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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国史剧研究》在对20世纪中国史剧创作和理论发展几个主要阶段进行详尽考察的基础上，
研究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跌宕起伏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权力争斗，史剧争取文体独立的审美价
值、追求历史诗意的复杂过程，发现支撑史剧艺术追求理想信念的核心观念是中国现代启蒙精神，它
引导着史剧始终坚持运用历史理性批判精神看待历史，努力发掘古老历史中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历史
诗意，从而曲折地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独特的心理和情感。研究20世纪中国史剧创作实绩和理论
成果，证实了史剧创作的基本规律不是戏剧历史化，而是历史戏剧化。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结论是：
一、史剧创作的基本规律是历史戏剧化，目的在于追求历史诗意。
二、历史戏剧化的关键是创作主体的主体精神的发挥，主体精神的现代性是保证历史剧现代性的前提
。
三、历史理性批判精神是20世纪中国史剧现代性发展的内在精神。20年代的翻案风、40年代的爱国民
主精神和80年代以来传神史剧对历史诗意的感悟，史剧内在的现代精神贯穿始终。
四、现代史剧现代性的发展是在与反现代性的较量中艰难地推进的。历史剧创作原则的反现代性，是
历史剧创作主体精神被意识形态政治功利话语所置换、颠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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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黑格尔批评趣味狭隘的法国人表现历史题材的“法国化”处理方式，认为伏尔泰基于启蒙立场对
法国人的辩护是把艺术的内容“刨平磨光”，使艺术成为“平滑的概括化的东西”，而艺术的内容需
要“具体化”，艺术是“有生命有个性的东西”。黑格尔认为“法国人最不会了解莎士比亚”，他针
对法国启蒙学者对历史题材主观化处理方式进行深入剖析，认为“转化古代人物以适应近代观点和形
象的方式”“有道理”，“这种勇气还可以说是伟大的”。他肯定启蒙时代以来用现代人的眼光认识
、表现古代人物的必要性，但他也表示自己对启蒙史学的主观随意性不满，并认为这是“文化修养缺
乏的表现”，是“对自己时代的文化的骄傲”所致。他说：“在法国，历史也往往是按照这个原则写
出的，其目的并不在历史本身和历史所写的人物事件，而在适应当时的某些旨趣，向政府进一个忠告
，或者唤起对政府的仇恨。许多剧本也是这样写成的，或是在全部内容上或是在某些片段上明显地影
射到当时的情况；如果在旧剧本里碰到可以联系到时事的地方，演员们就故意把它加以大肆渲染，听
众们也热烈欢迎它。”　　同批评法国人主观化处理历史的方式不同，黑格尔批评德国人处理历史的
过分拘泥于纯然形式化的客观化方式。黑格尔说：“尽可能地把过去时代的人物和事迹按照它们的实
在的地方色彩以及当时道德习俗等外在情况的个别特征去复现出来。我们德国人在这方面特别擅长。
我们与法国人不同，我们对于一切异代异方的特征都是最细心的记录者，所以在艺术里我们也要求对
时代、场所、习俗、服装、武器等等都要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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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抠点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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