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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诗说”与“表演中心论” 

———试析张庚的戏曲本质论及其内在张力 

来源：《中国戏曲学院学报》第26卷第2期20 0 5年5月 汪余礼 

三、“剧诗说”与“表演中心论”的关系 

    张庚“剧诗说”与他的“表演中心论”构成了一种怎样的关系呢?要说明这点必

须首先弄清“戏曲”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在张庚著作中的所指。据考证,“戏曲”一

词初见于宋元间人刘埙(1240—1319)的《水云村稿》卷四《词人吴用章传》:“至咸

淳,永嘉戏曲出,泼少年化之,而后淫哇盛,正音歇。”此处所谓“戏曲”指“演戏之

曲”。又,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唐有传奇,宋有戏

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这里的“戏曲”,张庚认为是“专指元

杂剧产生以前的宋杂剧”,叶长海认为“当系特指宋代的杂剧本子”。明清人笔下的

“戏曲”往往与“散曲”相对,“指剧中之曲,意犹‘剧曲’,亦借指剧本。”33至近

代王国维,其笔下“戏曲”约有三种涵义:一是指“戏剧内里之曲”,如“后代之戏剧,

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故真戏剧必与戏曲相表

里”34;二是指“包括宾白在内的戏曲剧本”,如“戏曲之存于今者,以西厢为最古,亦

以西厢为最富”;三是指一种综合表演艺术,如“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到了

张庚,他有时以“戏曲”指“诗歌的一种形式”,有时以“戏曲”指“戏曲剧本”,有

时以“戏曲”为“一种表演艺术”,有时“把‘戏曲’用来作为包括宋元南戏、元明

杂剧、明清传奇以至近代的京剧和所有地方戏在内的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通称”35。 

    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了。当我们见到或用到“戏曲”一词时,它究竟是指何种意

义上的“戏曲”?戏曲本质论探讨应如何面对“戏曲”的多义性问题?张庚又是如何解

决这一问题的?从张庚留下的著作来看,他实际上是自觉不自觉地从两种意义上分别探

讨戏曲本质的:当他以“戏曲”指“中国特有的曲白相间的戏剧文学”时,他认为“戏

曲是剧诗”;当他认为“戏曲”是指“以唱、念、做、打的综合表演为中心的戏剧形

式”时,他提出了系统的“表演中心论”。在他这里,“剧诗说”主要表明了他对戏曲

文学的本质性看法,“表演中心论”基本代表了他对戏曲舞台艺术的本质性认识;两者

合起来,共同构成了他的戏曲(作为综合艺术)本质观。也就是说,张庚的戏曲本质论,

是由两种既对立又互补的学说构成的;如果说“凡是存在着对立而又互相联系着的力

量、冲突和意义的地方,都存在着张力”36,那么可以认为,张庚戏曲本质论内部的这

两种学说形成了一种张力。正是这种张力,使其理论保持着某种紧张状态,虽让人于心

有所未安,但富于生机与活力,表现出可能继续向前发展的态势。比如,其理论内部始

终隐含着这样的问题,到底该如何看待戏曲文学与戏曲表演的关系,或戏曲的文学性与

舞台性的关系?面对戏曲这样一种形态复杂、高度综合的艺术,我们探讨其本质时是应

该由部分到整体地分析其共时态系统还是应该就其“成其所是”的过程(“怎是”)来

逐步分析其历时态系统?这些问题;将推动人们进一步去探索。 

    回到张庚理论本身,他的戏曲本质论为什么会由两种学说组成呢?一方面,这与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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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作为综合艺术的客观实际有关。对于戏曲艺术,文学与表演这两端均极重要,不可偏

废。自近代以来,戏曲特重表演,文学品位大幅度滑坡,西方戏剧界也兴起了强劲的反

文学思潮,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对于戏曲、戏剧是不重要的。“现代戏剧的发展历程

一再证明,发生在不同时期的探索、革新都不能动摇剧本的根本地位。”37对戏曲艺

术来说同样如此,单纯的表演美、形式新虽能赢得一时的喝彩,但其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离不开文学。当代戏曲文学品位的逐渐回升也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戏曲文学虽可

能在某一时期被边缘化,但由于戏曲艺术自身发展的需要,它迟早是要崛起的。至于戏

曲表演,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另一方面,与人的思维规律有关。著名哲学史家苗力田曾

说过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话:“人类思维的运转轨迹不是哥白尼式的,而是开普勒式

的。它是种具有两个焦点的椭圆形。我们最早的宇宙论集成《易经》系辞:‘一阴一

阳之谓道’,……这个理就是开普勒之理,属人的事物大都是二。两种能力,两个本原,

两种原因。”38“属人的事物大都是二”,这反映到思维上也必然是二。《易经》上

还说:“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虽然有点玄妙,但合于辩证原理,对我们认识事物是不无启发意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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