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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当代戏剧创作中，关于历史剧的观念是发展变
化的，这变化与其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具体可
分为四个阶段：泛政治化语境中的历史叙事、启蒙性人文话语
中的历史叙事、新历史主义视域中的历史叙事和社会文化转
型中的历史叙事。中国当代戏剧中的历史叙事文本也在这四
个阶段不断被重读、解构和重构，它们在摆脱政治功用主义、
张扬人文精神、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艺术探索等方面都作出
了贡献。但与此同时，上世纪 90年代以来面临强调戏剧的剧
场性，过度强调导演的作用，反抗剧本的舞台统治的戏剧现
象，如何避免实验史剧的“非文学性”、单纯追逐经济效益的商
业化趋势又成为新的问题与困惑。
关键词：中国当代 戏剧 历史叙事

在我国当代戏剧史上，历史剧创作经历了几次高潮：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期的“十七年”；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之
初；当代文学转折点的 1985年。创作的高潮同时带来理论的
论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影响大的有上世纪 50年代、60
年代、80年代的三次，还包括其间一些小型的论争。这说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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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当代戏剧创作中，关于历史剧的观念是发
展变化的，这变化与其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
语境密切相关。具体可分为四个阶段：泛政治
化语境中的历史叙事、启蒙性人文话语中的
历史叙事、新历史主义视域中的历史叙事和
社会文化转型中的历史叙事。

一、泛政治化语境中的历史叙事
“1958 年到 1962 年之间，中国的戏剧舞

台上突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一大批历史
剧，其数量之多、影响之大、质量之优都是前
所未有的”。[1]P304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引领与
规范，使得它们在内容上总体表现出借用历
史镜像来讲述民族寓言，寄寓歌颂和证明的
主题。而在具体的寄寓上又呈现出不同的侧
重点，具体表现为：对“历史规律”的证明，确
立新社会的合法性的“国家仪式”的历史剧；
对现实生活的规训，为现实中的人们提供思
想规范和生活准则的“审美教化”的历史剧；
更典型地体现政治观念的阐释和“阶级斗争
哲学”展示的“斗争工具”的历史剧。同时在创
作手法上它们普遍运用“正统史剧观”的创作
手法。所谓“正统史剧观”，指的是“上个世纪
40年代中国历史剧创作热潮中，经中国文艺
界探讨而开始形成的一种历史剧创作理论。
这种理论后来进一步成熟，被普遍接受，并且
被表述为‘历史真实’和‘古为今用’两条原
则，获得正统的地位。”[2]
“国家仪式”的历史剧指借用历史来以古

证今，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和发展合法
性的民族寓言，它既包括对“历史规律”合理
化的证明，也包括对“历史叙述”的规范。为宣
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希望，昭示与证明中华
人民共和国及政党的合法性，张扬不绝望、不
放弃的民族精神，1958 年到 1962 年之间，出

现了一大批塑造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明君
贤将，昭示太平盛世的历史剧作，为人民勾勒
美好未来的蓝图。其代表作有郭沫若的《蔡文
姬》《武则天》。《蔡文姬》中，作者借董祀之
口，道出曹操的文治武功；《武则天》中，借上
官婉儿之口，道出武则天的丰功伟绩。“审美
教化”的历史剧指借用历史讲述为现实中的
人们提供思想规范和生活准则，起到对现实
生活的规训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国家被包围、被封锁、被孤立的处境并未得到
根本改变，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使国家处于
内忧外患之中。国家急需团结稳定人心、激发
人民的爱国热情。1959- 1961年，由于大跃进
运动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中国又遭遇到
前所未有的三年困难时期。于是，历史剧创作
主题要么歌颂团结御辱主题，树立爱国志士
的榜样，如，全国兴起大量有关 1840 年内忧
外患的晚清历史叙述的戏剧作品，借以来激
发人民一致对外、团结反抗的爱国精神，其中
以朱祖贻与李恍的《甲午海战》为代表。要么
发扬自强不息精神，鼓舞人民共渡难关。一年
之内，竟出现了一百多部写卧薪尝胆的剧本，
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曹禺的《胆剑篇》。“斗争工
具”的历史剧，更典型地体现了政治观念的阐
释和“阶级斗争哲学”的展示。集中表现于新
编历史剧中的“隐射史剧”“反历史主义”倾向
的剧。20世纪 50年代初兴起一个改编神话
剧、新编历史剧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创作高
潮。这一时期，杨绍萱在改编的神话剧《新天
河配》和历史剧《新大名府》和《新白兔记》中，
完全不顾惜借以改编的原神话和原历史剧的
基本主题，硬将体现“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
平”“民族战争”等现代政治主题和内容写进
去。20世纪 60年代兴起的大写勾践卧薪尝
胆的题材的剧本，又把勾践描写为“下放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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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从事农业劳动，而且大兴水利，大炼钢
铁，改造农具，请外国专家帮助制造武器，卧
薪尝胆，搞‘三反’，俨然在实行今天我们所说
的‘劳武结合’政策。反面人物又极像现代修
正主义者等等”。[3] 还有一些历史剧是在现
代意识的旗号下贩卖许多封建主义的陈腐货
色。如新淮剧《孟姜女》，不惜将孟姜女的形象
由“怨妇”变成了“义女”，从而把原作中的眼
泪和鲜血揩去了，把原作中所表达的人民的
鲜明爱憎、对封建暴君所作的道义批判大为
减淡削弱了，却道翻出了新意。

二、启蒙性人文话语中的历史叙事
“文革”结束以后，是规模巨大的拨乱反

正和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戏剧界也在
观念和创作上进行复归和反思，批判阴谋政
治与帮派文艺，打破禁区，解放思想，在历史
的反思中开始新的戏剧进程。这个阶段的历
史叙事仍然指向社会政治层面，表现为上世
纪 70 年代末的大量借历史叙述表达对文革
的痛恨与批判。叙事手法上虽然还带有转换
期的某些过渡色彩，延续“十七年”的“正统史
剧观”创作手法，依然强调“再现历史”，但在
内容上已经走向对历史的反思，有了自觉突
破正统史剧创作手法的迹象。

新时期初期的历史剧在叙事上依然强调
“再现历史”，只是那种强烈的将“古为今用”
等同于“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色彩略有弱
化，骨子里没有什么改变，不过即令那些以传
统的“忠奸善恶”的思想来表现历史生活和历
史人物的剧作，也映射着“文革”十年社会动
乱的世相图———好人落难，坏人当道；君子不
遇，小人得志。这些历史剧大多是政治激情之
作，表达对“文革”的痛恨和批判，以陈白尘的
《大风歌》为序幕，掀起了新时期历史剧的创

作高潮。但是《大风歌》很快遭遇到人们的质
疑和指责，从最初的有人批评剧作有影射之
嫌发展到后来有人指责剧作家“竟然对这种
封建正统观念固守不疑”。[4] 最初赢得全国
一片欢呼的《大风歌》随即遭遇尴尬，使得它
成为正统史剧观最后的高峰之作。《大风歌》
遭遇的尴尬，其实就是新时期以来正统史剧
观突破过程的开端。《大风歌》之后，历史剧观
便在不断质疑和挣脱正统史剧观中迎来了自
身的解放，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以郭启宏、郑怀兴等一批主要历史
剧作家的剧作为代表。最初以郭启宏 1980年
发表在《剧本》的《司马迁》、郑怀兴 1982年发
表在《剧本》的《新亭泪》为代表。郭启宏的
《司马迁》出现在新时期的早期，其写法也是
严格遵守史实来写，主要人物、事件也都是符
合历史记载的。乍一看，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
突破，但关键在于，作者在选择写作方式和写
作过程中，已经出现了突破正统史剧观的新
质：站在知识分子的角度来写，重点写知识分
子的精神价值追求，写出人物的情感、心理。
同样，郑怀兴的《新亭泪》虽然也依然强调“再
现历史”，在历史背景、特定环境和基本故事
情节、主要历史人物的性格也都忠实于历史
记载的，但在“古为今用”方面也是从知识分
子追求自身价值的角度来写知识分子的心态
的。由于这些剧出现在新时期早期，自然还带
着某些过渡色彩，是在正统史剧观范围内小
心翼翼地发挥主体性，但是已经标志着中国
当代戏剧中的历史叙事开始由“再现历史”走
向“反思历史”。

二是理论上的反思。20世纪 80年代初，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研究所举行了一次历史剧
讨论会，体现了从戏剧文体的角度入手，重新
认识历史剧的本质特征、历史真实与艺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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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古为今用等问题的意图。与会者一致对过
去历史剧受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影响进行反
思，对影射的恶劣提出批评，并把狭隘的为政
治服务扩大为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王世
德在《历史剧创作的若干问题》中指出：“正确
的古为今用应该是，从今天的时代精神的高
度和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选择能有利
于推动今天社会发展、符合人民审美要求的
题材，塑造出优美的典型形象”。[5] 王瑶认
为：“当我们考察历史剧所表现的历史精神
时，就必须把它放在历史剧作家创作当时的
时代范围内，看它所表现的历史精神是否符
合那个时代对某一历史精神的科学认识水
平，是否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进步的时代思
潮”。[6]而郭启宏对“古为今用”作了独到的
阐释：“新编历史剧的古为今用，体现在作品
的主题思想的借鉴作用，表现在作者通过艺
术形象传播出来的生活的哲理，使观众根据
自己的生活体验，而产生感情上的共鸣”。[7]
除此之外，罗晓帆对未来历史剧的创作手法
提出了自己的设想：（1）抓住一点、一人多面
的历史剧。（2）夸张怪诞、神似形异的历史
剧。即打破历史剧严肃面孔，创作喜剧、闹剧、
怪诞剧等。（3）借题发挥、背离史实的历史
剧。即作者本意就是借题发挥，或故意改变某
个历史事实，来引起观众震动，激发思考，传
达作者的深刻独到的见解。（4）纵贯时空、古
今交融的历史剧。比如：为纵深地表现某种历
史精神或时代精神，设想在一个剧本中，交错
地表现两个或多个并不互相衔接的历史时
代；加一个现代解说人，把历史和现实融入一
剧之中。（5）非客观的历史剧。比如，以第一人
称或一个小角色的视角来看。[8]

20 世纪 80 年代的历史剧讨论会尽管没
能够完全突破宏大叙事的“正统史剧观”，却

是理论界全面反思的努力的表现，标志着历
史剧从反思历史，走向反思自身。

三、新历史主义视域中的历史叙事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批评流派和批评方

法诞生在 20世纪 80年代的欧美文化界和文
学界。80年代中后期，当代中国文学出现了
一股强大且持久的带有新历史主义观念和创
作倾向的文学思潮。它首先出现在诗歌、小说
领域，很快便渗透进各种文学体裁中的历史
叙事。新历史主义在真实观、历史观和艺术观
上都带有明显的反传统色彩，追求对题材的
抽象和超越，把题材、人物、事件仅仅当作一
种背景，主要表现主观体验和人物心灵，拓展
了作品的思想容量。

新历史主义观在历史剧创作中，是以写
人，尤其是写出人物的复杂心性开始萌发的。
从 20世纪 80年代初期最早的郭启宏《司马
迁》、郑怀兴《新亭泪》，到随后的魏明伦《巴山
秀才》、白桦《吴王金戈越王剑》、洪川《魂断燕
山》，再到 80年代中期的郑怀兴《晋宫寒月》、
周长赋《秋风辞》等等，这些剧作都开始注重
塑造复杂的人物性格和开掘人物的复杂心
性，郭启宏把这种对复杂性格的刻画和对深
层心理的描绘，看作是史剧萌动的“新质”。
[9]因为这样的突破标志着作家主体意识的觉
醒，而这种主体意识一旦发挥出来，剧作的思
想意旨提升了，就会导向“历史剧是剧不是历
史”的本质回归。郭启宏的敏感发现与他自身
的创作追求密切相关，他的历史剧关注的都
是一批传统知识分子，塑造了一系列独特而
深刻、复杂而丰富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他的
《司马迁》《李白》《天之骄子》《南唐遗事》《司
马相如》《王安石》等系列文人史剧中，都是以
历史人物为中心的。司马迁、司马相如、李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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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李白、曹植，这些传统知识分子“尽管
出身、地位、禀性、事迹各不相同，但披罪、罹
难的境遇却相仿佛。司马迁遭宫刑，李煜亡
国，李白系狱，曹植被囚壅丘，司马相如宦海
几沉浮，作家展现的是历代文人共通的悲剧
性命运”。[10]在作者笔下，众多知识分子形
象成了极富魅力的“那一个”，成了作者理解
中的人物。《李白》一扫历史中飘然太白形象，
展现的是一个“进又不能，退又不甘”的传统
知识分子形象，《天之骄子》里的曹植也是一
个具有远大政治抱负却不具有经天纬地之才
能的悲剧形象，《司马相如》里的司马相如更
是一个集文人正面与负面形象的人物……

与此同时，郭启宏在自身历史剧创作实
践基础上，提出了传神史剧观，其观点为：传
历史之神，就是写历史的精神而不为具体的
史实所束缚，首先把自己从严格遵守史实的
束缚中解放出来；传人物之神，主要意思是进
一步：传历史之神的重点、要点在于写人物的
精神；传作者之神，更进一步：上升到创作意
旨上，剧作的根本目的是表达作者的思想，而
不是写历史。[11] 换言之，回到了历史剧是
剧，是诗，而不是史的根本原则上了。传三种
神的观点具有系统性，有郭启宏自己注重开
发知识分子心灵的特点。

郭启宏注重开发知识分子心性的历史剧
创作倾向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的历史剧
中普遍流传，他的“传神史剧观”也代表着 80
年代中后期的历史剧创作观念。上世纪 80年
代中后期的历史剧创作中出现了大量描写传
统知识分子的剧作，这些剧作从各个方面表
现道统与政统的矛盾和知识分子心态的历史
剧。这类剧的情节又呈现五种叙述模式：第一
种表现为，传统知识分子主人公大多幼稚地
怀着憧憬和抱负，总是被动地走向悲剧。剧的

结尾这些传统知识分子要么慷慨赴死，要么
辞官归隐，要么发愤著书传世。如，郭启宏《司
马迁》、魏明伦《巴山秀才》、周树山《曹植》、
陈亚先《曹操与杨修》等等；第二种情况是，传
统知识分子主人公有清醒的意识，看透悲剧
结局，但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如，郑怀兴的
《新亭泪》、白桦的《吴王金戈越王剑》、洪川的
《魂断燕山》、郑怀兴的《晋宫寒月》等等；第三
种情况是，前面所述两种传统知识分子同时
出现，形成对比，但谁也摆脱不了悲剧结局。
如，孙月霞的《司文郎》等等；第四种情况是，
剧本里出现一些极具反思色彩的小人物。如：
《新亭泪》里面的渔夫，既是主人公的幻觉，也
是主人公内心挣扎的另一个自己，表达出世
和入世的矛盾心理；《吴王金戈越王剑》里的
范蠡简直是个全知全能的角色，具有洞察一
切的高度，助越王成就大业后提早隐退；《槐
花曲》里的老狱卒既是作为叙述中的人物，救
助与劝导岳飞，也是代表作者发言，反思与评
判历史。这些表现传统知识分子心性的历史
剧，从各个方面描写出传统文人的文化形象、
文化操守、文化心态，并凸显其文化人格和文
化命运———尤其表现其于道统与政统矛盾中
的悲剧性格与命运。昭示着历史剧从“史”的
历史剧到“剧”的历史剧的重大突破，并从“宏
大叙事”走向“个体叙事”。至此，历史叙事开
始导向对公共书写的“宏大话语”或“普遍性
话语”的疏离与反拨，对那种群体性、意识形
态依附性的创作模式的摆脱，而更多注重从
自身的经验和体验，从人性、诗性及至“日常
性”去构造作品。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开始出现大批摆
脱国家意识形态叙述话语，上升到人文价值
立场的、审美的叙述话语的优秀历史剧作。
如，盛和煜《山鬼》、魏明伦《潘金莲》、马中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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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风流镇》等等。盛和煜的《山鬼》不仅以不
古不今、不中不西的另类面目出现引来众多
争议，在描写传统知识分子上，它也开掘出新
的角度。它表现的是道德治国论的虚幻，同时
也表达出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传统知识分
子人性上的弱点等多重问题的思考。魏明伦
《潘金莲》以让古今中外的人物同台、南腔北
调与西洋西调混杂、戏曲程式与现代迪斯科
同舞的荒诞形式，对戏曲进行了大尺度的探
索；马中骏《老风流镇》通过范无尘与贞娘子
的冲突体现了中国两种文化的冲突，显示了
中国文化“堂皇中的萎靡”和“萎靡中的堂
皇”。这些作品虽然依托一定的历史背景，但
具体人物与事件却多属虚构，并且都在以往
历史定见之外有新的发现，历史精神的真实
已经不再是对一些即时的政治热点或社会问
题作简单功利的附会和影射，不再拘泥于对
一些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传统的道
德观念的是非评价，而把兴趣和关注的焦点
更多地放在了对一般历史发展规律、普遍人
性共性的总结和发掘上。

四、社会文化转型中的历史叙事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社会转型换轨提

速，整体文化形态也由政治意识形态制约性
向市场经济与媒介意识形态制约性转变，这
一文化转型也必然影响着文学艺术的转型。
这一变化是结构性和功能性的，也是多方位、
分化性的，表现在历史剧创作上，一是历史剧
主观化的倾向更加明显；二是“非历史化”的
历史剧的大量涌现；三是“反戏剧化”的历史
剧试验层出不穷。罗怀臻在《漫议“新史剧”》
一文中，把它们统统称为“新史剧”。并指出新
史剧的新在几个方面：1.古代民间传说、前人
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经典名著名剧、剧作者

对于历史的虚构和假设，都可以作为历史剧
创作的素材和依托，并且这些作品能都可归
为历史剧；2. 剔除了既定评价和社会功利色
彩，更多是作者生命体验和现实感悟；3.舞台
新。[12]P136

历史剧主观化的倾向表现为历史叙事中
写人的存在更多表现生态史、心态史、命运
史。写人更多表现人性为主，人性化的历史，
人心中的历史。罗怀臻指出“人类的文化，人
类的生活方式不管怎么变化，基本人性是稳
定不变的。”[13]P151“公允地审视 80年代的戏
剧探索，至少有两大突破，一是在文学上，我
们重新发现了‘人’，而在此之前的戏剧舞台
上我们经常面对的却是集体概念下符号化、
概念化、脸谱化的‘人’……终于，我们可以直
面人，直面人性了”。[14]事实上，他的历史剧
创作就是如此，他的主要作品越剧《西施归
越》、淮剧《金龙与蜉蝣》、淮剧《西楚霸王》、
昆剧《班昭》、越剧《李清照》等，人性主题成为
贯穿性的主题。罗怀臻说：“我的这些都是非
历史的历史剧，非班昭的班昭，非李清照的李
清照，非柳如是的柳如是。某种意义上是一种
现代寓言，而现代寓言是现代人精神领域里
遇到的一些问题、困惑，发现了一些东西，与
古代某个人奇妙地遇合了”。[15]P108《西施归
越》把原本史册上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次要
人物西施发掘出来作为剧作的主角，并在此
人物原型的基础上虚构出西施怀孕这样具有
挑战观众审美的重大史实，并由此展开大规
模的情节编造；《班昭》一剧根据史册上记载
的只言片语敷衍出班昭著书的经历，并通过
改变和虚构局部史实来结构成一个完整的故
事；《李清照》一剧的情节是作者依据李清照
生前所著的十二首原词原诗敷衍而成；淮剧
《金龙与蜉蝣》主要人物都是符号，故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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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也是晦暗不明的。在形式上它完成了
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的全面嫁接，成为一个
向古希腊悲剧致敬的作品。
“非历史化”的历史剧表现为先锋立场的

解构和重构历史、民间立场的“讲史”和野史、
商演立场的戏仿历史和游戏历史。

先锋立场的解构和重构历史，意味着反
叛传统，在思想内容上消解原有历史题材的
传统意义，在自由虚构中构建熔铸当代意识
的语义场。表现形式上更为新颖，舞台表演更
具先锋性。翟剑萍的《布衣孔子》全剧以中国
现代学者匡君正、日本女教师稻野和子两个
现代人贯穿始终，作为串联故事的线索。中国
现代学者匡君正不断地向日本女教师稻野和
子解释答疑，以缝补故事间的缝隙使其自然
过渡，两个现代人的对话也折射出思想的冲
突与碰撞，在各自的声音中完成对孔子的评
价；卫中的《长乐钟》整部剧的内容就是韩信
死前的独白，没有时间顺序，没有戏剧冲突，
将戏剧的叙述功能发挥到极致，语言也充满
着现代语汇；银汉光的《君恋妃》中，马嵬坡杨
贵妃被逼死仅仅作为故事的开端出现在剧
首，全剧的重点放在了杨贵妃死后的故事，以
杨贵妃的鬼魂行踪为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并
演绎出她与李隆基生生死死、死后复生、继续
爱情前缘的故事。

民间性作为中国戏曲的一种本质特性，
使得民间立场的“讲史”和野史在中国戏剧尤
其是戏曲中，其实从未间断过。中国戏曲史上
不乏像《杨门女将》《秦香莲》《十二寡妇出征》
这样的民间立场的历史叙事，至于那些流传
于各地方的民间小戏，更是因其浓郁的民间
风味而经久不衰。20世纪 80年代中晚期，伴
随着戏曲现代化进程和戏曲形式的探索潮
流，剧作家们大量借鉴西方戏剧的表现手法

融会贯通进戏曲形式中，其民间性也必然受
到冲撞和排挤。90年代戏曲界大声呼吁戏曲
本体的回归，其中就有民间性的回归，这从
90年代的历史剧创作中，取材历史的戏剧大
多被冠以历史故事剧、历史传奇剧、小戏曲的
体裁称号中就可窥见一斑。与此同时，90 年
代的历史叙事更多以女性人物为主，即便是
具有重大题材的历史背景中，叙述的也是重
要人物的情感故事、民间故事、人物传说等极
具民间性的内容。如林榆创作的《花蕊夫人》，
设置的历史背景是北宋年间，赵匡胤攻打西
蜀国时段，但是全篇却围绕着女性人物花蕊
夫人，叙述她与赵匡胤的情感纠葛；钱志成的
《千古风流》以曹操定鼎中原封魏王讲起，却
重点写甄宓，由此牵扯出曹操、曹植、曹丕与
甄宓之间的复杂情感。

商演立场的戏仿历史和游戏历史是伴随
着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而来的。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一类逐渐削平思想深
度，走向娱乐和游戏的历史剧。这类历史剧
往往表现为随意编造历史和调侃历史，只为
娱乐和消遣，不表达任何严肃思想。如：讲述
秦朝历史的《男儿头女儿腰》，荆柯的三角
恋、太子丹的乱伦、秦王政的恋母情结是作
者津津乐道的话题，一位“风萧萧兮易水寒”
的英雄豪杰被扭曲成了“除了吃喝玩乐，还
是吃喝玩乐”的地痞；表现宫廷权利纷争的
《伐子都》成了一个女人与四个男人的故事，
讲述的是东周时期，郑国的皇亲国戚围绕争
夺王位与美女而展开的一场荒诞的闹剧。在
语言方面，更是让古代人说起现代人的语
言，类似“每人一瓶二锅头，外加盐水煮花
生”“战地野花分外香”这样带调侃性质的现
代语言频频出现于古代人口中。这类历史剧
解构了历史剧的严肃古板，把历史剧创作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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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无限自由之境，并给观众带来感官娱乐，有
着它进步的一面，但过于迎合观众，消解意义
又会使它成为无意义的玩物，最终丧失作家
主体性，走向庸俗和低劣。
“反戏剧化”的历史剧在观念和形式上呼

应着当时的整个实验戏剧而堪称实验史剧，
表现为观念意识新、表现形式新和审美特征
新等方面。实验戏剧兴起于 20世纪 80年代
初，以高行健的《绝对信号》拉开中国当代实
验戏剧的帷幕，到 80年代晚期走向高潮，其
中演出的大多是现代剧，历史剧的演出为数
不多，影响较大的是沙叶新的《耶稣、孔子、披
头士列侬》，这个剧的故事内容荒诞离奇，舞
台表演更是新奇可观，导演大胆运用戏仿手
法，牛顿、爱因斯坦、耶稣、孔子等人物都失去
庄严变成滑稽人物，并大量充斥着隐喻象征
手法。20世纪 90年代以来，历史题材和日常
生活题材的戏剧占据比重最多，其中就有包
括小剧场戏剧。

总之，中国当代剧中的历史叙事经历了
泛政治化语境中的历史叙事、启蒙性人文话
语中的历史叙事、新历史主义视域中的历史
叙事和社会文化转型中的历史叙事四个阶
段，历史剧观念在不断更新、历史文本也在不
断被重读、解构、重构中生成。它们作为中国
当代文学的构成部分，参与了对民族历史的
反思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启动了历史剧赖以
衡量自身的价值目标，在摆脱政治功用主义、
张扬人文精神、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艺术探
索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但与此同时，20 世
纪 90年代以来面临强调戏剧的剧场性，过度
强调导演的作用，反抗剧本的舞台统治的戏
剧现象，如何避免实验史剧的“非文学性”、单
纯追逐经济效益的商业化趋势又成为新的问
题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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