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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过士行是当代中国一位独具艺术个性的剧作家。他的剧作既

远离了刻板虚假的人生写实，又超越了现代主义剧作那种强烈的表

意冲动，而巧妙地借助一元悟象、极致呈现、辐辏化合等意象叙事

建构起其戏剧独特的艺术空间，在灵动新异的意象世界里讲述一个

个意蕴隽永的的人生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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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过士行以其独具风味的“闲人三部

曲”（《鱼人》、《鸟人》、《棋人》）、“尊严三部曲”（《坏

话一条街》、《活着还是死去》、《厕所》）等剧作为长年冷寂的

当代剧坛带来一阵阵的艺术惊喜。这些剧作似传统又非传统，似现

代又非现代，一方面它们远离了刻板虚假的人生写实，而立足于从

世俗的人生形态中去建构精妙灵动的寓言世界，艺术地表达自己的

人生洞见。另一方面它们又超越了现代主义剧作那种强烈的表意冲

动，创作视点紧紧专注于具象的世俗人生，以中国文人特有的审美

情怀和思维方式，形神兼备地叙述着一个个意蕴隽永的的人生寓

言。正如田本相先生所认为的：“对于过士行的戏是需要另眼看待

的，好象他是非传统的，甚至反传统的，但是，却又是传统的；好

像它是非现代的，但又是现代的，好像他有些是外国的荒诞，但是

绝对是中国的，尤其是北京的。”[1] 
自涉足戏剧创作以来，过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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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其独具的艺术天赋从容地游走于传统与现代、写实与写意、

具象与隐喻等艺术维度之间，追寻着艺术上的完美与崇高。那么他

是如何巧妙地实现这些艺术维度之间的平衡的呢？这里面自然包容

着各种复杂的艺术元素之间的融会贯通，而其中“意象”是我们无

法忽略的审美中介和艺术桥梁，过士行正是借助独特的意象叙事策

略巧妙地建构起其戏剧艺术的多维空间，在独特新颖的意象世界里

展现生命寓言。 

一、一元悟象 

中国现代戏剧是伴随着五四启蒙运动的发生发展得以成长起来

的，因此，西方启蒙主义的思维传统曾经长期影响和支配着中国现

代戏剧创作和发展，启蒙主义者往往崇尚因果叙事和逻辑思维，强

调历史和现实的二元价值判断，在戏剧创作上，他们大多习惯借助

线性叙事时间再现情节因果，表现历史和现实人物的性格和情感变

迁，形象真实地再现历史与现实，塑造各种典型的人物形象，表达

自我的社会认知与历史见解。这种启蒙理性观照下的戏剧以真实为

最高的美学标准，直面现实的缺陷，揭示惨淡的人生实相，借助

“第四堵墙”所营造的舞台幻觉，一度产生震人心魄的戏剧效应，

惊醒了国人的精神迷梦，但其内在固有的二元思维模式但也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作家的写作深度和审美穿透力，使得他们往往拘泥于

现实与历史的表象，满足于对现实与历史作简单的二元判断，难以

勘透现实表象与历史迷雾背后人性的复杂与命运的深刻，所以启蒙

主义戏剧更多强调形象的真实，而忽视意象的超越，强调二元的分

析，而忽视一元的顿悟。身处 20 世纪晚期中国戏剧迟暮之秋的过士

行，对于中国启蒙主义戏剧的思维传统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和距离，

对于启蒙理性所崇奉的固有的二元逻辑持深刻的怀疑态度，在其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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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鸟人》中有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丁保罗膜拜西方精神分析理论，

自以为是地套用其理论武器分析丁三爷等“鸟人”们的心理症候，

却不自觉地陷入了理论的逻辑圈套而不能自拔，成为一个不折不扣

的“鸟人”。过士行巧妙地借用这个人物讽刺了膜拜理论逻辑之徒

的可笑。在他看来：“在形式逻辑上不能同真的两个判断可以在艺

术思维上成立”，这种艺术思维不是传统的“二元论”形象思维，

而是“一元论”意象思维，“它的最高级就是禅宗。”[2]
禅宗以象

悟象，不落言筌的思维传统使过士行深刻感悟到了艺术思维的独特

品性，而西方现代主义剧作家如贝克特、迪伦马特等人超越现实表

象，勘透生命本质的意象化写作也给了他很大的思维启发，他巧妙

地生发出一种融合东方之“悟”与西方的之“思”的意象思维传

统，促使其在从事戏剧创作伊始就有意识地超越启蒙主义二元因果

逻辑思维，超越现实与历史表象的模仿和复制，超越线性时间的拘

囿和情节因果的限制，创造出剥离现实与历史二元逻辑、遵循艺术

思维一元逻辑的寓言世界。在他的戏剧世界里，时间只是单纯的背

景，在时间的线性演进中展现的不再是简单的人物性格的演进和世

事的变迁，而是生命的永恒的荒诞和人性固有的本质，以《厕所》

一剧为例，许多人认为他是抄袭老舍的《茶馆》，而过士行则自嘲

为“蹲着的茶馆”，言辞中所表现出充分的艺术自信并非狂妄。平

心而论，老舍的《茶馆》无疑是现实主义戏剧经典剧作，生动地再

现了旧中国的历史变迁，为戏剧舞台贡献了许多经典的人物形象，

但从整体上讲，《茶馆》的情节构建是基于一种“形象化”的启蒙

叙事，在历史进化论的思维模式下膜拜时间的魔力，借助旧时代的

不同时段的历史场景变迁来为旧时代送葬，为另一个新时代的合法

性证明，历史二元价值判断多少限制了《茶馆》的人性穿透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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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行确实是用了《茶馆》的旧瓶，但悄悄地装了新酒，《厕所》虽

然也展现了三个时代的历史场景变迁，但它超越了时间的线性逻

辑，无意对历史与现实作简单的价值判断，他更像是人性与命运寓

言，展现了命运的荒诞与虚无，时间在戏剧进程中失去了固有的角

色功能，它不再是人物性格成长与变迁的载体，而幻化为命运永恒

的见证。“厕所”也不再仅仅是时代的见证，而是人性的镜子，主

人公史爷试图从对“厕所”的想象与构建中获得人生尊严，可最终

的结果是物质形态的“厕所”完美了，精神意义上的尊严却始终未

能获得，人生的荒诞本质让人触目惊心，而与“厕所”相关的各色

人等身份固然因时而变，但人性固有的阴暗与脆弱本质未变。《厕

所》通过剥离现实与历史线性时间逻辑的意象化叙事使戏剧获得了

深厚的禅学意味，正如铃木大拙所说的：“禅的生命呈现在时间与

非时间的矛盾。”[3]
 “闲人三部曲”（《鱼人》、《鸟人》、《棋

人》）的叙事则更具有禅宗的意象思维特征，甚至可以说它们就像

是一个个以戏剧的形式讲述的禅宗公案故事，作者穿越了历史和现

实的表象，描述了一群身处世俗人生边缘的“闲人”们的“不闲”

人生。“闲”与“不闲”作为“对立”的二元在一元化的意象思维

透视下合二为一了，鱼人们、鸟人们、棋人们为“闲”所困， 

“闲”到极处便异化为荒诞，“闲”不再是一种悠然自得的精神享

受，不再是智慧和旷达的人生态度，而异化成了生命的愁城，人走

不出“闲”所设置的精神“围城”。禅宗言：“无相者，于相而离

相；无念者，于念而不念”[7]
，过士行以戏剧的形式揭示了生命一

旦拘执于“闲”之“相”、“闲”之“念”，自然就会因“闲”而

“忙”，异化成为一种荒诞的存在。一元化的意象思维促使过士行

有意识地超越社会实相的光怪陆离，不再执滞于民俗性的描摩与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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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现实情感的渲染，在象征、隐喻的层面上，使戏剧获得更宽广的

审美空间，他的戏剧世界不再仅仅是“形象世界”，而是“意象世

界”了。 

                                 二、极致呈现 

极致化的意象呈现是西方现代主义戏剧创作的惯有策略。如爱

尔兰剧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就是采用极致化的意象呈现的经

典个案，作品呈现了一个极度暗淡的背景（空荡的村路）下两个流

浪汉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基米尔的一场漫无目的无尽的“等待”，

日常生活的普通动作“等待”幻化为一种荒诞的生命喻指，一个

极致化的戏剧“意象”，获得了陌生化的艺术美感。深受西方现

代主义戏剧艺术传统影响的过士行有意无意地选择了极致化的意象

呈现方式观照世俗世界，但是他的“极致化”却超越了前人的艺术

惯性，呈现出自身的特色，他没有如荒诞派戏剧那样以极度的夸张

变形来表现生命的荒诞与虚无，他尽量以现实的手法打扮他的剧

本，又尽力超越现实，呈现出极致情境下的生命镜像，在谐谑怪诞

背后蕴涵深沉隐喻，如传统禅道之士于世间万相之极，妙悟万法：

“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4]

过士行在戏剧创作中总是刻意剥离戏剧情境、戏剧角色、戏剧行动

本来应有的复杂本相，选取一点，不及其余，进行艺术性的“聚

焦”透视，有意放大它们的典型性特征，厘清表象，凸现本质，使

戏剧整体呈现出“极致化”的意象色彩：（一）、情境的极致化。

过士行式的戏剧情境有意摒弃了传统写实剧情境的自然平实，借助

主体的思想突入，对具体情境作极致处理，呈现出怪诞夸张的色

彩：一场棋局不再普通，极致化为生死赌局，黑白两极中连接生死

边界（《棋人》）；一场垂钓游戏极致化为三十年的生死等待，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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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了从人钓鱼到鱼钓人再到人钓人的悲剧寓言（《鱼人》）；再普

通不过的公园遛鸟图被极致化为一个巨大的“鸟笼”下众“鸟人”

的滑稽表演，喻示人的“作茧自缚”而不自知（《鸟人》）；一条

平常的居民街极致化为“坏话”的囤积场和展示台，异化为生命的

荒芜之地，连街头树木都不再开花（《坏话一条街》）；不同时段

的当代国人的精神众相借助厕所里的“排泄”行为得以极致呈现，

一场集体“排泄”仪式被抽象为生命尊严的集体释放（《厕

所》）；日常的葬礼不再是庄重的生命祭奠而极致化为生命的谐谑

与狂欢（《活着还是死去》）。极致化了的戏剧情境已经意象化为

一种生命境遇，展现极端情境下的生命存在和人性本相。（二）、

角色的极致化。注重极致情境营造的过氏戏剧不再强调人物的“立

体性”，而强调其“单向性”，刻意放大人物的一种特性，使其呈

现出符号化的意象品性。 “闲人三部曲”刻画了一群身处世俗人生

边缘的“闲人”，可这些“闲人”不是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那些

闲中享乐的豁达之人，也不再具有中国文人洞明世事，追求“闲

适”的超脱之美。作者有意忽略他们作为“人”的复杂性，而把观

照的重心放置于作为“人”修饰语的“闲”上，作为角色的“人”

只是承载和解释“闲”之意蕴的符号或意象，他们身上“闲”的特

征被放大到极致，“闲”窒息了他们作为“人”的丰富性。《坏话

一条街》中堆积的“坏话”淹没了人，众人变成了张嘴就说“坏

话”的机器，“在绕口令的滚动当中可以发觉人格的丧失,人已经不

是人了,完全成了符号。”[5]
《活着还是死去》的各种角色如魔术

师、含冤而死的艾滋病感染者、壮志未酬的足球运动员、歌厅小姐

更是在葬礼上“裸现”各种社会镜像的极致符号，他们看似现实中

人，却不是独特“这一个”，而是“这一类”，承载着丰富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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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信息；《厕所》中的史爷及其与“厕所”发生关联的各色人等

如小偷、同性恋者、自由撰稿人、摇滚歌手等只是时间演进中物质

与灵魂发生悖论的各种注解，史爷们的性格并没有在时间的线性演

进中变得丰满，时间并不雕塑性格，而是不断强化和照亮他们人性

中的极端脆弱，如史爷的极度保守与靓靓的极度放纵都是可以地凸

显生命的符号化。（三）、戏剧动作的极致化。角色的极致符号化

使戏剧角色摆脱了幻觉真实的魅影，在舞台呈示中获得了单向的

“特写”效果，角色的行为与动作变得特色鲜明和夸张，极致的舞

台展示使戏剧动作获得了很强的戏剧效果，也促进了动作能指的极

大扩张。以《坏话一条街》一条街为例，戏剧人物滔滔不绝地说

“坏话”的动作借助民谣的“爆炸”得以夸张呈现，试看下面一

段： 

居民丁 呵,年轻人,太爷。你是吊炉饼安爪儿———算不了海

螃蟹,小子。 

神秘人 你是海螃蟹拔了爪儿———算不了吊炉饼,小子。 

居民丁 你是山绿豆安爪儿———算不了土蜘蛛,小子。 

神秘人 你是土蜘蛛安爪儿———算不了山绿豆,小子。 

居民丁 你是荞麦皮安爪儿———算不了死臭虫,小子。 

神秘人 你是死臭虫拔爪儿———算不了荞麦皮,小子。 

居民丁 芝麻安爪儿———你算不了大虱子,小子。 

神秘人 虱子拔爪儿———算不了大芝麻,小子。 

居民丁 你是真没劲,我的太爷,车轱辘话来回说,你再听这个。

可以想象如此连珠炮地“说“下去，自然会有比相声“包袱”的舞

台效果更明显，但过士行显然不满足于语言的“爆炸性”，而是借

助这种效果把“说”极致化，“说”就不再仅仅是一种夸张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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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它们并不携带太多的“潜台词”，也不承载过于丰富的心理

动作，只是“说”而“说”，“说”成为一种重复性的意象符号。

除了语言动作之外，人物其他外部行为动作如棋人之“下棋”、鱼

人之“钓鱼”、鸟人之“遛鸟”在过氏戏剧中也不再是日常的休闲

活动，而极致化为人物的精神符号，动作不再是人物性格的丰富外

现，而是人物精神的单一标签。《厕所》里有一个小偷，七十年代

是扒手“佛爷”,八十年代是是警察眼线,九十年代则成了程咬金防

盗门厂的老板, 不管身份如何变化，它“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地随

时偷点东西,为“偷”而“偷”，“偷”成了他精神的能指符码。

“过氏”风格的极致化的意象呈现方式有意反叛国人平淡冲和的审

美心态，在现实的镜像下“反现实”，以怪诞和粗野的美学风格在

封闭的剧场空间强烈冲击着观众的审美神经，既能在表面上展示夸

饰的舞台狂欢效果，又能有力地激发观众的审美“痛感”，获得深

层次的“陌生化”的审美体验。 

         三、辐辏化合 

 罗·海尔曼认为“意象模式不仅是为了烘托主题，而且更是主

题的负载者。”[6]
戏剧意象经由极富匠心的剪接与组合,按照一定规

则有序地组合起的意象“空间”结构（意象模式），可以有效地

表达戏剧独特的思想内蕴。极致化的意象形态加剧了戏剧矛盾张

力，在意象组合上一旦处理不好，可能会导致戏剧沦落为不同意象

群的二极对立，造成外在肤浅的戏剧效应，人为窄化戏剧的阐释空

间。过士行不愧是戏剧行家，他巧妙地化意象群的二极对立为多极

并立，并且使多极并立的意象群始终环绕一个核心话题或主导意象

支撑情节运行，形成如古代车轮的辐条与车毂关系的辐辏化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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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由居于辐条顶端的各组意象与中心意象形成不同的照应关

系，从而在戏剧内部形成巴赫金所提倡的由“不同的声音用不同的

调子唱一个题目”以揭示“生活的多样性的，人类感情的多层次的

多声现象。”[7]
借助多元意象组合来多角度感悟同一话题，强化了

戏剧立体化的“复调”主题的表现，宏观上看，“闲人三部曲”就

是以“闲”意念为车毂轴心，以下棋、钓鱼、养鸟这三种人生

“闲”相为辐条架构而呈现出来的辐辏化的意象组合，从多极感悟

“闲”之深义。而“尊严三部曲”也独辟蹊径，巧妙地选取说坏

话、守厕所、送葬等三个视角，多元整合，集探讨人生“尊严”的

意蕴。具体到每一部作品的微观架构中，过士行则把更加巧妙地把

各种物象如棋、鱼、鸟、坏话、厕所、葬礼等作为中心意象居于车

毂位置，环绕着这些中心意象，分别设置不同的人物角色意象作为

车轮辐条从不同方向与之构成立体复杂的动作关系，使每部作品的

意象结构超越了线性的二元排列，化“线”为“圆”，产生了深厚

多元的审美意蕴。以《棋人》为例，为了传达“棋”这一中心意象

的多元的审美内涵，过士行以“棋”为轴，有意设置了多组人物意

象系列与之连接，借助他们对“棋”不同态度和行为，构建不同的

戏剧叙事视角，从不同方向独立生成关于“棋”与“人”及其相互

之间关系的“多声部”合奏：“棋王”何云清视“棋”为命又以

“棋”为苦，“棋痴”司炎以“棋”为药，“棋迷”胡铁头等人以

“棋”为乐，司慧以“棋”为敌，黄媛媛因“棋”而走。“棋”照

应出多样的人生面相，是人在使棋？还是棋在驭人？抑或是人与人

之间的生命博弈？主体隐身于舞台背后，把一盘难以破解的人生

“棋局”呈现在观众面前，启发观众自己思考。但戏剧毕竟是一种

讲求矛盾集中紧凑的舞台艺术，戏剧意象的辐辏组合不能如古典诗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词那样空灵洒脱，一旦处理不好，很能导致戏剧陷于玄奥莫测且松

散无力的艺术困境。过士行深谙戏剧内在机理， 注重“辐”“辏”

之间的连接的平衡紧凑，丝丝入扣，形成重心平稳的戏剧“合

力”，推动戏剧情节不断向前发展。《棋人》看似写“棋”与

“人”的关系，其实在写“人”与“人”关系，只不过戏剧人物关

系以“棋”为轴呈现出辐轮结构，展现出几组互为照应的戏剧矛

盾，在“向心”与“离心”的力量平衡中呈示精巧的布局：一边的

是“棋王”何云清、“棋痴”司炎，都以“棋”为命进而放弃了正

常的世俗生活；一边是司慧、黄媛媛，以“棋”为苦，极力追求真

实的世俗人生，作者借助独特的人物关系设置（如情人、母子等）

使两方形成极具戏剧张力的矛盾冲突，但它不同于传统戏剧矛盾简

单的两极对立，而是使两极在运动中灵活转换，如“棋王”何云清

本是由“向心”到“离心”、由以“棋”为命到以“棋”为苦，而

“棋痴”司炎的出现有使他不由自主则身陷“棋“中，似生命轮回

难以挣脱。况且还有 “棋迷”胡铁头、聋子等居于“向心”与“离

心”之间的“间色”人物，不断保持戏剧内部张力的平衡，从而使

戏剧整体矛盾关系呈现出以“人—棋—人”为直径的“圆形”结

构，更为巧妙的是何云清、司炎与司慧、黄媛媛两组一老一少的角

色配置本身喻示着人生的轮回轨迹。这种以“人—物—人”为直径

的圆形结构构成了过士行戏剧创作的基本意象结构模型，几乎支配

着其呈现于舞台的所有戏剧创作。只不过这种灵活松散的辐辏化意

象组合在“尊严三部曲”（《坏话一条街》、《活着还是死去》、

《厕所》）中表现得更为自由，在外在形态上它们类似于戏剧创作

中常见的“人像展览式”结构，但实质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传统的

“人像展览式”结构重在刻画特定空间中的各色人物，而“尊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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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曲”则强调人物群像环绕下的“核心动作”，如 “说坏话”、 

“排泄”、 “送葬”，借助人物意象与核心动作构成的各种正向与

反向关系组合成辐辏结构，营造戏剧情境，组织戏剧冲突，在复杂

的舞台“和声”中张扬戏剧的魅力。《坏话一条街》不重街中的人

物刻画，而重在营造坏话满天飞的戏剧情境，各色人等只是被“坏

话”轴心所吸附的各种镜像，或传坏话、或反坏话、或收集坏话、

或远离坏话，它们的存在价值只是形成对坏话的不同“声音”，组

合成戏剧的“复调”，同时也因“坏话”的连接生成稳定的戏剧结

构，不断催生新的戏剧动力。总之，辐辏化的意象结构是过士行戏

剧创作慕意象感悟而不尚逻辑分析的思维品质的自然表现，丰富了

其戏剧作品的意义空间，同时有效保证了戏剧情节结构的内在稳定

性和戏剧动力的持续性，避免了当代先锋戏剧结构散乱，形式怪诞

的艺术困境。 

                           结 语 

哲学家卡西尔指出:“不是感染力的程度，而是强化和照亮的

程度才是艺术之优劣的尺度”。[8]
感染力需要只是戏剧情境的真实

和内在情感的丰富，在剧场幻觉中实现共鸣和移情，但情绪的感染

往往沦为浅薄的情感宣泄，而艺术的真正高度在于穿透现实表象，

“强化”和“照亮”表象背后的生命悖论和人性悖论。在当今中国

剧坛，过士行无疑算得上一个有着高度艺术自觉的剧作家，他的

“闲人三部曲”和“尊严三部曲”在看似现实化的写作中巧妙地营

造丰富的意象叙事空间，有意对现实镜像的进行极致观照，穿透外

在表象，自然呈示生命的复杂镜像，表达对命运和人性的复杂感

悟，具有真正的先锋色彩和实验品质。而这种艺术品质将在其已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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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创作的“实验三部曲”中或许会有更为深刻的表现，值得我们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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