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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话剧艺术作为一门综合类的世界性艺术，其表现形式纷繁复杂，“写意戏剧”作为

有着中国特色的戏剧形式之一，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写意话剧《中

国梦》是孙惠柱教授与夫人费春放女士于 20世纪 80年代在美国创作的话剧作品，作品

反映了在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思想、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差异，折射出具有时代代

表性的思想问题。该剧是在黄佐临先生提出的“写意戏剧观”的观点下创作的优秀剧目，

笔者以其作为硕士研究生毕业作品进行复排，在过程中从中国话剧发展史、导演、戏剧

角色塑造等角度出发探究写意戏剧以及当中对戏剧“假定性”的运用。

此次复排选择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于 1987年演出版本（黄佐临、陈体江、胡雪桦

导演）为案，一方面是对黄佐临先生的“写意戏剧观”提出 60周年予以致敬，另一方

面该版本从剧作解构、舞台呈现到演员处理都有着较高的艺术评价。故选此版本进行复

排并在当中一人分饰五角，是一种对戏剧专业的探索、一种对自我的挑战。

本文从“写意戏剧观”“戏剧的‘假定性’”“‘假定性’在复排过程中的运用”以及

“复排过程中对‘假定性’运用的思考”这四个角度出发，以复排写意话剧《中国梦》

为例，论述“写意戏剧中‘假定性’的运用”。以此作为笔者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的总

结汇报，并希望以此能为他人提供写意戏剧创作和戏剧假定性运用方面的绵薄之力。

关键词：写意戏剧，假定性，角色塑造，《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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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话剧《中国梦》是上海戏剧学院孙惠柱教授与夫人费春放在美国留学时创作的作品，

呈现了在大时代下中美文化碰撞的绚烂花火。在剧本的封面赫然写着“中国梦——八场

写意话剧”，这正是剧作者对剧作的畅想。1987年由黄佐临导演为首“老、中、青”三

代导演齐聚一堂，共同将写意话剧《中国梦》搬上了舞台，充分实践并验证了黄佐临导

演在 1962年提出的“写意戏剧观”，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创作过程中将“斯坦

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中国写意戏剧观”三者结合，充分地利用了戏剧舞台上的“假

定性”因素，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模式下的戏剧呈现，将中国山水和美国风情与女主角

明明在大浪潮推动下的“美国梦”和美国律师 John Hodges的“中国梦”相交织，活灵

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2014年，作者孙惠柱教授转变身份，从编剧转变为导演，带领

上海戏剧学院的毕业生复排了《中国梦》，2014版《中国梦》由伊天夫教授重新设计舞

美，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视听体验。

“写意戏剧观”下的写意话剧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模式下的戏剧结构，它将戏剧

冲突分化到数个板块当中，《中国梦》更是打破了惯有的线性结构，以蒙太奇的方式呈

现在出故事的方方面面。同时，淡化了传统话剧“幕”的概念，转而以中国戏曲中“场”

的概念而取代，淡化了人物上下场与情境的切换，充分利用了戏剧“假定性”的功能，

让观众在不知不觉间跟随戏剧主人公沉浸其中。“中国梦”的“梦”是意象的，它代表

的不仅仅是明明单纯的希望，也是 John Hodges的希望，更是中国山区里死去志强的希

望，也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压迫下的人们普遍的希望。正对应着全剧的结束明明与 John

一起说出的那首庄子的《逍遥游》，它代表着努力的追求一种绝对自由的人生观。笔者

选择《中国梦》作为自己的硕士研究生毕业作品，是一次尝试，一次挑战，更是一次突

破。

从话剧《中国梦》出发，探索写意话剧以柔克刚的戏剧表达，传递出了中国独特的

传统哲学观念。同时，作为写意戏剧，作品能够很好地承载大量戏剧“假定性”的运用，

让“假定性”这一西方戏剧概念与中国写意美学相融合，从而传递出了具备中国独特美

感的戏剧作品，正是笔者想在戏剧创作过程中所探寻的。作为话剧与影视表演专业硕士

研究生，学习期间在硕士导师的指导下对于表演塑造、导演构思等都有了一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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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行过一系列不同戏剧的跨形式融合改编，所以这次话剧《中国梦》的复排创作，无

论是对于作品而言，还是对于笔者都是一次兼具理论与实践、探索与发展的重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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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话剧《中国梦》与写意戏剧观

（一）话剧《中国梦》原作分析

话剧《中国梦》讲述了一个美丽的“梦”的故事。一个刚刚移民到美国的中国女孩

明明，在中美两国历史和文化的差异中从迷茫与自我怀疑逐步认清自我的过程。《中国

梦》的切入点是“梦”，即明明来到美国后的“美国梦”与流淌在血液里的“中国梦”

以及美国律师 John Hodges的“美式中国梦”组成。剧中除明明另外五个角色（原作剧

本除明明外还有七个角色，1987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版删除了旅美香港留学生“麦克”和

餐馆厨师“李师傅”。本次复排笔者与导师、复排导演李玉昆副教授探讨，决定以上海

话剧艺术中心 1987年版本为基础进行改编，一方面是以此纪念首排导演黄佐临先生的

“写意戏剧观”提出 60周年；另一方面，该版本剧情、结构紧凑，人物形象立体，角

色功能性完备，是十分成熟的版本）：John Hodges、志强（山区）、外公、Mark、记者，

五人均在明明的梦中出现，分别代表了明明梦中的过去、现在以及向往的未来。中国山

区的农民志强憨厚、粗犷，用竹排为全村人运输货物，任劳任怨，即便牺牲了自己也无

所畏惧，他带给了明明“生命中第一次的威胁，第一次爱的温暖，生和死的搏斗，苦和

甜的回味……”①是中国山区中苦中作乐的温暖；来到美国后，外公对明明的帮助、Mark

对明明的打击，甚至小报记者试图用名利引诱明明……全剧唯一的“正面人物”John

Hodges，一个怀揣着“中国梦”的中国哲学博士兼美国律师，但对中、美文化的差异性

理解横在明明与 John之间……这形形色色的人与故事，支撑起明明来到美国之后所向

往的“美国梦”与 John Hodges的“中国梦”，共同编制出一副“梦”的全景。

1.《中国梦》的创作与时代背景

话剧《中国梦》是我国著名剧作家、导演，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孙惠柱先生与夫人费

春放女士于 1986年在美国创作，1987年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首演的作品；同年，英文

版在美国外百老汇演出；次年，海外中文版在波士顿大学演出；2014年孙惠柱教授带领

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生又将《中国梦》的改编版《中国梦·侨之梦》带给观众。《中国梦》

作为黄佐临先生“写意戏剧观”下的经典作品之一，作品的成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性。

① 孙惠柱,费春放.中国梦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第 16卷[20世纪 80年代[Ⅲ]][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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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80年代，伴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美

关系在这一时期迅速升温，双方在经济、教育、科技、文化交流与维护世界和平等战略

问题达成了合作伙伴关系。在这一时期的交流中，中、美两国留学生在交流中搭建的交

流桥梁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从戏剧艺术角度出发，这一时期的孙惠柱、费春放、范

益松、刘海平、王洛勇等人，在交流演出、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吸收西方文化的滋养，在

中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中寻求自我价值与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理

念在他们心里产生的波澜，面对于当时相对“落后”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纷繁

带来的冲击可想而知，强烈的求职愿望是这一时期学子内心的真实写照。

从“五四运动”前后的第一次戏剧“西潮”开始，中国戏剧艺术开始了戏剧现代化

的转变，胡适、周作人提出的把戏曲看做是“非人的文学”，提出要“全数扫尽、尽情

推翻”，他们主张用西方戏剧全面取代中国戏曲。与第一次“西潮”相比，这些旅美留

学生的观点则更倾向于将东西方戏剧相结合，根植于中国传统艺术独特的魅力，创作出

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中国戏剧。以中国戏曲为基础的文化输出，对西方戏剧的借鉴学习

成为主流。将典型的中国故事、经典戏剧作品进行西方思维的重新解构、演绎；将西方

经典话剧作品用中式思维改编、排演。西戏东排、东戏西演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流之一。

诞生了如 1980年美国留学生魏丽莎在江苏登台献演《贵妃醉酒》；同年，曹禺先生的经

典作品《北京人》在纽约成功演出等实践是“中戏西传”对中美戏剧界影响颇大的事件。

同时，这一时期可谓是中国文化艺术较为开放的时期，仅舞台艺术而言，开放、实验是

这一时期我国戏剧的主流探索，我国在这一时期引入了大量美国优秀作品，诸如《哗变》

《洋麻将》《推销员之死》《青春禁忌游戏》《一仆二主》等外国经典戏剧作品。

而八十年代刮起的第二阵“西潮”风浪又促使了中国戏剧走向了多元化的格局。世

界性的实验戏剧潮流转而走向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一变化给这一时期中国戏剧界

带来了众多的可能性。这一时期的创作者受到改革开放大环境的影响，带来了与以往对

世界不同的视角与见解，社会也有了不同以往的时代感受，中国人的戏剧思维急需变得

开放、包容，从多层次、多角度地对生活进行解读。中国戏剧工作者们也感受到了这股

来自西方的浪潮，结合东西方戏剧思想，创作了一批极具观赏性与实验性质的戏剧作品。

如，林兆华在 1982年导演的话剧《绝对信号》掀起了我国小剧场戏剧的风潮，同时再

一次掀起了中国戏剧界“戏剧观”的争论；1983年高行健和林兆华合作了《车站》，同

年徐晓钟用荒诞、浪漫的手法排演了《培尔金特》；1984年孙惠柱、张马力编剧《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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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的老 B》（王晓鹰、宫晓东联合执导）更是以新颖的构思、怪诞的手法结构全剧，

将剧中怀才不遇的 B角演员因长期不受重用的压抑心理通过不停地“间离”效果传递给

观众。

借着这股东风，1984年孙惠柱教授赴美留学，深耕戏剧艺术。在此期间，他敏锐地

发现中美之间有着巨大的文化鸿沟。美式思考下的艺术在经济、现实、理想之间摇摆不

定，充斥着“自立”“冲击”“自我矛盾”等特性；而中国因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东风会

不会洗刷掉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成了旅美留学生与个别美国文化界人士的担忧。中美之间

的思想、文化差异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就作为西方舶来品的话剧艺术而言，其不论

从表现形式还是意识形态来看都带有鲜明的西方色彩，中国戏曲独有的艺术特色应该有

机地融入中国话剧当中。但彼时中美发展的巨大差异给孙惠柱的内心带来了巨大的矛盾，

从《中国梦》剧本中我们不难看到各个角色中蕴含着这个有着“老三届”共同遭遇的作

者自己的影子，东西方文化差异、写意话剧和象征成了学术界评论《中国梦》所用到的

最多的字眼。

2. 写意美学下的《中国梦》

写意美学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的一个概念，萌发于先秦，兴起于北宋。其

创作意图指在绘画过程中突出作品的意境、气韵和抒情等情感元素，创作过程中强调感

性理解和意境的表达，追求形神兼备的意境效果，从而达到创作者以客观现实为依托的

主观描绘自然和人物的形态与神态艺术追求。写意美学认为，艺术家和观者之间的传达

应该是一种凝聚于意境上的交流，同时，通过意境的表达，使观者沉浸于其中并得到情

感共鸣。因此，写意美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思想性、感性和个人创造性等因素的影响，

更加侧重于象征性的意义表达，以及对自然、社会、人文等方面的抒发和表现。同时，

从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写意”的概念不仅存在于中国绘画艺术中，在中国传统舞蹈、

音乐、戏剧、文学等诸多艺术领域当中，写意美学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话剧《中

国梦》正是在这样的美学观念与时代浪潮中诞生的。

作为 80年代第二次“西潮”下诞生的“写意话剧”的经典作品，《中国梦》在剧本

的开篇就赫然写着六个大字“八场写意话剧”。这不仅是孙惠柱与费春放对黄佐临提出

的“写意戏剧观”的积极实践，更是对东西方戏剧样式融合、创新的一种鲜明的体现。

作品不但融入了布莱希特“间离”式的表现手法与叙事体戏剧的叙事体系，还将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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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写意美学理念的思想融入其中。作品淡化了传统话剧“幕”的设置，而是以“场”作

为分割作品的手段。从剧本与 1987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版本来看，该剧设置较为

简单，全剧没有贯穿的主线事件与矛盾冲突，而是将中国女孩明明在中、美两国不同时

期的经历串联起来，每一段经历都有着独特的典型性与刻骨铭心的回忆。作品中奚美娟、

周野芒两位演员的程式化的假定性表演以及舞台上简单的布景勾勒出独木舟俱乐部、中

国山区、外公家、电影院等戏剧场景。

黄佐临先生在《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一文中提出的

写意的审美特征 “生活的写意性、动作的写意性、语言的写意性、舞美的写意性”①。

写意的审美特征在《中国梦》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中国梦》整部作品可以看作是女主角明明的多个“梦”的拼凑，中美文化差异的

对立、思想差异的对立在明明与 John Hodges的交流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全剧看似以

虚实结合的方式呈现，现实与梦境交相辉映。细观整部剧作，除了第一场“独木舟俱乐

部”更多地作为引言出现外，其余七场戏都以亦幻亦真的幻境形式表现明明在那个时期

中美文化冲突下的无奈、担忧与期盼。如此宏大的“梦”不仅折射了中美两国所不同的

“中国梦”，也涵盖了中国写意美学与写意戏剧的艺术思想。余秋雨在撰写剧评时指出

“写意戏剧观的要旨，也许在于艺术家的创造意志对于稳定的戏剧时空的自由。它比写

实式的话剧自由，比传统戏曲的写意技巧宏观，一心追求着一种鸟瞰时空、叩问人世底

蕴的宏观诗意。因此，写意戏剧观也可说成是格局恢宏的诗化戏剧观。《中国梦》把这

种神韵表现得相当充分”②。

剧中对写意美学最鲜明的体现可以分为三个方面：舞台美术的设计、演员表演的处

理以及作品对中国写意哲学的呈现。

从舞美角度出发。以 1987版《中国梦》为例，在舞美设计上采取极简的风格，空

旷的舞台上明显的标识只有中心倾斜的圆台、两侧林立的橡皮筋以及立于舞台后方的景

片。通过简单的布景以及灯光的变化营造出独木舟俱乐部、山区、外公家、汽车、电影

院、餐馆六个场景，充分利用戏剧假定性的特性，放大观众的想象力，将美国的现代与

中国山水如诗如画地呈现出来。

从形体动作的处理角度出发。最鲜明的体现在于第二场与第七场中明明和志强优美

的放排舞。通过演员极具意象性的肢体行动将第二场唯美的中国山水风情与最终淹没志

①孙惠柱著.第四堵墙[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9.
② 余秋雨.《在东西方文化间遨游——话剧[中国梦]观后》[N].人民日报.19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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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狂风暴雨极具差异化地表现出来；第七场中志强牺牲了，明明幻想中的志强不再是

那个为了“粮食”和“纪律”可以牺牲一切的朴实农民，而成了为了祖国可以付出一切

的建设者。同样是志强放排，前后二者差异极大，以周野芒对这一角色的处理为例，通

过对放排舞这一行动的不同处理，塑造志强两种“身份”和“思想”的心理差异，让观

众通过不同的“放排”感受人物前后的变化以及想象人物不同时期的不同境遇。同样，

第八场中明明与 John在独木舟俱乐部中的紧张激烈的划水运动同样也是这种意象美的

体现。

从对中国写意哲学的呈现角度出发。作品中大量出现了庄子等中国著名哲学家典故

的引用，例如剧中 John 以“人和他的影子”到“周公梦蝶”对明明进行引导。一方面

体现出，中美文化冲撞中中国人逐渐丢失了最宝贵的思想文化底蕴；另一方面又呈现出

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交流中产生的重要价值。John作为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痴迷与明明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解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对明明产生的迷茫正好印证了“影子”

与“蝴蝶”所折射的思想内涵，“人不应该也不可能抛弃自己与生俱来的文化理念，正

视自身文化优劣，否则最终得到的仅仅只有自我消耗，只有正视自身、清晰地认识自我，

才能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遨游”。正如《庄子·齐物论》中“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

谓物外。”。

这种假定的舞台呈现、诗化的意象映射、对中国传统戏曲的吸收借鉴，无一不体现

出《中国梦》对“写意戏剧观”的探索与实践。该剧在 1987年演出后在业界反响极大，

好评如潮的同时也不乏批驳之声，但《中国梦》作为写意话剧成熟的标志之一，将中国

写意戏剧与思想哲学完美融合，很好地阐释了“写意戏剧观”这一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

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理念。

（二）写意戏剧观

1. “写意戏剧观”的概念

“写意戏剧观”这一概念由我国著名导演、戏剧、电影艺术家黄佐临先生于 1962

年 3月在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又称“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漫谈”戏剧观》

中正式提出。自此在戏剧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戏剧观”一词也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中

国戏剧界的视野中。黄佐临认为表现手段多样性是戏剧艺术的一大特点，但在每个历史

时期中，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世界观和艺术观都是限定的；戏剧工作者的使命就是运用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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