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戏剧学霞光文艺研究丛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上海戏剧学霞光文艺研究丛书》

13位ISBN编号：9787104022718

10位ISBN编号：7104022716

出版时间：2006-10

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

作者：王崑 等

页数：22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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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上下两篇：上篇围绕有关设计问题，从不同角度、层次，从功能论、有机论及由折衷而转向
“解构”的新设计，反设计的发展走向，设计学科多元发展中“用”与“美”之间的角逐，论其发展
的阶段性目标尚相当明晰，但进入21世纪建设创新型阶段时，设计的发展又将是什么样的?下篇收入的
民艺专题、属“前设计”的历史经验，传统工艺既包括了设计文化固有的内涵，又超越于既有的设计
概念，涉及丰富的手工艺及其特定的造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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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麦，1925年出生于福建莆田。1949年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建国后在上海戏剧学院从事实用美术
学科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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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海戏剧学院霞光文艺研究丛书》总序前言第一编　左翼剧运及其转向高峰的剧场演出　儿时看京
戏《大劈棺》　看“文明戏”　不爱武戏爱文戏　看“新剧”和电影　京戏后台的一次奇遇　戏院外
面的“戏”　看“脑子里的戏”　中国电影有了“白马王子”　“明星”也“新”了起来　第一次看
话剧　第一次演话剧　看名票友演《杀惜》　看田汉尉作《乱钟》的演出　看赵丹导戏　第二次演话
韵　参加“无名剧人协会”演《谁是朋友》　关于“左翼戏剧运动”　“德兴”俄菜馆和“中外书店
”　赵默、金山都给我“神秘感”　在《梅雨》中演阿毛　金山编、导、演《流浪者》　共和大戏院
事件　左翼戏副演出的舞台装置　王为一演《亮上升》　《锁着的箱子》的演出　魏鹤龄演《醉了》
中的刽子手　五次演“新儿”　上海艺术供应社　看了几个新戏演出　给美专剧社排《忍受》　在光
夏剧社导戏　自发“干戏”　章泯为业余副入协会导《娜拉》　舞台上的“娜拉”形象　赵丹的海尔
茂形象　金山的柯洛克斯泰形象　我给《钦差大臣》提词　章泯导《钦差大臣》　顿而已演“市长”
　金山演赫莱斯达阔夫　几个女角色形象　几位男演员的性格化创造　三对“佳偶”，六合塔，八仙
桥　唐槐秋为“中旅”导《雷雨》　赵慧深女士创造的蘩漪形象　姜明演鲁责　戴涯演周朴园，唐若
青演鲁妈　《雷雨》的青年角色形象　看四十年代剧社演《赛金花》　章泯导《大雷雨》　赵丹的“
奇虹”形象争议　几个“性格化”人物形象　魏鹤龄演的一个反派角色　监余实验剧团演《铸情》　
欧阳予倩为“中旅”导《日出》　《日出》的都会人物群像　赵丹把性格演技带上了银幕　金山的三
个银幕“美男子”形象　参加编、演《怎么办？》　蓬莱大戏院的H联合公演第二编 上海剧艺社——
一代演员的戏剧大学　演抗战戏《八·一三之夜》　给女工、学生摊抗战戏 “孤岛”与“孤岛尉运”
的提出　蚊蜂剧社的演出活动　“蚊蜂”的《街头人》排演　与洪谟先生忆“小花园”　“交谊社”
四君子　凑合羞给业余演员化妆　在《母亲》中演父亲　改编与导演《晚宴》　邮局的“雁群剧团”
　邮局的《职业妇女》演出　职业导演了两个戏　大钟剧社演《七夕》　“干戏”性的专职业余导演
　上海剧艺社的成立　第一演出阶段　夏衍《论“此时此地”的剧运》　第二演出阶段　第三演出阶
段　“剧艺社”的剧作家　“韵艺社”导戏最多的六位导演　在“剧艺社”成长起来的演爨（上）　
在“剧艺社”成长起来的演员（下）　“剧艺社”的奠基戏《人之初》　吴仞之导演《人之初》　《
入之初》的人物塑造　上演话韵《明未遗恨》　三个英雄人物形象　几个出色的人物性格创造　卖座
的《上海屋檐下》　“屋檐下”的人物形象　“屋檐下”的不谐音　《家》——“斟艺社”最卖壅的
戏　熟悉“家”的生活的演员与导演　《正气歌》演出与石挥（上）　《正气歌》演出与石挥（下）
　《正气歌》中的黄宗江与严俊　洪谟导演的《镀金》演出本　喜尉细节的三S处理　奇妙的喜剧样
式创造　漫画意味的farce　上海剧艺社成立三周年纪念会　剧艺社“分家”的外因　剧艺社“分家”
的内因　上海职业剧团演出《蜕变》　“孔录事”，“况秘书”，“马主任”　丹尼、石挥的“丁大
夫”、“梁专员”　理想戏尉情境　“剧艺社”在“孤岛”的压轴戏《北京入》（上）　“尉艺社”
在“孤岛”的压轴戏《北京入》（下）　两年演了四十个角色　性格化形象之一：贾伯望　性格化形
象之二、三：给刘汉、刘德才造型　性格化形象之四：《海恋》中的沙莱　性格化形象之五：“食肉
兽”顾大康（上）　性格化形象之六：“食岗兽”顾大康（下）　性格化形象之七：“老花花公子”
罗照煦　演7连副本也没读过的戏　类型人物创造　又一类型的人物创造　十个历史人物形象　本色
的人物创造　土法子养成的“职业能耐”　演失败的角色　“祖师爷没赏饭吃”　看“俄罗斯小剧场
”的戏　看“上海戏曲学校”的演出　美国电影看得多　上海剧艺社--一代演员的戏剧大学第三编　
沧陷期上海的商业话剧演出　1941年12月8日那一天　黄宗江、石挥暂寓恩师家　洪谟主持的美艺副社
　美艺剧社演《侬发痴》　按京剧样式演话剧《宝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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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现代设计观念及其历史发展　　设计，是为实现预想目的所作的构想及方案，它通过一系
列的视觉化手段，主要是技术手段，体现并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换言之设计即造物之初的造意
造形活动。人们重视设计问题的理论研究，认为是现代技术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作为在现代科学和
艺术、技术和美学诸学科交叉发展中兴起的边缘学科，现代设计已不再囿于原先艺术设计的规定范畴
，而是在更高的阶段上，即在社会需要的广泛发展的基础上，在技术美学研究的高度上展开的现代化
的设计科学。不过，把美学运用于技术领域，使美学与技术相结合而产生的这一新兴学科，它的诞生
只有半个多世纪，设计理论的研究还不发达，许多带根本性的规律问题，迄今尚在开拓探讨中。　　
设计?风格?美学　　工业革命催生了现代主义思潮。工业化的生产方式需要现代的设计以取代未分工
的“前设计”、即传统的技艺方式。现代的设计是在现代经济技术层面上诞生、称“工业设计”，也
是“国际工业设计联合会”的统一命名。现代设计需要美学的支撑，按照“美的规律”塑造。美的因
素是达到其他功能的必要补充和条件。“技术美学”之称由此而来。现代主义、现代设计、现代风格
以及工业美学等在同时期里是交叉使用的同义词。20世纪20-30年代，现代风格成为现代主义流派的通
称。在欧美叫“国际风格”，在法国又称“巴黎国际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品博览会”带来的折衷风格
为“现代风格”。　　设计的美学问题　　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生，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激化的产
物。现代社会的结构，使得人所生活的社会对人产生了否定性，人的本质受到压抑，人们开始对与日
俱增的社会弊端进行抨击，与此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社会文化的现实作用的忧虑，某种意义上，可以
说是对资产阶级启蒙学说的质疑和挑衅。　　现代潮流进入20世纪之后，在它们的后继者那里，又有
了变化，在许多文化领域里出现种种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尽管如此，它们所提出探讨的课题，普遍都
涉及现代性、新型、现代风格诸多概念和问题。对它们来说，当务之急，究竟是超越，排斥旧传统还
是迅速重建起自己的理论模式，构成法则和美，而不管它们自己的理论、观念可能如何不同。面对科
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局面，工业技术与艺术、美学，自然科学与经济生产相互渗透，艺术家、设计
家和工业家之间的联系日益迫切，那也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种风格或典范模式的确立
，一般说，不是短期内所能完成的。风格一词。本身就是多义而模糊的。在现代设计中，风格与工艺
规范上的体裁样式紧密相连，甚至成为流行款式的同义语。就以“国际风格”来说，它20世纪20年代
以机械决定论哲学为起点的功能主义设计观及方法的国际现代主义派的产物。同时它又是对于这一规
范方法支配下的产品设计及其美感形态（包括对于这一流派样式的肤浅而表面的形式模仿在内）的统
称。产品工业设计，原是有限的无机的或符号的构造，是物质性的，却赋有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意识。
从物和人或人和物之问的联系看，作为技术和艺术的复合体，设计艺术、技术中的风格问题，确是设
计美学中一个重要课题。　　无庸赘言，当代科学正走向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综合，在科技研究整体
化、综合化发展的今天，对生产工业和设计者来说，要研究物质对象（客体）的普遍规律，有效地运
用最新的科技成就和它的精密方法，同时也要研究主体及非物质的意识的特殊规律，使之符合于设计
的特点及其规定性，当然也要防止混淆于自然科学或其他人文科学。目的是引向技术性，精确性的现
代化及其风格表现。任何放弃或忽视对主体和客体、技术和人文、美学因素诸方面的探索，都将取消
物质文化本身。　　19、20世纪之交，现代性、现代风格和新型诸问题的研究和争论，始终存在着两
种对立的美学见解，一种是：把具有唯物论、认识论特征的设计理论纳入英国“艺术与手工艺运动”
的旧轨道。只是，它不同于经验论者所坚持的把感性观察视为知识的最初源泉或作为最后判断的依据
。另一种是：采取科学的态度，像新建筑运动那样，面向工业技术发达的现实，把它引向与工业化大
生产相适应的新领域；要求以工程师的客观性和数学家的精确性处理一切，把经验知识看作是，只有
经过精神的洞见，才能获得的一种将为生产目的服务的功能。不同于前者，它超越“可观察的事物归
纳、推论之外”。因而这种功能论，还有从设计知识中清除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带来的机械论或神秘
论成分的意义。　　在近代社会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作为贯穿于每一作品的时代，社会或作者所制
约下的统一的风格概念，从历史上再度被提出来了。英国美学家约翰?罗斯金从美化宗教和伦理观念出
发，推崇中古的手工艺结构，认为利用自然物象作为装饰，能展现生命之物身上的“机能”，被他视
为是理想和道德的化身；罗斯金重视人工制造物的构成法则，同时又强调自然生态的有机构成形式，
这显然带有折衷主义的改良性质，但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却对英国“艺术与手工艺运动”以及后来比
、法、德、奥等国的设计改革运动，产生过莫大的影响。新艺术派的自由美学和创新精神，改革了服
务哲学，开始关心大众的日常生活，促进艺术家与手工艺匠相结合，推动了日用品设计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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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优先考虑装饰风格的构成，为美化人们的日常生活寻找现代的装饰样式。可是，它们摆脱不掉旧
装饰风格的影响，仅仅是为了适应手工艺生产而简化结构，经常停滞于一种缺乏内在联系的纯外观表
现上，重踏历史上浪漫主义的覆辙，最终导致“混合风格”的滋长。　　出生于德国的英国设计学家
尼古拉?帕夫斯纳（1902～ ）是现代设计史上的先锋人物，他赞同德国美学家海里希?沃尔弗林（1864
～1945）的艺术观念，强调设计的“内在联系”，即形式或展开的自律性，偏重于物质结构，寻找非
社会意识的依据。沃尔弗林推崇开放性的风格形式，他将风格区分为“同一性”和“多样统一性”两
种类型，像巴罗克风格就是摒弃了局部的自由独立性，以“同一性”的母题贯穿、支配而成的整体。
在这个统一整体中不存在整体与局部的严格界限；而后者则像古典派风格，它允讦每个局部在自由独
立的条件下，形成统一的整体，属于与环境相互割裂的封闭性形式。　　与同时期设计改革运动发展
趋势呈鲜明对比的，有德国巴伐利亚设计家冈特弗里德?泽姆帕尔（1803～1879），他是大陆派的代表
性人物，最先提出空间体量结构概念，而这一概念也是20世纪纯粹派、抽象派和非传统性风格发展的
滥觞。泽姆帕尔的设计判断是精确而科学的概念，他深信特定的目的功能会在它的平面、外观、甚至
饰件上反映出来，他一再强调设计的目的性（包括实在的和象征的）与材料结构和制作技术诸因素之
间的协调关系。因而他的设计构成，不是模仿自然真实性的整体构成。这对于那些重视艺术性而轻视
物质性的作用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事实上，任何设计观和方法都是在长期积累中形成的，决不
会直线式地向前推进，相反往往是迂回曲折的历史进程。像奥地利设计师奥托。瓦格纳（1841～1918
）和他的学生约瑟?霍夫曼（1870～1956）之间不同美学观念的对立，足以说明传统性风格和非传统性
风格倾向之间，新旧事物相互交替发展的矛盾现象。瓦格纳继承泽姆帕尔的设计改革，反对传统的审
美风格。他认为一切现代形式只能源于时代生活，“现代的需要现代解决”（1895）。现代的形式必
须反映新的时代和材料的新要求。新的工程原理应该联系新的造型，使之与生活需要相协调。他的作
品就以简括的造型和重点装饰见长，而他直率地采用直线型取代流行的曲线型，更有始创新风格的意
义。与此同时，”分离派”霍夫曼等人创办的维也纳工艺厂（1907）制作的大量产品，基本上还是20
～30年代前就已流行的旧样式。依旧是英国“艺术与手工艺运动”的旧传统和旧风格，新旧并存。　
　德意志制造联盟（1907～1932）和包豪斯学校（1919～1933）的先后建立，应是现代设计发展的转折
点。德国工艺科学不像英国那样，它没有维护原有手工艺传统的旧框框。而从上世纪末起，德国便发
展了自己的工艺制造企业。它与维也纳的同行不同，德累斯顿和慕尼黑的工艺厂，早已积累了标准化
大批量生产的经验（像合成家具等）。以艺术家、设计家和企业家为主体发展起来的“机制联盟”同
以技术和艺术专业合并而成的“包豪斯”，它们熔“大艺术与小艺术”于一炉，为提高工业品的美学
素质，从科技与艺术结合人手，建立起有首创意义的统一的设计教育和生产程序。他们在国内外多次
举办大型的工业设计和建筑设计展览，交流造型设计和一般艺术经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
已成为西欧新思潮的支持者；因而他们内部的思想分歧，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当时西欧大陆派内部
的思想矛盾：像机制联盟的创始人赫尔曼?莫迪修斯（1861～1921）确信机器和标准化大生产的优越性
。他和后来成为新艺术运动主将的亨利．凡．特．维尔德（1863～1957）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就是
坚持标准化、规范化设计和维护创作个性、创作自由之间的对立。如果把这些提高到风格层次上看，
也就是摒弃传统的审美风格时尚和发扬艺术个性的审美风格时尚之间的对立。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
改善产品质量的设计艺术的本质和作用问题。　　激进的原籍瑞士的法国设计家勒?科布西埃（1887
～1965），早在他的纯粹主义时期，就认为艺术或设计像一般科学的基本特征一样，都是在抽象思维
帮助下，运用专门化的知识来实现一种概念。他提出的“机械美学”思想，最终使他走上支持“新建
筑运动”的道路。他认为：“机器包含着经济作为导致精密选择的主要因素，在对机械学的感受中有
一种道德上的含义。”每个现代人都有机械观念。设计者在计算时，就已介入了一定的鉴赏力，把可
能的观念物质化了，符号化了的事实只有通过赋予它的意图才能变为可感觉的观念。从实际合理的可
能性中提炼出最符合其功能的公认形式，并以最少条件的劳动力与材料语言形体色彩声音来达到最大
的可能。可以设想，在实践过程中，他所遵循的是一条相对合理的路线，其后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像轮船，火车和飞机等本身就是一种风格”。尽管，在发挥美的再创造中，他对人的主观能动性
方面的阐述，也始终是不够明确的。从他在《走向新建筑》一书中所作的说明看，他所提倡的机械美
学宗旨，是在经济法则制约之下，在功能法则支配之下讲求可能产生的美观效果。其建立于“数学的
精确性与大胆的幻想”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美，“寓美于功能”。本世纪以来，在不同旗帜下
出现的北欧荷兰风格派、东欧构成派等都有类似的思想见解，讲求标准化和单一化。　　荷兰风格派
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引伸出来的几何学概念，像彼埃特·蒙德里安（1872～1944）力求用单一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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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造型。所谓“纯粹的实在，能通过纯粹的造型来体现的”。他以光洁无饰、非色（黑、白、灰）或
三原色的几何线、形来造型，自然，它的造型实体不会有前后或左右之分，又没有内外界限之别。苏
俄纳姆?加波（1890～1977）兄弟发起的构成派则强调不同的材料组合，构成既适合功能要求又具有空
间组合的美感形式。所谓“艺术即构成，形式即结构”，可以摆脱旧有装饰的传统约束，有利于技术
性新形式和新的观念的形成。　　一切都是为了工业化和标准化的大生产，功能决定形式，可以说是
包豪斯先锋派设计家们的共同目标和语言，格罗皮乌斯说过：我们处在一个生活大变动的时期。旧社
会在机器的冲击之下破碎了，新社会正在形成之中。在我们的设计工作中，重要的是不断地发展，随
着生活的变化而改变表现方式，决不应是形式地追求“风格特征”。强调为新的时代要求新的审美形
态，美的观念随着思想和技术的进步而改变。谁要是认为自己发现了“永恒之美”，他一定会陷于模
仿和停滞不前。真正的传统是不断前进的产物，它的本质是运动的，不是静止的，传统应该推动人们
不断前进。①他特别强调现代工业化发展对设计学科的影响，反对复古和片面地形式地追求风格特征
，并把功能和技术因素放在首要的位置上。1925～1926年，他在《艺术家和技术家在何处相会》的文
章中写道：“物体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如果它的形象很适合于它的工作，它的本质就能被人看得清
楚明确。一件东西必须在各个方面都同它的目的性相配合，就是说，在实际上能完成它的功能，是可
用的、可信赖的，并且是廉价的。”把设计的重点放在功能上面，视为之设计的特征，确认新的艺术
表现需要并采取前所未有的形式。可是，由于战后其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较多强调了功能技术和经
济因素，把艺术的表现力，较多地寄托在作品本身的有机构成及其比例关系的协调上。在他们看来，
作品本身的真实性即明确具备了构成的规律性，既不虚饰也不繁琐，满足于机制品原型的直率表现上
。这种过激地排斥个性和审美风格特征的做法，显然是不利于新的设计风格成长的。可以说，如果坚
持二分法，既消除机器原型生产带来的弊端，而又不放弃任何一种真正的合理因素，融化吸收，溶成
一个切合实际的典型，达到预期的经济性和美学效果相一致的境地。那也是包豪斯和其他学派所向往
而又没有解决的历史课题——在划清现代大生产、装配方式和传统的小生产的手工艺方式前提下，改
善、提高现代设计中应有的审美风格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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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共分上下两篇：上篇围绕有关设计问题，从不同角度、层次，从功能论、有机论及由折衷而转向
“解构”的新设计，反设计的发展走向，设计学科多元发展中“用”与“美”之间的角逐，论其发展
的阶段性目标尚相当明晰，但进入21世纪建设创新型阶段时，设计的发展又将是什么样的?下篇收入的
民艺专题、属“前设计”的历史经验，传统工艺既包括了设计文化固有的内涵，又超越于既有的设计
概念，涉及丰富的手工艺及其特定的造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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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的《表演理论新概念提纲: 作为一个动态系统的表演艺术》，不太好玩。或者说不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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