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曹禺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曹禺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47202807

10位ISBN编号：7547202802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时间：吉林文史出版社

作者：邹红 编

页数：75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曹禺研究>>

内容概要

自1934年曹禺《雷雨》公开发表以来至今，已过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发表的
有关曹禺研究的论文多达3000余篇，其中1979年以来发表的约有2400多篇，占论文总数的六分之五。
换句话说，改革开放30年（1979-2009）间的论文数是此前45年的5倍。
此外，近20部曹禺研究的学术专著也都出版于这一时期。
由此可见，1979-2009这三十年是曹禺研究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曹禺研究(1979-2009)》的选编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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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红，文学博士。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常务理事。
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曾出版《七彩的舞台》、《焦菊隐戏剧理论研究》、《作家导演评论——多维视野中的北京人艺研究
》等专著，在《文学评论涝》、《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戏剧》、《戏剧艺术
》等刊物发表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戏剧研究的论文百余篇。
其戏剧评论文章和戏剧理论方面的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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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空间：曹禺悲剧的人文意义　从误读到误解：理论与创作的互动——以曹禺现象为例　曹禺早期戏
剧创作的潜宗教结构四、曹禺剧作人物研究　《雷雨》人物谈——四凤、鲁大海、鲁贵　曹禺剧作的
艺术结构与人物塑造　论曹禺戏剧人物的民族性格　《雷雨》的典型意义和人物塑造　曹禺剧作的人
物配置初探　《日出》的结构和人物　曹禺笔下的奴仆形象初探　论曹禺剧作的人物配置艺术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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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论　《日出》论　论《原野》　论《北京人》　《原野》简论　《明朗的天》的一种解读七
、比较研究　《原野》和表现主义　曹禺与契诃夫的戏剧创作　论曹禺剧作和奥尼尔的戏剧艺术　三
四十年代曹禺和夏衍的剧作比较　论曹禺和象征主义　《母》与《雷雨》的比较——早期中国话剧的
影响和生命力探寻　论曹禺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深层关联八、接受研究　从《雷雨》的演出史看《雷雨
》　“不可相信的参差”——接受视野中的曹禺剧作　曹禺三大名剧的接受历程与当代价值　曹禺名
剧在韩国的演出与研究　受礼遇的“弟子”——曹禺在纽约　曹禺剧作在日本的演出和研究　曹禺剧
作的当代诠释与舞台呈现九、述评与反思　解放前曹禺研究述评　1934-1985曹禺前期剧作研究述评　
曹禺研究述评　关于深化曹禺戏剧研究的刍议　曹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十、曹禺研究论文索
引(1979-2009)　选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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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l.戏剧创作不以刻画人物为中心，不是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运用形象思维，而是为了表
达作者事先就明确的一个思想观念，根据这一思想观念来设置人物，安排人物关系，编制一些剧情来
图解政治。
某一剧情的发生不是生活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而是为说明某一政治思想观念。
正如当时有同志指出：“事件的发展不是沿着现象对于作者兴趣的逼迫，却是沿着最后的结论所逼成
的戏剧的行动前进的。
也因此，人物不是闪烁在作者头脑中的不可磨灭的幻影，而是为了整个戏剧行动上的需要才出现的代
言者。
”①《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中七位女作家各自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观点，每个人
物是某一政治主张的代言人、某一概念的化身。
《走私》（集体创作）的几个人物设置、冲突进展、最后结局（对几个走私者的处理），显然都是图
解作者对社会政治关系的见解。
2.戏剧动作（冲突）是戏剧艺术的灵魂。
戏剧drama源自希腊语，意为“舞台上的动作”。
但是有的剧作只有政治宣传，没有真正的戏剧动作。
独幕剧《阿珍》共五个场面，除最后一场对立面双方稍事冲突外，其余四场是写母女交谈、父女交谈
或地保长上场报告消息，从侧面介绍出大姐、二姐两位革命者的斗争情形。
有的剧作虽有冲突，但并没有提炼出真正的戏剧冲突，没有将冲突典型化，只是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
斗争现象直接搬上舞台，显得累赘、繁琐。
《浮尸》共三幕，第一幕是巡警、记者在谈论浮尸事件和发现浮尸，第二幕除了浮于表面的一些争执
外，主要介绍出浮尸事件的真相，戏剧动作没有新的进展，没有增添新的内容。
许多剧作的情节还处于生活原型阶段，思想力量也比较薄弱。
再则，由于从概念出发，戏剧动作是人为的，冲突按照一个框框进展，到剧终引出一句台词给观众指
明政治出路和办法，点明主题。
这种冲突的公式化、概念化是普遍毛病。
如《走私》的最终目的就是喊出剧终最后一句台词：“我们不吃白糖，看他们谁还要走私！
”《开演之前》的情节完全是图解政治：某剧团演出一幕抗战剧前，女演员受家庭阻挠，不能前来参
加，演出受租界上帝国主义当局干涉和剧团经理（当然代表资产阶级）的经济胁迫，以便说明宣传抗
日受到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阻挠。
3.除少数优秀独幕剧外，剧本结构松散，戏剧冲突没有经过艺术的剪裁与组织，平直散漫而冗长，对
立面人物一上台就斗起来，冲突以直线上升，多幕剧大多只是一组冲突单线发展，不能将几组冲突线
索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4.人物语言不是从剧中人内心出发，而是作者代讲的。
语言千篇一律，以宣传代替艺术，标语口号盛行，人物动辄来大段台词，作者借此放进许多当时流行
的政治宣传。
左翼剧联集体创作的独幕剧《爆炸》中，主人公有一大段面向观众演讲的台词，就来自地下油印宣传
品。
《一致》是个口号剧，《洪水》《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都有大段政治演说和对社会形势的
分析。
《s.O.s》中一段赞颂当时社会主义苏联的台词，完全与剧情无关。
《到明天》中老翁的话像诗人与哲学家的著作，根本不是一位老工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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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今年是曹禺先生诞辰100周年。
自1934年曹禺《雷雨》公开发表以来至今，已过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发表的
有关曹禺研究的论文多达3000余篇，其中1979年以来发表的约有2400多篇，占论文总数的六分之五。
换句话说，改革开放30年（1979-2009）间的论文数是此前45年的5倍。
此外，近20部曹禺研究的学术专著也都出版于这一时期。
由此可见，1979-2009这三十年是曹禺研究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本书的选编，正是基于这一认识
。
事实上，有关曹禺研究论文的选编此前已有两种：一是王兴平、刘思久、陆文璧编辑的《曹禺研究专
集》（上下），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收入从20世纪30年代到1983年1月间发表的重要论文；二
是田本相、胡叔和编辑的《曹禺研究资料》（上、下），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出版，收入从20世
纪30年代到1984年间发表的重要论文。
由于选编时间较早，尽管两书在入选文章上尽可能避免重复，但选编重点都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
。
这两部资料汇编的出版，为学界了解曹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对新时期以来
的曹禺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随着曹禺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大量的学术论文问世，选编新的论文集以反映新时期以来曹禺研究取
得的新进展遂成为一种必要。
值此曹禺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选编这部《曹禺研究1979-2009》，既是为了向这位中国现代最
负盛誉的剧作家表达由衷的敬意，也是继续前代学人的编选工作，对30年来曹禺研究的成果作一个展
示，以期有裨益于今后的曹禺研究。
本书的选编范围为1979-2009三十年间公开发表在各类学术期刊上的曹禺研究论文，注重学术性、创新
性、代表性。
因此，曹禺本人谈自己生活和创作的文章及访谈录一类文章均未收人，曹禺剧作演出评论及影视改编
评论文章亦未收入。
此外，限于篇幅，专著中的章节和虽发表于刊物而篇幅太长的文章也只能割爱。
少量论文虽已见诸《曹禺研究专集》和《曹禺研究资料》，但因为是本时段的重要论文，故不避重复
收入。
人选论文皆保留发表时的原貌，除明显的排印错误外，一般不作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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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曹禺研究(1979-2009)》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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