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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and long-standing cultural heritage. Today,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of inheritance, China still occupies an im-
portant position and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modern culture. For traditional culture, one of the more important components is the art 
of Chinese drama. Chinese drama has been very much loved in history and has therefore been put on the road of continuou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It has gone through several times after major developments and innovations, an increasingly standardized structure 
has been formed. For China and even the world, a new system that integrates theory and performance has gradually received great at-
tention and has become an asset in terms of actu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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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时代的戏剧创作如何从传统戏曲中汲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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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以及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在传承了几千年之后的今天，其在现代文化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并发挥
着显著的作用。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其中一项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中国的戏剧艺术，有史以来中国的戏剧都十分受热爱，
也因此被推上了不断传承和发展的道路上，中国的戏剧历经了几个重大发展和革新后已然形成了越来越规范的结构。于中国
甚至世界而言，集理论和表演为一体的新型体系，逐渐受到了高度重视并且从实际发展来看也成为了一份宝贵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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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族特色是中国传统戏曲独有的显著特征，其艺术魅力

的展现是独具一格的，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的

重任。在当下新时代环境背景下，更多的戏剧是对传统的反

叛体现，并极为追崇新奇、大胆，但对于戏剧来说，不管是

旧的还是在旧的基础上创造而来的新的，都密切联系者传统

的戏剧，并且都要对传统进行借鉴、汲取营养 [1]。所以我们

通常都说即便是新时代背景下一些新形式戏剧产物、其新奇

大胆的状态也往往源自于古老以及传统，它们对刚接触戏剧

的人开展体现了创新和新型，但从其实际意义来看、仅仅是

在拓展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优化。在创新戏剧的过程中，仅

凭灵感、冲动等就实现戏剧的创新基本是不现实的，即便是

戏剧的创新同样需要以传统的经验和根源为依据，如果没有

这些依据，可以说就是纯属虚构，那么何谈吸引眼球？所以

说在新时代创作戏剧的过程中必须挖掘和探究并质疑传统戏

曲，对其中好的内容进行借鉴；与此同时在面对海量传统戏

曲宝库时，针对其中需要汲取的营养应善于运用智慧的眼光，

二者融合的基础上不仅能充分满足新时代人们的需求，同时

也是一种传统艺术的弘扬和传承 [2]。

2 戏剧主题设计

在戏剧中占据较为重要的位置的主题内容就是爱情、复

仇，并且部分国际、现代、古典等之分。站在中国传统戏曲

的角度来看，爱情和复仇这两个主题内容在经典曲目中占据

的地位相当有实力，如《红楼梦》《红梅记》《牡丹亭》等，

都深切的体现着对爱情的追逐、并奋起反抗封建和落后观念

的精神，而这对于任何的时代和国家来说，所展现的现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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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十分重大且重要。一般来说，我们在针对传统戏曲主题进

行继承和宣扬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形式往往是：一，不变原

有基础上进行创新。而原有的思想、情节等确保留；二，改

变原有、但会基于不同时代的背景下合理调整情节和语言特

点，确保新时代观众的审美、接受能力等得到充分满足，进

而促使其提到相关主题时能侃侃而言，这也不外乎是一种传

统的继承和传扬 [3]。

《思凡》从历史到现代有两个版本，版本一创作时期为

明代、由无名氏人进行创作；版本二创作时期为近代、由孟

京辉所创作；版本一所体现的人物、情节等所想要表达的内

容是反抗那个年代的禁欲主义，并且其针对个人自由的难能

可贵进行了极大程度的宣扬。版本二则为新创作，在新创作

的过程中并没有改变原有作者设定的人物形象等内容，但新

创作中却夸大了故事情节内容、并且在语言方面也更为大胆，

在这样的形式下则直白且夸张地展现了版本一中的强烈叛逆

气息并将其扩大，这就是传统与创新的巧妙融合，不失本意、

却又具有一定不同之处，并且新创作的《思凡》展现出了一

种完美的状态，这部戏剧中蕴含的深刻哲理等内容虽然不无

存在，但它却展现了充分激情和活力的青春，因而在今天也

为其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3 人物形象塑造与传统戏曲

在人物形象身上将所有表演进行集中展现是戏曲艺术

的主要特征，所以根据此种特征中国有话剧导演则认为在表

演戏曲的过程中故事情节并不是作为主要的关键点进行展现

的，其往往是在针对相应的事情由人物进行表演过程中人物

态度、思想、情感等的动态展示过程，而这个过程中正是能

吸引观众关注点的关键所在。对于这一观点来说，虽然较为

片面，但其却切实的将戏剧创作中人物形象苏塑造所占据的

重要位置进行了明确。于中国传统序曲而言，其之所以能在

历史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保持屹立不倒并成为一种文化

瑰宝，大量鲜明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很大一部分原因。而新时

代的文学家等在创作戏剧的过程中则也可以将民族传统为核

心、并将其重新进行塑造和不断的优化，在人物形象的角色

创作中融入自身的情感和体验，如此才能促使戏剧得到观众

的认可 [4]。

在《西厢记》中，争议很大且形象鲜明的人物就是崔老

夫人，在西厢记这部戏剧中崔老夫人的人物形象刻画所展现

的可以说就是巨石，是阻碍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巨石，虽然对

其并没有过多描写，并且形象也不如其他人，崔老夫人的在

观众心中的就是忘恩负义和顽固不化的恶妇形象。即便如此

但只要对这个任务进行深入探究就能发现，老夫人的形象也

是封建家长的体现，并且扮演的十分出彩。她作为当家人，

严格遵守礼仪，对女儿疼爱有加，并且希望为女儿找一户门

当户对的人家，以此来扶持崔家。夫君的离世使她不得不承

担起家族重任，而围绕这个来解释老夫人的一切行为也可以

说是为了保护家族，为家族谋取利益以及期待女儿能幸福。

虽然崔老夫人是一个集矛盾、复杂的集合体，但却也将她的

可怜、可悲之处等进行了展现。而这种人物形象的创作形式

则是现将人物轮廓进行刻画，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描绘则

越来越细腻，促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观众的认可度也越高。

4 戏剧情节结构组织与传统戏曲

对于戏曲情节来说，其所展现的无外乎就是传奇、民族

这两种具有鲜明特色的风格，并且在对戏剧进行创作的过程

中即便是以历史事件为依据进行创作、或者是以虚拟人对股

故事情节进行杜撰，都那个能将上述内容中的鲜明特点进行

淋漓尽致的展现和刻画，并且对于传奇、民族风格这两大鲜

明特点来说，二者之间的融合性也较为明显。生活往往是戏

曲的来源地，并且往往戏曲的创作都写照了相应的生活内容、

场景等，但对于这种生活事务化的戏曲来说则不能再舞台上

进行展现，是需要基于艺术加工的基础上进行重新创作的，

而在重新加工创作后往往会将作品的传奇性质、民族风格等

进行切实的体现和展现 [5]。一般来说，观众喜欢戏剧并接受

戏剧的原因大多都在于戏剧的情节特色，即曲折、充满悬念、

矛盾感极强等的情节和新奇的构思，而这些也正是能抓住观

众眼球的关键之处。

以《白蛇传》为例，这部戏曲作品深受人们的喜爱，并

且流传至今也通过白蛇传戏曲所创作的影视作品等也刻画出

了多个版本，不仅如此，人物形象也进行了不断的变化，而

在新时代以此为基础创作的电视剧、电影、动画片等所收获

的成功也十分巨大，这部作品中在塑造鲜明人物形象的同时，

也刻画了跌但起伏的故事情节，在鲜明人物形象的背景下、

加之生动的故事情节仅仅的抓住了观众的眼球，并且随着故

事情节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也促使观众的情绪产生了一种不

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在作品播放的过程中，观众不仅对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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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悦进行时而感受、同时也在时而揪心不断地斗争，观众

的思维以及心理等都被作品中的情绪所占据，这也是这部作

品成为经典且占据不败之地的主要原因。

5 戏剧舞台形式和传统戏曲

通过中国的一些戏剧来看，作者在创作戏剧的过程中往

往所展现的舞台表现形式都会对传统戏曲进行有意识或者被

动的渗透，并且不乏存在一些创作人员如先锋戏剧类型的创

作者、其对传统且古典戏曲的情感以及民族自豪感等十分浓

厚且强烈，他们往往会认为传统戏曲的艺术体现是无所不能

的，而他们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就会将传统戏曲进行有意识

的渗透并且在舞台上尽情展现。对于中国传统戏曲舞台设计

表现形式来说，较为集中在空灵性、自由行（时空转换），

并且舞台在传统戏曲中所体现的就是一个空间、而且还是空

的，仅摆放着必须品（如桌、椅等）。而在表演戏曲的前期阶段，

舞台就是一个“死物”，但一旦表演者入场，舞台则立马“活”

了过来，并且也会将自身存在的实际内涵意义进行展现，与

此同时舞台能将任何地方、场景等进行表述，而基于此种舞

台的假定性手法基础上无疑是将更为广阔的空间提供给了创

作者，进而实现创作者对所塑造人物形象、所设计故事情节、

地理位置等约束的突破 [6]。

《野人》这部戏剧作品则很好的体现了时间和空间的突

破，作品既融入了历史和当下，同时也包含了城乡，创作者

在针对环境污染问题以及生态环境以及生存等问题进行阐述

的过程中，就对传统戏曲的方式进行了借鉴，其基于多种形

式如变化灯光、虚拟化的表演等基础上就将时间、空间、地

理等的变化进行了全面的演示，借此将作品中所描绘人物形

象的动态情感以及对野人的一切做法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展

现，审视了人与自然、人性与自然。以这样的方式将这部生

态剧生动形象的展现在了观众眼前，一段段扣人心弦的故事

情节使舞台活过来的同时，刻画了一副较为严峻的生态失衡

现象。

6 结语

在当下这个经济社会建设以及科技不断发展的大环境

中，信息化技术的普及和迅速且不断壮大的发展严重影响着

戏曲艺术，不仅给戏曲艺术带来了转型的重大变革，同时也

促使戏剧所涉及的相关人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在这样的

背景下，如何将具有市场和观众以及时代气息并且充分融合

传统的戏剧进行创作，则成为越来越迫切且亟待解决的问

题 [7]。对此本文分析了新时代戏剧创作从传统戏曲中汲取营

养的关键之处，希望为新时期戏剧和传统戏曲之间的深度融

合给予一定保障，进而不断弘扬和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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