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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审美心理学》

内容概要

《戏剧审美心理学》，在我国第一次从观众审美心理入手，系统地研究戏剧家如何了解观众、适应观
众、征服观众、提高观众等问题，熔戏剧理论、美学、心理学于一炉；在写法上，注意学术性和普及
性相结合，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是目前我国一部较新较系统的观众心理学著作，是戏剧工作者、戏
剧美学研究者及戏剧爱好者有益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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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余秋雨先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国文化史学者、艺术理论家和散文作家。他的研究方向主要分为
中国文化思想史、世界艺术理论史、城市文化学、全球华文文化史。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有《戏剧
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等，倍受学术界的推崇。一本于1985年发表中
国大陆首部戏剧美学著作——《戏剧审美心理学》，次年就荣获乐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戏
剧审美心理学》，也是大陆戏剧理论界的找鼎之作。翻开此卷。余秋雨将带你走进贵池傩和昆曲，带
你走进关汉卿和汤显祖，带你走进李渔和黑格尔⋯⋯《戏剧审美心理学》(余秋雨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在我国可称的上是第一次从观众审美心理入手，系统地研究戏剧家如何了解观众、适应观众、
征服观众、提高观众等问题，熔戏剧理论、美学、心理学于一炉，鲜明地提出大家都来重视、研究观
众的审美心理。戏剧、电影的观众是“上帝”。如果你的“产品”(包括精神的、物质的)要为“上帝
”所接纳,你就不得不去了解和研究他们在前进的时代生活中“接受心理”的变化;了解、研究他们文
化水平(广义的);了解和研究艺术视野扩大后对他们“接受心理”的诸多影响,以求找准生产者与接纳者
之间的“接通点”,进一步协调生产者与接纳者的“同步关系”等等。在写法上，则注意学术性和普及
性相结合，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是目前我国一部较新较系统的观众心理学著作，是戏剧美学研究者
、戏剧工作者、以及戏剧爱好者非常有帮助的参考书。该书也算是奠定了余秋雨在戏剧美学研究领域
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因为它可以说是从根本上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把戏剧特征论、戏剧创作论、戏剧
鉴赏论充当戏剧美学的混乱状态。余秋雨教授在书中认为，戏剧艺术的美学命题甚多，而其核心部位
则是观念心理学，亦即剧场心理学、戏剧审美心理学，它是戏剧美的本质得以实现的所在，因此也是
讨论戏剧领域一切美学问题的依据。作者在书中以思路示范的方式提炼了观众在欣赏戏剧艺术时的几
项基本的审美心理因素，把它们逐项解析并与戏剧家的创造活动联系起来，从而把对戏剧美的把握提
高到一个科学实证的水平之上。此书从整体构架到概念运用在国内戏剧理论界都堪称具有创建意义，
其中对剧场内多方位心理反馈流程和观众审美心理定势等等的概念设定，被国内戏剧界广泛接受并普
遍沿用。余秋雨教授在戏剧美学领域的另一个重大成果是对中国现存原始演剧方式审美特征的研究。
他认为从这项研究可以探寻到中国人在戏剧审美心理定势上的远期原因和恒定因素。他个人认为《戏
剧审美心理学》，其实就是观众心理学，前面一本书他只能将传统理论讲到19世纪。20世纪讲下去理
论也很多，但是对戏剧美学来说，进入了接受美学时代，接受者的心理活动对你的艺术原则很重要。
比如你去看电影，那么观众集体的心理波荡就比亚里士多德说的话更重要。你就要研究观众的心理原
则，怎么让他们感情发生变化，怎么能强化他的注意力，怎么才能作出思考。为了在中国讨论这些问
题，所以他就写了这么一本书。它的写作难度在于必须做这方面的资料汇集，另外还要把中国传统的
戏曲、演员的表演心得结合起来，组合成在一起。因此在当时，这可能是中国第一本研究戏剧审美心
理的书。而戏曲是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的对象化。它与中国人民的心理、精神与追求均有着重要的联系
。民族审美心理有其变易性，也有其传承性。既然戏曲是民族审美心理的凝聚物，决不会顿时沦为“
夕阳”，更不可能消亡。戏剧艺术的本体论离不开观众的审美标准。戏曲与观众在长期的审美双向塑
造中，经过历史的筛选和积淀，形成相对稳定的对应性心理倾向。余秋雨在《戏剧审美心理学》中称
为“审美心理定势”，并指出：“观众审美心理倾向，是一种立体化的心理定势；戏剧作品中体现的
各种心理倾向，则是一种客观化的心理定势。戏曲的美学原则表现为：以虚代实，以实显虚；虚实相
生，相辅相成。它以演员为实体，以人物为核心，用有限的“实”去启迪观众想象中的无限虚景；有
即无、无即有，一等于无限、无限凝聚于一。只要有那么一点能取得观众依赖的“实”，那海阔天空
、出神入化的美妙神境便会出现在观众的想象之中。正如画家笪重光与邹一桂所说：“真景逼而神境
生”、“实者毕肖则虚者自出”。戏曲舞台上的“实”，亦非真实生活的实，它是与生活拉开距离的
、舍生活之“象”、取生活本质之“意”的变形取神的艺术真实。变形取神是戏曲处理生活的美学方
法。戏曲与观众这种相互理解、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满足的审美心理定势，使戏曲获得了“未
有真境之为所欲为”（李渔语）的自由。上下千年事，古今万种情，均可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若
有若无的边界线上，轻巧而又神奇地展现出来。《戏剧审美心理学》给我印象尤为深刻的还有就是它
的情与理的融合统一。余秋雨用一种抒情散文的形式普及文化，通过抒情散文来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
、历史忧患意识的民族意识，并对读者起到启发的作用。他能用散文般流利的语言叙述艰涩的哲理问
题，把智性的议论和诗性的抒情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使深奥的理论包含着情感色彩，情与理真正地
统一了起来。理中有情，情中有理，情理合一。这本著作就是这样一种枯燥学说的诗意范本叙述，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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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喜欢读，喜欢看。论述诗意化，灵动活泼，思想当然易于接受，理与情融合统一，理便获得了诗性
表现。同样，把这种学理的功夫用在散文之中，把知性融入感性，情中寓理，于是散文就格外深情活
泼起来。我个人非常欣赏余秋雨的才华，欣赏他对于文化的专注与独到的见解，欣赏他那种把一个道
理说得很通俗却又圆满的功力，更欣赏他文字里流溢出来的触动人心灵的生动。我相信，读他的书是
明智的选择。看他的书是件轻松的事，当然也是启发并有所收获的一件事。
2、尽管对论文的语言规范越来越明确和约定俗成，但当我读过余秋雨的《戏剧审美心理学》（1985年
四川人民出版社初版）之后，感到论文语言仍然应该经过作者的努力而给人提供更好的阅读感受，这
也就意味着作者不要板着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以科学客观为借口，进行不动声色的说教。这里特指文
科论文，因为相较于理工科用数据模型说话，文科论文对于论述语言更为借重，因此也更须用心对待
。以《戏剧审美心理学》中的最后一章“心理定势”为例。余秋雨认为：观众在观看历史剧的时候，
在审美感受上与观看现代题材的剧目有较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观众观看历史剧所特有的心理定势
。对于“历史剧中的心理定势”这个提法，余秋雨是这样阐述的：第一是对历史剧的观赏涉及到“远
近感知的双重性”：观众欣赏历史剧，需要“在感同身受的同时，有一点遥远的生疏，有一点异代的
新奇”。这也就意味着，“观众在看历史剧的时候，如果感受的直截性与看现代剧一模一样，这并不
是好事。把古铜器擦拭得金光耀眼无疑是件蠢事，即使现代仿造、复制也不应如此。”第二要考虑“
注意的轮廓性”：历史剧的审美和现实题材剧不同，是一种远距离的回顾性审美，因此对观众注意力
的调动需要做到“把握住粗线条、总轮廓之中的鲜明整体”——“此中情景，恰如游山，有时要等到
走完一条山道之后，拉开一段距离回首返顾，才能充分领略大山的雄伟险峻，人们甚至会惊异自己的
勇气和脚力，然后更加坚定进一步向前的信心。人们回首返顾，不愿意、也不可能对远山的杂草碎石
详加辨析和计较，而总是着眼于总体的气势、巨岩的组合、山色的层次。”因此，历史剧的选材必然
是粗线条、轮廓性的，是那些“因距离阻隔反而显得更加清晰”的历史事物。第三要考虑“理解的贯
通性”，注重呈现一种经受时间冲刷的历史哲理。为了说明这一点，余秋雨引用了黑格尔的话：同样
一句话，出自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和出自一个饱经沧桑的老者，其分量和含义就大不一样。为什么呢
？他接着分析：“因为即使青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却也未曾经历过历史的锤炼，人们总怀疑其间很
可能包含着不少偶然性，而与银髯白发相伴随的人生经验则有着它自然的哲理价值。老者即便是一阵
嗫嚅，人们也愿意恭恭敬敬地静听。不妨说，历史剧所吐露的，就是历史老人要宣告的哲理。观众看
历史剧，需要动脑筋去理解这种哲理，也会习惯地索取这种哲理。”为了分析“历史剧的心理定势”
的这三个特点，余秋雨用了三次打比方，这样一来，枯燥无味的观点论述就变得通俗易懂甚至有点文
学性了。这本书出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文科研究中还没有兴盛起以堆砌外来词和自造词为时尚
的风气，余秋雨的这种写法是他自己的特色，也体现着当时的学术风气。尽管那个时代的学术规范并
非无可指摘，例如刚才所举例中的黑格尔的话，余秋雨引用得就不那么严谨。我从来没有通读过黑格
尔著作，所以查找原话时颇费了一些周折，总算在黑格尔的《逻辑学》里找到这样一段：“在这方面
，可以把绝对观念比作老人，老人讲的那些宗教信条，小孩也能说，可是对于老人来说，这些宗教信
条包含着他的全部生活的意义。小孩也懂得宗教内容，可是对小孩来说，这种宗教内容的意义只是这
样的东西，即全部生活和整个世界都还在它之外。”如果原文真是我找到的这一段，那么余秋雨对这
段话的化用显然更容易使人领会其中的涵义，只是要说那句简单明了的话是黑格尔说的，就不免有随
意之嫌。八十年代的学术论文对于原文的引用不那么讲究格式，注释也往往笼统，不像现在的学术论
文，对引号的使用、出处的版本乃至页码都作明确要求。不过据我搜索的结果，即使是二十一世纪以
来的当代文章对黑格尔这段话的引用，多数也是人云亦云，对具体出处语焉不详，既没有八十年代那
种通俗易懂亲近随和的文风，又没有体现出新一代论文的严格规范，真是让人遗憾。说到通俗易懂的
文风，我发现似乎离今天越远的学术文章越显得随和可爱。余秋雨的八十年代的文章已经比今日的诸
多科技论文般的人文学科论文显得通俗多了，而我前几日读到的董每戡作于五十年代的那本名为《戏
剧的欣赏和创作》的小册子则显得更加亲切动人。来看看他是怎样分析戏剧艺术的独特性吧：“你对
扮装剧中人物的演员最关心，而演员就用他自己的颜面、身体、生命当做艺术的材料来创造角色，你
们对他往往会‘爱之深，责之切’，要求于他不能不更多，更苛。然而他实在苦命，把艺术生命灌注
入所扮演的角色，尽了最大的努力，一时间也许能得到你的赞誉，博得你的掌声，到剧终了，幕闭了
，他的艺术生命所灌注的艺术作品就消失了，确如米盖朗琪罗雕塑雪像，尽最大的努力把艺术生命完
全灌注了进去，精疲力竭之后固得到绝大的欢喜，毕生唯一成功的作品给他完成了；可是天亮了，太
阳出来了，这唯一的精品——雪像融化了，留下的不过是一堆雪水！演剧的人正是个雕塑雪像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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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他的苦心的造就只能留那么短暂的一瞬间，但，他还得尽心力抓住这一瞬间，而你，为观众之一
的你也须抓住这一瞬间，不能放松；（心理上自然会有这样的要求）要不然，你太对不起尽心力创造
角色的艺术家，而你事实上也毫无所得，那该多么可惜！”读完这一段，戏剧艺术的特点已经说得很
明白了。尽管现在已经有技术手段可以将戏剧舞台上的表演都制作成视频，但观看视频和坐在舞台下
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我的电脑里收藏了不少经典的戏剧视频，大概已经收藏有七八年了吧？却始终
没有兴趣打开看，即使偶尔勉强打开看了，也很难坚持五分钟。但如果有其中任何一场戏剧的戏票，
我是会推开所有事务按时甚至提早奔去剧场的，为的是能在现场沉入那种独一无二的美好幻觉——这
是只有亲临剧场才能拥有的机会。想到这里，我为最近没能看到林奕华的《在西厢》和田沁鑫的《夜
店》而感到沮丧了，这正是董每戡的文章带给我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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