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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喜剧小品语言幽默艺术》数量大，内容广泛而丰富多彩。涵盖语言理论、语言本体、语言运用和语
言教学的范围，涉及词汇学、语义学、语法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话语语言学、方言学、修辞学
、语体学、语言风格学、辞章学，以及港台语言、网络语言、广告语言、导游语言、交际语言艺术、
语用与文化、语用与教学的方方面面。其中有国家、省部级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成果，有影响较大的学
术专著的拓新或再构，有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新著。我们期望《喜剧小品语言幽默艺术》的问世能对
现代语言科学以及与其有关学科的繁荣发展有所贡献，对语言学、文艺学、文章学的教学有所帮助，
对语言科学的研究者有所启示，对社会公众提高语言运用的能力有所裨益。
《喜剧小品语言幽默艺术》的参撰者是海峡两岸长期从事语言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
教学和研究的老中青教授、博士，他们学术造诣较深，眼光敏锐，视野开阔，颇有探索、拓荒精神，
曾出版、发表了不少学术专著和系列论文，而且都以严谨、务实、求新、求精的科学态度，潜心耕耘
自己的课题，竭力使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学术性、科学性、实用性、启示性。毫无疑问，《喜剧小
品语言幽默艺术》的每一分册都是作者多年从事语言科学研究和教学的智慧结晶，我相信读者朋友们
都能从中发现自己喜爱的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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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旭慧，上饶师范学院中文与新闻传播系教授（2006年破格），江西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江西
省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师从中国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李宇明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汪国胜教授、吴振国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近年来在喜剧
小品语言、普通话水平测试、现代汉语教学等语言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在《语言文字应用》、《现代
传播》等国家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多篇。主持完成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喜剧
小品语言幽默艺术研究》等省级课题5项，作为骨干成员参与完成200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赣语、吴语、徽语、闽语、客家话在赣东北的交接与相互影响》1项，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十五
”科研规划重点项目《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子课题1项，省级课题若干。获得江西省优秀教学成果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1次；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次；江西省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
奖1次；江西省普通话水平测试学术论文评比一等奖2次、特等奖1次；全国首届、第二届、第三届普通
话水平测试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奖各1次；上饶市优秀理论成果奖1次。2004年被国家语委授予“优秀
测试员”称号，2009年4月上报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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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序第一章 关于喜剧小品的研究第一节 喜剧小品的研究现状第二节 本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第二章 喜剧小品溯源与界定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滑稽戏与“优”第二节 喜
剧小品的界定第三章 喜剧小品的分类与发展阶段第一节 喜剧小品的分类第二节 喜剧小品的发展阶段
第四章 喜剧小品的生成语境第一节 社会文化语境第二节 受众心理语境第三节 戏剧艺术自身的变革与
发展第五章 喜剧小品语言的特点第一节 喜剧小品语言的一般性特征第二节 喜剧小品语言的幽默性特
征第六章 喜剧小品语言的幽默手段第一节 语音手段第二节 词汇手段第三节 语法手段第四节 语篇手段
第五节 语用手段第六节 形象手段第七节 形貌手段第七章 喜剧小品中体态语的运用技巧第一节 体态语
和喜剧小品中的体态语第二节 喜剧小品中体态语的功用第八章 喜剧小品的几种特殊语用现象第一节 
喜剧小品中方言词语的运用第二节 喜剧小品中的“上口段子”第三节 喜剧小品对歌曲资源的开发和
利用第四节 喜剧小品中脑筋急转弯的运用第五节 喜剧小品催生的流行语第九章 喜剧小品的鉴赏与批
评第一节 喜剧小品幽默台词赏析第二节 喜剧小品的语用缺失与分析第三节 喜剧小品语用的基本原则
第十章 喜剧小品的影响与未来第一节 喜剧小品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第二节 喜剧小品的发展趋势第三
节 喜剧小品的语言创作与研究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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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喜剧小品的生成语境　　第三节 戏剧艺术自身的变革与发展　　二、小品对话剧艺术的
变革与突围　　正当人们惊呼“话剧危机”的时候，喜剧小品却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形成一股势不
可当的热潮。之所以如此，除了上文所分析的原因外，喜剧小品对传统话剧的革新与突破也起到了决
定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广大民众的现实关照，使戏剧艺术重返民间，
找到了肥沃厚实的生存土壤，充分体现了戏剧的普泛性和大众性，这是小品对新时期戏剧发展的重大
突破。　　戏剧源于祭祀和节日，它是群体性的交流和享受，个人在群体场合享受一种参与和体验混
合的快感，以排遣劳累和孤独，以增加知识和增进彼此间的了解。戏剧的这种先天特性要求它首先是
一种普及的大众艺术，它的演出应当是人民的节日。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话剧演出就像今
天的电视剧一样受到观众们的广泛喜爱和强烈推崇。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文化市场的影响，
公众的文化心态和审美趣味发生了迁移。时代的发展和变化使每一个人在闲暇时间对文化的需求有了
充分自由的选择，选择的方式和范围也多种多样、丰富多彩。加上快节奏的生活压力，人们更愿意消
费快餐文艺，没工夫品味深邃的话剧艺术，话剧逐渐丧失了其文化的核心地位，淡出了普通百姓的文
化消费视野，甚至沦落为“无人喝彩之明日贵族”。传统话剧受到了时代的挑战，守株待兔、一成不
变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这个时代。因此，从戏剧文化的角度，让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了解戏剧、参与
戏剧，让戏剧真正成为一种戏剧运动，回到人民中去，成为人民的需要，就成为戏剧改革的当务之急
。　　小品顺应了大众民意，顺应了时代潮流。与传统戏剧相比，小品的取材更加贴近市民生活，凡
人小物、社会百态均可入戏，与寻常百姓的情感意愿息息相通。小品让人们了解到戏剧不仅是高悬着
白色幕纱的舞台上的“阳春白雪”，也是近在身边喜闻乐见的“下里巴人”，它不管是代表着古老，
还是代表着时尚，均来自民间、来自生活、来自改天换地的社会大时代。　　第二，对姊妹艺术的广
泛借鉴与吸收，以及深入浅出、灵活多变的演出形式，使小品突破了话剧程式化的表演和舞台的固有
模式，充分体现了戏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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