作文时以人之情理为依据只关注行文的当下，

这种局部的、当下的完整性反而能够融合成有机的整体的艺术结构。金圣叹对《西厢》的改

动以此为据，从而在评点中打破了阅读、创作、批评之间的壁垒，并揭示出三者共同的审美体

验即“快活”。金圣叹“文”—“法”—“人”之间的建构，提高了小说戏曲的地位，并与清末民

国形成了一种遥远的相似性。

关 键 词：西厢记　 金圣叹　 以禅论文　 无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４）０３ ００１３ １３

Ｔｉｔｌｅ：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ｎ Ｓｈｅｎｇｔａｎｓ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ｈ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ＪＩＡＮＧ Ｂｉａｏｒ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Ｊｉｎ Ｓｈｅｎｇｔａｎｓ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ｗ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ｔｈｕｓ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Ｊ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ｒｅａｌｍ ａｂｏｖｅ ｍｅｒｅ “ｒｕｌｅ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ｉｔ ａｓ ａ “ｍａｒｖｅｌｏｕｓ 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ａｎｄ ａ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ｈｉ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ｒｅａｌｍ ｉｓ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ｔｈｏｕｇｈ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ｏ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ｒｕｌｅｓ，ｍａｋｅｓ ｏｎｅ ｆｏｒｇｅｔ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ｕｌｅｓ． Ｊｉｎ Ｓｈｅｎｇｔａｎ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ｒｕｌｅｓ”ｒｅｓｏｎ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Ｃｈａｎ． Ｔｏ ｓｈｉｆｔ ｆｒｏｍ“ｒｕｌｅｓ”ｔｏ“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ｉｎ Ｓｈｅｎｇｔａｎ，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ｂｙ Ｃｈａｎ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ｏｍｅｎｔ”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ｃ，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ｍｏ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ｃａｎ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ｉｎｔｏ 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ｗｈｏｌ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Ｊｉｎ Ｓｈｅｎｇｔａｎｓ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ｗｅ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ｔｈｕｓ 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Ｊｉｎ Ｓｈｅｎｇｔａｎ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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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ｕｌｅｓ”— “ｈｕｍａｎ”ｅｌｅｖ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ａｎｄ ｄｒａｍａ，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ｄｉｓｔａｎｔ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ｅｒ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Ｊｉｎ Ｓｈｅｎｇｔａｎ； Ｃｈａｎ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ｎｏｔｈ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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伎艺表演的离合与中国古代戏曲
脚色格局的变异

/01

内容摘要：伎艺表演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在演艺综合化的大趋势中，各类伎艺表演都被纳

入中国古典戏曲表演的范畴，于宋元之际产生了全本戏。全本戏根据角色在剧中的主次地

位为其派定脚色类型，形成了由主要脚色、次要脚色和过场脚色所构成的三层脚色体系。明

清之际，演艺综合化的趋势出现了异变，伎艺表演在戏曲表演中的独立性有所增强。这些不

一定以塑造角色为核心、也不完全为剧情服务的伎艺表演，成为那一阶段中国古典戏曲表演

的主体内容之一。伎艺表演的分离，使得全本戏逐渐解体，折子戏逐渐兴盛。随着折子戏的

兴盛，各脚色的地位又发生了进一步的改变，部分脚色赢得了新的优势地位，重新构建了清

代以后中国戏曲脚色的新格局。

关 键 词：伎艺表演　 离合　 戏曲　 脚色格局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４）０３ ００２６ ０９

Ｔｉｔｌｅ：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ｉｑｕ 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ｒｔｓ

Ａｕｔｈｏｒ：ＦＡＮ Ｄｅｙ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ｓ ｈａｓ ａ ｌ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ｒ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ｉｑ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ｇｉｖｉｎｇ ｒｉｓｅ ｔｏ ａ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Ｘｉｑｕ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Ｐｌａｙ”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Ｐｌａｙ”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ｙ，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ｔｈｒｅｅｔｉｅｒ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ｒ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Ｘｉｑ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ｒｔｓ，ｗｈｉｃｈ ｄｉｄ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ｒ ｓｏｌｅｌｙ 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ｐｌｏｔ，ｂｅｃａｍ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ｉｑ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ｒｔ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Ｐｌａ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ｏｎｅａｃｔ

ｐｌａ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ｏｆ “ｏｎｅａｃｔ ｐｌａｙ”，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ｇａｉｎｉｎｇ ｎｅｗ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ｔｈｕｓ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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伎艺表演的离合与中国古代戏曲脚色格局的变异
２０２４年第 ３期（总第 ２３９期）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ｉｑｕ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ｒｔｓ，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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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昆曲伴奏问题刍议
２０２４年第 ３期（总第 ２３９期）

明清昆曲伴奏问题刍议

23■

内容摘要：“合曲必用箫管”是魏良辅改良昆曲时订下的规则并延续至今。具体伴奏方法是

器乐与人声同音并行，乐队的编制较为自由，可繁可简。箫管合曲在教学引声、偕律定调方

面极有优势，但也会导致拖扯唱者、反客为主的现象出现。因此明清两代或有提倡辄戒箫

管、唱者勿被乐队辖制的言论。作为曲唱之伴奏，箫管宜把握主行客随之原则，在音量、演奏

细节上贴应唱者，方得度曲之妙。

关 键 词：昆曲　 合曲必用箫管　 曲唱　 伴奏　 文主乐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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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渗、变奏与归复
———戏剧教育概念的流变及当代回响

456

内容摘要：２１世纪以来，戏剧教育再度受到广泛关注，相关概念的界定问题随即成为学界讨
论的焦点。戏剧专业教育作为讨论的争议点呈现出一种当下性。若将文献考察的范围延伸

至民国时期，戏剧教育则具备更加广阔的言说空间，其所指涉的“以戏剧教”的观念亦赓续至

今。戏剧教育概念的历史言说和流变路径反映出当代戏剧教育概念之争的“策略性”表达、

跨领域与跨学科诉求，并且，在“情动”视域中显现出一种一以贯之的“寓教育于感情”的戏剧

美育逻辑。

关 键 词：跨学科　 戏剧教育　 教育戏剧　 情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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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性戏剧模式的
比较研究及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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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教育性戏剧是以教育而非舞台呈现为目的、主要服务于儿童和青少年的一种应用

戏剧，主要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教育戏剧，第二种是教育剧场。教育戏剧多由教师引导，在

课堂开展，它的关键是引导者要具备营造情境、设计流程、调控节奏、启发引导的综合能力。

教育剧场多由演员带领，在剧场进行，具有专业性、剧场性、参与性和教育性的特征。英国、

挪威等国家的教育戏剧理论和实践案例，以及英国大伯明翰剧团和上海戏剧学院师生所开

展的教育剧场及实践案例，渊源相连，但又各具特色。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国内同

行深入理解这两种模式的特征、过程和方法。这些宝贵的国内外经验，无疑将推动我国教育

界方兴未艾的各种教育性戏剧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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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的舞台呈现与实际影响
———一个剧场文化学的研究计划

29:;<=>

内容摘要：近一百五十年来，越来越多戏剧家想通过戏剧唤醒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易卜

生、萧伯纳、布莱希特和伯奥都用不同的方式引发了观众的思考和讨论，但较少有人关注他

们戏剧的实际受众情况，这是剧场文化学要探究的。现代中国戏剧主要是学易卜生式的话

剧，忽视了也能反映社会问题的音乐剧。比起现实主义话剧，音乐剧往往更具理想主义，和

中国戏曲更接近。音乐剧剧场更大，演出更多，总体观众和社会影响都大得多。我们应从更

实际的调查研究入手，以期更全面地借鉴关注社会问题的戏剧类型。

关 键 词：问题剧　 社会影响　 剧场文化学　 音乐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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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场院剧的文化政治特质探析
２０２４年第 ３期（总第 ２３９期）

韩国场院剧的文化政治特质探析

?@A

内容摘要：在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继承韩国传统民俗演戏的形式和精神、与现实事件紧密关
联的场院剧不啻为韩国民众表达政治诉求的戏剧武器。但在多学科理论交叉的视阈下，场

院剧被视作特定群体与威权对抗而产生的话语，其传达的并非是民众的声音，这消解了场院

剧的真实性。此表述如同“建构与解构”的逻辑游戏，难免将场院剧拘囿为政治论争的脚注。

而若将视点集中在场院剧本体，“戏剧”和“话语”并不互斥，这意味着场院剧提供的是来自韩

国的戏剧样式和美学思考，并指向了在当下确立自我文化身份的实用性话语策略。

关 键 词：韩国场院剧　 韩国戏剧　 政治戏剧　 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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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戏剧奖助机制与生态
———以洪深、赵清阁的多封新见书信等档案文献为线索

!B"

内容摘要：新发现的洪深、赵清阁在抗战期间与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国民政府教育部的

往来书信等档案材料，呈现了战时戏剧奖助机制的生态面貌。戏剧及其演出带来的巨大宣

传和教育价值使得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对此种文艺体裁进行了专门性的奖励救助投入，包

括相关的奖助机制、活动、机构和资金。这使得大量戏剧从业人士尤其是剧作家们受益其

中。但是一方面，这些政府主导的戏剧奖助体系治标不治本，并不能改变剧作家们因为战争

及其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的贫病交加的生存和创作环境；另一方面，不同剧作家们由个

性、习惯所形成的不同受助心理也直接影响了其各自的受奖受助生态乃至命运，洪深和赵清

阁正是其中的两个典型个案。

关 键 词：抗战戏剧奖助　 作家救济　 洪深　 赵清阁　 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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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ｐｌａｙｗｒｉｇｈ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ｏｎ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ｅ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ｒｅｌｉｅｆ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ｃａｕｓｅｓ，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ｌａｙｗｒｉｇｈｔ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ｒａｕｇｈｔ ｗｉｔｈ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ｉｌｌｎｅｓｓ，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ａｒ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ｅ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ｆａｔ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ｌａｙｗｒｉｇｈｔ． Ｈｏｎｇ Ｓｈ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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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戏剧奖助机制与生态
２０２４年第 ３期（总第 ２３９期）

ａｎｄ Ｚｈａｏ Ｑｉｎｇｇｅ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ｅｍ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ｒａｍａ ａｗ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ｒｉｔｅｒ ｒｅｌｉｅｆ；Ｈｏｎｇ Ｓｈｅｎ；Ｚｈａｏ Ｑｉｎｇｇｅ；ａｒｃｈ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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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合法化新局面下本土大型剧的历史困境
２０２４年第 ３期（总第 ２３９期）

论合法化新局面下本土
大型剧的历史困境

———以《雷雨》和《这不过是春天》为中心

C;D

内容摘要：话剧合法性包括社会层面的合法性与政治层面的合法性，二者既有重合也有错

位。如何在两个层面的合法性中取得微妙的平衡，是中国现代话剧必须解决的问题。《雷

雨》《这不过是春天》两部剧在 １９３５年的演出，各自遭遇了一定的困境，前者大受观众欢迎却
屡遭禁演，后者政治正确却为观众所冷落。两部剧截然不同的遭遇，客观上反映了本土大型

剧在面对两个不同层面合法性时的历史困境。这也是一定历史阶段内中国现代民族戏剧建

设所面临的难题。

关 键 词：合法性　 曹禺　 李健吾　 雷雨　 这不过是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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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断裂·重构
———延安时期话剧的价值嬗变

EFG

内容摘要：回顾延安话剧（１９３５—１９４９）的发展历程，知识分子将话剧从“城市空间”移植到
“乡土空间”这一新的政治文化场域，话剧的价值系统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布为界，经历了“延展”“断裂”“重构”的三重自我嬗变。戏剧在形式

与内容层面的转变是内部价值系统外化的体现，深入研究在“延安戏剧”集合概念下“延安话

剧”的内部运作，把握话剧及其主要创作群体（即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本体特征，才能认识

到话剧在引入之初被知识界认为有别于以往剧种的“新的质素”与诗学品格。

关 键 词：话剧　 讲话　 延安文艺　 延安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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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ｄｒａｍａ 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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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ｇｒａｓ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ｕａｊｕ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ａｉｎ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Ｙａｎ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ｇｒｏｕｐ，ａｒ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ｈｏｗ Ｈｕａｊｕ，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ｓ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ｐｏｅ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ｆｒｏｍ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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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斯坦尼时代”身心合一表演训练探析
２０２４年第 ３期（总第 ２３９期）

“后斯坦尼时代”身心合一
表演训练探析

H;I

内容摘要：２０世纪上半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揭示了表演创作所依循的重要规律———“有机
天性”，以此建立了斯坦尼体系。进入 ２１世纪的“后斯坦尼时代”，以“身心合一”为原则的表
演训练，丰富和发展了斯坦尼体系与表演学科。“身心合一”的理念是斯坦尼体系“有机天

性”学说具象化、科学化的延续，是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形体动作方法”的呼应与发展。它

符合人的天性规律，是发展表演学科和培养表演人才的高效手段，应该不断被完善，以应用

于表演教学中。

关 键 词：后斯坦尼时代　 身心合一　 表演训练　 现当代西方表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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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ｖｓｋｉ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ｖｓｋ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ｉｔ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ａ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ｅａｎ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ｔａｌ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ｏｓｔ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ｖｓｋｉ ｅｒａ；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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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前表意性训练：
在边界消失的深处跨越

JKL

内容摘要：“跨文化表演”的魅力在于“跨”，“跨文化表演训练”的难点也在于“跨”。所

谓“跨界”，要有“界”才可“跨”。“边界”的存在，才使“跨”有必要和有价值。文化越成

熟，其边界越分明，跨越也就愈艰难。而回到文化的“干细胞”层面，因边界消失，跨越将

变得容易。借鉴戏剧人类学“前表意性训练”，回到“分化”之前没有“边界”的“原初”，

进入文化“干细胞”层次，可以找到跨文化表演训练的路径，在边界消失地带实现文化屏

障的跨越。

关 键 词：跨文化表演　 跨文化表演训练　 前表意性　 戏剧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４）０３ ０１５４ １２

Ｔｉｔｌｅ：Ｐｒ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ｉｔｙ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ｒｏ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ｓ ｏｆ Ｖａｎｉｓｈｉｎｇ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Ａｕｔｈｏｒ：ＬＩＮ Ｑｉｎｇｈ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ａｌｌ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ｌｉｅｓ ｉｎ ｉｔｓ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ｙｅｔ ｉｔ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ｉ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ｖｅｒｙ ａｃｔ． Ｔｏ ｔｒｕｌｙ “ｃｒｏｓ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ｃｈ “ｂｏｒｄｅｒｓ”ｉｍｂｕ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ｔ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ｗｉｔｈ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ｍａｔｕｒｅ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 ｃｌｅａｒｅｒ ｉｔ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ｔｈｕ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ｗｈｅｒ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ｂｌｕｒ，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ｓ ｅａｓｉｅｒ ｔｒａｖｅｒｓａｌ．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ｉｔｙ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ａ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ｉｏｒ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ｏ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ｍ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ｏｎｅ ｃａｎ ｆｉｎｄ ａ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ｉｎ ｚｏｎ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ｖａｎｉｓ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ｒ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ｉｔｙ；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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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戏曲程式思维与当代戏剧
角色的个性化表达

MNO

内容摘要：阿甲先生曾提出“程式思维”之概念，以此为戏曲创造角色的特定思维方式。后

继学者与艺术家对这一概念的范畴和意义的阐发，已拓展了阿甲先生的原意。在话剧影视

表演领域，此概念强调了通过外部技术带动心理表现的思想方法，以及写意地化戏曲于话剧

影视表演中的表现思维，当代戏剧表演对戏曲借鉴之精髓便在于此。经无数梨园弟子的探

索与锤炼，戏曲程式不仅是某种风格性的动作，更是一种创造角色的思维方式———在程式中

建立角色的表演底色并发展，在行动、空间营造、缘物寄情中体现民族审美，不见程式而程式

已在其中。在这种程式思维下，当代话剧影视表演不仅可以借用戏曲元素来丰富其自身，更

可以从戏曲中获取能量之源。

关 键 词：程式思维　 话剧影视表演　 角色　 当代　 个性化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４）０３ ０１６６ １２

Ｔｉｔｌｅ：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Ｘｉｑ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ｓ

Ａｕｔｈｏｒ：ＬＩＵ Ｈｕｉｍ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ｒ． Ａ Ｊｉａ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ｉｎｄｓｅｔ ｆｏｒ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ｉｎ Ｘｉｑｕ．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ｓｔｓ ｈａｖｅ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ｕｐｏｎ Ｍｒ． Ａ Ｊｉａｓ ｎｏｔｉｏｎ，

ｅｎｒｉｃｈｉｎｇ ｉｔｓ 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ｍ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ｎｄ ｆｉｌ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ｔｏ ｄｒ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Ｘｉｑｕ ｉｎｔｏ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ｎｄ ｆｉｌ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ｉｅｓ ｉｎ ｉｔ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ｄｒａｗ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Ｘｉｑｕ．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ｏｆ Ｘｉｑｕ ｈａｓ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ｍｅｒｅ 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ｈｅｍ，ｗｈｉｌｅ ａｌｓ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ｃｔｉ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ｍａｙ ｒｅｍａｉｎ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ｉｔｓ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ｐｅｒｍｅ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ｎｄ ｆｉｌ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ｂｙ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Ｘｉｑｕ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ａｐ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Ｘｉｑ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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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戏曲程式思维与当代戏剧角色的个性化表达
２０２４年第 ３期（总第 ２３９期）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ｎｄ ｆｉｌ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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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俊扮妆容考

E;P;;J;Q

内容摘要：中国戏曲俊扮从古至今的发展与演变历程背后有着相应的审美动因与技术路径。

俊扮的功能主要是为了美化角色，进而通过“变形取神”来塑造人物。因此，其早期是通过敷

粉、施朱、描黛和贴画面花来进行美化妆扮。随着戏曲的逐渐成熟，又出现了通过“梳水头”、

贴片子和面部牵引术的方法来重塑脸型；通过勒头吊眉眼来增强人物精气神；通过戴假髯来

塑造生脚人物等技术方式。这些技术方式使得戏曲人物造型在舞台上不仅“打远”，而且美

观，并实现了塑造人物的需要，最终形成戏曲舞台俊扮的审美程式。

关 键 词：戏曲　 俊扮　 容妆　 旦脚　 生脚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 （２０２４）０３ ０１７８ １３

Ｔｉｔｌｅ：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Ｍａｋｅｕｐ ｉｎ Ｘｉｑｕ
Ａｕｔｈｏｒｓ：ＬＩ Ｙａ，ＬＩＮ Ｊｉ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ｑｕ “Ｊｕｎｂａｎ”（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ｍａｋｅｕｐ）ｆｒｏｍ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ｎｂａｎ” ｉｓ ｔｏ ｅｍｂｅｌｌｉｓ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ａｎｄ，ｉｎ ｔｕｒｎ，ｓｈａｐ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ｂｙ ａｌｔｅｒｉｎｇ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ｔｏ ｒａｉｓｅ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ｍａｋｅｕｐ ｗ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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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音”考释
———兼论中国古代乐器中的舞台美术

RST

内容摘要：在中国古代礼乐中，歌、舞、音、声、乐内涵不同。“歌”是咏唱之言；“舞”是跳

耍之姿；“音”是节奏之声；“声”是振动之响；“乐”是歌、舞、音、声的综合。“五声八

音”谓之音乐，金、石、土、革、丝、竹、匏、木总称“八音”，亦可代指乐器。据中日朝六

种图书记载，“八音”在造型、设色、图纹、装饰、工艺美化等方面已关注了视觉元素和

观演需求，具有了舞台美术的特征。换言之，中国古代乐器中蕴涵着舞台美术元素，

具有“构造演出空间”“提供表演支点”“装饰美化舞台”“营造场景景观”的舞台美术

功能。

关 键 词：八音　 礼乐　 中国古乐器　 舞台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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