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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小剧场三十年（1982-201》

内容概要

本书将“小剧场”置于中国当代社会三十年变迁的大视角，从一个最具体的领域出发，以小剧场戏剧
在当代三十年的演变为个案，折射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历程。本书由两个显著特点：仪式以参与式的
田野调研为基础，将社会学方法融入文艺研究之中；二是以文化研究为理论基础，既将文化研究理论
落实到具体的戏剧领域中，也加强了戏剧史研究的理论性。
本书打破了以往戏剧史研究的封闭视角，是一本以扎实的田野调查、文化研究的理论背景以及对于戏
剧史的新解读方式综合而成的文艺社会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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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陶庆梅：1974年生，200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2000年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工作，从事当代戏剧评论与戏剧研究，陆续在《光明日报》《文艺报》《北京日报》《文艺研究》
《读书》《艺术评论》《三联生活周刊》等报刊发表了评论文章约20万字。著有《刹那间——赖声川
的剧场艺术》（第一作者，台湾中国时报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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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小剧场三十年（1982-201》

精彩短评

1、哦，好贵
2、料比较足，观点也切实而朴实，连草台班、下河迷仓都有。
3、好书，贵得有理。梳理了中国小剧场的历史，并加以分析。让人读完之后对田野调查跃跃欲试哈
哈哈
4、戏剧的历史在剧场，作者以田野调查为主文化研究为辅的方式完成了一本小剧场三十年史论。当
代中国小剧场的发展脉络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几部标志性的作品和标志性的事件自然而然的划分出几
个历史阶段，书中最闪光的观点散见于对这些作品与事件的评述。如牟森《与艾滋有关》将“农民工
”带上戏剧舞台，“自由需求”完全遮蔽了在当时更为迫切的“平等需求”。这三十年说长不长说短
不短的历史中最吸引我的人物无疑是牟森，他好像“荷戟独彷徨”的斗士，但我不相信他是唯一的堂
吉诃德，肯定还有另外一些人在做着同样的努力，然而成王败寇，他们的名字就消散在历史的深处。
如有机会，我想听他们讲一讲自己的故事。
5、借鉴，学习。几乎同步的时段，甚至其中的图片、场景，亦在我的记忆收藏中。
6、1，作者讲到日韩戏剧跟1960年代的社会运动密不可分，能够生产出自己的价值，也因此有其生存
发展的土壤，而我国戏剧则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价值观；2，类似戏逍堂那种严格控制成本的运营
方式，我不认为这种模式可以复制到别的剧场，也不赞同一些投资者出于艺术追求对市场回报不抱太
大希望的态度。雄厚的资本是剧作成功的重要原因，也要考虑如何盈利。不管怎么样，总结戏剧甚至
传统戏剧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当代戏剧的生存环境，以及培养新
的受众。当然，体制也是影响戏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7、论述时间跨度为1982-2012，资料新鲜。
8、可做中国当代小剧场的研究参考书用，将小剧场与中国社会发展变革联系在一起，既有社会学属
性，又有专业研究。
9、人类学田野之下的文化研究，可以廓清小剧场的概念，了解小剧场的历史
10、观点非常新颖
11、后记提到“戏剧研究对于‘在场’几乎有着苛刻的要求”，所以整本书基本只有田野调查了⋯⋯
但还是很有参考价值⋯⋯
12、半天扫完，看不到我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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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小剧场三十年（1982-201》

精彩书评

1、这本书写成不易，作者花费了大量精力，又是半路出家研究戏剧，根基较为薄弱，补课又是耗精
力之事。标题是《当代小剧场三十年》，作为一本戏剧史著作，尚可，但是也可以说，毫无新意。主
要吐槽第一章。一、小剧场意味着什么？1.作者提出反主流、反体制、反商业，没错，但是过于缺乏
学理。小剧场历史说短不短，由安托万开始，一百多年了。其后还是有很多著作讨论小剧场，作者所
提三点，早为人所指出，但不见引述。2.在这些讨论著作以及当时很多导演的论述基础上，似乎还可
以提出一点，即，反观众。当然，我们可以说，反观众这一面向包含在“三反”之内，因为观众的趣
味和标准，由主流、体制和商业所建构，但其实，又很不一样，不同落脚点，思维路径和关注点将完
全不同。二、以问题为引导的编年史1.是编年史。2.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小剧场如何生存。而之所以欠
缺问题意识，可能是因为作者唯一的问题，就是来自于黄纪苏，也即序言作者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
的问题是，国家、市场和艺术之关系。深一点说，这是因为作者理论素养较弱，所以没有什么问题意
识。三、方法论：用跨学科的方式处理小剧场1.也算有方法论，文化研究，但作者对于文化研究，有
些外行。2.跨学科。能提跨学科，挺好，但是，真没看到。
2、《当代小剧场三十年》把“小剧场”戏剧置于中国当代社会三十年变迁的大视角，从一个最具体
的领域出发，以小剧场在这三十年的变化为个案，生动的描述了这三十年戏剧的发展变化，折射出中
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历程。 全书六个章节：作者首先辨析小剧场的理论内涵，确立本书的基本分析立场
。同时探索戏剧语境中的小剧场，将小剧场置于“探索戏剧”这一更宏观的话题中加以讨论；从先锋
∕实验戏剧与“体制”的关系出发，基本上探讨的是90年代实验戏剧∕先锋戏剧与不同的体制——院
团生产体制、新的文化市场体制——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作者聚焦小剧场在民间（2000-2005）的发
展情况，分别选择了一家民营剧场与一个民间戏剧团体作为个案,以调研的方法来分析这一段小剧场发
展的独特意义。 全书有两个特点，一是以调研为基础，将社会学的方法融入小剧场研究中。二是以文
化研究为方法，丰富小剧场研究的理论性。书稿立足于大量详实的一手材料，以文化研究的方式打开
了看待小剧场戏剧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入口，对于小剧场在文化市场中的定位、角色的变化以及这背
后隐藏着的意识形态逻辑做清晰地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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