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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学研究导引》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关于戏剧文学的高校教材，全书内容涉及正统戏剧、对正统戏剧的颠覆、西方戏剧在中国
的本土化、中国本土戏剧四个部分，详细论述了戏剧语言学的一些内容，适合高校学生进行戏剧文学
理论研究时参考使用。

戏剧学的诸多问题，可以分为四个层面来说。
首先，是文学艺术的任何样式都共同面临的问题。
其次，是戏剧作为文学艺术一种样式的特殊文体本质的问题。
第三，是戏剧创作的技术性问题。
第四，如果说以上三个方面都是理论问题的话，那么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戏剧史的问题。
本教材讨论戏剧作为文学艺术一种样式的特殊文体本质问题。它试图描述人类戏剧的共同本质，同时
也试图描述中、西方戏剧的不同本质，描述中、西方戏剧各自在古典阶段和现代阶段的不同本质，描
述在交流与冲突中中、西方戏剧本质各自所受到的对方的影响。本教材在比较戏剧学的视野上对中国
本土戏剧提出了全新的系统阐释。本教材可供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和戏剧戏曲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理
论学习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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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正统戏剧  A．正统戏剧的文体原则  导论  选文：亚里士多德《诗学》(节选)    悲剧在模仿的媒
介、模仿的对象、模仿的方式三方面与其他艺术的区别    悲剧的定义    悲剧的情节艺术    悲剧与史诗
的高低    黑格尔《美学戏剧体诗》(节选)    《戏剧体诗》序论      a)戏剧作为诗的艺术作品      b)戏剧艺
术作品的表演    古斯塔夫弗莱塔克《论戏剧情节》(节选)      什么是戏剧性      情节的一致  B．悲剧原则
和喜剧原则  导论  选文：亚里士多德《诗学》(节选)    黑格尔《美学戏剧体诗》(节选)    朱光潜《悲剧
心理学》(节选)    陈瘦竹《论喜剧中的幽默与机智》  C．个案研究  导论  选文：布拉德雷《莎士比亚
悲剧的实质》    格卢卡契《易卜生创作一种资产阶级悲剧的尝试》第二章 对正统戏剧的颠覆   A．“情
节整一性”原则和“文学本质”原则面对的挑战   导论   选文：左拉《戏剧中的自然主义》(节选)    梅
特林克《日常生活中的悲剧性》     布莱希特论戏剧     安托南阿尔托《演出与形而上学》(节选)    彼得
布鲁克《神圣的戏剧》(节选)    耶日格洛托夫斯基《迈向质朴戏剧》     理查德谢克纳《环境戏剧的六
项原则》(节选)  B．对新原则的描述  导论  选文：约翰加斯纳《导言》(节选)    马丁艾斯林《戏剧剖析
》(节选)  C．个案研究  导论  选文：童道明《契诃夫与20世纪现代戏剧》    马丁艾斯林《荒诞派戏剧
》(节选)第三章 西方戏剧在中国的本土化  A．本土化的追求．  导论  选文：胡适《易卜生主义》    洪
深《话剧》    黄佐临《漫谈“戏剧观”》    高行健《要什么样的戏剧》    郭启宏《传神史剧论》(节选)
 B．史学描述  导论  选文：田本相《中国现代话剧的现实主义及其流变》    董健《论中国现代戏剧“
两度西潮”的同与异》  C.个案研究  导论  选文：焦菊隐排演《茶馆》第一幕谈话录    徐晓钟《在兼容
与结合中嬗变——话剧《桑树坪纪事》实验报告(节选)第四章 中国本土戏剧  A．文学阶段  导论  选文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节选)    吴梅《中国戏曲概论》(节选)    徐扶明《试论明清传奇长篇体制》    
洛地《传奇剧本结构》  B．非文学阶段  导论  选文：胡适《序》    余上沅《旧戏评价》    钱穆《中国
京剧中之文学意味》     叶朗《京剧的意象世界——为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而作》    张庚《独树一帜的
戏剧文化》    布莱希特《论中国人的传统戏剧》  C．个案研究  导论  选文：黄敬钦《梧桐雨与长生殿
比较研究》(节选)    陈瘦竹《关于和》附录：现代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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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考研的书
2、考个博真不容易（我有预感这是一本考前还要重读的书）
3、研究性超强，看来要好好消化消化了
4、书的质量一般，有错别字。也不知道是不是正版的。
5、为考研准备的，必须的好评呀！
6、我没接触过喜剧学，有点难
7、买来准备考研和写论文的，很不错。
8、优秀的通识教材！！！
9、是难得的教材
10、对正统戏、正统戏的颠覆、西方戏剧的本土化作了简单而又清晰的说明， 书中有大量的关于戏剧
研究的资料，但对专业研究者来讲，还不如看资料原文，比如《诗学》、《美学》、《汉堡剧评》等
等。
11、书很一般吧，可能是尝试改革的问题吧，很难以接受书内的内容的形式。
12、是给专业初级读者读的，难度还是有一些。
13、吕老师研究好方法。
14、考研用书~
15、对读者的要求较高，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后再来阅读会读得更透些。总的来说非常不错！
16、阅读过程痛苦的一笔雕凿。。。
17、我觉得很好读，让我对戏剧有了更深的了解。有时间一定把导引系列都读一读。
18、20160601 前三章详读，后面略读。选文部分太讨喜，很棒的入门之作。
19、书蛮专业的
适合考研使用,特别是考南京大学戏文的研究生.
20、这好像是国内第一套研究型教材。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方法。建议大家关注这套书。
21、看得好慢好慢
22、必须认真拜读
23、书编的很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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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戏剧学研究导引》的笔记-第190页

        古典戏剧（只有因果的必然关系，没有偶然存在的关系）——新古典主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这种对人物和生活细节的限制创造的再现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现代主义戏剧：放弃了古典戏剧对于生活表象的再现，代之以风格化的主观创造。恢复世界的偶然性
。但是，现代戏剧的形成主要是扩大了戏剧的可能性，而不是以现代主义戏剧新的可能性绝对地取代
古典戏剧旧的可能性。
加斯纳：
1、现代戏剧由两种戏剧组成：追求内容、风格和形式上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戏剧；对生活表象进行
大胆的风格化创造的现代主义戏剧

2、《戏剧学研究导引》的笔记-第135页

        128~135页

1、古典戏剧范畴（Aristotle 情节整一性）：法国新古典主义戏剧——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戏剧——法
国佳构剧

2、现代戏剧（挑战Aristotle）：
*1）对情节整一的挑战：19世纪：自然主义戏剧（左拉），静态戏剧（梅特林克）
*2）20世纪：契诃夫戏剧，荒诞派戏剧
*3）对文学本质的挑战：阿尔托“残酷戏剧”，布莱希特，
*4）黑格尔的“戏剧体诗”原则，仍然可以阐释。

3、情节整一性原则遭遇的挑战：
*1）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内在矛盾：就戏剧作为艺术的一般本质，戏剧是对自然的模仿；就戏剧作
为艺术的一种特殊文体，情节整一性原则要求排除一切偶然。
——法国浪漫主义戏剧挑战前者而非后者
——左拉自然主义戏剧挑战后者而非前者：以真实为基础。创作：契诃夫在契诃夫的戏剧里，除了两
个并非主角的追求爱情的姑娘之外，谁也没有积极地做什么，来挽救自己，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命运。
【莱辛认为】：以这种寡淡的“艺术”征服剧场是没有希望的。契诃夫的成就不在于放弃情节整一性
的法规，而是以文学本质的戏剧方式为剧场找到了新的审美资源。
【契诃夫与荒诞派戏剧的联系】：契诃夫戏剧中的人物，他们不行动不是因为停留在仅仅作为史诗的
描写对象的自在的简单生存状态，恰恰相反，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与环境的悖离，而且知道自己对
此什么也改变不了，这是他们巨大的心灵苦痛的来源。

*2）黑格尔“戏剧冲突论”：戏剧动作要设计情境、情欲和人物性格的冲突，因而导致动作和反动作
，而这些动作和反动作又必然导致斗争和分裂的调节。
黑格尔所描述和总结的：人与神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
情节整一性是描写古典戏剧冲突的文体形式原则，关于行动描写的原则
从契诃夫开始的现代主义戏剧：人与环境的冲突，零行动

*3）马丁 艾斯林描述现代戏剧从自然主义向心灵真实的转变：对外部表面的描述仅仅可以作为第一个
阶段（外观绝不可能是真实的全部）——梅特林克《日常生活中的悲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单纯的
行动，在梅特林克看来确是瞬间静止的心情。
当戏剧以“静态的”零行动表达内在心情时，它就必须设法寻找新的创造审美整一性的方式。——荒

Page 5



《戏剧学研究导引》

诞派戏剧真正实现这个理想，它在本质上是抒情诗，是戏剧转向内心生活的最终结果。
*4）布莱希特：反对剧场通过逼真地模仿情节对观众产生的情感作用，提倡剧场中的理性批判。
阿尔托则反对剧场中一切属于文学和观念的东西、属于性格和思想的东西。“残酷戏剧”
布莱希特的手段是提醒观众注意表演的“在场”，以分散情感对于情节的过分关注。
布莱希特的三个关键词：
——“【史诗戏剧】”（目标，演员不是模仿，而是解释或分析）
——“【间离】”（手段，演员强调自身的存在而与角色拉开距离，让观众更加理性评价）
——“【陌生化】”（效果，惊讶，对日常生活进行反思）

布莱希特从来没有想到过要颠覆戏剧的文学本质。但是他试图建立比Aristotle式戏剧思想性和教育性更
强的戏剧的目标已经被历史淡忘了，而他用来破坏剧场幻觉时所用的“叙述”的、“间离”的和“陌
生化”的手法，却与阿尔托建立“残酷戏剧”一起，提醒后来人久已被忽视的表演艺术的存在。

格洛托夫斯基“质朴戏剧”，谢克纳“环境戏剧”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主张把表演消融在戏剧人物性格里。

所有极端反对戏剧文学本质的理论，往往都跨越了戏剧的边界。戏剧是文学对表演的“点化”，文学
消失了，表演便退回到它“人类学”意义的原始状态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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