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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出戏演完了，当你随着人流涌出剧场的时候，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声：“不错，真有戏！
”或者是：“我都要睡着了，没戏！
”　　是的，“有戏”或“无戏”，正是观众评价一出戏的标准之一。
千余名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爱好不同的观众，到剧场里一起度过一个晚上，他们共同的也是最基本
的要求，就是有“戏”可看。
如果在三个小时中没“戏”可看，观众是难以忍耐的。
一出没有“戏”的戏，观众看不下去，也就难以达到宣传的目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戏”？
我们通常所说的“戏剧性”究竟涉及一些什么问题？
剧作者为了获得真正的“戏剧性”，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有人会说，剧作家并不是先要从理论上搞清这些问题才去写戏。
这也许是对的。
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过：他在写小说之前，曾经看了不少短篇小说，却没有读过一
部“小说作法”之类的东西。
他是反对这类东西的。
类似“剧本作法”之类的书也是有的。
在戏剧领域中，成文或不成文的法规自古有之，一直不断，甚至比其他领域还要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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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什么一些戏剧作品引人入胜，一些作品却乏善可陈？
什么才是戏剧性？
作者围绕“戏剧性”这个审美概念，从美学的角度阐释戏剧艺术自身的规律，从戏剧艺术的手段入手
，进入戏剧艺术的构成要素，诸如戏剧冲突、戏剧情境、戏剧悬念、戏剧场面等等，逐一探讨戏剧性
与非戏剧性的界限。
全书建构了一种新的阅读视野，将戏剧文本从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使其获得了独立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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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霈生，历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戏剧艺术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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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5.不要排斥“旁白”6.“独白”的发展7.“戏”在“话”中8.“音响”也可以成为动作9.“戏”
贵含蓄第二章 关于戏剧冲突1.动作与冲突2.观众关注的是“人”3.医治雷同化的良药4.看一看《玩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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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悬念1.期待——一种艺术享受2.要对观众保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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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从高潮看统一性结语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戏剧性>>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关于戏剧动作　　1.戏剧——动作的艺术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的第一要素是
语言。
剧本是文学作品的样式之一，它的基本构成因素也是语言。
打开一部话剧剧本，绝大部分篇幅都是人物的对话。
　　各种不同的文学样式虽然都是语言的艺术，但是，剧本和小说、散文、诗歌等相比，又有其特殊
性。
这种特殊性，首先就是对语言的特殊要求。
有关“戏剧性”的问题，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在小说、散文、诗歌创作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作家，写起剧本来却并不那
么得心应手，甚至会屡屡失败，原因正在于不熟悉剧本对语言的特殊要求。
　　剧本对语言的特殊要求，一般来说有两个方面：　　第一，在剧本中，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段仅仅
是人物自身的台词，而不能像在小说中那样，可以由作者出面用叙述、议论的语言暗示读者应该怎样
理解人物，甚至给读者解释人物隐秘的思想活动和行为动机。
这是剧本创作的难处。
正是考虑到这种特殊的限制，高尔基认为剧本“是最难运用的一种文学形式”。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戏剧性>>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