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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文学与文化”高端论坛在扬州成功举办

发布日期：2019-12-31 浏览次数： 444 字号：[ 大 中 小 ]

2019年12月27日至29日，“戏剧、文学与文化”高端学术论坛在扬州顺利举办。此次研讨会

由上海戏剧学院中国话剧研究中心、扬州大学戏剧学创新团队共同主办，扬州大学文学院承办，

《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协办。来自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

中央戏剧学院、山东艺术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扬州大学等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主任陈军教授主持，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中国茅盾研究

会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杨扬教授，扬州大学副校长陈亚平教授，扬州大学人文社科处处

长余远富教授，扬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朱岩教授，《探索与争鸣》主编叶祝弟研究员先后致辞。

杨扬副院长在致辞中指出，本次论坛聚合了国内研究话剧的高端人才，可以听到来自全国各地的

声音，大家畅所欲言，开展戏剧研究及教学的更为专业化的讨论。陈亚平副校长在致辞中指出扬

州是一座古代文明和现代文化交相辉映的历史名城，扬州大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积淀，本

次研讨会放在扬州举办是一件幸事，期盼诸位专家学者能充分交流，共同推动戏剧教学、研究的

发展进步。佘远富处长指出，此次论坛在新中国建立七十周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深入开展，十九届四中全会顺利闭幕之际召开，必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和文化的繁荣

发展，并对扬州大学的人文社科研究情况作出介绍。朱岩副院长向前来参会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

地欢迎并致以诚挚的谢意，希望专家学者对扬州大学戏剧学创新团队建设多提宝贵建议，上海戏

剧学院和扬州大学两个团队之间可以做良性的互动，共谋发展。叶祝弟主编代表《探索与争鸣》

编辑部对各位专家致以谢意，指出在“五四”运动100周年的大好契机下，再次对中国话剧的变革

与发展进行深入思考，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专题研讨阶段由上海戏剧学院丁罗男教授主持，围绕“话剧研究创新”和“戏剧专业教

学”两个专题展开深入对话和交流，共有九位专家学者作了精彩的主题发言。中国文艺评论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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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副主席毛时安研究员介绍了近几年话剧演出情况，指出当前戏剧行业存在着“远离现实、缺血

缺钙、缺想象力”三大问题，这是目前行业发展的三大阻碍，文艺工作者亟需重视专业能力提

升。并勇于改变外部环境。

杨扬副院长从自己参加剧本选评会的经历谈起，指出当前的话剧与剧本创作方面存在的问

题，提出可以把中国现当代优秀小说改编成话剧，以弥补当前戏剧文学的薄弱，期望戏剧研究

者、教育实践者要在专业教学中适时地引导学生，培养学生对生活的敏锐度，同时也要注重平台

的建设，互通信息，保持交流，共同助力戏剧教学的提升。

浙江大学胡志毅教授以新世纪以来西方一流剧团频频来国内演出这一文化现象为例，阐述了

国内戏剧界可以西方经典文本的演出为参照和接受对象，重视其“再舶来”的意义和启示。南京

大学胡星亮教授针对当下中国戏剧界存在的种种问题，指出戏剧工作者应思考中国现代戏剧的精

神传统究竟是什么？把怎样一个精神传统留给后代？受雷曼的后戏剧剧场的影响，当下戏剧重视

视听的感官的刺激，放逐文学，结果造成戏剧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偏差，他认为雷曼的后戏

剧其实是一种前戏剧，后现代戏剧热衷于解构、破坏，自身建构不足，而中国社会更需要严肃

的、有灵魂的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彭涛教授指出中国现当代话剧研究和发展离不开启蒙精神和文

化价值观的重建，青年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亦不能盲从西方思维，而是要找到属于中国的思维、话

语和路径。南京大学马俊山教授指出，话剧研究和评论都需要有创新性和前瞻性，但现在话剧研

究萎缩，价值流失，包括娱乐的价值都在流失，艺术工作者应注重话剧的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和

娱乐价值，并展望了未来话剧研究中可能会有重大突破的几个方面，如“话剧和政治关系研

究”“话剧艺术形态成长研究”“话剧舞台艺术研究”“话剧文献资料整理研究”等。南开大学

李锡龙教授围绕“学术、艺术研究如何守正创新”这一主题发言，指出目前学界尚存在艺术学学

科定位不清的问题，戏剧战略团队可以更高的角度来运筹其构成与分类，拓展研究空间，广大学

者应秉持“既讲学理，又讲批判性”的研究理念和思路。中国传媒大学周靖波教授对《后戏剧剧

场》一书的翻译和版本作出探讨，回顾了“后现代戏剧”理论的发展历程，指出目前国内学界需

对西方理论祛魅，不可盲从。山东艺术学院吕双燕教授以山艺的教学经验为例，指出在教育实践

中应注意戏剧“本体论”建设，并以“本体论”理论为基础来构建话语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

在团队建设阶段，外请专家给予上海戏剧学院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创新团队和扬州大学戏剧

学创新团队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同时两个团队之间也开展合作和交流。复旦大学梁燕丽教授

就剧本文学、剧本向剧场的转化过程等方面发表了诸多独到的经验，提出研究港澳台戏剧可开拓

学术研究视野、填补中国话剧的版图，也可在教学实践中引起学生的兴趣。中央戏剧学院夏波教

授指出目前国内戏剧研究的趋势有二：一是整体性研究，二是跨学科研究，在教学过程中就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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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给学生建立戏剧的整体性观念和跨学科培养框架，就团队建设来说，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要

注意学科梯队建设。扬州大学许建中教授指出综合性大学的戏曲研究基本都是中国古代文学背景

下的古典戏曲研究，偏重文学，舞台研究相对欠缺，戏剧文学研究要和剧场联系起来才能取得新

的突破。同时谈到扬州大学戏剧学的梯队建设问题，希望继承传统，凝练特色，整合资源，再创

辉煌。对于如何专业化教学问题，扬州大学柏红秀教授、明光副教授、马宏柏教授和上海戏剧学

院翟月琴副教授依次根据自身研究和教学经验发表见解，大家积极交流互动，各抒己见，场面活

跃，气氛热烈。

大会最后，上海戏剧学院资深教授丁罗男老师就本次会议的研讨情况予以总结。丁罗男教授

充分肯定了此次研讨会的学术性和专业性，指出目前国内话剧演出和创作、学术研究和专业教学

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戏剧生态环境的问题，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艺术工作者脱

离了艺术本体、研究者脱离了学术本体造成地。本次讨论会可视为一次“回归”的努力：艺术工

作者需在创作和演出中回归审美，学者也需端正学风、献身学术，并找到正确的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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