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書從中西方古典戲劇互為參照的宏闊視野出發，運用比較對照的研究方法，遴選以元

雜劇、明清傳奇為代表的中國古典戲劇，以及以古希臘戲劇、莎士比亞、莫里哀等為代表的西

方古典戲劇為研究對象，從「停敘」、「戲中戲」、「幕後戲」、「預敘」與「延敘」、「發現」

與「突轉」、「誤會」與「巧合」幾個論題切入，以深入細緻地解讀大量戲劇文本為依據，關注

中西方古典戲劇敍事技巧之歷時性嬗變與橫向性發展所產生的「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嘗

試就中國古典戲劇敍事技巧問題，展開一番專題性的比較研究，藉此探究中西方古典戲劇敍事

藝術具有普適意義的某些共同性創作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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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著是胡健生君在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改潤色而成的。健生君於

2002 年到廣州中山大學攻讀中國古典文學專業博士學位。對我來說，招他這

樣一位正教授讀博，屬破題兒第一遭，因此無論備課、授課、輔導，都加倍

認真，戰戰兢兢，生怕我那點淺薄的學養露出馬腳。好在我在中國古典戲曲

方面多少還有些話語權，三年下來勉強對付過去。健生君入學時發生過一件

有趣而吊詭的事：來自曲阜師範大學的一位女學生見到她讀博的同學竟然是

教過其的胡健生老師，頓時傻了眼驚叫起來：「怎麼回事？世界這麼小，胡老

師怎麼變成我的同學了，以後可怎麼學呀!」說得我和健生君都大笑起來。事

有代謝，歲月不居，這位女學生現在也成了一位頗有成績的教授。此是後話。 
本專著是研究戲曲敘事學的。對這個問題，王國維經典式的論述早已為

人所熟知：「戲曲者，有歌有舞以演一事。……後代之戲劇（指元雜劇──筆

者注），必合言語、動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後戲劇之意義始全。」（《宋

元戲曲史》）可見對於戲曲來說，「演故事」乃是第一義，以歌舞來表演故事，

這是戲曲本體論的精髓所在。 
戲曲如何「演故事」？亦即如何「敘事」？在王國維之前，對此問題未

能深入辨識，「曲本位」涵蓋一切，重曲辭音律，輕敘事表演，探究的多是音

律譜式、填詞品曲的問題；從王國維開始關注戲曲如何「演故事」，但又未能

擺脫戲劇乃「代言體」的傳統學術框架。王國維在論述元雜劇較前代戲曲兩

大進步之一是：「變為代言體」。（《宋元戲曲史》） 
戲曲屬戲劇一大門類，當然是一種「代言體」的表演藝術。但是，近二、

三十年來經過許多學者──諸如孟昭毅、郭英德、廖奔、劉彥君、周甯、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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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森、董上德、譚帆、鄭傳寅、林克歡、李日星、徐大軍、陳維昭、陳友峰、

蘇永旭、韓軍、孫書磊、李雲峰、韓麗霞、王建科、孫潔、馬建華、何輝斌、

楊再紅等等，從劇場語境、演述形態、敘事源流、敘述主體、敘事模式諸方

面進行深入探究，發現戲曲並非純粹的「代言體」藝術，它還夾帶不少「敘

事體」成份。戲曲的敘事藝術充滿特色且別有洞天。健生君的研究發現，元

雜劇常常將情節事件的知情者、旁觀者、見證人設置為主唱者，在 162 種傳

世元雜劇中，有 75 種出現非劇情主人公的正旦或正末演唱，幾占全部元雜劇

與作品的 46.3%，即是說，在元雜劇傳統的「旦本」「末本」演唱體制中，有

將近一半的本子變換主唱人，這不但突破傳統的演唱模式，而且隨著敘事主

體和敘事視角的切換變更，劇情更加搖曳多姿，收到層層推進、環環相扣的

多方位觀照的藝術效果。 
健生君原來的學術專長是外國古典戲劇，經過三年坐冷板凳，沈潛把玩，

研讀了數以百計的元雜劇與明清傳奇作品，以一種打通勾連中西古典戲劇的

學術情懷，深入揣摩兩者的敘事藝術，既宏觀把握又微觀解讀，終於學有所

得，撰寫出這一具有創新意味的專著。在當今學界，熟悉中國古典戲劇者不

乏其人，而對西方古典戲劇研究有素者也不乏其人，但對這兩個學術領域均

有所造詣者，能融會貫通者恐怕少之又少，健生君帶著這方面的治學優勢，

經過一番探源溯流，比對參照，左右逢源，故有所發覆，這可說是本書最大

的特色。 
專著以中國古典戲劇敘事技巧作為重點研究對象，而處處以西方古典戲

劇，即古希臘戲劇、莎士比亞戲劇和古典主義戲劇為參照來進行比較研究。

例如，在談到戲曲敘事學受民間說唱的巨大影響時，指出古希臘戲劇的敘事

源頭即為說唱文學形式的荷馬史詩，兩者近似。在將元雜劇「一人主唱」演

唱體制與古希臘戲劇的「一隊（歌隊）主唱」體制比較時，指出古希臘戲劇

用敘述體的合唱與代言體的對話交叉互進推進劇情，敘述體合唱佔有「喧賓

奪主」的地位；而元雜劇的主唱者雖固定為正末或正旦，但此正末或正旦有

時卻不一定是劇情主角，也不時出現「喧賓奪主」的現象，這說明中西古典

戲劇同中有異，異中有同。 
由於中西古典戲劇在各自的歷史發展長河中，環境不同，形式迥異，差

別十分明顯，好比兩股巨流，各自奔騰，兩者直到伏爾泰時代才有所交匯。

本專著對它們異同的剖析，絕非簡單對比，泛泛而論。如在談到戲曲的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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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時，人們立即就會想到中國戲曲，想到戲曲靈活的時空處理與西方戲劇

「三一律」的嚴格限制。再如「自報家門」，一向被認定為戲曲獨門的開場「敘

事」方式，而在古希臘三大悲劇家的歐里庇得斯劇作中也大量使用，只是古

希臘戲劇的「自報家門」未能形成程式化而已。 
敘事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問世以來，在基本理論框架與批評方法上已日

臻成熟。敘述學者把敘事學研究歸納為三個方面：敘事結構研究、敘事話語

研究與敘事技巧研究。這三個方面以後者最為薄弱，由於其駁雜細微而常為

人所忽視，健生君正有意在這方面發力。他運用戲劇美學思維與敘事學原理，

高屋建瓴，選擇「停敘」、「戲中戲」、「幕後戲」、「預敘」與「延敘」、「發現」

與「突轉」、「巧合」與「誤會」等中西古典戲劇「共通性」的敘事技巧，以

小見大，別出機杼，盡可能拓展學術空間。如專著選擇差不多同時代的王衡

與莎士比亞，比較明代王衡《真傀儡》雜劇與莎翁傑作《哈姆萊特》運用「戲

中戲」技巧後指出：《哈姆萊特》的「戲中戲」對哈姆萊特決定復仇起了關鍵

作用，借助這場「戲中戲」，戲劇衝突得以最終解決，悲劇發展走向高潮。而

《真傀儡》的「戲中戲」處於全劇情節結構的中心，深刻揭示了「官場即戲

場」題旨，構思精巧，內涵深邃。相比之下，《真傀儡》更富喜劇色彩。專著

對這些敘事技巧的研究，置身中西比較的視點之下，既探其功用，指證源流，

又辯其異同，燭照幽微，道出中西古典戲劇敘事技巧精妙的堂奧所在。專著

為構建中國戲曲敘事學添磚加瓦，提供實證與理論支點，填補了中西古典戲

劇敘事研究的某些空白。 
健生君治學頗勤，所學較博。博士畢業後一直在廣東商學院（現更名為

廣東財經大學）任教，擔任《中國戲劇史》、《戲劇鑒賞》、《外國文學史》、《外

國文學經典導讀》、《比較文學──中西戲劇比較專題》諸課程的教學，教學

之餘，學術創獲甚夥。梁啟超說：「做學問原不必太求猛進，像裝罐頭樣子，

塞得太多太急，不見得便會受益。」健生君此次將博士論文修改潤色，新增

內容，補其缺罅，矻矻兀兀，終有所成。趁專著付梓之際，忝敘數言，各有

策勉，以表摯誠。 
此為序。 

吳國欽於 
廣州中山大學 

2015 年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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