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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戏剧论丛》

内容概要

《南大戏剧论丛3》是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自编的第三部论文集。第一集于2005年6月，第二辑
于2006年6月由我局出版，首印1500册，出版后学界反响较好。本集共收论文30篇，所收为该所教师、
研究人员的代表作品，其中有不少曾在国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并被转载、引用，社会反映良好
。从内容上看，全书内容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为古代戏曲，一为现代戏剧，话题较为集中，内容颇为
丰富，尽管是论文集，但在内容上可以形成一种呼应和对应关系。未涉及当代政治或其他敏感话题。
论文材料翔实，立论稳妥，说理透辟，新意迭出，基本上代表了该所的学术研究水准，其学术水准在
国内也是一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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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戏剧论丛》

书籍目录

现代启蒙精神与江苏话剧百年理想的流失与重建——《叫我一声哥》创作余墨“佑启人文”与“前话
”五十年漫谈当代喜剧创作和中国话剧的未来戏剧发展与戏剧教育先锋戏剧的成就与局限话剧与戏曲
关系的再认识——从“戏改”说起现代启蒙精神与中国百年话剧话剧百年忆白尘”“春柳社友”林天
民的新剧活动与剧本创作——“未刊话剧史料拾零”之一高行健与中国戏剧香港戏剧生态中西方戏剧
理念的影响中国古典戏剧情节艺术的孤独高峰——从欧洲传统戏剧情节理论看《西厢记》论“怀疑”
的剧本与中文版演出论中国话剧舞台美术的成熟与变异上演税与剧作家的职业化中国“写意话剧”的
探索与创造论新时期小剧场戏剧的艺术变革科学精神与现代戏剧中的镜像主义思潮昆曲工尺谱的产生
与流变昆曲去声字的字声特征与腔格元剧“正旦”、“正末”考释南戏本不能成“套”，北剧原不必
分“折”论明清时期文人曲词对南北曲曲牌定腔的影响略论齐如山戏剧思想之转变华语“同志”电影
演变轨迹元视界：电影与戏剧互动中的凝结由贺岁片引发的关于“叙述”构成元素的思考纪录的悖论
电影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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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戏剧论丛》

章节摘录

编者按：为了纪念中国话剧百年，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厅、教育厅、江苏省文联、南京
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于2007年5月22日至23日，在南京大学联合举办“话剧与启蒙”高层论坛。中共
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志军，和中共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到会讲话。南京大学资深教授、戏
剧影视研究所所长董健先生作主题发言。论坛邀请了全国著名剧作家李龙云（国家话剧院）、姚远（
前线话剧团）、赵耀民（上海戏剧学院），和著名戏剧学者路海波（中央戏剧学院）、孙惠柱（上海
戏剧学院）、刘彦君（中国艺术研究院）等作学术演讲。现将论坛的学术发言刊载于此，以飨读者。
现代启蒙精神与江苏话剧百年董健中国话剧是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积极影响
而产生的，也是随着以科学、人道、民主为核心的现代启蒙主义文化运动的开展，而扎根在中国土地
上的。因而，虽然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从戏剧形态和戏剧观念上讲，它与旧有的
戏曲剧种却大不相同。话剧是中国戏剧从古典时期走向现代时期的标志性产物，现代启蒙主义精神是
它最根本的文化特征，是它一以贯之的“灵魂”，也是它的一个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好好发扬的优良
传统。在中国话剧百年历史上，如果以地域论之，江苏因其地理、历史、人文等方面的特点和优势而
占有“首善之区”的独特地位，尤其是前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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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戏剧论丛》

编辑推荐

《南大戏剧论丛3》编辑推荐：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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