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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戏剧是发生在校园中、传播范围也主要

在校园内的舞台戏剧活动的总称，主要是指以在

校学生为主要成员的戏剧社团开展的戏剧演出活

动及其具体作品。校园戏剧不仅是中国现代戏剧

的源头之一，也是中国现当代戏剧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当今国内成百上千的校园戏剧社团中，成

立时间较晚的陕师大剧团却是其中演出剧目较多

且艺术价值较大的戏剧社团之一。但处于相对落

后的西北地区，陕师大剧团在发展过程中也一直

存在着一些缺陷和问题。

一、陕西师范大学的学生演剧活动与陕

师大剧团的形成

陕西师范大学的学生演剧活动不仅在陕西，

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也可谓历史悠久。早在20世纪

30年代，陕西省立第二中学（陕西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的前身）的“二中课余剧团”就是陕西地

区校园戏剧活动的主力军之一。他们不仅在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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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公演，而且多次到关中东部和陕南进行巡

回演出。据当时的剧团骨干成员武志新回忆，

截至1936年10月，他们“在校内外共举行大小公

演达三十余次”［1］，演出的剧目主要有田汉的

《江村小景》、丁西林的《压迫》、熊佛西的

《一片爱国心》《王三》、欧阳予倩的《屏风

后》、洪深的《五奎桥》、陈治策的三幕童话剧

《鸟国》和根据俄国作家果戈里的《钦差大臣》

改编的《巡按》等。新中国成立前夕，陕西省立

师范专科学校（陕西师范大学的前身）的学生成

立新民主话剧团，演出了吴祖光的《林冲夜奔》

等剧目。新中国成立后，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

范大学的前身）的学生又成立秦剧团，截至1956

年，他们先后演出了秦腔传统戏《游西湖》《游

龟山》《三滴血》《四进士》《周仁回府》《打

金枝》《赤胆忠心》《冲喜》，以及由其他地方

戏改编的秦腔《搜书院》《空印盒》《三家福》

《三不愿意》《天仙配》《挑女婿》和《秋江》

等。1956年，西安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周国英等人

还演出了话剧《日出》、张登第等人演出了秦

腔《秋江》，寇炳武等人演出了京剧《打渔杀

家》。即使在“文革”期间，陕西师范大学文工

队也在1968年演出了话剧《直罗镇》。1979年，

上海戏剧学院学生演出讽刺喜剧《假如我是真

的》不久，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也演出了多

场《假如我是真的》。［2］

21世纪以来，在陕西地区的西法大剧社、西

安交大剧团、西北大学小黑剧社和长安大学生如

夏花剧社等校园戏剧社团的影响下，陕西师范

大学的学生演剧活动也逐渐摆脱了长期以来的文

艺晚会习气，于2006年成立了夜歌剧社。陕西师

范大学团委也组织本校艺术团话剧部的成员创作

演出多部话剧参加了陕西省校园戏剧节（艺术

节）和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等省内外的戏剧展演

活动。2013年，在参加首届陕西省大学生话剧节

的过程中，陕西师范大学艺术团话剧部招收新成

员，制定章程，正式成立了陕师大剧团［3］。陕

师大剧团的成立说明了陕西师范大学校园戏剧活

动的参与者有了艺术自觉和主体意识，开始追求

独立自主的戏剧创作演出活动。

二、陕师大剧团的组织管理问题

陕师大剧团成立时，制定了较规范的章程，

剧团内部设置了编剧组、导演组、演员组、宣传

组和总体筹划组5个部门。其中总体筹划组是最

重要的部门，组内又细分为灯光、音响、道具和

服装化妆四个小组。但剧团对编剧组的成员要求

最高。他们不仅要有较强的写作能力，还必须有

一定的舞台经验。在成立后的头几年，陕师大剧

团不仅组织健全，活动规范，也创作演出了《金

锁记》［4］和《实习生》等精品剧目。但由于受

校内外环境的影响，从2015年开始，陕师大剧团

在组织管理方面就不断出现各种问题。

陕西师范大学的学生演剧活动主要力量来自

该校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和文学院。陕师大剧团

的主要成员，特别是编剧和导演等骨干成员基

本上都是新闻与传播学院和文学院的学生。因

此可以说，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文学

院的学生为陕师大剧团的建设与发展作出的贡献

［1］武志新：《五十年中的二十五年》，载《中国

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2辑）》，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第83-84页。

［2］陕西师范大学及其附属中学的校园戏剧活动情

况，参见黄世智：《西安校园戏剧发展历程研究》，《南

宁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3］陕师大剧团在成立时名称为“陕西师范大学话剧

团”。这个名称不合适，我们按照戏剧界的惯例，称其为

“陕师大剧团”。

［4］关于陕师大剧团版《金锁记》的评价，参见朱

怡帆：《不幸时代的不幸人——评陕师大剧团的〈金锁

记〉》，《戏剧之家》2019年第8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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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但问题也因此而出现了。由于两个学院的

成员在剧团中形成了具有一定程度独立性的群

体，再加上受各自学院行政部门和个别老师的影

响，他们在剧团活动中经常出现矛盾。比如，在

内部管理上争夺剧团的重要职务，在作品署名上

争夺姓名排序先后，在新闻报道中争夺活动名义

归属权等。2015年11月21日，作为参加陕西省第

五届校园戏剧节的剧目，陕师大剧团在该校新勇

学生活动中心演出了《牙齿》《创业时代》《大

四女生》和《大剧作家》4部话剧。但相关新闻

报道把《牙齿》与《创业时代》作为文学院的

“政绩”，《大四女生》和《大剧作家》作为新

闻与传播学院的“政绩”。演出活动的组织者校

团委和主要“作者”陕师大剧团在这次演出活动

中则完全“失语”。此后，陕师大剧团的运营越

来越艰难，其演出活动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不规范

现象。

2016年，陕师大剧团中的新闻与传播学院成

员开始运营一个名为“传新剧社”的微信公众

号，称陕师大剧团的演出活动是新闻与传播学

院传新剧社的演出活动，而文学院的成员也开

始运营一个名为“入戏剧社”微信公众号，称陕

师大剧团的演出活动是文学院入戏剧社的演出活

动。而实际上，他们的演出活动仍然是校团委管

理下的，虽然以新闻与传播学院和文学院学生为

主，但是来自全校的成员组成的陕师大剧团的演

出活动。“入戏剧社”的一位成员也说，他们

这个演剧团体的成员“包含文学院、国际商学

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音乐学院等多个院系的同

学。”［1］所谓传新剧社与入戏剧社一样，都是

利用自媒体对陕师大剧团名称的“非法”更改。

这种现象是由于陕师大剧团内部管理不善，校

方行政干预和参与戏剧活动的各方丧失集体主义

精神，忘记戏剧创作的宗旨而争夺各种利益造成

的结果，也有个别成员利用自媒体故意捣乱的原

因。这种现象说明陕师大剧团已经从一个艺术创

作团体异化为一个行政权力空间。在陕西地区，

与陕师大剧团在文化环境和组织管理方面最相似

的是西外话剧社。西外话剧社的主要成员是该校

艺术学院和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的学生。由于校团

委对学生社团管理不到位和剧社内部成员分为相

对独立的两个部分，西外话剧社实际上已经成为

一个松散的戏剧爱好者群体，但其有机性和专业

水平都不如陕师大剧团。

第一篇全面介绍陕西师范大学校园戏剧活动

的文章是贾红分的《校园戏剧的传承与超越——

陕西师范大学校园戏剧活动综述》。从该文中可

知，21世纪以来的陕西师范大学只有两个演剧团

体，即陕师大剧团和成立于2006年的夜歌剧社。

而夜歌剧社在2015年以后演出活动很少。［2］因

此可以说，当今陕西师范大学的大部分戏剧演出

活动都是陕师大剧团的公演活动。但是，由于学

生社团和戏剧艺术失去主体地位，变成了行政权

力从事各种文化活动的工具，2016年后，陕师大

剧团不仅在发展过程中开始走下坡路，他们的一

些戏剧演出活动也开始出现不规范形象。不仅集

体事务无人问津，而且文艺晚会习气回归，演出

剧目多了，但符合戏剧艺术基本要求的剧目却很

少。他们之所以在某个文化活动中演出自己的剧

目，往往是因为活动主办方拨给他们一些经费，

或者给他们在评定“先进”“奖学金”等方面

“加分”。校内的其他戏剧演出活动因为缺乏戏

剧常识，往往会使陕西师范大学的校园戏剧出现

更加混乱的现象。以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举办的

［1］王珂：《校园戏剧中的缺失与可见》，《当代戏

剧》2017年第5期。

［2］贾红分：《校园戏剧的传承与超越——陕西师范

大学校园戏剧活动综述》，《当代戏剧》2014年第4期。文

中还提到“文学院话剧团”，但这个演剧团体的名称不合

适，也没有任何旁证，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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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韵”话剧节为例。2014年5月25日，文学

院举办了第一届“戏·韵”话剧节，共演出《民

主神圣》《天涯歌女》《雷雨》《北京人》《八

美千娇》和《穿PRADA的女王》6个剧目。这本

是一件好事，可以作为陕师大剧团的一次公演活

动。但参加这次活动的剧目不是以戏剧社团形式

运作的，而“是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的排演

与创作”［1］。演出的剧目中只有《民主神圣》

具有一定艺术价值，其他剧目都是戏剧小品或名

剧选段。这样的“戏·韵”话剧节说明陕西师范

大学的一些学生演剧活动重新成为文艺晚会性质

的校园文化活动，相对于陕师大剧团成立前后的

戏剧演出活动，是一种“历史倒退”。当然，陕

师大剧团的组织管理不断出现问题，也与团委不

作为，对校内学生演剧活动管理不到位有关。

陕师大剧团虽然在组织管理方面问题不断，

内部成员缺乏认同感，外部形象不好，但它也有

独特的优势和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陕师大剧

团是校团委为了选送剧目参加陕西省校园戏剧节

而组建的，剧团内外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名称的

胡乱更改虽然影响了它的发展，甚至该校的一些

戏剧活动积极分子也认为这个演剧团体已经不存

在。但事实上，它依存于学校，只要陕西师范大

学还有学生演剧活动，它就可以长期存在下去，

并有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希望。相较于校外的主流

戏剧和商业戏剧团体，他们的创作演出活动也无

需迎合政治意识形态，更不用考虑票房问题。一

般情况下，学校也会为剧团提供排练场地、公演

机会和必需的经费，对演出活动的审批条件大部

分时间也是比较宽松的。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陕师大剧团在章程中制定了“试用期”的管理制

度。所有成员刚加入时都要经过三个月的试用

期，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后才能成为正式成员。

这种管理办法使得剧团成员不仅要热爱戏剧艺

术，还必须具备一定戏剧理论知识和从事戏剧活

动的能力。不过，像大多数校园戏剧社团一样，

他们制定的章程及一些具体管理制度往往成为

“摆设”，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在稳定的

生存条件、宽松的创作环境，以及优秀的成员基

础上，陕师大剧团在发展过程中，有时确实是一

个对外形象良好，内部认同感强，结构合理，运

营高效的演剧团体。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够创

作演出一些堪称优秀的校园戏剧。

三、陕师大剧团的公演活动及剧目

作为陕西地区校园戏剧社团中实力较强的一

个，陕师大剧团在具体的演出活动中，有时也能

克服组织管理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把校园戏

剧的业余性、自主性和非功利性优势充分发挥出

来。与陕西地区的大部分戏剧社团相比，陕师大

剧团的年平均演出活动较多，所演剧目的质量也

较高。在选择剧本和具体的排练过程中，他们想

方设法避免学校的行政干预，注意发挥剧团成员

的专业优势，以原创为主，但也注意搬演经典戏

剧，或者选择大家感兴趣的小说和社会热点进行

改编。他们的创作演出活动，不仅能表达出特有

的审美趣味，还往往有自己的人生感悟和对现实

社会的一些思考。少数优秀原创剧目也能给整个

戏剧界带来一份惊喜。十多年来，陕师大剧团举

行了近30次公演活动，演出剧目30多个，为中国

当代戏剧，特别是校园戏剧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

一份力量。

表1统计的是陕师大剧团举行的26次公演活

动中的31个剧目，主要是他们以团体形式运作，

目的是艺术创作的演出活动及其剧目。如以陕师

大剧团名义演出的剧目，参加金刺猬大学生戏剧

节和陕西省校园戏剧节的剧目，新闻与传播学院

［1］贾红分：《校园戏剧的传承与超越——陕西师范

大学校园戏剧活动综述》，《当代戏剧》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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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主创的，以“传新剧社”名义演出的剧目和

文学院成员主创的，以“入戏剧社”名义演出的

剧目。表中没有陕西师范大学的其他戏剧社团，

如夜歌剧社的演出活动；没有除了新闻与传播学

院和文学院之外，只是某一个学院学生参加的戏

剧演出活动，如2019年11月29日，哲学书院学生

在该校六艺楼多功能厅演出的话剧《苏格拉底之

死》；没有以政治思想宣传为目的的演出活动，

如2021年4月22日，在终南音乐厅演出的《共产

党宣言》；也没有文艺晚会性质的“戏·韵”话

剧节的大部分剧目。“校园戏剧的创作和传播通

常离不开戏剧社团这一载体。严格意义上的校园

戏剧活动必须以社团的形式运作。因此，校园

戏剧的发展和校园戏剧社团的发展可以说是同一

个问题的两个方面。”［1］陕西师范大学校园内

出现的舞台戏剧演出活动，除了“严格意义上

的校园戏剧”外，还有文艺晚会中的戏剧小品

演出，戏剧教育中的实践教学活动，心理健康

教育中的戏剧活动等。这些戏剧演出活动有的

也是陕师大剧团演出的或有陕师大剧团成员参

与的活动，但都没有作为戏剧创作演出活动纳

入我们的统计之中。我们是把校园戏剧作为整

个戏剧界的一部分，从戏剧创作的角度来看待

陕师大剧团的创作演出活动以及陕西师范大学

的学生演剧活动。不是把学生演剧活动作为学

校的文化活动来看待，也不是把学生演剧活动

作为教育（包括专业教育、通识教育与健康教

育）的手段来看待。

［1］王睿姝：《陕师大剧团简评》，光影故事的博客2020年12月1日，http://blog.sina.com.cn/xijuyingshiyanjiusuo/，访问日

期：2023年10月13日。

表 1  陕师大剧团主要演出活动统计表

剧目 时间 地点 编剧 导演
《我爱某某某》《平行世界》 

《审小偷》
2007 年 5 月 终南音乐厅

《宏大理想》 2009 年 11 月 终南音乐厅 高媛
《刘胡兰》 2011 年 6 月 终南音乐厅
《金锁记》 2013 年 11 月 21 日 大华·1935 剧场 王安忆、金泽馩 金泽馩
《金锁记》 2014 年 8 月 13 日、14 日 北京 9 剧场 王安忆、金泽馩 金泽馩

《阮玲玉》《暗恋桃花源》 
《李献计历险记》

2014 年 12 月 1 日 新勇学生活动中心

《实习生》 2015 年 4 月 新勇学生活动中心
《沉香屑》 2015 年 10 月 25 日 新勇学生活动中心 陈荻

《皆大欢喜》 2015 年 10 月 26 日 新勇学生活动中心 汪桂桢、宗靖宇
《大四女生》 2015 年 11 月 21 日 新勇学生活动中心 万州杰 崔楚煜

《牙齿》 2015 年 11 月 21 日 新勇学生活动中心 王天贺 李晨子
《创业时代》 2015 年 11 月 21 日 新勇学生活动中心 王天贺、毕明玉 李晨子
《大剧作家》 2015 年 11 月 21 日 新勇学生活动中心 原丽芝 贠佳钰、原丽芝

《万物生长》《重返二十岁》 2016 年 5 月 8 日 新勇学生活动中心
《平行世界》 2016 年 11 月 20 日 新勇学生活动中心

《斯嘉丽大饭店》 2016 年 12 月 25 日 新勇学生活动中心
《驴得水》 2017 年 3 月 18 日 新勇学生活动中心

《无处可逃》 2017 年 4 月 18 日 新勇学生活动中心
《恋爱的犀牛》 2017 年 5 月 12 日、14 日 新勇学生活动中心

《浪潮》 2017 年 5 月 21 日、22 日 新勇学生活动中心
《你好，打劫》 2017 年 6 月 24 日、25 日 新勇学生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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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目 时间 地点 编剧 导演
《孟姜女》 2017 年 9 月 25 日 终南音乐厅 和谷 刘姬娜

《青衣》 2017 年 11 月 22 日 新勇学生活动中心
《暗恋桃花源》 2018 年 6 月 9 日 新勇学生活动中心 王钊彤、师艺丹

《未完待续》 2018 年 11 月 13 日、14 日 新勇学生活动中心
《藏书室密事》 2018 年 12 月 6 日 新勇学生活动中心 王安娴 王安娴

《江姐》 2019 年 10 月 14 日 终南音乐厅 雷倩
《恋爱的犀牛》 2019 年 11 月 22 日 新勇学生活动中心

《船长，我的船长》 2019 年 11 月 25 日 新勇学生活动中心
《生命树》 2021 年 6 月 25 日 终南音乐厅 马聪敏 徐翠、汪辰辉

场所，这两个小剧场不仅更便于创造新的戏剧空

间，而且灯光音响设备齐全、先进。因此，陕师

大剧团凭借优越的剧场条件把创作演出高水平的

小剧场戏剧作为他们的艺术追求。在他们演出

的原创剧目中，《平行世界》《牙齿》《大四

女生》《大剧作家》《浪潮》《斯嘉丽大饭店》

和《未完待续》都是较优秀的小剧场戏剧。有位

观众在描述《浪潮》的演出情况时说：“表演场

地四、五平方米左右，可谓方寸之间，道具、服

饰、音响等可以忽略不计，全场黑暗只以四台灯

光区别表演区域、换场、突出主要人物。”［2］

有人在谈到《斯嘉丽大饭店》的舞台设计时则

说，该剧“借鉴小剧场模式，在一个小的空间中

将舞台置于中央，将观众置于三面，建构了一个

‘凹’形的沉浸式观看的场域。”［3］《浪潮》

和《斯嘉丽大饭店》是陕师大剧团演出的小剧场

戏剧中影响较大的两个。从这两位观众的评论中

可知，他们不仅创作出了典型的小剧场戏剧，而

且得到观众的认可。在陕西地区的众多校园戏剧

［1］剧场不仅仅是指具体的建筑物，也包括戏剧活动

中抽象的艺术创作空间。对于校园戏剧社团来说，找到合

适的小剧场并不比找到合适的大剧场更容易。

［2］李季：《培英擢华、剧舞青春——陕西省第六届

校园艺术节综述》，《当代戏剧》2018年第1期。

［3］雷雯静：《内容、形式与风格：校园戏剧的现实

主义表征——以陕西校园戏剧为例》，《当代戏剧》2021

年第1期。

四、陕师大剧团的艺术特征

陕师大剧团是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特别是

西北地区高校戏剧社团中的重要一员，其创作演

出活动是中国当代校园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

果把陕师大剧团及其具体演出活动放在中国当代

戏剧，特别是当代校园戏剧中来审视，从其发展

历程和他们演出的剧目来看，陕师大剧团有三个

明显的艺术特征。

（一）典型的小剧场戏剧

陕师大剧团多次到校外举行公演，不仅参加

了历届陕西省校园戏剧节（艺术节），还参加过

2013年的首届陕西省大学生话剧节和2014年的金

刺猬大学生戏剧节。但与西安交大剧团，小黑剧

社和生如夏花剧社相比，他们到校外公演的次数

还是较少，社会化程度也不高。陕师大剧团的绝

大部分公演活动之所以在校内举行，除了学校不

支持等原因外，也与他们有较好的演出场所以及

艺术追求有关。

从整个戏剧界来看，校园戏剧本质上是小剧

场戏剧。但创作演出小剧场戏剧既需要有优秀的

戏剧社团，也需要合适的小剧场。［1］陕师大剧

团就有“合适的小剧场”，而且不止一个。这是

其他只能在学校的教室、礼堂或学术报告厅演出

的校园戏剧社团无法相比的。陕西师范大学长安

校区有两个小剧场：新勇学生活动中心和终南音

乐厅。相较于陕西地区其他校园戏剧社团的演出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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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中，只有小黑剧社和西北政法大学的南山剧

社在小剧场戏剧的演出上可以与陕师大剧团相

比。相较于大剧场戏剧，小剧场戏剧既便于把演

员和戏的势能传达给观众，使观众具体感受和深

刻理解戏剧内容，也便于演员从观众的反应中得

到新的能量和提高自己的表演艺术。这是小剧场

特有的纵向整合功能。正是这种整合功能为导演

和演员的实验创新提供的方便。在小剧场戏剧的

演出过程中，演出团体及其成员还能够积累舞台

经验并不断完善作品。陕师大剧团取得不错的成

绩就与他们的这种艺术积累有关。

（二）艺术创造与专业学习相结合

陕师大剧团的成员大部分都是该校戏剧与影

视学类专业的学生。在参加剧团的演出活动过程

中，他们不仅实践了自己学习的理论知识，也同

时提高了自己的专业水平。对于陕西地区的其他

校园戏剧社团来说，这种专业学习主要表现在创

作演出话剧的过程中，但陕师大剧团还表现在创

作演出歌剧、舞剧的活动中，其艺术创造与专业

学习相结合的特征更加明显。

在参加2017年陕西省第六届校园艺术节时，

陕师大剧团演出了舞剧《孟姜女》。这次演出对

于学习音乐与舞蹈专业的成员是艺术实践，对于

其他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的成员则是一次全新的专

业知识学习。舞剧演出不仅在校园戏剧中难得一

见，就是在校外戏剧界也很少。2019年，在陕西

省第七届校园艺术节上，陕师大剧团又公演了歌

剧《江姐》。该剧既有西方歌剧的常规形式，又

融合了川剧等中国传统戏曲的特点，是陕师大剧

团最成功的一次实验创新。这样的创作演出活动

虽然有较高难度，但却能让陕师大剧团成员走向

熟悉而陌生的舞台，在实践中去了解新的戏剧形

式，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基础上实现自我超

越，并在自我挑战中迸发出新的创作力。陕师大

剧团的成员中音乐学院的学生不多，他们之中会

演出舞剧、歌剧的成员更少。演出舞剧、歌剧和

其他具有较高难度的经典戏剧，是陕师大剧团成

员的主动学习，也是他们的一种自我挑战。在陕

西地区的校园戏剧社团中，也只有陕师大剧团演

出过严格意义上的歌剧、舞剧。

（三）优秀原创剧目较多

校园戏剧毕竟是业余戏剧，即使是一些较优

秀的戏剧社团也很难摆脱自娱自乐的习性。因

此，校园戏剧一般原创剧目不多且艺术水平有

限。在陕西地区的校园戏剧社团中，陕师大剧团

是演出原创剧目较多的一个。仅在前文中《陕师

大剧团主要演出活动统计表》的31个剧目中，就

有17个是原创剧目。这些原创剧目内容大部分都

是反映现实社会和人生，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作

品。在艺术风格上，它们之中有现实主义戏剧、

现代主义戏剧，也有后现代主义戏剧。与陕西地

区的其他校园戏剧社团相比，陕师大剧团的原创

剧目不仅数量多，总体质量也较高。

2015年11月21日，陕师大剧团在参加陕西省

第五届校园戏剧节时一次公演了四部原创话剧：

《大剧作家》《牙齿》《大四女生》和《创业时

代》。特别是其中的《牙齿》，可谓是当今校园

戏剧中少见的创新之作。该剧用多出来的牙齿象

征年轻人的自我成长与独立，观众也能够从演员

的表演中感受到剧中蕴含的哲理。《平行世界》

《斯嘉丽大饭店》《孟姜女》和《未完待续》也

是他们演出的较优秀的原创剧目。反思死亡的

《未完待续》和反思爱情的《斯嘉丽大饭店》已

经演出过多次并成为他们的代表剧目。在陕西地

区的校园戏剧社团中，在原创剧目的数量和质量

上能与陕师大剧团相比的，只有南山剧社和小黑

剧社。陕师大剧团演出的这些原创剧目虽然风格

多样，但以现实主义戏剧为主。优秀的戏剧总是

能敏感地捕捉到现实社会的细微变化，与时代进

行对话，并力图与观众探讨一些具有深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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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师大剧团公演的一些原创剧目实际上已经有意

识地跳脱学生视角，站在整个戏剧界的立场上来

审视社会现实。

五、陕师大剧团的缺陷 

作为一个校园戏剧社团，陕师大剧团也存在

着一些不足之处。除了前文提及的因外部环境和

内部管理导致“人生”多变等问题外，与同样是

21世纪以来成立的陕西地区的小黑剧社、生如夏

花剧社和南山剧社相比，陕师大剧团主要有三大

缺陷。

（一）宣传工作严重不足

在现代社会，戏剧艺术的生存与发展主要靠

艺术市场，需要多种演出方式和传播渠道。特

别是在互联网时代，戏剧艺术的传播除了剧场

演出外，大部分传播、宣传工作都从线下转移

到线上。因此，校园戏剧也要注意使用多种渠道

宣传演出活动，传播戏剧艺术，特别是要注意使

用互联网媒体这类强有力的传播、宣传工具。陕

师大剧团在成立时也开通了新浪微博，但2015年

后就没有再使用。仅就这个微博发布的现有内容

来看，他们也没有认真对待这项工作。微博上发

布了许多与剧团活动没有任何关系的内容，有点

像是剧团某个成员私自使用的微博账号。博客和

微信公众号也是当今影响较大的互联网媒体，但

陕师大剧团却没有博客和微信公众号。我们姑且

把名为“传新剧社”和“入戏剧社”的公众号作

为陕师大剧团的媒体。但这又恰恰是他们传播、

宣传工作不足和混乱的一种表现。作为一个对外

代表陕西师范大学校园戏剧成绩和水平的戏剧社

团，虽然创作演出好的剧目才是根本，但如果缺

乏宣传，或宣传工作混乱，也会影响到剧团的建

设、发展和他们在戏剧界、教育界中的形象。

即使对于校内而言，宣传工作也很重要。校

园戏剧社团的纳新、演员招募、公演，以及对演

出活动的报道、评论都需要相应的宣传工作。

陕师大剧团虽然有自己的宣传部门，但这个“宣

传组”实际上名存实亡。陕师大剧团之所以外部

形象不好，内部认同感差，首要原因就是剧团的

宣传组没有起作用。在陕西地区的校园戏剧社团

中，小黑剧社、生如夏花剧社和南山剧社的宣传

工作做得比较好。特别是南山剧社，他们使用具

有戏剧专业水平的新闻报道剧社的演出活动，还

在“光影故事的博客”及同名微信公众号和一些

平面媒体上发表大量剧评来传播他们的艺术创

造，提升他们的理论水平。在中国知网上检索与

南山剧社有关的文章可知，他们演出的剧目中有

8个都有专文进行评论。南山剧社的这些宣传与

传播工作不仅为陕西地区的校园戏剧社团树立了

榜样，其成功经验也值得其他地区的校园戏剧社

团借鉴。

（二）作品署名不合理

陕西校园戏剧中的作品署名不合理现象从20

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着。陕师大剧团的演

出活动中不仅有这种现象，而且比较严重。2013

年，在参加首届陕西省大学生话剧节时，陕师大

剧团公演了《金锁记》。这本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自己实力和传播所在学校戏剧艺术的机会。但由

于陕西地区的整个文化环境充满了政治意识形态

氛围与商业气息，他们演出的剧目被作为陕西省

文联和陕西师范大学等部门、单位一起举办的文

化活动的内容来看待。各种媒体的报道、评论也

只提及这些部门、单位。不仅演出团体陕师大

剧团被有意地遗忘了，导演金泽枫的名字被错

写为金泽馩也无人更改。［1］明确并保护著作权

是现代社会艺术界的一个标志性规范，作品署名

［1］鉴于有关陕师大剧团《金锁记》的所有文章中都

使用金泽馩，而艺术作品可以不用真实姓名署名，我们在

文中仍然使用金泽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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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戏剧活动中最严肃的问题，但落后的社会文化

环境使得陕师大剧团没有重视，也没法重视这个

问题。2014年参加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的演出是

陕师大剧团最规范，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演出活

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北京的文化环境使然。

此后的陕师大剧团演出活动一直处于管理不规

范、运作不专业的状态，远远不如西法大剧社、

西安交大剧团和小黑剧社等陕西地区的这些优秀

校园戏剧社团。

作品署名不合理现象不是陕师大剧团一个

校园戏剧社团，也不是陕西师范大学一个学校

存在的问题，而是整个陕西地区戏剧界的共同

现象。透过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出陕西省校

园戏剧节（艺术节）的主办方、承办方和陕西

校园戏剧界，乃至整个艺术界和教育界都落后

于中国东部。这种落后可以概括为：现代化程

度较低，戏剧艺术以及戏剧活动的参与者主体

性弱化。这种对作品署名随意化处理的现象在

陕西校园戏剧中一直存在并不断蔓延着。在互

联网时代，这种现象表面上看似乎是受后现代

文化环境影响的结果，但本质上却是前现代文

化传统的遗毒，严重阻碍了陕西地区戏剧艺术

的发展。这种作品署名随意化现象对于校园戏

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追求也非常不利。在校园

戏剧活动中，只有尊重艺术，尊重学生，才能

创作出优秀的戏剧作品。否则，参与戏剧活动

的学生们也会抱着交任务的想法敷衍了事。比

较而言，在陕西地区的校园戏剧社团中，西法

大剧社在创作演出过程中的作品署名比较合

理。但他们的这种能力和规范也是在建设发展

过程中逐渐形成的。［1］

（三）演出资料保存混乱

相较于陕西地区的西法大剧社和西安交大

剧团等校园戏剧社团，陕师大剧团的演出资料

不仅大量散失，现有的资料保存也很混乱。校

园戏剧社团的活动资料一般由剧社办公室和社

员个人保管或通过团委网站和互联网媒体来保

存。但陕师大剧团的演出活动资料，主要是由

剧团成员个人与所在学校其他行政部门的媒体

保存一些，而且因为缺乏专业常识和语体多样

而混乱不堪。他们演出活动的剧照、视频很

少，剧团成员在创作演出过程中的相关资料的

价值也很少有人能认识到。陕师大剧团创作出

的大量戏剧作品及其他资料的散失，不仅是他

们自己的损失，也是陕西校园戏剧乃至整个中

国当代戏剧艺术的损失。在陕西地区的校园戏

剧社团中，西法大剧社、南山剧社和小黑剧社

的演出活动及其他资料保管的比较妥善。西法

大剧社和南山剧社有名为“光影故事的博客”

的几个博客站点以及微信公众号，并有不少评

论发表在平面媒体上。［2］小黑剧社不仅运营了

一个名为“小黑戏剧工作室”的微信公众号，

还在杂志上发表不少评论并出版了《时光中

的“黑美人”：纪念“黑美人”艺术节三十周

年》［3］和《青春作伴：高字民校园戏剧实践教

学案例集锦》［4］两本资料集。他们的这些做

法都值得陕师大剧团学习借鉴。在剧社资料保

存工作中，最难但却是最重要的就是把演出过

的剧本发表在平面媒体上。在陕西地区的校园

戏剧社团中，生如夏花剧社在这方面做得比较

好。他们演出过的《生如夏花》和《爱，不殊

［1］关于西法大剧社创作演出活动中的作品署名情

况，参见吴一丹：《陕西校园戏剧的主力军——西法大剧

社演出史论》，《参花》2020年第9期（上）。

［2］黄世智：《论学术博客的学术交流特点——以光

影故事的博客为例》，《新闻传播》2017年第9期。

［3］赵强主编：《时光中的“黑美人”：纪念“黑美

人”艺术节三十周年》，西北大学出版社，2017。

［4］高字民：《青春作伴：高字民校园戏剧实践教学

案例集锦》，中国戏剧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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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都发表在《当代戏剧》杂志上。

六、余论

陕西地区校园戏剧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912年成立的易俗社的学生演剧活动。在一百多

年来的发展过程中，陕西校园戏剧形成了20世纪

30年代和21世纪初两次发展高潮。作为陕西校园

戏剧一部分的陕西师范大学（包括其附属中学）

的校园戏剧也有类似的发展历程。在校园戏剧活

动中，戏剧社团是戏剧活动的主体和作品的主要

作者。没有运营良好的校园戏剧社团就很难有高

水平的舞台戏剧演出活动。因此，从戏剧社团的

角度来审视校园戏剧最容易反映出校园戏剧的真

实历史与现实状况。对于陕西师范大学来说，研

究陕师大剧团也具有反映陕西师范大学校园戏剧

历史与现状的作用与意义。在“历史终结”“作

者死了”和“主体退隐”已成为当今文化研究关

键词的文化环境下，研究陕师大剧团以及其他校

园戏剧社团也具有坚持现代化立场的特殊意义。

由于校园戏剧社团组织松散，人员流动性

大，弄清其真实的组织状况以及演出活动的细

节比较困难，这往往会使大多数校园戏剧研究

者忽视对校园戏剧社团的研究。有关陕西师范大

学的校园戏剧和陕师大剧团的研究也是如此。陕

西师范大学虽然不止一个戏剧社团，但只有陕师

大剧团历史较长，实力最强，是校团委管理下的

唯一能代表学校到校外演出和作为校内大部分戏

剧创作演出活动运作者及作品“作者”的戏剧社

团。在互联网时代，虽然他们出现管理不善，缺

乏理论批评，以及对演出活动乱冠名等现象，但

它仍然是陕西地区校园戏剧中最重要的戏剧社团

之一。我们不仅应该理清它的历史，肯定它的成

绩，更应该针对它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反思陕西

师范大学以及陕西地区校园戏剧的历史与现状。

研究陕师大剧团存在的问题以及陕西师范大学校

园戏剧中存在的问题，不仅有利于陕师大剧团以

及陕西师范大学校园戏剧的建设与发展，也能为

陕西地区，乃至国内其他地区校园戏剧的建设与

发展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黄世智  西北政法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

［任美璇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