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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戏曲不把舞台作为截取生活实景的镜框，不强调演戏的再现功能而强调它的表现功能，就如同梅
兰芳在《中国京剧的表演艺术》一文中说的：“中国观众出去要看剧中的故事内容之外，更着重看表
演”，“群众的爱好程度，往往决定于演员的技术”。
他认为，京剧作为一种古典歌舞剧，综合的因素很多，这么综合进去的成分主要是通过演员体现出来
的，“京剧舞台艺术中以演员为中心的特点，更加突出” 。
程砚秋也说：“我国传统表演艺术和西洋演员的最大区别之一是，在舞台的整体中，我们把表演提到
至高无上的地位，西方虽然也有表演中心理论，而且是主要学派，但终不能像中国学派这样把表演看
作是唯一的。
欧洲戏剧的发展规律是：时代的美学观点支配着剧本写作形式，剧本写作形式又在主要地支配着表演
形式，戏曲却是：时代的美学观点支配着表演形式，表演形式又在主要地支配着剧本的写作形式。
”（《程砚秋文集》）　　张庚先生从新文艺工作者的角度切入对中国戏曲的研究，主张研究戏曲理
论必须先研究戏曲史。
他与郭汉城共同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1981），通过古代戏曲与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
关系，探索戏曲发展规律。
因此他对戏曲的研究，是把戏曲作为综合艺术的整体，追本溯源，探流述变而深具“史”的深度。
他又通过中外各种不同艺术的比较，来科学地把握和总结戏曲艺术的规律，特别是针对各个时期戏曲
创作和戏曲改革运动，有的放矢，切中时弊，因而他对戏曲美学的研究，又深具“论”的现实意义，
独具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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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庚，中国戏剧理论家、教育家、戏曲史家。
原名桃禹玄，湖南长沙人。
生于1911年1月22日。
1932年在武汉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武汉分盟工作。
1934年在上海任剧联常委。
1938年到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
解放战争时间，任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副院长兼文工团四团长。
1950年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
1952年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后又兼任中国戏曲学院院长。
1979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20世纪30年代，张庚从事话剧运动，著有《戏剧概论》、《戏剧艺术引论》、参加过《保卫芦沟
桥》等成本的集体创作，改编、创作过话剧《秋阳》，歌剧《异国之秋》、《永安屯翻身》等，还导
演过多部话剧、歌剧。
几十年来，张庚研究戏剧创作中的实际问题，并总结中国戏剧体系的特点，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剧诗
”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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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人家还没有弹曲子，光听见调弦子，怎么就能听出它的有情无情来呢?显然，这是作者的主观
在起作用。
但这是被允许的，并不妨碍它成为有名的叙事诗。
　　剧诗虽然没有这些便利，却也有自己的言志的方法。
如果抒情诗在写景中可以喻情，叙事诗在写事中可以表露自己的看法，那么，剧诗为什么不可以以选
择题材、逆造人物、结构故事、揭露矛盾中间表露出自己的看法来呢?观点、看法、爱憎、评价，并不
是只有通过直接的表白才可以表达出来的。
俗话说得好“让事实白己说话！
”剧作家就足通过人物的行为和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来说明白己的看法的。
这就是戏剧诗人言志的方法。
揭开来说，剧作者为什么选择这个题材而不选择别的呢?这中间就有了他的看法，他的兴趣，他的热情
之所在等等在起作用了。
同样，他愿意逆造这样一个主人公，愿意为他树立这样一个对立面，并且把他们放进这样一个特定环
境中间，这些安排，无非足要说出作者对于某些事的看法，对于某些人物的爱憎而已。
这不就是言了志吗?　　汤显祖在《牡丹亭》中间，选了一个封建的大家闺秀杜丽娘做工角，她除了封
建的礼教一套以外，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别的教育；她除了父亲和老师这两个老头子以外，从没有接触
过任何男性，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到了青春的年龄，却会苦闷起来，烦恼起来，在现实的生活中
间不能恋爱，就是在梦里也要和青年男人要好。
在这里，汤显祖企图说明什么?他不是在很有意识地反对“理学”，也就是那当时维护封建道德的哲学
吗?汤醚祝并没有让杜丽娘说出任何一句反对“理学”的话，这个人物说不出来，也用不着她去说，戏
剧的发展自然会给作者说出来。
杜丽娘终于死引这对于那不近人情的“理学”是一个极强烈的抗议。
而她又居然活转来了，梦中的情人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夫妇。
这看来似乎很荒唐，但这正表现了作者的—种看法：真正的情足不会死的，礼教足压不下这强有力的
情的。
作者在这里决不去怪杜丽娘的父母，更不去怪陈最良，这些人只是礼教的奴隶、牺牲者，他可怜他们
：杜宝夫妇年纪那样老了还得乖乖地把唯一的宝贝女儿作为礼教的牺牲品；他又觉得他们低能到可笑
的程度：陈最良自己那样潦倒，那样不受人尊重，还在那里摇头摆尾地为封建礼教作徒劳无功的说教
，而不自觉有什么可悲的地方。
汤显祖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他并不责怪这些当事人，也不把他们当作攻击的对象，他是在控诉这种吃人
的“理”，这正是他的深刻之处，强有力之处，也正是《牡丹亭》这部作品社会影响所以能够那么大
的缘故。
请看，作者在剧本中并没有直接说一套什么么，更没有用什么长篇的概念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却
充分地、尽情地、强有力地言了自己的志，这就是为什么他成了，一个伟大的戏剧诗人的缘故。
还不止此。
他所言的这⋯⋯番“志”，也正与当时进步思想家们的思想是一致的。
汤显祖那个时代，封建制度已经腐朽、反动到极点，替它辩护的“理学”，也荒谬到极点。
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如李卓吾等一班人极力地反对这种“理学”，形成了一个学派，甚至一条战线，
而a和后来东林党的政治活动也有一定的联系。
汤显祖的思想就受了他们的影响，站在他们一边。
这种思想就反映到《牡丹亭》这部作品中来。
也可以说，《牡丹亭》是“载”了当时进步思想的“道”的。
这种思想有它的历史局限性，比方《牡丹亭》中就强调一个“情”字。
这个“情”似乎没有任何社会性，当然更不用说阶级性了。
不过这不能怪汤显祖，因为那时既没有无产阶级，也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强调这个“情”，的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戏曲美学论>>

对于那吃人的“理”、吃人的封建道德足致命的打击，对于那些被封建礼教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
，特别是年轻的女性们，足有很大的鼓动性的。
　　总之，剧诗也和其他的诗一样，要言作者的志，也可以载一定的道。
只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它比其他的诗要难，志比较不容易言，道也比较不容易载。
其原因在于它所用以言志或载道的材料既不足主观的直抒胸臆的感情，又不能对于所描写的对象直截
了当以作者资格来发表意思。
　　首先，剧诗作者不町能凭着抒发自己一时的情绪来写出剧本。
他的感情足对于社会生活，对于某些人们和他们之间的具体关系的是非臧否之情。
离开了对象，他的感情也就落了空，也就无法存在了。
因此，剧作者或戏剧诗人必须对于社会生活有丰富的知识，必须观察、研究、分析过许多人以及他们
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写出他们来，才能够在他们之中看出是非，对他们产生爱憎。
在这一点上，剧诗诗人必须是更客观的。
这不足说抒情诗人的感情就不是对于客观事物的反映，而是说剧诗诗人的感情必须寄托在对于客观事
物、而且只是其中人与人的关系这方面的描写上。
　　其次，剧诗作者明明对于他所描写的对象有着是非爱憎的感情，但他不能像叙事诗人一样直说出
来，却只能通过客观的描写透露出来，因此他必须抓住所认为的人物和事情的养分，集中而鲜明地表
现出来，以支持他的看法。
在这里，他就必须比叙事诗人更准更狠地掌握对象的要害，否则他的看法就会变得模糊，观众也就会
无从懂得他的爱憎，于是乎言志和载道的目的就一齐落空了。
　　我还得再次声明，我一点没有贬低抒情诗人和叙事诗人而抬高剧诗诗人的意思。
诗人之中谁对于生活认识得更深刻，这是关于作家修养的事。
诗人有大小，剧作家也有大小，这是无法相比的。
我这里所说的是几种诗的形式，因为所借以表达作者感情的工具和方法不同，就产生了对于客观事物
描绘的重视程度之不同而已。
我们有的剧作者不正是因为不懂戏剧的这个特点，常常不遵守客观事物的逻辑、人物性格的逻辑，为
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爱憎，而强迫人物做他所做不出来的事，强迫剧情作不合情理的发展
，因而失败了的吗?　　戏剧诗人描绘的是客观事物，而抒发的仍足自己的感情，这感情却又是从描绘
客观事物中抒发出来的，感情的内容又是对于这个人或那个人，这件事或那件事的是非爱憎。
这种主客观的关系比较复杂，也就容易被混淆。
比方在座谈会上，就有的同志说：“歌剧的最大特点是抒情。
歌剧最动人之处是那些人物的情绪最饱满的地方、最精炼的地方、节骨眼的地方。
如《洪湖赤卫队》里的监狱中一场，《白蛇传》中的‘断桥’一折等等。
”这里说出的现象足对的，监狱和“断桥”这两场戏是动人的。
但如果把歌剧的抒情意义说成只是人物的抒情，那么试问，《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的抒情足不是也
能算作情绪最饱满的地方、最精练的地方，节骨眼的地方呢?当然不是。
其所以韩英在监狱里的抒情和白娘子在断桥上的抒情成了节骨眼，那是因为人物抒情的地方正是作者
本人最动情的地方，充分同情她的地方之故。
如果不分清楚这一点，就容易得出—‘个错误的结论。
歌剧的作者只要从机会布置出一个抒情的场面来就会得到成功了，如果其中没有这样的场面，就会不
成歌剧，至少不是好歌剧了。
这很危险。
因为这类场面，只是在某一题材的歌剧中才会出现，而不是在一切的歌剧中都能出现，比方在讽刺性
的喜剧中就很难出现。
这种看法如果被公认了，是有使歌剧的题材变得十分狭隘的危险的。
还有的同志说：“看来歌剧女声很重要，很多歌剧主角都是女的。
我想《洪湖赤卫队》监狱一场如果韩英改为刘闻，便不易抒情了。
”这种说法足前一种说法的极端化，照这样做，歌剧的题材范围将更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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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导言　　希腊戏剧、印度梵剧和中国戏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戏剧文化，虽然中国戏曲至12世纪才算真
正形成完整形态，但今天仍然活跃在民众中间，影响着老百姓生活的，只有中国戏曲。
八百多年来，三百多个剧种，数以万计的剧目，在红氍毹上唱着庶民的喜怒哀乐，演着人世间的人生
百态。
　　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在《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一书中引用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话说　　戏剧可
以说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公共娱乐：戏剧之于中国人，好比运动之于英国人，或斗牛之于西班牙人。
正好比站在庐山外能识庐山的真面目，这位神甫对中国戏曲的观察非常细致又到位。
数百年来，中国老百姓将看戏当作了第一娱乐需求，婚丧喜事，农闲节日，茶余饭后，看戏是最大的
去处。
假如从古代的酬神禳鬼的傩舞、傩戏算起，这种看戏的习俗时间还要久远。
宋人陆游有诗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身后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说蔡中郎。
”满村的男女老少都在讨论《琵琶记》，更不要说搬演农村“目连戏”时千人属和、百村轰动的壮观
了。
　　中国戏曲的演出，在古代所受到的客观限制最少，上至皇宮御苑、华贵厅堂，下至江湖码头、穷
乡僻壤，只要一方“红氍毹”或谷场空地，就能轻歌曼舞敷衍故事。
皇帝后妃、达官贵族，贩夫走卒、山民野老，甚至于聋哑残障者，也都能从看戏中得到乐趣，可以这
样说，中国老百姓的历史知识，他们的忠孝节义、敬老扶幼的道德思想，全都是从《三国》、《水浒
》这些戏里得来的。
　　元代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院本名目》提出“戏曲”这个名词，其实远在中国戏曲形咸之初，
古人就通过各种形式来探究这一艺术样式的本质特征。
无论是苏轼的戏剧“游戏说”，还是马令等人的戏剧“讽谏说”，都想从戏剧的功能上来探讨中国戏
曲的特质问题。
随着元代南戏和杂剧的繁荣，人们对戏曲本质特征的思考也开始活跃起来。
夏庭芝的《青楼集志》、周德清的《中原音韵》、钟嗣成的《录鬼簿》等一大批专门著作的出现，使
元人对戏曲的认识有了艺术程度上的提高。
随着明清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和戏曲艺术的繁荣，明清人对戏曲特征的认识发生了质的
飞跃。
“本色当行”戏曲理论的提出，是明清两代戏剧家对戏剧自身艺术特性认识的杰出贡献。
　　中国戏曲不把舞台作为截取生活实景的镜框．不强调演戏的再现功能，而强调它的表现功能，就
如同梅兰芳在《中国京剧的表演艺术》一文中说的”中国观众除去要看剧中的故事内容而外，更着重
看表演”，“群众的爱好程度．往往决定于演员的技术”。
他认为，京剧作为一种古典歌舞剧，综合的因素很多，这么多综合进去的成分主要是通过演员体现出
来的，“京剧舞台艺术中以演员为中心的特点，更加突出”。
程砚秋也说：”我国传统表演艺术和西洋演员的最大区别之一是，在舞台艺术的整体中，我们把表演
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西方虽然也有表演中心理论，而且是主要学派，但终不能像中国学派这样把表演看作是唯一的。
欧洲戏剧的发展规律是：时代的美学观点支配着剧本写作形式，剧本写作形式又在主要地支配着表演
形式戏曲却是时代的美学观点支配着表演形式，表演形式又在主要地支配着剧本的写作形式。
”（《程砚秋文集》）　　布莱希特有一次在观看了京剧《打渔杀家》后说：　　一个年轻女子，渔
夫的女儿，在舞台上站立着划动一艘想像中的小船。
为了操纵它，她用一把长不过膝的木桨。
水流湍急时，她极为艰难地保持身体平衡。
接着小船进入一个小湾，她便比较平衡地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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