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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的戏剧人生与艺术》

内容概要

《曹禺的戏剧人生与艺术》共分为上篇和下篇两部分，曹禺的戏剧之路、曹禺戏剧的剧场性艺术。曹
禺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戏剧家。他的卓越贡献就是使话剧这一外来戏剧样式在中国走向了成熟。《
曹禺的戏剧人生与艺术》是刘家思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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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家思，男，1963年7月生，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系浙江省高校中
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学科组专家，绍兴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和
学术技术带头人，绍兴文理学院优秀教学团队第一层次“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群”团队负责人，绍兴
文理学院首届教授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话剧历史与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曹禺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等。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
规划项目等各级各类科研课题20余个，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学术
论文140余篇，出版《苦闷者的理想与期待——曹禺戏剧形态学研究》、《主流与先锋——中国现代戏
剧得失论》、《曹禺戏剧的剧场性研究》等专著6部。获得省（部）、市（厅）、校级科研成果奖20余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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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研究曹禺戏剧的意义
　 一、曹禺戏剧的划时代意义
　 二、曹禺戏剧的研究现状
　 三、如何开展曹禺戏剧研究
上篇　曹禺的戏剧之路
　第一章　戏剧天才的孕育与诞生
　 一、苦闷家庭小戏迷
　 二、南开新剧团的积极分子
　 三、师生合作
　 四、清华园的“小宝贝儿”
　第二章　讴歌生命的“三部曲”
　 一、一鸣惊人的《雷雨》
　 二、喷薄而出的《日出》
　 三、苍莽深幽的《原野》
　第三章　从抗战现实剧到诗性话剧
　 一、《蜕变》等抗战剧
　 二、憧憬未来的《北京人》
　 三、酷夏热蒸的《家》
　 四、《桥》与《艳阳天》
　第四章　追随新时代的艺术努力
　 一、《工人田小富》与《明朗的天》
　 二、《胆剑篇》与《王昭君》
　 三、主体缺失的“曹禺现象”
下篇　曹禺戏剧的剧场性艺术
　第五章　曹禺戏剧的情境预设
　 一、时空与人事的合力
　 二、郁闷压抑的生命桎梏
　 三、紧张激烈的情绪压迫
　 四、诗性美的感染力
　第六章　曹禺戏剧的人物描写
　 一、设置非常态的三角关系
　 二、构建三大人物阵营
　 三、展示三元关联的对抗
　第七章　曹禺戏剧的结构安排
　 一、从危机中揭开大幕
　 二、在多条线索中突出主线
　 三、以后台强化前台
　 四、以悲喜穿插优化戏剧效果
　 五、在连环性悬念中制造引力
　 六、外在冲突与内在交战的统一
　第八章　曹禺戏剧的语言运用与控制
　　一、立体化言语
　　二、话语抢位
　　三、话语迁移
　　四、话语拙置
　第九章　曹禺戏剧的技巧运用
　　一、科诨：激活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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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比：增强效果
　　三、反复：强化功能
　余叙：曹禺研究展望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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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的戏剧人生与艺术》

章节摘录

版权页：   那么，《日出》的思想意蕴仅限于这种对于社会罪恶的揭露吗？当然不是，如果这样的话
，《日出》就意识形态化了，那就只比他自己所反对的宣传剧高一点了，也就不会得到社会如此大的
反应。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得到了新的发展，但支撑它的是专制政治，所以，
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并没有因此在中国社会关系中建立起来，它非但没有给广大社会群众带来经
济条件的改善，反而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不仅使穷的更穷、富的更富，加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造成
了下层人民更加深重的灾难，使社会矛盾深化，而且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了社会及人的精神本质的极大
的变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曹禺着力描写的，就是金钱统治的社会使人性发
生异化后带来的罪恶。在这里，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受制于金钱，孔方兄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价值标
杆和人生准则。所有的上层人物都成为金钱的奴隶，个个都是金钱的敛聚者和抢夺者，也是金钱的享
用者，一切都唯利是图，其人格尊严建立在对金钱的拥有上，其道德自律也是以金钱为转移，有钱就
有道德，有钱就有理。所有的下层人也都被金钱所损害，王福升虽然是个下层人物，可是他待人接物
都是金钱至上，对有钱人就做奴才，对没钱人就做主子，做打手，在他看来，人家有钱就什么都可以
干，你没钱就应该任人蹂躏。李石清也是社会底层人物，但是为了钱，他迫不及待地往上爬，为了往
上爬，他不择手段，没有任何同情心。他们已经没有任何人格操守，更没有道德坚持。而陈白露和翠
喜，都沦为金钱社会的牺牲品，她们曾经被金钱社会，所损害，失去了人格尊严，如今明白了，却已
经走不出去了。正是因为醒了，陈白露选择了自杀。金钱不光腐蚀人、损害人，还杀人不见血，黄省
三毒死一家、小东西的自杀都如此，就是潘月亭、李石清、张乔治、陈白露等等最后无一不是被它杀
死。金钱对人性的异化不仅扭曲了主体的灵魂，还导致了社会关系的混乱。在金钱欲望无孔不入的腐
蚀之下，任何人的命运乃至整个社会的命运都被金钱疯狂地操纵着，“人道”与“天道”完全背离。
如果说《雷雨》是由情欲引发的一场家庭悲剧，那么《日出》就是由物欲引发的一场社会悲剧。尤其
深刻的是，曹禺通过陈白露的命运表明，人性一旦被金钱所异化，就是一条不归路。如果一个人的视
野里只是有了钱，而没有了其他主体性的蕴含，没有精神追求，那么他决不会是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如果一个社会都被金钱所把持，没有其他任何坚持，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蚕食鲸吞的社会，这种
弱肉强食的世道使人得不到任何温暖，最终必将被推翻。这是《日出》暗示的。由此可见，《日出》
的思想意蕴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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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曹禺的戏剧人生与艺术》编辑推荐：1934年7月1日，《文学季刊》发表了剧本《雷雨》，不仅标志
着戏剧天才“曹禺”的诞生，而且表明了中国话剧将进入曹禺时代。两年后，《日出》的问世又“给
中国文坛以极大的冲动”，南北文艺界一致认为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最大的收获之一”。1937年
《原野》的问世又被认为“其价值自然远在《雷雨》、《日出》的两剧之上”，使曹禺的剧作“显然
地划出了三个时代，呈现了三个进步的阶段”。可以说，曹禺成为中国戏剧的里程碑，不仅中国话剧
从此可以与世界性的戏剧相媲美，而且将中国戏剧从梅兰芳时代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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