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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追求科学性、完整性的戏剧学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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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德才 来源:《中国戏剧》2004年第10期 时间:2008-9-8 19:36:03 浏览:462次 

    戏剧是一门古老的艺术，人类的戏剧艺术实践若从西方古希腊戏剧算起，至少已有2500年的历史，

若将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原始表演艺术算作戏剧的起点的话，那么，世界戏剧史还将向前推一千多

年。而人类对戏剧艺术的认识与研究几乎是与戏剧的发生与发展同步演进的，但作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

独立学科的戏剧学的诞生则是20世纪初的事。德国学者迈克斯·赫尔曼1902年发表用文献学的方法进行

戏剧史研究的《剧场艺术论》被认为是真正奠定了戏剧学的基础。 

    戏剧学兴起已有一个世纪，但科学、完整的戏剧学论著却并不多见，2004年出版的董健、马俊山的

新著《戏剧艺术十五讲》堪称国内首部全面论述戏剧这一综合艺术的科学、完整的戏剧学教程。但笔者

以为只有明了了百年来戏剧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才能更好地认识该著作的价值和意义。 

    戏剧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独立和体系化一方面是因为戏剧艺术发展到现代因其多种构成要素之间

的消长、冲突导致的理论混乱和变革局面急需理论界给予科学的解释和学理的探讨，另一方面则是戏剧

艺术日益发展成熟并在人类社会生活（包括艺术教育）中取得重要地位和走向学科自觉的表现。戏剧学

兴起百年来，关于这一学科的研究著作并不少，但总体上看，这些著作有三个特点：一是出自西方学者

之手以西方戏剧为研究对象的多，而出自东方学者之手将东西方戏剧都纳入研究视野的论著少；二是承

袭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以来的传统，以文学剧本为研究对象的多，科学、完整的戏剧学著作少；三

是将构成戏剧的各要素如剧本、导演、演员、观众、剧场、舞台美术等分割开来研究的多，而将戏剧诸

要素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研究的少。如戏剧学界广有影响的几部重要著作《论剧场艺术》（英国戈登

·克雷著、1911）、《剧作法》（英国阿契尔著、1912）、《戏剧技巧》（美国贝克著、1919）、《西

欧戏剧理论》（英国尼柯尔著、1931）、《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美国劳逊著、其中戏剧部

分成书于1936年）等均出自英美学者之手。其中尼柯尔是侧重从悲、喜剧类型入手研究戏剧基本理论，

阿契尔、贝克和劳逊则都是讲剧作原理和编剧技巧。以剧作为研究对象，是它们的共同特点。戈登·克

雷则主要是论述导演和演员艺术，开了此后重导表演而轻文学的戏剧学研究的先河。这种情形一方面显

示着戏剧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戏剧学研究中的偏颇与缺失。 

    较早对戏剧这一综合艺术进行较完整的把握和论述的戏剧学论著是美国学者斯达克·扬的《论戏

剧》（1927），晚近的重要论著则有美国布罗凯特的《世界戏剧艺术欣赏》（1969）和日本河竹登志夫

的《戏剧概论》（1978）。《论戏剧》因尚无中文译本出版，在国内的影响面有限，《世界戏剧艺术欣

赏》虽然以世界戏剧史为主体，但著者注重从戏剧的综合性角度结合剧本和舞台来写史，加上第一部分

的戏剧基本理论和末一部分分别从戏剧诸要素全面介绍美国现代剧场艺术，从而使该著作虽以“世界戏

剧史”为副题，对戏剧的基本理论问题阐述尚嫌简略，但也基本具备了完整的戏剧学的框架。《戏剧概

论》则是日本学者不满于欧美戏剧学著作将东方戏剧排斥在视野之外的偏狭，力图将东西方戏剧置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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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范畴加以研究的戏剧学专著。著者认为戏剧的本质要素有四：演员、剧本、观众、剧场，该书即紧扣

戏剧的本质与四要素展开论述，另加世界戏剧史纲和日本戏剧史纲两部分。 

    世界百年戏剧学发展的情况大致如此，而中国国内的戏剧学研究就显得更加贫弱，1940年代初，张

庚先生将其在延安鲁艺戏剧系的讲稿以《戏剧艺术引论》为题出版，可算是国内学者为建立科学、完整

的戏剧学学科迈出的坚实的第一步。此后半个多世纪，虽然在编剧理论、导表演艺术、戏剧美学以及戏

剧史等领域不无有分量的论著出版，但这些著作一是大都只论及戏剧艺术中的某一要素，二是要么只论

戏曲或者只谈话剧，以古今中外全人类的戏剧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全面论述戏剧艺术的科学、完整的戏

剧学著作却一直付之阙如。董健先生指出：“将戏剧与政治、与市场的关系简单化、直线化，是科学的

‘戏剧学’贫困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再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戏剧教育体制存在严重弊端。一流综合大

学里没有戏剧系，这使科学的‘戏剧学’失去了生长的基地。”[①]这是切合近百年中国社会与戏剧学

发展的实际的。仅就后一原因来说，1985年，中国话剧文学研究会曾向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大学校长

呼吁有条件的大学开办戏剧专业或开设戏剧课程，但20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大的改变，听说北京大学

有建立戏剧系的设想，但似乎并没有付诸行动，南京大学的戏剧学研究生教育已有深厚的基础和较大的

规模，应该最有条件发展戏剧专业，据说也有建立戏剧系、发展本科教育的动议，但至今仍然只是一个

美好的梦想。半年前，笔者计划要在所在的学校开设一门戏剧学课程，却苦于找不到一种合适的教材，

只能将上文所提到的若干种不无偏颇的外国戏剧学论著列作参考。这与泱泱戏剧大国的历史与现状实不

相称，国内戏剧学研究的滞后由此可见一斑。《戏剧艺术十五讲》作为“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之一，既

为大学戏剧教育提供了一种优秀而适用的教材，作为一部全面论述戏剧艺术的完整的戏剧学专著，也填

补了中国戏剧学研究的空白，显示了当代戏剧学研究的新进展，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科学的戏剧学的力

作。 

    作为一部自成体系的戏剧学著作，《戏剧艺术十五讲》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内容全面、体例完整。戏剧学是以戏剧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戏剧本身又是融合了文学、音乐、

建筑、美术、舞蹈等多种艺术因素并由演员在一定地点（剧场）直接表演给观众欣赏的一种具有高度综

合性的艺术。因此，就戏剧艺术本身来说，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兼具文学性和舞台性，文学性主要

来自剧本（剧作家），舞台性则包括导演、演员、舞台美术（含灯光、音响、化装）、剧场与观众等要

素。只有把构成戏剧的诸要素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予以认识和把握，才能全面理解戏剧的实质，真正懂

得什么是戏剧，这就是狭义的戏剧学研究的范围。而戏剧与社会、与时代、与其他学科又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戏剧还有它自身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因此，若将戏剧本身以及与戏剧有关的一切问题都纳入研

究视野，那就是广义的戏剧学了。那就还包括戏剧史、戏剧人类学、戏剧社会学、戏剧哲学、戏剧心理

学、戏剧形态学、戏剧文献学、戏剧教育学等。一部戏剧学论著不可能穷尽广义的戏剧学中包罗万象的

内容，一般的戏剧学专著只是就狭义的戏剧学而言的。《戏剧艺术十五讲》在内容安排、体例设计上，

吸收了以往戏剧学著作的优点而克服了其缺点，以十一讲的篇幅对戏剧艺术的基本理论进行了详尽而深

入的探讨，同时以四讲的篇幅对戏剧与影视、戏剧与教育以及中国与世界戏剧简史等虽属广义的戏剧学

范围但与戏剧本身又有着非常密切联系的内容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这既有助于拓宽读者的视野，也便

于加深读者对戏剧艺术本身的认识与理解。《戏剧艺术十五讲》以其内容的全面、系统，体例的科学、

完整，论述的深入、细致，将戏剧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代表了国内戏剧学研究的新高度。 

    二、沟通古今、融合中西。《戏剧艺术十五讲》区别于很多同类著作的特点除了体例的科学、系

统、完备，另外一个突出的方面就是著者具有开放的心态、宏阔的视野，“打破‘中外之见’，超越一

切文化上的‘藩篱’，敢于面对古今中外全人类的戏剧文化现象提出问题、讨论问题。”[②]董健先生

曾不只一次引述钱钟书先生的四句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以此表明自己

的学术信念与追求。他认为：“人类在文化创造上相通之处多于相别之处，过于强调相别往往是一种文

化封闭心态的表现。”[③]而百年来中国文化学术界却正是在强调中外的差别与对立的文化观念的指导

下发展过来的，这大概也正是中国文化学术研究成果缺少创造精神和永久普遍价值的原因所在。打通古

今、融会中西，摈弃学术研究的功利观念，关注人类精神文化的共同点、相通处，是董健先生的一贯主

张。他的戏剧学研究，走的正是这样的路子。体现在《戏剧艺术十五讲》中就是：第一，将古今中外全

人类的戏剧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同一范畴加以研究探讨，着重考察人类戏剧文化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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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普遍性。这样，无论论述戏剧的本质、悲剧与喜剧的特征，还是论述导表演艺术、舞台美术以及戏

剧史与戏剧教育，著者都能从人类戏剧文化的共性着眼，脚踏东西戏剧文化之舟，目标指向人类戏剧艺

术普遍规律的彼岸。这样就不仅使著者对戏剧艺术基本原理的看法避免了因视野的狭窄而带来的偏颇与

片面，而且使很多论点具有了鲜明的现代意识和普遍的理论价值。如著作第一讲中对戏剧的文化意义的

阐释，就从“人”出发，以“人”为归宿。从戏剧给人娱乐与审美的享受，戏剧使人产生一种基于人性

的“美”的“共鸣”并实现人在情感领域里的沟通、平等与和谐，戏剧满足人对现实的超越和对精神生

活的需求，戏剧有利于人自由独立的健康个性的发展与社会民主的形成等四个方面论述戏剧艺术如何扩

大和优化了人的生活空间，丰富和诗化了人的生活内容。这就一反对戏剧功能的实用主义和政治功利化

认识，而深刻地揭示出戏剧的更普遍的文化意义，给人更多的教益和启迪。第二，在对具体问题的论述

中，拆除话剧与戏曲之间人为的阻隔，以“话剧—戏曲二元”结构的眼光审视戏剧的生态状况，一方面

将话剧与戏曲纳入戏剧艺术这同一的范畴探寻其共同的普遍的规律，另一方面并不抹杀话剧和戏曲作为

两类剧种在戏剧观念和艺术价值体系上的根本差别。如书中论及戏剧的本质特征时，同时将中国古代戏

曲《西厢记》和西方现代话剧《玩偶之家》作为典型例证列举。谈悲剧时将《奥狄浦斯王》、《奥瑟

罗》、《麦克白》、《罗密欧与朱丽叶》、《推销员之死》与《窦娥冤》、《赵氏孤儿》、《雷雨》并

列。谈喜剧则以西方话剧《第十二夜》、《仲夏夜之梦》、《暴风雨》、《达尔蒂夫》和中国戏曲《救

风尘》、《望江亭》、《西厢记》为例。而论演员和表演艺术时则在指出“人”既是表演的对象又是表

演的工具这一共同的前提下，分析话剧和戏曲两类戏剧艺术在表演上的根本区别：话剧演员摹仿生活、

京剧（戏曲）演员模仿程式，话剧求真而戏曲求美。此外，在谈舞台美术等内容时也有同样精彩的分

析。这样以中外戏剧为研究对象的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的比较研究，也使该著作客观上具有了比较戏剧

学的价值。 

    三、突出学术、兼顾普及。《戏剧艺术十五讲》是以大学通识课教材的形式出版的，它的体系的科

学、完整，论述的深入浅出，语言的简明、晓畅和内容的知识性、趣味性与普及性，使它具备了一部优

秀教材的主要优点。如论戏剧的发生与起源，著者以李白诗“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和儿童游戏

“扮家家”为例，从人类的摹仿、表演、观看这三种本能和欲望谈到“为了娱乐”和“有所寄托”这两

个目的和意义。然后得出“这个‘3+2’就构成了戏剧艺术得以发生的全部心理基础”的结论，最后告诉

读者：“有表演者，有观看者，给人娱乐，有所寄托，这就是戏剧艺术的发生，这也就是戏剧艺术的源

头。”（该书第10页）著者以生动有趣的语言和通俗化的表达方式形象地阐释了复杂、枯燥的学术问

题，使人易于接受、易于理解，并记忆深刻。而这种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在全书基本上是统一的，类似

的例子遍布于全书各讲，不胜枚举。不过，该书作为教材的普及性特点虽然非常突出，但它并不是一般

的知识介绍类教材，它的风格是“学术讲座型”的。阅读全书，就相当聆听了十五场关于戏剧学的学术

报告，讲座的表达风格是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但讲座的内容却往往涉及学科前沿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

问题。因此，我以为该书作为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戏剧学专著，其学术价值尤其值得重视。这表现在，

第一，它在继承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科学的戏剧学体系，如关于戏剧的

构成，前人有“三要素”和“四要素”说，该书认为“四要素”说中不提导演是不恰当的，因此提出剧

本、导演、演员、剧场、观众“五要素”说。认为“这五者是戏剧的‘本体性’要素，或称主导要素；

其余诸方面，如作曲、舞台美术、音响效果等等，可视为戏剧的‘附属性’要素”。（该书第20页）同

时否定了“剧本中心论”、“导演中心论”、“演员中心论”等不符合戏剧艺术规律的片面的提法。全

书即由戏剧的本质特征、戏剧分类、戏剧体裁、戏剧的“本体性”要素与“附属性”要素、戏剧欣赏与

批评、戏剧风格与流派、戏剧史、戏剧与影视、戏剧与教育等内容组成。该书是笔者迄今所见到的体系

最为完备的戏剧学论著。第二，针对本学科前沿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该书提出了一系列独树一帜的学

术观点。如作为戏剧艺术审美特性的集中表现的“戏剧性”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该书专设一讲，著者

从戏剧具有文学性和舞台性的“双重性”特点出发，提出了戏剧的文学和舞台两个层面的戏剧性的理

论，并分别对“文学构成中的戏剧性”和“舞台呈现中的戏剧性”做了深入的探讨，从而澄清了戏剧性

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缠绕不清的问题。又如在戏剧体裁一讲中，著者第一次从悲剧精神和喜剧精神的

角度系统论述了悲剧和喜剧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当今世界上，喜剧精神越来越胜过悲剧精神”、“悲

喜剧是喜剧的一种”等论断，其视角与观点既新人耳目，又启人深思。此外，对剧作家重要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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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反戏剧”倾向批判、对戏剧史的描述、对导演与演员、剧场与观众以及戏剧教育的论述等都显示了

著者独立的学术立场和价值取向，其学术性非常突出。第三，著者开阔的学术视野、鲜明的现代意识、

独立的批判精神、融合中西的思路、比较研究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和生动简明的语言风格等，

使该著作在关于学术研究的终极价值问题和方法论上都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这无疑将是该著作潜在的

而又是意义深远的学术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 

    -------------------------------------------------------------------------------- 

    [①] 董健：《话剧研究要补课》，《戏剧与时代》第1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董健：《戏剧艺术十五讲·后记》第4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 董健：《大学里的戏剧研究》，《戏剧与时代》第180-18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原载《中国戏剧》2004年第10期 

(戏剧研究——国内第一家戏剧研究学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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