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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戏、政府的戏和校园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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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戏、政府的戏和校园的戏 

——在“戏剧研究网”成立五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提要：本文论说了下列观点：1、中国大陆当代戏剧衰微的原因是：政府取代个人，成了戏剧创作的主

体；2、实践与精神分别是人类天性的两极，政府是实践的产物，艺术（戏剧）是精神 的产物；因此，

3、政府和艺术（戏剧）分别隶属于人，而互不隶属，政府不具备精神，没有艺术生产的能力；4、艺术

是人的行为，不是政府的行为，戏剧创作的主体只能是个人； 5、大学在中国大陆重建戏剧历程中的优

势与使命。  

  

关键词：实践、精神、唐•吉诃德、哈姆雷特  

  

  

                                     一 

 

    20年前，北京人艺推出了话剧《天下第一楼》。该剧以一副对联点破主题：“好一座危楼，谁是主

人谁是客；只三间老屋，时宜明月时宜风——没有不散的宴席”。编剧何冀平说：“戏中主人公卢梦

实、常贵……自以为是事业的主人，其实‘梦里不知身是客’，可怜他们迎送了一辈子宾客，竟不知自

己是主是客？……这副对联突破表意，直取人生，历经沧桑的人可为感谓，不甘于此之人可做呐喊，人

生苍凉，命运拨弄，尽在一个问号之中。”[1]可惜20年来，北京人艺再也没有创作一部能够与之伯仲的

好戏。但是山西省人艺近年创作了一部与《天下第一楼》一样描写民初商人，追求地方特色的话剧，

《立秋》。《立秋》虽然描写了山西钱庄商人马洪翰的事业飘摇、性格独断和家庭生活的不幸，然而最

终并不像何冀平那样表达人生不知是梦是真为主为客的怀疑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的苍凉感，而是

在事业、性格与家庭生活的悲剧之上，找到了“道德”这个足以抵消一切悲剧的绝对价值物，调动一切

艺术手段热烈地颂扬了晋商“诚实守信”的风范。 

    《天下第一楼》与《立秋》的差别在于：一个怀疑人生的价值，把人生解读为悲剧，一个坚信人生

的道德价值，把人生表现为正剧；一个是个人的“感谓”与“呐喊”，一个是代表山西省人民政府对前

辈“先进生产力”代表的表彰和对当代人民的教育。 

    同样在20年前，上海京剧院推出了现代京剧《曹操与杨修》。在这个戏里，曹操的悲剧不仅在于他

一步步亲手葬送了自己招贤纳士的政治胸怀与大略，杨修的悲剧也不仅仅在于他一心辅佐曹操，最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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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操手里；悲剧尤其在于这两个始终坚持他们共同的政治理想“初衷不改”统帅和谋臣，在诀别的那

一刻仍然既互相痛惜，又无法沟通。这是一部表现权力与智慧各自荒谬性的悲剧：权力为了实现自己，

必须把自己装扮成绝对价值的东西，然而真正的智慧却总是能够看穿一切权力的破绽，看穿权力冒充绝

对价值的虚假性；智慧一面总是能够看穿一切权力的价值有限的真相，却也恰恰因此而失去了生存的起

码智慧，变得十分无能与幼稚。《曹操与杨修》因其深刻地表现了我们人性和人之存在的荒谬而成为一

部伟大的悲剧作品。中国戏曲学会把她的第一个“学会奖”颁发给了陈亚先、马科和尚长荣共同创作的

这部戏。20年后，就在去年11月，戏曲学会再次把“学会奖”颁发给尚长荣表演的剧作，这一次是《廉

吏于成龙》。《廉吏于成龙》不再是悲剧，而与《立秋》一样是一部颂扬道德楷模，感化和教育观众的

正剧。和《立秋》中马洪翰的母亲出人意料地掏出一把金窖的钥匙，取出60万两黄金化解悲剧一样虚

假，甚至更不堪，《廉》剧把于成龙描写成一个八年勤政不过家庭生活、装着为官各地的泥土到处跑、

穷困之极，常常以水代酒的道德楷模。创作者和“爱”这部戏的人知道这样一个舞台的道德形象是需要

辩护的，他们从史籍中找出了“证实”人物“真实性”的只言片语，但是他们拒绝考虑于成龙这样的廉

吏在整个官僚专制制度中的悲剧性和喜剧性，他们也忘记了亚里斯多德说过的：重要的不是“历史上”

是否发生过，而是根据“可然律”和“必然律”是否可信。[2]和《天下第一楼》一样，《廉吏于成龙》

也在剧末宣示了自己的主题，不同的是它的主题不是何冀平那种怀疑主义的“苍凉”“感谓”与“呐

喊”，而是信心满满地开出了一剂疗救人心与世道的药方：“人人治人，国虽治而必乱；人人治己，国

虽乱而必治”。和何冀平的诗意相比较，这剂药方显得何等平庸！开方人的信心满满和药方平庸之间的

落差，又是何等地喜剧！ 

    陈亚先把《曹操与杨修》比作乡村葬礼上唢呐吹奏的《千夫叹》，他说“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人生

感叹！”“吹得一天星斗一塘月色无比凄惶”。[3]《曹操与杨修》和《廉吏于成龙》的差别也是：一个

是陈亚先、尚长荣对人性和人的存在之悲剧性的个人感叹，一个是政府树立道德榜样的宣传。 

 

二 

 

    20年来，中国大陆剧坛上不再有过《天下第一楼》，也不再有过《曹操与杨修》。悲剧的创作在中

国大陆基本上停止了，代之而起的，是《立秋》和《廉吏于成龙》这类平庸正剧的大量出现。 

从《天下第一楼》到《立秋》，从《曹操与杨修》到《廉吏于成龙》，这种戏剧创作的平庸化是怎样发

生的呢？ 

    是由于政府取代个人成为戏剧创作主体而发生的。 

    政府不能成为戏剧（以及一切艺术）创作的主体。一方面，一个有效率、有作为的政府不可能创作

出好戏；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政府创作了像《天下第一楼》和《曹操与杨修》这样的戏剧，这个政府一

定会像哈姆雷特那样让思想消磨了行动的意志，成为低效、无能和有辱使命的，例如会填词、爱唱戏的

南唐后主李煜。某市文化局长在反驳我的这一观点时说：“不一定吧。毛泽东呢？他即是一位诗人，也

是一位政治家。”实际上，毛泽东恰恰是我的这个观点的例证。他在晚年把执政的行为当作他个人的

诗，“文化大革命”正是他的 “行为艺术”。 

    屠格涅夫曾经比较过唐·吉诃德与哈姆雷特。[4]他说：“这两个典型体现着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

对立的特性，就是人类天性赖以旋转的轴的两极。”这是指人类实践的天性和观照自身实践的精神天

性。 

    关于唐·吉诃德，屠格涅夫说： 

        唐·吉诃德本身表现了甚么呢？首先是表现了信仰，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 

    仰，对真理的信仰，简言之，对超出个别人物之外的真理的信仰……唐·吉诃德全身心浸透 

    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准备承受种种艰难的困苦，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有一颗 

    温顺的心，他的精神伟大而勇敢；他那感人的笃信没有束缚他的自由；虚荣心与他格格不入， 

    他不怀疑自己和自己的使命，甚至自己的体力；他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意志。永远追求同一 

    个目的使得他的思想有些单调，使得他的才智有些片面；他知道得很少，而且他也不需要知 

    道很多：他知道他的事业是甚么，他为甚么生活在世上，这就是主要的知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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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人类的实践天性：有坚定的信仰和不可动摇的意志，能够热情地采取行动；但是，缺乏审视自身

信仰与行动的才智。实际上，这种“缺乏”却恰恰是维持信仰所需要的；知识的有限，是一切信仰能够

维持的前提。 

    政府不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而是人类实践行为的产物和人类实践行为世界的存在物。一个合格

的政府，必然地拥有人类实践天性的全部品格：一方面，是坚定的信仰和不可动摇的意志，采取行动的

热情与能力，另一方面，则是缺乏审视自身信仰与行动的才智，对与行动无关，甚至可能动摇信仰、消

解意志的“多余”知识的排斥。 

    困难的是，就像唐·吉诃德不可能意识到自己是可笑的一样，如果我们站在实践性世界里，往往无

法察觉政府信仰与行动的价值有限性，无法察觉它信仰的知识有限前提，无法察觉它的才智缺陷。这种

情况的发生，在启蒙不够充分，思想资源相对匮乏，教条主义和思想专制盛行的地方，几乎是必然的。

对唐·吉诃德这个艺术形象的理解，特别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上世纪90年代，张艺谋与意大利人合作，

导演了一场豪华的《图兰多》在北京太庙演出，这件事情大大地刺激了魏明伦：由一个中国人执导，在

北京太庙演出一个冷血的中国姑娘被欧洲人启发了良知的故事，这是决不能够默默接受的！魏明伦挺身

反抗了。他把普契尼的歌剧改写成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与张艺谋的演出同时，在北京全国政协礼

堂演出。香港《明报》载文道：“与太庙的珠光宝气、富丽堂皇相比，川剧《杜兰朵》的剧场前显得特

别冷清，舞台上显得格外寒伧。虽然北京的地铁里随处可见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的大幅广告，但却

极少有年轻人主动买票到剧场中来。在歌剧辉煌光彩的映衬下，魏明伦的努力显得有些苍凉和悲壮。”

“在西方强势文化与文艺商品化的双重攻击下，魏明伦像唐·吉诃德一样骑着他的瘦马，举着他的长

枪……”[5]魏明伦对这篇文章的反应是：“我哪里是唐·吉诃德！唐·吉诃德是与假想敌打仗。我的戏

是与实在的外国《图兰多》作艺术比较。我怎么会是唐·吉诃德？比喻不当。”[6]与魏明伦对唐·吉诃

德的优越感不同，白先勇在听到有人把他组织演出“青春版”《牡丹亭》的行为比作唐·吉诃德的时

候，非常自豪地连连点头，说：“我就是唐·吉诃德！我就是唐·吉诃德！”[7]根据白先勇所受的教

育，他很能理解唐·吉诃德的喜剧性，实际上是每一个行动者的人的喜剧性，谁的理想越狂热，意志越

坚定，谁就越像一个唐·吉诃德，因此，他把自己被比作唐·吉诃德看成是对他的赞扬。而魏明伦不

同，他所受的教育是把自己与唐·吉诃德区分开来，认为唐·吉诃德的喜剧性是他不幸维护了一个虚幻

的、错误的东西，他相信他所热烈地追求和捍卫的东西具有绝对的价值，因此他是高于唐·吉诃德的，

不具有唐·吉诃德的喜剧性的。他不明白，唐·吉诃德的喜剧性是一切理想和信仰的喜剧性。比较起

来，白先勇不仅是一个为理想而行动着的唐·吉诃德，而且是一个审视自己，品味到自己理想与行动的

喜剧性的塞万提斯，也是一个以拥有无限知识和无限反思能力为特征的哈姆雷特。而唐·吉诃德，正如

屠格涅夫所描绘的：他“不怀疑自己和自己的使命”，“他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意志”，“他的才智有

些片面；他知道得很少”，他不可能察觉到自己的喜剧性；所有的唐·吉诃德都认为别的狂热地行动着

的理想主义者都是唐·吉诃德，而他自己由于幸运地拥有正确的理想和实在的敌人，所以不可能是一个

唐·吉诃德。魏明伦就是这样。实际上，他对普契尼歌剧敏感的过分诠释，他对张艺谋导演《图兰多》

以及该剧在太庙的演出的忧忿，与唐·吉诃德对风车的过分诠释和忧忿非常相似：即是可笑的，也是令

人叹息的。 

    屠格涅夫这样描绘哈姆雷特： 

        他在整个世界上找不到他的灵魂可以依附的东西；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经常关 

    心的不是自己的责任，而是自己的境遇。哈姆雷特既然怀疑一切，自然，对自己也是毫不 

    容情的；他的才智太发达了……由此产生了他那与唐·吉诃德的热情相对立的冷嘲。哈姆 

    雷特怀着欣赏的心情过分地责骂自己，经常观察自己，永远注视着自己的内心深处，他透 

    彻地了解他的一切缺点，蔑视它们，也蔑视自己，同时，可以说他就是靠这种蔑视哺育着 

    而生活。 

屠格涅夫那个时候希望有人用高贵理想支撑着的行动来改变俄国，所以他在情感上更倾向唐·吉诃德而

厌弃哈姆雷特，他更多地强调的是哈姆雷特的自恋与自私，他不把哈姆雷特缺乏行动能力的弱点归结为

智慧的过渡发达，而归之于他的自私。在我看来，是哈姆雷特无穷的智慧看穿了一切行动的价值有限

性，因此而不能产生行动的热情。正如一切信仰都以知识和才智的有限为前提；哈姆雷特由于拥有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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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不可能找到信仰。他是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一个因为思想而失去了行动能力的人。 

    哈姆雷特是把人性和人的存在、把人的实践性世界当作自己审视、品尝和探求对象的人类精神的人

格化。作为人类精神的化身，他从人性和人的存在中所看到的只有悲剧性，同时也是喜剧性，实践性世

界中的人们绝对肯定自己的那种正剧性在他看来无一例外地是可悲、可笑的。所以，在政府颂扬道德榜

样的地方，何冀平看到的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陈亚先看到的是荒谬与凄惶。艺术是人类的精神

产品；正是这个“人类天性中的”精神，创造了戏剧艺术。 

    正如屠格涅夫所说，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分别代表着“人类天性中”的“两极”。唐·吉诃德代

表实践的一极：他坚定地信仰和热情地行动着，坚信自己的正剧性，没有能力从人性与人的存在中察觉

出悲剧性或喜剧性来。政府便是人类实践天性的产物。哈姆雷特代表精神的一极：他洞穿了信仰与行动

的价值有限性，因此根本不承认人的正剧性，[8]在他看来，人性和人的存在都是悲剧性，同时也是喜剧

性的。戏剧艺术便是人类精神天性的产物。 

    实践与精神同属于“人类的天性”。精神属于人；作为人类实践的产物，政府不具有精神，它在本

质上与人的精神是相悖的。而戏剧是精神的产物，它只能属于人，个人才是戏剧创作的主体；戏剧是人

的精神活动，不应像《立秋》和《廉吏于成龙》那样降为实践世界道德教诲的工具。戏剧丢失精神品格

沦为实用主义工具的原因是：戏剧创作的主体由个人变成了政府或者类似的在实践世界负有使命的政

党、团体、机构。 

 

三 

 

    在一个戏剧发育比较健康的社会，校园戏剧会较多呈现它作为业余创作距离专业作品较远而与生活

形态较近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是：一、接受专业戏剧指导，保持向专业戏剧学习的姿态；二、重要的

不是它的艺术追求，而是它在创作成型的过程中对于学生丰富文化生活、沟通交流感情、锻炼团队精神

与工作能力、学习和实践艺术的意义。当代中国大陆的戏剧，如上所述，由于个人从创作中退出，政府

成为创作主体的原因，已经十分衰落，专业戏剧已经失去了指点业余的个人戏剧创作的资格，校园戏剧

基本上无法从专业戏剧得到任何帮助。相反，校园戏剧在中国戏剧重建的过程中有可能承担更多的责

任。中国当代戏剧的重建，归根到底是要恢复戏剧创作主体的个人身份，使戏剧作品重新成为个人的精

神产品。在这个方面高等院校有着独特的优势。首先是思想解放的优势，高等院校本来就是知识分子集

中的地方，是精神生产和传播的基地，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活跃窗口，因此能够敏锐地感觉到中国大陆

当代戏剧的弊端所在，能够依托更多的思想资源，突破当代戏剧创作的种种禁忌。其次，较少受到当前

戏剧的市侩功利主义的影响，不必在创作上对政府部门负责。2005年，南京大学戏剧研究所创作的

《〈人民公敌〉事件》演出后，国家剧协的官员批评这个戏，混淆了社会主义中国与一百多年以前资本

主义挪威的界线，没有积极地引导学生的对立情绪。正是校园戏剧身份对这种批评的屏蔽作用，使这个

戏在后来的演出中始终坚持了纯粹的个人言说立场。再次，大学里有最好的戏剧观众，个人的精神创作

最容易在这里得到认同和支持。事实上在上世纪初，高等学校的校园戏剧就曾凭借自身的优势在中国现

代戏剧创立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因此，当代中国大学的校园戏剧，应该有更大的艺术野心，有更强烈的使命感，戏剧学专业的师

生，更应该放弃那种业余演出的心态，在恢复中国大陆戏剧的个人创作，重建戏剧的过程中承担更多的

责任，做出更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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