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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菊隐戏剧论文集》

作者简介

焦菊隐（1905～1975），原名承志，曾用名菊影，天津人。著名戏剧家。曾任北京师范学院文学院院
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兼总导演等职。先后导演了《龙须沟》《明朗的天》《茶馆》《虎符》
《蔡文姬》《武则天》《胆剑篇》等。在导演艺术上勇于探索，创造性地吸取戏曲艺术的优良传统，
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色彩的独特风格。著有《导演、作家、作品》《豹头、熊腰、凤尾》《守格、破
格、创格》《导演的艺术创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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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千言万语说不尽
导演·作家·作品
导演的艺术创造
我怎样导演《龙须沟》
关于话剧吸取戏曲表演手法问题——历史剧《虎符》的排演体会
《武则天》导演杂记
导演手记
和青年导演的谈话
中国戏曲艺术特征的探索
守格·破格·创格
豹头·熊腰·凤尾
连台·本戏·连台本戏
和青年作家谈小说改编剧本
略论话剧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
谈《降龙伏虎》和《红旗谱》
表演艺术上的三个主要问题
古老艺术的青春
现代汉语规范化与舞台语言
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习
契诃夫和莫斯科艺术剧院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奠定日本民族戏剧的能乐大师世阿弥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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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当然，剧本还有其他格律。初学写作的人，必先守格，才能破格而后创格。譬如写字，先学
横平竖直、悬腕中锋，经过临帖，才有自成一家的可能。最初，格律对于作者确是一种束缚。但如久
经运用，它却可以成为游刃有余的工具。譬如写词曲，看来是限制表现力的平仄音韵宫调，只要作者
把它们用活了，却翻转来成为诗人所必不可缺少的手段，而常常更能形象意境。在守格的根底上，也
还需要破格。首先要突破一些刻板的、陈腐{的舞台技术框框。作家只要写出富有行动性的语言，可不
管作品在舞台上如何处理。千古以来，舞台演出方法和形式，基本上是随着剧本内容和写作的形式而
变革的。我曾向郭老建议，请他写一出反映现实的诗剧，不必过多地考虑剧情和导演处理，只要通过
人物之口，尽量歌唱出郭老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澎湃的政治热情，就象写诗那样的写，那会给舞台唤来
新的演出形式。其次，要突破传统写作方法上的某些清规戒律。比如，以往写戏，总是在第一幕里把
全剧重要人物一一介绍出来。美国著名的导演学教授亚历山大·狄因，称第一幕为“平行场面”，意
思是说，第一幕只是一个平列地介绍人物的场面。因此，西方编剧理论又说，第一幕的结尾是个最大
的“悬念”，矛盾的第一个主要环节只能在这时提出来；至于它究竟怎样发展，却要观众看到第二幕
分解。第一幕介绍那么多的人物，就势必冗长。介绍又占去写矛盾的篇幅。而人物如果只凭介绍，不
在矛盾中出场，一定黯然无光。这就是很多剧本的第一幕不易精彩的原因。《胆剑篇》第一幕范蠡和
王孙雄的对答，给人印象不深，而当范蠡一经劫持了伍子胥，观众就再也忘不了他。丹钦柯说他有一
个理想，希望出现这样的剧本：第一幕就是高潮，就有打枪之类的行动。我想他是和我有同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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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错不错真不错 不错不错真不错
2、这个商品不错，老师推荐的！得看的
3、“焦菊隐以他半生的精力，研究、实验中国戏曲和中国话剧的意象与内在的美感。他创办中华戏
曲专科学校，造就了许多杰出的京剧人才。他在法国潜思冥想，研究中国戏曲与话剧的异同和内在的
联系。　　“他不断思索与实践，专心致意地琢磨构思，沉迷于他所理想的戏剧境界。他精心揣摩，
着意推敲，不放过任何能说明戏剧核心思想的光色、画面、音乐与情调，不忽略意义精微的台词与动
作。他在舞台上纵横挥洒，创造出既符合作家的意图又丰富作家想象的意境。他的导演工作，精致确
切。常常是经过无数昼夜，终于得心应手，立下‘意’根，画出枝叶，放出一片明丽的朝花。　　“
他的一切创造，都立足于中国文化丰沃的土地上。他为北京人艺开拓新的艺术境界。北京人艺的演员
们在他想象联翩的导演过程中，得到耐人寻味、生动的启发。有时，如急风骤雨，掀动起排演场上的
创作激流，有时，在寂静如空的沉默中，冒出三两句精到入微的妥贴言语，挑动起演员的创造心情。
他的话如春雨落花，自自然然飘落在演员的领悟中。　　“然而，自始至终，焦菊隐以演员发自内心
的真实情感为根据，从不允许虚伪、表面的形体动作，他随时启发演员对角色的真实感情，校正演员
的创作路标，引导演员对人物广泛深刻的探寻。演员从毫无收获的苦恼到偶有所得的欢快，两种心情
反复交替的过程中，最后摸着了角色的真谛。焦菊隐才肯定这个角色性格的基调。　　“焦菊隐的导
演，特别表现在他不拘一格、决不停留在已有成就的创造精神上。在艺术道路上，焦菊隐不断地探索
、追求、创造，从不因袭自己，不抄走过的旧路，总在开拓新的天地。　　“他故去了，死于‘四人
帮’的残酷折磨之下。我们追思他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我们怀念他对话剧艺术的理想和对北京人艺
所有演员和艺术工作者的深情。我凝神追思，总觉得焦菊隐的灵魂仍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今天北京
人艺的风格，仍然继承他的创造精神，一天天向前发展。”　　“他在北京人艺尽心致力于中国话剧
民族化的创造，奠定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他创造了赋有诗情画意、洋溢着中国民族情调的话
剧。他是北京人艺风格的探索者，也是创造者。”
4、这一套里就俩戏剧理论吧
5、具体并有指导性。只是戏曲的内容太多了，时代痕迹又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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