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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戏剧影视艺术的本质特性，是它自身的内在特性，是对它自

身存在的直接规定，是它区别于其它艺术的内在规定性。这个本质

特性，就是戏剧影视的人物之间的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矛盾斗

争。有了它，才有悬念、突转、发现、惊奇之类的戏剧性效应，才

能产生具有娱乐欣赏价值的艺术魅力。戏剧影视艺术的具有同一性

的矛盾斗争，是它描述个性、表达倾向、观点的艺术手段，通过同

一性中的斗争性，才能描述特征鲜明的人物个性。通过这种斗争

性，才能发挥它评价善恶正邪、优劣美丑的审美功能，才能产生使

人喜怒哀乐、爱憎好恶敬鄙的娱乐欣赏效应，达到使人知善恶、明

是非、识正邪优劣美丑的审美目的：在理性上获得是非善恶、优劣

美丑分明的净化效果，情感上受到喜怒哀乐、爱憎好恶敬鄙的陶

冶，最终发挥扬美善、抑恶丑，促进精神文明进步与推动和谐社会

发展的社会效果。 

  

关键词：本质特性 戏剧性 娱乐欣赏价值  审美价值  认识

价值 

  

                         〈一〉 

   戏剧影视艺术的本质特性，是戏剧影视艺术成为它自身的内

在特性，这个特性是对戏剧影视艺术自身存在的直接规定，它和戏

剧影视艺术的存在直接同一。就是说，有了它，才有这种艺术；没

有它，就没有这种艺术。而且，这个本质特性，是戏剧影视艺术区

别于其它艺术的内在规定性。也就是说，戏剧影视艺术的本质特

性，是戏剧影视特有的、决定戏剧影视艺术的性质、存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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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魅力和自身发展的根本属性。这个根本属性，就是戏剧影视的

人物之间的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矛盾斗争。参与矛盾斗争的主

体，是人物个性，参与矛盾斗争的直接要素，是具有定性和预期目

的的自觉意图。这个自觉意图，是人物个性的主体性，它在综合作

用中与多样性结合统一构成典型形象，它是塑造人物个性,体现矛

盾斗争意义的一个基本构成因素。 

   这里说的矛盾斗争，是同一性中的斗争性。斗争性寓于同一

性，二者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具体表现为矛盾关系寓于人物关

系，相互作用寓于相互关系，自觉意图和预期目的寓于计谋策略的

表现形式。没有人物关系就没有矛盾关系，没有相互关系就没有相

互作用，没有意图目的，就没有计谋策略的行为表现。 

   同一性中的矛盾斗争冲突，是戏剧影视艺术的基本特性，戏剧

性就建立在这个基本特性的基础上，戏剧性的根源就在于这个矛盾

斗争冲突的基本特性。有了它，才有悬念、突转、发现、惊奇之类

的戏剧性效应；没有它，就属于散文式的叙述或散文式的动作展

示，无论用动作还是语言，都是如此。没有它，戏剧性就无从谈

起，这就是“无冲突论”失败的原因所在。 

   另一方面，有了矛盾斗争冲突，才能揭示人物个性的潜在特

质。没有矛盾斗争冲突，人物个性的潜在特质就仍然固守在自身内

无从发挥。而且，戏剧影视艺术的评价观点，是借助同一性中的斗

争性表达的。因此，矛盾斗争是戏剧影视艺术描述个性、表达倾向

观点的艺术手段；没有矛盾斗争冲突，就只能借助说教方式、或者

展示组合动作来表达作家的评价观点和意念。特征鲜明的人物个

性，是通过同一性中的斗争性描述出来的，没有斗争性，就没有个

性鲜明的人物个性。因此可以说，没有同一性中的斗争性，没有矛

盾斗争冲突，就没有戏剧影视的一切。没有矛盾斗争冲突，就没有

戏剧影视艺术。 

    戏剧影视艺术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不可分离、密切相关

的两大要素：同一性是基础要素，斗争性是调整要素，不仅亲情、

爱情、友情具有同一性，是同一性的表现形式，而且矛盾斗争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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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彼此相克，也仍是同一性的表现形式。无论是亲情、爱情、友

情，还是各种矛盾斗争，它们都把相关各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

要相关各方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存在，这种相互联系就存在。因为，

同一性使人物个性彼此相互联系，斗争性也使彼此相互联系，没有

相克的关联就不存在矛盾斗争。直到矛盾解决，原有的相互关系的

结构才发生质的变化。高潮就是最终解决矛盾的阶段，结局则是矛

盾调整转化之后的结果。 

  

                     〈二〉 

    通常都把戏剧、电影、电视作为不同种属的艺术表现形式

分别论述，这里却把它们划归到一起。这是因为它们在本质特性上

是相同的艺术。戏剧的基本规律，也是影视剧的基本规律，彼此相

互适用；只是由于采用的技术条件不同，才作出已有的划分方式，

或者说这种划分，仅仅是根据不同的外在条件才作出这种划分。 

    事实上，电影是搬上银幕的戏剧，电视是搬上荧屏的戏

剧。舞台、银幕、荧屏都是戏剧人物活动的空间和场所；不同之处

仅仅是，银幕、荧屏比起舞台的空间更宽阔，机动的余地更大，布

景与活动场所可以不受狭窄舞台的限制，能够充分地利用真实的生

活环境，它给人物提供的环境和背景，比起舞台布景的人工痕迹更

少，银幕、荧屏表现的内容和矛盾斗争的活动场所，更具有真实生

活的性质。但是，戏剧影视人物矛盾斗争的基本行为方式及其产生

的戏剧性，并不因此改变，甚至由于获得比舞台更有利的施展余地

而显得更优越。因此可以说，戏剧的本质特性并不因为活动空间转

移到银幕或荧屏而改变，电影、电视并不因为离开舞台而失去戏剧

的本质特性。因此，戏剧、电影、电视在本质上具有共同的基本特

性。 

   但是，另一方面，戏剧艺术同戏剧表演艺术却有区别，影视艺

术同影视表演艺术也有区别，必须分别看待。因为戏剧艺术、影视

艺术同它们各自的表演艺术虽然同宗，却有内容与形式之别，有各

自职能不同之分。戏剧影视是评价反映客观社会存在的艺术，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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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责和使命，是根据客观社会存在的善恶、正邪、优劣、美丑给

予评价描述，创造剧本的观念形象；而表演艺术却不直接担负评价

反映客观存在的职责，它们的任务，只限于将剧本的观念形象转化

为舞台、银幕、荧屏的直观形象。因此，戏剧影视艺术和它们的表

演艺术的任务是不相同的，不能相互取代，理论上不应将二者混搅

在一起。尽管表演艺术的二度创作具有独立的创造性，但这种二度

创作和表演艺术一样，它直接依据的仍然是剧本的观念形象，而不

是客观社会的生活中的人物。在这个意义上说，戏剧影视艺术和它

们各自的表演艺术所评价描述的客体和对象是不相同的。 

  

          

                       〈三〉 

    学术理论大多开篇第一件事就是界定研究对象，给研究对

象下定义。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使人知道要讨论的对象是什么，同

时它也是一个约束，使论述遵循确定的目标，不致随意离题，造成

漫无边际的印象。这里也遵循惯例。不过给戏剧影视下定义之前，

先了解一下前人对戏剧的本质特性提出的见解是非常有益的。这样

的见解很多，但是在戏剧理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只有两个。 

    一是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他给戏剧下了这样的定

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摹

仿的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诗学》•

《诗艺》第 19 页）。虽然这个定义所指的是悲剧，但喜剧、正剧

也有这样的特点，喜剧并不轻佻，也具有严肃性。因此把这个定义

看成是戏剧的定义。 

   二是一百多年前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界定的戏剧的基本

特征：“史诗原则和抒情诗原则的统一”﹙《美学》三•下•第 242

页﹚。 

他所说的史诗原则，是指人物之间的各种意图和目的相互作用形成

的事件和过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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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发生的事件一部分来自…人的外在伦理上的独立的力量

（例如安蒂贡的兄妹情谊，克里安对国家安全的责任观念），一部

分则来自外在阻力所引起的反响或反作用（例如安蒂贡与克里安彼

此作为对方的抗体和阻力）；它的外在显现方式就是一件事迹（例

如安蒂贡与克里安的对立斗争冲突形成的事迹）…史诗的任务就是

把这种事迹叙述得完整…史诗就是按照本来的客观形状去描述客观

事件”﹙《美学》三•下•第 99 页﹚。 

    他所说的抒情诗原则，是指抒情主体的内心世界、内心感

受这些尚未转化为外在动作的心理活动内容；但是，抒情诗原则与

史诗原则的统一，就使内心世界的心理活动付诸行动，转化为人物

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抒情诗人和剧中人物不同之处是，抒情诗

人只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内心感受之类的心理活动内容，即“对外

在世界的观感、情绪、见解”﹙《美学》三•.下•第 100 页﹚这类

具有普遍性的意识、情感、观念表达为诗篇，而不必诉诸行动。黑

格尔说：“把抒情作品中的观念和思想方式看作他﹙诗人﹚自己人

格的体现，看作亲身的感受而表达出来”﹙《美学》三• 第 100

页﹚。就是说，诗人仅仅是表达内心的感受、观念和情感，并不需

要为此去行动；而剧中人物却不同，他不仅表达情感、观念，表达

自觉意图和预期目的，还运用计谋策略付诸实施，参与矛盾斗争，

由此转化为外在的史诗性的表述行动，用动作表达意图。黑格尔由

此把史诗原则和抒情诗原则的统一，作为戏剧这种“新的整体”的

原则，并对它的特性作了如下的阐述： 

   “把以上两种表现方式结合成为一个新的整体，在其中既看到

一种客观的展现，也看到这种展现的根源在于个别人物的内心生

活，所以客观的事件被表现为属于主体的，反过来说，主体的性格

一方面在向客观表现转化，另一方面诗（即戏剧）的结局使人看到

主体的遭遇是主体的行为所必然引起的后果”﹙《美学》三•下•第

100 页﹚。 

   两位大师抓住的戏剧特性，深浅层次不同。亚里士多德的观

点虽嫌粗浅，但作为远古时代第一个把戏剧理论系统表述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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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他在戏剧理论史上的地位应受到尊重。戏剧理论的进一步深

入发展，并不影响他的《诗学》的历史地位。但也不应固守他的已

有的定义因循守旧、止步不前。根据戏剧影视事业的发展，戏剧影

视理论也需顺应戏剧影视实践的需要，为它解疑释惑。黑格尔批判

了“动作”说的摹仿理论的不足之处，创立了一套比较符合戏剧内

在规律和原则的理论，在揭示戏剧规律的探索上显然深入了一步，

说明戏剧情节,是行为主体的心理活动参与矛盾斗争形成的，它的

确是一个完整的情节，但不仅仅是“一个严肃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

行动的摹仿”。 

    不过黑格尔的戏剧理论，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和足够的重

视，因此在戏剧实践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摹仿动作”说在实践上

总是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当然，黑格尔的剧论还不够完善，单就他

的“冲突”说来看，还不能充分概括戏剧的基本特性。因为“冲

突”仅仅是矛盾斗争的激化阶段，而戏剧的情节过程，并不全是激

化的冲突；相反，多半的情节只是同一性中的矛盾斗争，只有激化

时才发生冲突。布伦退耳的“意志冲突说”与黑格尔的缺点相似，

被阿契尔抓住辫子不放，借此否定“冲突说”。但是，阿契尔却始

终没有摆脱矛盾斗争冲突的纠缠，他的“危机﹙crisis﹚说”或叫

做“激变说”，都是矛盾斗争冲突的产物。这就是阿契尔的戏剧理

论存在的自相矛盾之处：他反对的东西，正是他主张的东西。不

过，无论是阿契尔主张的东西还是反对的东西，都夹杂了与戏剧性

无关的偶然性东西，表明他对戏剧情节的构成因素和规律还缺乏确

切的分辨能力。 

    尽管戏剧影视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不同程度地受到“动作

说”的束缚，仍然有相当多的戏剧影视作品，成功地按照戏剧的自

身规律，评价、反映、描述客观存在，自觉地按照抒情诗原则与史

诗原则统一的规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这些优秀作品中可

以找到戏剧影视艺术的基本特性表达的实质内容，那就是社会意识

形态。就是说，戏剧影视艺术虽然是评价描述参与矛盾斗争的人

物，但它实质上表达的是对客观现实存在的系统见解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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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由于这种艺术的表达方式的特殊性，它就和其它社会

意识形态显得大有区别。这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看：〈1〉戏剧影视

艺术和政治、法律、道德一样，同属社会意识形态，这是它的普遍

性；〈2〉戏剧影视艺术和绘画、雕刻一样，同属感性形式的社会

意识形态，这是它的特殊性；〈3〉戏剧影视艺术以感性形象参与

矛盾斗争的行为方式，评价描述善恶正邪、优劣美丑，对社会人物

事件表达系统的见解和观念，这种特性的社会意识形态，是戏剧影

视艺术独有的，这是它的个别性。当然，善恶正邪、优劣美丑，都

是以是非作为判断根据的，没有是非，就无所谓善恶正邪、优劣美

丑。 

    戏剧影视艺术虽然有这三个层次的分别，却仍是感性形象

参与矛盾斗争的行为方式表现的社会意识形态；不过在它的个别性

中包含着一般社会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包含着感性意识形态的特殊

性。它和任何个别性一样，包含着普遍和特殊，是“普遍—特殊—

个别”的统一体。它和政治、法律、道德一样，都区别对待是非、

善恶、正邪、优劣、美丑，但对待的方式却各不相同：政治用政

策、方针、策略和行政措施调节各种社会资源抑恶扬善；法律用立

法并依律执法抑恶扶善；道德用观念、习俗、舆论的力量，分别对

待善恶美丑；戏剧影视则用感性形象的行为方式评价是非、善恶、

正邪、优劣、美丑。由此各自发挥自身特性之所长。因此，戏剧影

视不象政治法律那样直接作用于善恶正邪、优劣美丑，不象道德那

样用伦理道德观念直接表达，也不象绘画雕刻，仅仅停留在感性形

象上，把人物内在的精神、情感凝固在一个瞬间的体态和表情上。

戏剧影视艺术的评价观点和普遍性意义的内容，是通过感性形象参

与矛盾斗争的行为方式显现出来的，它评价矛盾斗争参与者的善恶

正邪、优劣美丑，都是采用斗争参与者的自我行为和相互作用，自

然地自我描绘、或相互评价、或以相关人物的他评，来塑造人物的

品质品格和形象，也就是在相互作用和矛盾斗争中实现审美评价和

揭示普遍性意义的，仅在必要时作一简短的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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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由于自身种属的区别而有有悲剧、喜剧、正剧之分，这不

影响它们共同的基本特性，反倒说明，它们在共同的基本特性之上

各有自身的特点。一般地说，悲剧评价善恶，兼评是非美丑；喜剧

评价美丑，兼评是非善恶；正剧评价是非，兼评善恶美丑。从根本

上说，它们的评价都离不开是非。对是非、善恶、正邪、优劣、美

丑的评价描述，使戏剧影视艺术具备四种品质：认识价值、审美价

值、娱乐欣赏价值、教育价值。 

   戏剧影视作品的品质，是作家综合素质的具体表现：作家的

世界观是识别、理解、评价是非、善恶、正邪、优劣、美丑的工

具，因此，它决定作品的认识价值；作家站在矛盾对立的哪一方所

体现的倾向性，决定作品的审美价值；作家把握运用的组织结构技

巧及其产生的戏剧性，决定作品的娱乐欣赏价值。作家认识理解客

观存在的深刻程度，是世界观决定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辩证唯

物主义的世界观，对客体认识、分辨、理解的深度不同，体现在作

品认识价值的优劣上；作家的立场正确与否，决定作品的倾向，也

决定作品的审美价值和对社会效用的利弊上；作家的艺术素养，决

定他对作品布局结构的把握和对戏剧性技巧的把握运用，在娱乐欣

赏价值上反映出来。立场观点方法三者的综合效应体现为作品的认

识价值、审美价值、娱乐欣赏价值、教育价值。因此，作品最终的

教育价值是靠艺术自身的规律和艺术功能实现的，不是靠说教。 

   戏剧影视艺术用感性形象参与矛盾斗争的方式，评价描述善

恶正邪、优劣美丑，产生使人喜怒哀乐、爱憎好恶敬鄙的欣赏效

应，以此达到使人知善恶，明是非，识正邪、优劣、美丑的审美目

的：在理性上获得是非、善恶、正邪、优劣、美丑分明的净化效

果，在情感上受到喜怒哀乐、爱憎好恶敬鄙的陶冶，甚至由于思想

情感上受到崇高精神的鼓动激发，作出人生命运和人生道路的重大

抉择。牛虻的革命精神和保尔•柯察金的崇高理想、革命人生观以及

奋不顾身的实践行动，就起过这种作用，使不少青年满腔热血地投

身革命。按照这样的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艺术目的说“净化、陶

冶”的含糊性，就有了明确的界定和对象，贺拉斯的“寓教于乐”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的内涵，就有了合理的根据；而不致于把戏剧影视当做用娱乐方式

去说教的工具；也不致于把戏剧影视当做没有实质意义的、单纯无

味的追逃打斗，或着意搞一些破坏性的惊险场面，以此提供娱乐消

遣，谋求票房价值的商业行为。黑格尔讲到艺术的目的时批评“净

化陶冶说”没有判断标准，非议“寓教于乐”易流于说教，而提出

他的“超现实的纯艺术观”，并没有弥补前两种观点的不足，反把

它们的优点抛弃了。 

   这样说明戏剧影视艺术的基本特性，就它本身来说，已经足

够。但是这还只是就它的主要特性来说的。戏剧影视艺术还有一个

对内容的组织结构的技巧，这使它和小说、史诗相区别。因为小

说、史诗也是用感性形象评价、反映、描述社会人物之间的矛盾斗

争，并揭示它的意义。小说、史诗也是和戏剧影视艺术同一种属的

社会意识形态；但是，戏剧影视另有自己不同于小说、史诗的特

点： 

   （1）戏剧、电影、单本电视剧，通常只描述一个矛盾斗争

过程；小说史诗却可以广泛得多，可以描述多个矛盾斗争过程。电

视连续剧也可以如此，用若干个矛盾斗争过程解决一个总的矛盾。

   （2）戏剧影视剧虽然通常只解决一个矛盾事件，但它的矛

盾斗争演变的每个阶段，却各具特色，而又都是彼此紧密关联的，

都有矛盾斗争的内在联系；同时，只要发生矛盾斗争，总要伴生悬

念，斗争结果未见分晓之前，悬念不会消除。而且在演变过程中，

还因演变规律的必然性，夹杂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突转、发现、惊

奇之类的戏剧性事变。小说史诗虽然也有这样的特性，但不强求这

样的结构技巧和戏剧性效果。 

   （3）戏剧影视剧的观念形象，直接可以通过表演艺术转化

为直观形象。这是因为剧本的观念形象自身，是遵循了舞台、银

幕、荧屏的艺术规范的要求；而小说史诗的情节布局，却不刻意遵

循这些规范。因此，不直接适用于舞台、银幕、荧屏，必须经过改

编，才能被表演艺术接受。这种制约性，是戏剧影视艺术自身规律

决定的。这是因为戏剧影视比小说史诗对情节结构的组织布局更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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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情节更注重集中在矛盾斗争的演变环节上，同时也依据戏剧性

的要求，使参与矛盾斗争的各方面人物，构成严密的有机关联，使

戏剧影视剧的每个部分，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机能。因此，习

惯把这种艺术的矛盾斗争中的内在潜伏的隐患和引起悬念的机能，

以及难以预测的突转、发现、惊奇之类的演变效应，叫做戏剧性。

因为它们的演变虽在情理之中，却常常出人意料，虽在各自行动，

却让人强烈期待变化和结果。 

    小说史诗没有这样严格的规范制约，因此它们的情节的布局

结构自由得多，但也并非不加规范制约，只是规范的方法各有特

色，规范的严谨程度各有不同，不能一律看待。因此有必要提一下

阿契尔说的，“戏剧是激变的艺术，小说是渐变的艺术”﹙《剧作

法》第 33 页﹚。这个说法虽然概括了小说的一般特征，但也应看

到，小说并非全是渐变艺术，也有急遽发展的情节。例如：施耐庵

的《水浒传》，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梅里美的《塔曼戈》、

《马特奥•法尔哥尼》、《嘉尔曼》，都是结构布局严谨，情节曲折

紧张的小说艺术作品，它们也可以称为激变艺术。但小说的这些特

性，只被认定为具有戏剧性，而不称为小说性，因为这些特性是戏

剧影视艺术的根本性质决定的，不是小说史诗的特性决定的。 

  

                           〈四〉

    根据上述戏剧影视艺术的本质特性看来，要给戏剧影视艺

术下定义，就发生了两方面的困难：如果只求戏剧影视艺术的内涵

外延的确切简要，就很难包容它丰富的内容；如果不舍弃它的丰富

内容，又很难做到简要。因此，不得已舍弃一些相关属性，仅仅根

据它自身的根本特性，兼顾它在文学艺术史上对人类精神生活发挥

的社会效用，给它下这样的定义： 

   （1）戏剧影视艺术，是用观念形象参与社会人物之间的相

互作用和矛盾斗争，点评是非、善恶、正邪、优劣、美丑，揭示矛

盾斗争的意义，借此抑恶扬善，促进和优化人类社会精神文明活动

品质的感性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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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戏剧影视表演，是将戏剧影视艺术评价定性了的观念

形象，转化为舞台、银幕、荧屏的直观形象的艺术。 

   戏剧影视艺术和戏剧影视表演艺术，是彼此相互关联，又各

有自身特性的两门艺术。它们各有自己专业的对象和规律，彼此不

能相互取代，理论上不宜混杂在一起。因为前者把社会历史领域和

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客观人物形象转化为定性了的观念形象；后者把

这种观念形象转化为舞台、银幕、荧屏的直观形象。彼此分工合

作，用各自专有的艺术手段，共同评点人世间的是非、善恶、正

邪、优劣、美丑。在意识形态领域，把抑制恶邪丑、弘扬善正美和

创建人类精神文明的和谐社会，作为自身固有的职责和神圣使命。

因此，在这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作家，被尊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在这方面建立功勋的艺术家，受到社会的尊敬和爱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