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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悲喜剧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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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悲喜剧的世纪 
 

    刚刚过去不久的二十世纪，是世界戏剧舞台蓬勃发展的世纪，在这一百年中，世界戏剧发展极其迅

猛，流派纷纭，创新频繁，真可谓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各领风骚三五年。然而，仔细省察了所有的新

流派、新变化之后，我们发现，在表面上喧嚣、热闹的舞台变幻之下，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占主导

地位的戏剧本体形式，逐渐从以前的悲剧、喜剧这两大阵营的此起彼伏和互相对峙，转为悲喜剧一枝独

秀。在今天的世界舞台上，我们越来越不容易看到以前的那种纯粹的悲剧和喜剧，相反，却总是看到悲

剧因素和喜剧因素混合在一起，交融为一体；往往在应该看到悲剧的地方，却看到了喜剧，而在看到喜

剧的时候，却感受到了悲剧的意味。二十世纪的戏剧舞台充满了变化和骚动，各种流派纷纭登场，标新

立异，各领风骚。然而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戏剧新新一族，它们打出的旗号令人眼花缭乱，舞台包装

穷极所致，但是在本体上却都可以归入悲喜剧的范畴。各种面貌迥异的悲喜剧，构成了二十世纪世界戏

剧大潮的主流。可以毫无愧色地宣称：二十世纪正是悲喜剧的世纪。 

    这样的变化又是怎样造成的呢？ 

    让我们回溯到戏剧之河的上游，看看悲喜剧的定义、源起和发展历程。 

 

    什么叫悲喜剧呢？ 

    如果我们把悲剧性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戏剧称为悲剧，而把喜剧性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戏剧称为喜剧，

那么，悲喜剧就是一种不悲不喜、或者亦悲亦喜的戏剧。不悲不喜，是说它既不被悲剧性因素所主导，

也未被喜剧性因素所主导；亦悲亦喜，则是说它混杂了、或者融合了悲剧性因素和喜剧性因素这两种截

然不同的戏剧性因素。凡是具有这样的特征的戏剧，我们就称之为悲喜剧。 

    在世界戏剧二千五百年的历史中，悲剧在很长时间牢牢地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位置，因为它表现的是

贵族统治阶级的理想人物、理想情操，并予以神化，代表了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喜剧一开始则

是作为悲剧的对应而存在的，它反映的是主流意识所讽刺、贬斥的下层人物品性行为。文艺复兴时期以

后，随着第三等级——资产阶级逐渐占据了社会政治舞台，封建贵族阶级再也产生不了自己的“悲剧英

雄”，却无可奈何地成了喜剧舞台上的丑角人物，一向以下层市民和乡下人作为嘲讽对象的喜剧，开始

对封建统治者的虚伪、无能、外强中干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喜剧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话语代表，

逐渐取得了戏剧舞台的主导地位。 

    作为悲剧和喜剧之外的第三种戏剧形式：悲喜剧，虽然它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街头闹

剧“萨提斯”剧，或者叫“羊人剧”，但是它长期以来只被视作民间杂耍之流，鲜被重视和提及。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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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意大利的戏剧家瓜里尼，才对这种活跃于乡镇大众的戏剧形式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提出了

“悲喜混杂剧”的主张，并得到了西班牙戏剧家维加的呼应，悲喜剧至此浮出水面。稍后于他们的莎士

比亚，由于长期浸染于乡镇民众流动演出的实践经历，他的一些戏剧作品也较少受到悲剧或喜剧规则的

束缚，带有悲喜混杂的特点。尽管如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悲喜剧这种戏剧形式依然被戏剧理论界抵

制和忽视，甚至被称为“非牛非马的怪物”，它活跃于民间，衍生为各种深受普通大众欢迎的“情节

剧”，却难以登上戏剧艺术的“大雅之堂”。 

    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在欧洲全面确立以后，以伏尔泰、狄德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艺

术家，为了在戏剧舞台上正面反映资产阶级的社会生活，提出了“正剧”或称“严肃喜剧”的戏剧主

张，它不同于传统的悲剧，也不同于传统的喜剧，实际上包容了以前的悲喜剧的一些基本特点。西方一

些艺术史论家，因此而把狄德罗的“正剧”作为悲喜剧的正式注册。但实际上，由于狄氏的“正剧”并

未能仔细研究民间“悲喜剧”（即情节剧）的丰富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法国“正剧”运动

自身的艺术实践又很不成熟，因此，它远远没能反映出“悲喜剧”的主要个性特征和艺术魅力。 

    十九世纪写实主义成为欧洲文学主潮，同时也成为了戏剧的主潮，我们在文学史上所称的“自然主

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正是这一主潮的两个方面。它褪去了戏剧的浪漫色彩，使舞台上的“悲剧英

雄”失去了头上的光环。写实主义将戏剧的题材从神话传说、浪漫故事转移到了芸芸众生的现实社会，

艺术家们逐渐发现，他们很难用传统的悲剧、喜剧的固有样式，来表现生气勃勃的现实生活。于是，身

处世纪之交的三个最伟大的欧洲戏剧家：易卜生、肖伯纳和契诃夫，在他们晚期的艺术实践中，不约而

同地开始了对悲喜剧元素的尝试。 

    曾以社会问题剧著称的挪威戏剧家易卜生，说他自己的《人民公敌》：“它既有喜剧，也有正确的

特性，或者居于两者之间。”他敏锐地看到了当时不登大雅之堂的悲喜剧，在反映现实社会生活方面比

悲剧、喜剧更大的艺术张力，他向比他更年轻、刚刚崭露头角的肖伯纳推荐说：悲喜剧的潜力就在于它

是一种比悲剧和喜剧都更加残酷和痛苦的戏剧形式。 

    在易卜生的启迪下，肖伯纳更加自觉地在作品中进行了悲喜剧因素的尝试，他把自己的戏剧作品分

为“快意的喜剧”和“不快意的喜剧”，而所谓“不快意的喜剧”，就是带有悲喜剧涵义的尝试。 

    俄罗斯戏剧家安东·契诃夫的戏剧作品，被誉为“诗化的现实主义”，这种“诗化的现实主义”最

主要的艺术特点，就是将悲喜剧因素混然交融于作品中。安东·契诃夫不再象以前的悲喜剧作家那样，

有意识地将对比鲜明的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混杂排列，以造成观众的意外震惊，情绪跌宕。而是将悲剧

性因素和喜剧性因素深深潜藏在一片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场景中，人们只有经过思索咀嚼，才能领会其

中深藏的悲剧性和喜剧性。 

    契诃夫认为现实生活中，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是交融在一起、浑然难分的，从不同的视角可以得到

截然不同的感受。某一件事，对甲是悲剧，而对乙则是喜剧，观众可以同时获得悲剧和喜剧两个方面的

感受。这种思想启示了现代戏剧。 

十九世纪最后的三位戏剧大师不约而同地把艺术探索的锋芒指向悲喜剧，预示了二十世纪悲喜剧的崛

起。 

    二十世纪的前半期，是世界戏剧舞台的“星云爆炸期”，一方面，传统的悲剧形式迅速退潮，以至

于戏剧史论家惊呼“悲剧死亡了！”传统的喜剧形式也退入客厅、流于感伤、逗趣，成为无病生吟、顾

影自怜的迟暮美人。另一方面，各种标新立异的戏剧主张、戏剧流派走马灯似的亮相于世界舞台，超现

实主义戏剧、达达主义戏剧、表现主义戏剧、象征主义戏剧、存在主义戏剧、梅耶荷德戏剧、布莱希特

戏剧、质朴戏剧、残酷戏剧、愤怒戏剧，以及稍后的黑色喜剧、荒诞派戏剧，层出不穷，短短的几十年

中涌现出来的新戏剧流派，超过了此前两千年世界戏剧史上的流派总和。从形态上看，这些风起云涌的

新戏剧流派，在戏剧主张、戏剧观念上各不相同，舞台表现形式更是五花八门、勾心斗角，往往从一个

极端跃到另一个极端，但是它们却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共同点，就是都不再遵从传统的悲剧或喜剧的规范

和分野，为我所用地将悲剧的因素或者喜剧的因素容纳到自己的流派中，没有禁忌，也不循规则。瑞典

戏剧家斯特林堡把他自己的剧作《债主》称为悲喜剧；爱尔兰戏剧家奥凯西则称自己的《银杯》是一部

“悲喜剧”。意大利戏剧家皮蓝德娄发现了“自嘲”，在他的《亨利四世》中，将当代英雄和小丑划上

了等号。他非常喜欢马基雅维里的自白：“如果我常常欢笑和歌唱，这是因为它是我不得不为我的痛苦



泪水提供一个出口的唯一方式。”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以“间离效果”的方式，将悲剧性和喜剧性用理

性调合在一起；荒诞派戏剧创造了“直喻”的方式，从表面的荒诞喜，直指深层的悲剧性哲理，荒诞派

戏剧的大师贝克特说：“没有比不幸更可笑的了。”继之而起的黑色喜剧，则更是要将笑声后面的“绝

望和幻灭”赤裸地展示给观众。所有这些标新立异的新戏剧流派，实际上正是从各个方面对悲喜剧的内

容和形式进行了创新、补充和扬弃，在它们的共同合力下，当代悲喜剧的总体轮廓逐渐地在世界舞台上

明晰起来了。 

当代悲喜剧不属于当代世界舞台上任何一个戏剧流派所独有，也没有一个新戏剧流派可以声称它最典

型、最完善地体现了当代悲喜剧的全部特点，它是一个自由的戏剧体系。 

但是，这个“自由的戏剧体系”也是有自己的基本规范的，没有规范，就无从体现本质。归纳起来，当

代悲喜剧大致有这样一些基本特点： 

    首先，当然是它具有很大的包容量，能够自如地包容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共存于其中，并且各自都

能够得到自由的展示，相互间融洽相处，相得益彰。它是一种多元的戏剧。 

其次，当代悲喜剧是一种平等的戏剧，舞台上的人物既不是高于我们，需要仰头去看的“英雄”，也不

是低于我们，可以带着优越感去看的“下人”，而是和我们有着一样的七情六欲，一样的人格尊严，一

样的心理逻辑，可以和观众互动、交流、共鸣的普通人。因而成为一种人性的戏剧。 

第三，当代悲喜剧是一种兼具理性和情感，并且有控制的保持了理智与情感的平衡的戏剧。同时在理智

和情感的收放控御之中，形成了极大的戏剧性张力。 

    第四，当代悲喜剧不再满足于在舞台上讲述一个动人的、或者有教益的故事，而是力图表现更深层

的社会真实、更抽象的人类处境，所以是一种更深刻的情境戏剧。 

第五，当代悲喜剧不象以前的悲剧、喜剧那样，拥有一个基本固定的结构框架，它的形式框架是动态

的、多变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它才能涵盖二十世纪的多种不同的戏剧流派，多种舞台样式，并继续涵

盖正在形成和出现的新形式、新流派。它是一种“活的戏剧”。 

第六，当代悲喜剧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当代悲喜剧尽管在题材上林林总总，舞台形式无奇不有，但是它

却是以当代人的视角反映生活、以当代人的意识提炼题材，处处渗透出当代的审美情趣，并反映出当代

的哲理高度。它是一种在骨子里流淌着当代血液的戏剧。正因为如此，一些前卫的艺术家在将古典悲剧

或喜剧搬上二十世纪的舞台时，常常有意识地将经典的悲剧、经典的喜剧解构为悲喜剧，以获得当代

性。 

    以上这些方面，就为当代悲喜剧勾勒出了一个粗线条的基本轮廓。 

 

    在阐述了悲喜剧的历史发展和二十世纪当代悲喜剧的现实状况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当代悲喜剧之所

以能够成为二十世纪戏剧主潮的深层原因，即当代悲喜剧的社会的、美学的、艺术的原因。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十九世纪以后，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社会逐渐从贵族等级社会转为以资产阶级

为主导的平民社会，是悲喜剧取代悲剧或喜剧主导地位的前提。传统的悲剧和喜剧，都是等级社会的产

物，悲剧反映的是头上戴着光环的、贵族化的人物，戏剧的视角是仰视的，而喜剧则往往以卑微的、有

缺陷的人物作为舞台主人公，它带给观众的是一种优越感的俯视角度。当艺术家开始以一种以平等的视

野反映社会生活，塑造和日常生活中的我们非常接近的舞台人物时，观众观看他们在舞台上的所作所

为，既不需要仰视，也不必俯视。而是平等地看待他们，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行为、遭遇、命运和喜怒

哀乐，反而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激起了更大的共鸣。而对于舞台人物的理解，同情，消解了悲剧与喜剧的

森严壁垒。失去了悲剧英雄和喜剧小丑，我们所看见的，只能是悲喜剧了。 

    二十世纪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单一价值体系的瓦解，社会价值观念趋向多元化。传统的悲剧和喜

剧，都是以一种统一的社会主流价值为基础的，并由此而主导剧场中的崇敬或嘲笑。失去了统一的价值

观念，我们就不知道面对某种舞台动作行为时究竟是该哭还是该笑，因为不同的角度、视野、价值观

念，会对于同一个舞台行为产生截然不同的感受和反应。今天的观众已经能够理解：所谓的庄重严肃，

或者滑稽可笑，都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永远不变的。旧时代一些庄严的礼仪制度，今天不是已经变成了

可笑的陋习了吗？因此当上个世纪中二次世界大战导致西方正统的价值观念分崩离析之时，西方的文论

家就发出了“悲剧死亡了”的惊呼。当代戏剧在放弃了充当“说教者”和“主导价值体现者”的同时，



不可避免地就选择了悲喜剧。 

    二十世纪艺术家逐渐将艺术的笔触集中到人性的表现上，对人的复杂性的认识全面深化。在传统的

悲剧和喜剧中，往往都是把复杂的人简单化，抽取人物性格或心理的某一方面予以强化，在舞台上表现

出来，在悲剧中表现的，往往是人性中崇高、坚强的一面，而在喜剧中，则将人物渺小、卑微、与周围

环境格格不入的一面展示出来。二十世纪戏剧艺术家力图全面地把人物的全部复杂性在舞台上展示出

来，让观众看到和日常现实生活中一样普通、平凡而亲切的舞台人物。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自然就摒

弃了单一的喜剧性人物或单一的悲剧性人物。 

    二十世纪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社会、对人的命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辩证思维深入人

心。“祸福相倚”，“欢乐和痛苦互相转化”，“胜利和失败都只有相对的价值”等辩证观念，已经成

为当代人的共识。而传统的悲剧、喜剧中常常体现出来的那种孤立的、静止的、非对即错的思维方式，

逐渐被当代的社会审美意识所扬弃。此外，当代悲喜剧还强调了任何事物或状况都具有双重性，一切善

与恶都有它们普通的一面：勇敢可以是偶然的，骄傲可以是可耻的，爱情可以是兽性的，报复可以是邪

恶的，正如胆怯可以是被理解的，贪婪可以是伤心的，自私和卑微的虚荣可以是可笑的。这种带有辩证

思维特点的当代悲喜剧自然就更多地被当代舞台所选择了。 

    再从艺术观念上看，当代悲喜剧的出现，体现了人类对于悲剧性和喜剧性的认识的深化。我们知

道，所谓悲剧性和喜剧性，都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原生态，而是人们从日常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两种不

同的艺术因素。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古希腊人发现了生活中的悲剧性因素和喜剧性因素，分别形成为悲剧

和喜剧。当时的艺术家认为，悲剧有必要保持悲剧性因素的纯粹，假如喜剧的因素进入悲剧中，就会消

解悲剧性，减弱悲剧的艺术魅力；反之，对喜剧也是这样。悲剧性因素和喜剧性因素融汇后，会减弱各

自的艺术感染力，互相抵消，而不是相得益彰。十六世纪以后，人们开始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悲剧

性因素和喜剧性的因素往往是混杂在一起密不可分的，因此在戏剧中把两种因素混杂在一起，更加符合

生活的真实，同时又进一步认识到，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放在一起，不一定是减弱各自的艺术魅力，也

可能是互相对照而加强了各自的艺术魅力。于是产生了瓜里尼的“悲喜混杂剧”和雨果的“对照原

则”，后者成为十八世纪浪漫主义戏剧的一个主要的艺术特征。而到了二十世纪，戏剧艺术家对悲剧性

和喜剧性的认识产生了一个革命性的飞跃，他们不再把悲剧性和喜剧性看作是彼此独立的元素，而是努

力去把握它们之间更加广泛的联系和相互转化。艺术家在创新探索中逐渐认识到：悲剧性和喜剧性，并

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一个舞台行为对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背景，可能造成悲剧性

的感受，也可能完全相反。同时，悲剧性和喜剧性，在舞台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在观众认知层面的变动

中，又是不断变动着的，喜剧性会转化为悲剧性，悲剧性也会转化为喜剧性。就如同自然中阴阳相生，

寒暑相续，一种化学元素转化为另一种化学元素一样。此外，艺术家们还发现：对喜剧性的层面继续深

挖下去，就会得到悲剧性的感受，而从悲剧性的层面继续开掘，就会获得喜剧性的意蕴，表明不论悲剧

性还是喜剧性，在深层次的基础上本来就是共通和一致的。正是这一些从二十世纪舞台创新探索中所凝

聚的认识，形成了当代悲喜剧的基本构架。 

 

    以上我们阐述了悲喜剧在二十世纪取代悲剧和喜剧，成为当代世界戏剧主潮的客观现状，并简略的

分析了形成这种现状的社会的、哲学的、艺术的原因。今天，当我们站在二十世纪的终点，再次回眸这

一从二十世纪的土壤中拔节而起，迅速蔓延成长，成为世界舞台主导戏剧形式的当代悲喜剧，可以给它

一些什么样的判断和结论呢？我想： 

它是一种我们迄今所知最有包容性的戏剧，能容纳不断产生的新的价值观念，具有开拓新的戏剧领域，

适应新的戏剧观念的能力。 

它是一种更客观、也更理性的戏剧，适应文化素质较高的人群，以及更广泛的地域人群的审美需求。 

    它是一种促使人们反省和思考的戏剧，而不仅仅是简单地说一个故事，或灌输一段教化。它第一次

把戏剧性寄寓于理性的反思中。 

它能融洽地适应正在不断变化的当代社会，并随着社会审美思潮的变化而前行。 

最后，或许有人会问，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了，在我们正面临着的二十一世纪，还会是一个悲喜剧的世纪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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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纪才刚刚开始，现在来断言二十一世纪的主流戏剧形式会是怎么样的还为时过早，但有一

点是可以肯定的，未来的戏剧主潮，必然是在二十世纪的戏剧主潮——悲喜剧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发展，

而决不会是建立在其它的基础之上。 

 

(戏剧研究——国内第一家戏剧研究学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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