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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其

核心是“全面”，即追求多领域协同发展、不分地域、不让一个人掉队、

不断发展的全面小康；其内容是“五位一体”，即建成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全面小康，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小康生活，是广大人民群众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而小康社会，则

是我党苦苦奋斗、孜孜追求、一心想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一种幸福社

会。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加快

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党中央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基本任务和总体要求，为全国人民描画了今后的幸福生活，这是全党的共

同任务，也是广大人民群众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特推出“共享小康生

活”系列读物，旨在广大人民群众提高自身素质，共建小康社会，共享小

康生活。

要建成小康社会，享受小康生活，首先要过上平安健康的生活。常

常可以看到，有些人和家庭因为安全或健康出了问题，导致整个人生和家

庭都不幸，因残疾而穷困，因病痛而潦倒，同时也给社会增加了很大负

担。还有些人涉黄、涉赌、涉毒、涉黑等，有些人被骗、被盗、被暴力

侵害、被传销坑害、被邪教毒害等，从此陷入人生和家庭的不幸。这些都

与建成小康社会背道而驰。小康生活就是要把“平安是福，健康是金”的

理念转化为现实。“共享小康生活”之“安全预防与平安生活”读本，主

要介绍交通出行、用电用火、网络生活、运动锻炼、食品卫生、疾病预

防、劳动防护、黄赌毒黑、社会治安及自然灾害等方面的预防知识，悉心

告诫，关怀备至，是教导广大人民群众安全每一天、幸福每一刻的最好读

本。

要建成小康社会，享受小康生活，就要创造社会新风尚，过上有文

化有品位的幸福生活。常常可以看到，有些人吃饱了、穿暖了、有钱了，

但仍然过着封建的、落后的、愚昧的、腐败的、丑陋的生活，这不是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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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幸福生活，不是小康生活的内容。小康生活包括文化内涵的建设，要体

现出民风淳朴、文化品位的时代新风貌。 “共享小康生活”之“社会新

风与文化生活”读本，主要介绍对联与文书写作、谜语与猜谜游戏、岁时

与节气知识、民间剪纸与年画、春节与除夕庆祝、元宵节与灯会、清明节

与祭祀、端午节与龙舟、中秋节与赏月以及现代婚丧喜庆等文化知识，民

风习俗、节日庆祝，与广大人民群众息息相关，是发扬传统、建设时代文

化的普及读本。

要建成小康社会，享受小康生活，就要培养健康的兴趣爱好，享受

高雅的休闲娱乐生活。常常可以看到，本来应该高雅享受的休闲娱乐，却

被有些人搞得庸俗不堪和声色喧嚣，有人有钱就任性，有人得势就放纵，

这最终都是腐败堕落的滑梯。这些与小康生活是格格不入的。小康生活包

括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兴趣爱好的培养。 “共享小康生活”之“休闲娱乐

与健康生活”读本，主要介绍歌咏、器乐、美术、书法、舞蹈、口才、曲

艺、戏剧、表演、游艺等知识，是指导广大人民群众培养休闲娱乐爱好的

最佳读本。

要建成小康社会，享受小康生活，就要养成文明的道德行为，不断

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常常可以看到旅游行程中诸如随地吐痰、乱写乱画

等不文明的行为举止，不仅国内有，而且还有丢丑到国外的。这些根本不

是小康生活的具体表现。小康生活包括行为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共享小康生活”之“休闲娱乐与健康生活”读本，主要介绍阅读、科

普、健身、娱乐、游戏、旅行、环保、收藏、棋艺、牌艺等内容，是帮助

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文明行为、提高精神生活的最优读本。

总之，推出本套“共享小康生活”系列读物的目的，是使广大人民

群众人人都投身建设小康生活，成为小康社会的建设者，也让广大人民群

众人人都能很好地享受小康生活，成为小康生活的享受者，实现2020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本套系列读物图文并茂、通俗易读，非常适合广大读者和有关单位

机构用以指导现代家庭、社区以及新农村建设。同时，亦适合各级图书馆

收藏和陈列。

编  者

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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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的概念和起源

戏剧的概念

戏剧是演员将某个故事或情境，以对话、歌唱或动作等方

式表演出来的艺术。戏剧有四个元素，即：演员、故事、舞台

和观众。戏剧是我国传统艺术之一，剧种丰富多样，表演形式

载歌载舞，有说有唱，有文有武，集唱、做、念、打于一体，

在世界戏剧史上独树一帜。

戏剧的起源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

的。先秦时期是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

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

代，在祭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

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

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

“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

中唐以后，中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至宋

代开始流行“杂剧”，它和其后金代盛行的“院本”和讲唱形

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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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到了元代，“杂剧”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

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可惜的是元杂剧只有剧

本流传于世，所以晚于它出现的昆曲被现代人称为百戏之祖。

新中国成立前是昆曲最没落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戏剧艺

人几乎没有一个从事昆曲事业的，但他们把昆曲的艺术带入了

京剧和其他地方剧种，因此，几乎毎一个剧种中都有昆曲的影

子。我国古代戏剧因以“戏”和“曲”为主要因素，所以又称

为“戏曲”。戏曲主要包括宋元南戏、元明杂剧、传奇和明清

传奇，也包括近代的京戏和其他地方戏的传统剧目在内，它是

中国民族戏剧文化的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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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的种类和特点

戏剧的种类

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几乎每个省市、自治区、自治

州都有自己的戏剧。据统计，各地区的戏曲剧种有360多种，传

统剧目数以万计。比较流行的剧种有昆剧、越剧、豫剧、黄梅

戏、评剧、粤剧等50余种，尤以京剧流行最广，遍及全国，不

受地区所限。

戏剧的特点

1.戏剧是一门综合性艺术

戏曲是一种综合舞台艺术样式。它的特点是将众多艺术形

式，以一种标准聚合在一起，在共同具有的性质中体现其各自

的个性。这些形式主要包括：诗、乐、舞。此外还包括舞台美

术、服装、化妆等方面。

2.用艺术手段表现故事情节

戏剧要通过演员扮演人物，运用对话和动作去表现一定长度

的故事情节。所不同者，戏曲是运用音乐化的对话和舞蹈化的动

作去表现现实生活的，即歌舞的手段，亦即人们所熟知的“唱、

念、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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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脸谱、音乐表现人物性格

中国戏曲的表现生活，运用了一种“取其意而弃其形”的

方式，如中国画之写意山水，用纵横的笔势去体现生活中一切

美好的事物。所以，戏曲舞台上才有了红脸的关羽、白脸的曹

操；才有了长歌当哭，长袖善舞；才有了无花木之春色，无波

涛之江河。

4.用小舞台表现大天地

中国戏曲作为一种舞台艺术，需要面对一个舞台之狭小与

生活之博大的矛盾。戏曲并没有像话剧那样用“三一律”的原

则对生活进行挤压以便于表现。而是运用虚拟手段，制造弹性

时空，又借助于演员生动表演和观众的想象与理解，来完成对

广阔大天地的描画。所以，戏曲可以在明亮的灯光下制造出黑

夜的假象，也可以在空旷的舞台上驭马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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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创作基础知识

戏剧的立意

戏迷习惯把多幕剧叫大戏，场次少或只有一场的剧称为小

戏。小戏虽然篇幅小，多则万把字，少则几千字，但是，写小

戏并不容易。

一部小戏作品，不仅要主题立意积极深刻，而且还要事件

清晰、情节生动、人物集中、语言精练，这就需要作者对生活

有深刻的认识、严谨的构思、娴熟的技巧。

戏剧的加工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但剧本创作又不是照搬生活，这是最

基本的道理。如果所要反映的东西，仍然停留在原始生活素材

中，没有进行加工提炼，形成艺术构思，就不成其为作品。

比如公与私的矛盾，这是生活中经常看到的，在这类现

象中的一些材料，议论起来会使人激动、思索，但原封不动地

把它写到一部小戏里，未必能够产生应有的戏剧效果。为什么

呢？道理很简单，因为那些生活素材还没有形成戏剧。

写小戏如同生活当中讲小故事一样，怎样才能引人入胜

呢？环节之一，就是通常说的戏剧“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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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以为“悬念”更多属于情节曲折、惊险样式的戏剧，

这是误解。阅读剧本或观看演出，总是根据作品提出的问题，

随着剧中人物的思想行为不断发展追寻结果的。

戏剧“悬念”不仅惊险剧需要，悲剧、喜剧、正剧都需

要，没有“悬念”，就无法抓住读者或观众。

所以有人也把戏剧称为“等待的艺术”。这个“等待”，

正是“悬念”所造成的。要说明的是，有些小戏作品把“悬

念”安排在情节变化当中，有些则置于剧中人物思想感情的发

展，但不管怎样，缺乏“悬念”的作品，就不能引人入胜。

戏剧的悬念

重视戏剧“悬念”，但不可生编硬造。符合生活规律的戏

剧“悬念”，不仅可以推动故事情节有节奏地发展，而且还有

利于剧中人物的刻画。相反，离开生活基础的戏剧“悬念”，

即使再强烈，人们也会觉得虚伪不可信，自然不会和剧中人物

共呼吸，又怎么能按照作者的意图循着开端、发展去追寻全剧

的结果呢？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写剧本也一样。不论大戏或小

戏，剧本的开端总是担负着说明事件、介绍人物的任务。在这

中间，不可避免地还要对时代、环境交代清楚。戏剧不同于小

说，不要说篇幅不允许，即使是花笔墨作必要的介绍，也还有

个方法的问题，这个方法就是紧紧把握住戏剧冲突。

通常说“没有冲突就没有戏”。一个剧本，不论作者确

定什么主题，它都应当通过戏剧冲突来完成。剧本中的戏剧冲

突，既不是在故事发展中间提出，也不可能在结尾时才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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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戏剧冲突必然产生于剧本开端的规律中，如果作者离

开了戏剧冲突，单纯地对事件、人物、时代、环境作介绍，读

者或观众必定感到索然无味。

反之，要使读者或观众看下去、读着有兴趣，这就必须紧

紧把握住戏剧冲突，在“动作”中对事件、人物、时代、环境

作分析介绍。

创作的要素

剧中人物是“做什么”好呢？还是“怎样做”好呢？这是

一个初学写小戏者值得思索的问题。

小戏和大戏一样，必须有事，这就是剧中人物“做什

么”；而“怎样做”又是写剧中人物不可缺少的，二者绝对不

可分隔。但是，一般写作的时候，功夫应当多用于“怎样做”

方面。

与此相反，“怎样做”就不同了，它留下的是有血有肉

的鲜明形象，剧中人物一切言行构成的事，不仅记得，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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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思想情感令人经久不忘，正面人物如此，反面人物也

是一样的。

一个戏当然要有个故事，有时曲折一些也是为人们所喜欢

的，但是事情是人做出来的。在生活中做任何一件事，无论如

何是离不开思想情感的支配，而思想情感又会因人而异。“文

学是人学”，戏剧文学的最终目的，也还是要通过“做什么”

事来刻画“怎样做”的不同人物。

写校园题材也好，写社会题材也好，一个作者除了学习、

了解必要的知识外，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各行各业的事情了解

人，观察、体验不同性格的人的思想情感。如果众多栩栩如生

的形象在作者构思中浮现，就不会单纯地写他们“做什么”，

这样的作品才会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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