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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于2004年出版“鸡鸣丛书”第一辑共十种，在学术文化界产生
了很大影响。
现在，我们又出版第二辑共十种。
丛书取名“鸡鸣”，固然会叫人想到它的地方特色（南京有鸡鸣山、鸡鸣寺），也隐含着表彰勤奋、
良知之意（所谓“鸡鸣而起，孳孳为善”）与呼唤自由、光明之意（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但在我们研究中心来说，首先还是出自一种希望建立一个学术高地的“野心”。
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已经挂牌不少，然而“基地”如果仅仅去“填报表”、“出数字”
而枉费精力，却不能成为真正的学术高地，那就徒有其名。
“鸡鸣”之称自然会唤起一种学术高地的意念。
为什么这么说呢？
鸡鸣山是巍巍钟山伸进南京城内的一脉，早在明朝初年（14世纪），此山就是“国子监”之所在地，
用今天的话说，这里有一个“大学城”。
清朝末年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1902年始），就坐落在这个昔日大学城的遗址上，此亦属我国
现代大学源头之一，当时号称“最为新政大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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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毫无疑问，话剧的“黄金时代”，主要是由职业化演剧支撑着的，或者说是职业化演剧铸就了话
剧的“黄金时代”。
但职业化演剧的历史比“黄金时代”却要长得多，文明戏只是一种草创性的尝试，比较成熟的职业化
演剧还得从“中旅”1934年初在南京首演《梅萝香》算起。
经过两年多大剧场合法演出的磨练，到1937年，话剧界已经普遍认识到，演剧职业化是话剧正规化、
市民化的必由之路，因而发动了一场影响极为深远的“演剧职业化”运动。
它是职业化演剧的历史展开方式，经过了萌芽、破土、生长、分化、成熟、衰退、变异等各个阶段，
其中蕴含着中国话剧的几乎全部发展奥秘。
说清了新兴“演剧职业化”运动，我认为也就基本说清了“黄金时代”的来龙去脉，找到了话剧之为
话剧的内在依据和外部原因。
离开了演剧职业化这个大前提，抗战后期话剧创作的彻底市民化和舞台艺术的蓬勃发展，都将变得不
可思议、无法解释。
　　六十多年前，中国话剧沿着职业化的道路实现了正常化，今天，当我们重新思索这段令人感慨万
端的历史的时候，同样是为了寻找话剧恢复正常的途径。
它被绑在政治的战车上实在是太久了。
回到常识上来，回到常理上来，这也许有助于我们找回信心，走出困境，再造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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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演剧职业化”运动铸就了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代序）第一篇　中国话剧现代性的生成机制　
一  话剧现代性的生成机制及其历史过程　二  演剧职业化与剧团社会化　三　走向市场，走向市民与
走向自我的对立统一第二篇　上演税与剧作家的职业化　一　从民间约定到政府立法　二　职业剧作
家的诞生　三　“商业化”的危险第三篇　中国话剧的市民身份及其自我认同　一　市民意识与国家
观念　二　文明戏的两难选择　三　爱美剧对“民众”的寻找　四　左翼戏剧大转向　五　后剧联时
期市民戏剧路线的确立第四篇　国家人格化：话剧创作的歧途　一　“剧本荒”与国家化的夹缠　二
　双重身份的尴尬　三　两种爱国主义的冲突第五篇　重返市民社会，建设市民戏剧　一　抗战后期
话剧市场的形成　二　主流作家的回归　三　市民戏剧对抗政治国家　四　市民作家——曹禺和夏衍
　五　市民戏剧是现代“人的戏剧”第六篇　话剧舞台艺术的整体化　一　1935：整体化的起点　二
　整体化与中国化　三　职业化同“业余习气”的斗争　四　创作的有机性和表演的整体感第七篇　
导演风格化与话剧舞台艺术的中国化　一　导演制的建立与导演艺术的风格化　二　世俗化：海派导
演的中国化道路　三　本土情调：大后方导演的中国化追求第八篇　表演艺术：形神的仳离与化合　
一　演技与生活的张力及中国化问题的提出　二　话剧动作的提炼与戏曲动作的化用　三　中国化的
典范——石挥　四　中国化是一个有机整体第九篇　舞台美术的成熟与变异　一　从技术积累到艺术
创造　二　写实主义的成熟和“风格化”实验　三　“走出现实主义的尝试”与声色元素的膨胀第十
篇　“中国现实主义演剧体系”与斯坦尼的影响　一　中国接受斯坦尼体系是为了建设现代“人的戏
剧”　二　斯坦尼体系中国化需要本土创作的支撑　三　斯坦尼体系对话剧舞台艺术的全面整合第十
一篇　国民党的话剧政策与话剧理念　一　剧团注册和剧人登记　二　剧本审查与演出监督　三　高
额捐税，寓禁于征第十二篇　国民党的话剧政策对话剧现代化进程的严重损伤　一　经济压迫，生存
艰难　二　经营失范，演剧变质　三　职业道德失守，内部管理混乱　四　“市侩作风”愈演愈烈，
艺术水准急剧下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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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中国话剧现代性的生成机制话剧的现代性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境遇中逐步生成的，有时
候舞台艺术先行一步，有时候创作发展较快。
但是，这些单兵突进式的现代性却很难持久，随时都会变质或坍塌。
因为，话剧不仅是一门综合艺术，内部结构复杂，而且有着广阔的社会关联域，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只有当演剧走上职业化道路，取得独立的社会身份以后，话剧的现代性才获得了一个坚实的成
长平台和必要的社会资源，各方面均衡协调地发展起来，在国家与市场的张力中迅速走向成熟，走向
自我，形成了鲜明的市民化、中国化特色。
一 话剧现代性的生成机制及其历史过程话剧的“现代性”是个相当诱人的话题。
毫无疑问，现代性是现代化的产物，没有现代化根本就谈不到现代性问题。
过去，我们以为话剧既然出现（我没用“产生”这个词，以免引起“土生土长”的误解）在现代，理
所当然就应该具备现代性。
也有人认为，凡具有话剧形式的也就一定是现代的。
其实未必。
因为，中国的社会、人文发展极不平衡，整体上远未达到真正现代的水准，还存在着大量前现代、非
现代或反现代成分，在许多时候，这些东西甚至占据着主流地位，深深影响着话剧的品质与风貌。
所以，在貌似现代的话剧躯壳里，装的完全可能是前现代或反现代的内容。
即使是以“反帝反封建”面目出现的东西，也未必都是现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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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收入《演剧职业化运动研究》的十三篇论文（含“代序”）全部来自我的博士论文之一、二、四章，
以及一个“附论”。
这些文章先前都曾在《戏剧艺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近代史研究》上发表过。
收入本集时，除订正了一些引文的错误以外，未做其它改动。
博士论文题目是《演剧职业化运动：构建成熟的中国现代市民戏剧》，2006年获国家优秀博士论文提
名。
未刊部分还将陆续发表、出版。
我的博士论文写了八十多万字，但答辩时只用了两章。
许多人曾问过我为什么要写这么大，我相信读者看过《演剧职业化运动研究》后就明白了——因为这
个问题太重要，里边包含的内容太丰富了。
我始终认为，它包含着百年中国话剧起伏跌宕的全部奥秘。
当然，做这么个大题目是很费劲的。
为了它，我酝酿、准备了二十年。
论文虽然是我在读博期间最后完成的，但材料积累和思考过程二十年前就开始了。
最初的想法是在读硕期间产生的。
由于材料和能力的局限，我把硕士论文的选题集中到了一个点上，试图通过剖析一个代表性作家跟演
剧体制、舞台艺术及美学传统的有机联系，探索中国话剧发展成熟的内在逻辑。
论文后来以《曹禺：历史的突进与回旋》为名出版（1993），至今已经在读者的书架上挺立了十几个
年头，是话剧研究中经常被引用的著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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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演剧职业化运动研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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