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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春柳社成立开始，中国话剧已经一百年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迎来了五十五年的庆典。“要把北
京人艺办成一个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高水平的剧院”，作为一种理想，曾澎湃了几代艺术创作者的
热情，正是因为他们对舞台的痴迷、眷恋、投身、奉献甚至“疯魔”，我们自豪地看到了，在半个多
世纪中，北京人艺舞台上美轮美奐的舞台艺术形象，以及作为国家级剧院的文化底蕴和所享有的世界
声誉。而其自成体系的北京人艺演剧风格，是探索、创新与实践的积累，它言说着艺术家们字勤的耕
耘、话剧观众由衷的认可，以及这个剧院独具的艺术魅力。理论家们所称谓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
，不仅是话剧艺术中的一个标杆、一个品牌，还成为一个专项学术课题，不断地被学者提及和深入探
究。曹禺说过：“北京人艺有很多经验，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艺术家们对戏剧艺术的痴迷热爱，
对戏剧艺术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治艺精神。不论是怎样的社会条件，要办出高水平的剧院，就要有
这种高尚的艺术精神。”为了保持北京人艺已经达到的艺术水准，除了后来者应不断继承、发扬剧院
的优良传统，同时还需要把前辈们弥足珍贵的艺术创作经验传承下去。事实上，在北京人艺五十五年
的历史中，她的整体舞台艺术是几代艺术家孜孜以求地在舞台上进行无数次的艺术探索与实践的结果
；曹禺、焦菊隐、于是之，以及许许多多的艺术家们，既精深于艺术创作，也兼有学者特质，他们以
深厚的理论素养，对中国的话剧艺术进行过理论阐述与总结，从而在感性与理性的结合处，经常传达
出他们对北京人艺、对话剧艺术的真知灼见与深入思考。北京人艺五十五年的舞台艺术实践既是剧院
的，也是中国的。站在中国话剧与文化建设的角度上看，所有人艺前辈艺术家的艺术人生、艺术实践
，都是属于中国整个社会的文化财富，所以，值得并需要我们不断加以记录、整理和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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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蔡文姬的舞台艺术》融严谨的学术性、丰富的史料性和强烈的观赏性于一体，既有宏观的文化视野
，又具生动的细节把握，从而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话剧《蔡文姬》的舞台艺术成就。谨以此书献
给中国话剧百年！
以上澎湃的诗情抒发出作家的主观情思和历史感悟。她的出现，为焦碉隐先生实现其创造具有民族风
格、中国气派的话剧艺术的构想成为可能。经过北京人艺众多艺术家的精彩演绎，创造出浓郁的舞台
诗意，使其成为北京人艺话剧民族化探索的成功典范，从而在中国话剧舞台上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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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经典场面1 对传统戏曲程式的匠心独运我国传统戏曲中的程式，如“亮相”、“起霸”、“龙
套”、“帮腔”“音乐”等，几乎在每一出戏曲里都可以见到。焦菊隐同志把这些程式经过选择、提
炼、发挥，创造性地运用到话剧((蔡文姬》的导演艺术中来。第一幕开始的一段戏(从开幕、文姬出场
到独白)，是为全剧的风格形式定调子的一段戏。焦菊隐同志以他的才华和驾驭艺术手段的能力，通过
对这一段戏的处理，一下子便把观众引进这个戏特有的美的意境。原作规定：大幕拉开，文姬“独自
一人”在场上，形容憔悴。“一时又高兴，一时又有愁思不决之状。”显然，在戏开始前，文姬便处
身在巨大的矛盾冲突之中。为了把这个规定情景揭示出来，导演在大幕拉开后把舞台处理为空无一人
。大幕在具有中国古代特色的音乐旋律中缓缓开启，色彩鲜丽的匈奴穹庐帐幕和悬着大铜锣的五色旗
架，在黑色天幕的衬托下，强有力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布景使音乐的形象具体化，音乐又赋予布景以
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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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59年，北京人艺将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搬上舞台，作品将郭老的浪漫主义诗情和焦菊隐先生
话剧民族化的导演构思融于一炉，创造出了一台具有中国气派的完美的舞台艺术精品。她和《虎符》
、《武则天》、《茶馆》等剧目一起，成为焦菊隐先生话剧民族化探索的经典剧目。1980年，由当年
参加《蔡文姬》演出的创作人员共同追忆、编辑出版了《的舞台艺术》，为这个剧目留下了宝贵的艺
术资料。此次为纪念中国话剧诞辰一百周年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五十五周年，北京人艺与中国戏
剧出版社合作，将这本《的舞台艺术》再度编辑出版。其中，我们以全新的编辑理念，在保留原书内
容的基础上，对内容划分、编排、版式设计等进行了较大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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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蔡文姬的舞台艺术》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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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都是写论文逼的
2、里面有朱琳、濮存昕、梁冠华、徐帆等人的演员感受和角色创作体会。还有焦居隐、郭沫若这些
大家创作心得。非常好！！！！
3、发货及时，质量不错，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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