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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作法》

内容概要

《剧作法》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一本新问世之作。其中没有哪一个比较大的片断曾经发表过，尽管
书中偶然在这儿或那儿曾经插进了：但愿插得还不算生硬，某些我往年发表过的文章中的零星段落和
辞句。在举例时，我力求尽可能选用已出版的剧本，以便学者可以自行查阅和对照我提出的论点。我
所以在那么许多例子中都引用莎士比亚和易卜生，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是一般人最容易接触到的剧作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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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作法》

作者简介

威廉·阿契尔(1856-一1924年)，英国近代戏剧理论家。他在英国戏剧史上的主要贡献是首次把易卜生
的剧作翻译介绍到英国，并且与萧伯纳等人一起，反驳并战胜了当时英国保守势力对易卜生的攻击，
终于使英国剧坛接受了易卜生的影响，排除了那种以摹仿和上演内容肤浅、纯粹以形式取胜的法国“
佳构剧”为时髦的风尚，从而促进了19世纪末英国现实主义“新戏剧”的出现。

    阿契尔的著作主要是在戏剧理论和戏剧创作方法的探讨方面。他的作品有：《当代英国戏剧家
》(1882年)，《旧戏剧与新戏剧》(1923年)，《亨利·欧文》(1883年)，《剧作法》(1912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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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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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作法》

章节摘录

第五章 人物表主题选好，第二步恐怕就要决定应当用哪些人物来发展它了。据我看，大多数剧作家都
在开始进行构成剧本的严肃工作之前，先拟定一个初步的人物表。易卜生好像就经常是这么办的；不
过，在他的某些剧本中，最初的人物表要比最后确定的大得多。这位会打算盘的作家有时把一个剧本
里不用的人物保存起来将来用在另一个剧本里。比如博列得·房格尔和希尔达·房格尔①原先是准备
作为罗斯莫和碧爱特②的女儿的；而《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中快乐的佛尔达尔原是从《海上夫
人》中剩下来的一个人物。剧作家在设计他的作品时，如果不先决定：不管是如何粗略地决定他想用
哪些次要的人物，那么他的工作是不能顺利地进行下去的。每一个剧本里都有一些主要人物，没有他
们主题是不可想象的；同时还有一些次要人物，他们并不是对主题不可缺少的，而只是用来便于填充
画面和推进剧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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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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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作法》

精彩书评

1、虽然是戏剧编剧理论著作且成书在30年代，但依然是妥妥的必读经典，所以以下无论我怎么想哪说
哪，首先都建立在对作者的敬意之上。众所周知（才怪哈哈），正是由阿契尔在本书中最早提出戏剧
的实质是“激辩”的概念，一反冲突是生活中最具有戏剧性的成分之一的传统观念（阿契尔认为激辩
是区分戏剧性与非戏剧性），于推进戏剧发展史上可谓起到了划时代的实践意义。哈哈由此可推出，
他还有其他不少观点也很新颖，但未必就达到惊醒世人的高度，因为未从传扬。他真的是太爱总结规
律了，似乎想把所有东西都分门别类地放进一个个篮里，但戏剧是感性而非理性，而且他也强调了故
事和观众的联系（这个观点同样是故事理论向现代进化的一个标志），又怎么可能把观众感受这种东
西机械化。这样说吧，本书就像一杯前浓后淡的汤，越喝越寡涩。恕我直言，要真想写一本从第一个
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无比精确的理论著作，得耗费作者更多的年月和心血。我想作者作此试图的原因，
是心中不经意把戏剧捧的格外高吧。然而，一部戏剧再伟大，它也只是戏剧，你指着它拯救世界呢？
关乎思想转文字类，世上有两样东西值得人们一再求索，拉缠再多都不为过，但往往得付出流血代价
，由于门槛高倒也不见宾客盈门。说点远的，现在剧评人也好吃瓜群众也好也有这个倾向，往往上来
一部剧不合眼缘就骂得一文不值。这好比面前有一盘小葱拌豆腐，你可以抨击它盐放多了或者葱不够
新鲜，但责怪它不能被端上国宴，你认真的？阿契尔吐槽自己写出来的剧本像议论文，情势像几何里
的“已知”“求证”，人物毫无虎虎生气像预装好的机械的齿轮，哈哈哈真是real耿直。但这也实在为
他成为一个卓越想戏剧理论家提供了方便之门，毕竟“同行相轻”哪怕在我一个无名小辈眼里都是胸
怀狭窄的不当做法，而由于没当戏剧作家，阿契尔可以尽情吐槽莎翁、易卜生、萧伯纳⋯哈哈，在他
眼里简直没有完美的作品，大概跟他这种规章风格也有关系。不过做理论正需要他这等严肃作风。可
见硬币皆有正反面。本书一大特点就是引用名家作品诸多，由于大多数我都没看过，所以也没法求证
他评价的有几分对。不过对于他责难王尔德老是滥写一堆与戏剧情势和人物性格毫无关系的抖机灵句
子，我是一下get到并认同，真的，那位仁兄就像他笔下的道林·格雷一样过于追寻风雅。伟大的作品
也总带有时代的烙印，未必尽善，所以啊，下对伊丽莎白时代的著名作品感到沉闷就大方承认好了，
没什么可耻的。啊，还有那个，阿契尔对于“写历史题材作品时绝不能违反家喻户晓的知识或成见”
，有着谜一般的执念，前后几次强调，哈哈不知为什么。举个例子，他的观点像是在说，写多尔衮的
戏剧时，明明历史实他并没有娶大玉儿，但是作者在戏里不该强调这一点，而是最好就展现一段太后
下嫁的佳话。就我一个现代人看，当然无法遵循阿契尔的这个说法。这本书也是某些大学里的教科书
，确实够稳妥。不过我想如果看起来有辛苦之处的话，一个细小的原因就是行文没有关照分段，小标
题等等，大概那个时代写这种书没有这个习惯吧。我们从小学语文就要求对文章进行总结划分等好领
会含义，用这样的方法学这本书也是不错的。对于本书，大约有5%的部分我是看不懂的。另外在这里
不得不吐槽下翻译，我是不知道翻译界有这种怎么绕口怎么翻只为看着显文化的惯例，还是遵照原语
言就不得不翻成这样？理论类的书本来看着就不轻松，翻译上还加一砝码。不知什么时候能有出版社
出新版？现版书页质量等也不太好。另外，书中还有错别字、漏词之类的排版错误，也是醉。多读点
书当然好，不然某些时候，以为自己在谈论一个颇具意义的话题，实际上却正是缺乏专业性（常识）
的体现。我一个跨行的新编剧敢作如此抨击哈哈哈果然是90后。暂时想到这么多。以上仅为个人一时
之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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