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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喜剧的分类

喜剧的分类，因标准的不同而说法各异。英国

戏剧家尼柯尔以“滑稽可笑成分的种类是如此地互

不相同，并各有明显的特征”［1］为依据将喜剧分

为闹剧、情绪喜剧（即讽刺喜剧）、浪漫喜剧（即

幽默喜剧）、阴谋喜剧、风俗喜剧（即风趣喜剧，

文雅喜剧也是风俗喜剧的变种）等五大类型。美国

戏剧家布罗凯特则以“戏剧情况、人物或思想的相

对加强，在主角处理上的客观程度，戏剧行动的性

质与含意”［2］等三个方面为分类标准，推出喜剧

最基本的三种类型为情景喜剧、人物喜剧、思想喜

剧。我国戏剧理论家陈瘦竹“根据我们现代喜剧的

创作实践”，把喜剧概括为三种：讽刺喜剧、幽默

喜剧和赞美喜剧［3］。著名喜剧作家陈白尘认为，“笑，

有辛辣尖锐的讽刺的笑，有婉而多讽的幽默的笑，

也有愉快喜悦的抒情的笑。于是我们有了讽刺喜剧、

幽默喜剧、抒情喜剧等”［4］，事实上，陈白尘是

以喜剧产生的笑的不同特征为依据，将喜剧分为三

类。此外，还有学者将喜剧分为讽刺喜剧、幽默喜

剧、抒情喜剧和歌颂喜剧四类［5］，或者分为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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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机智喜剧、讽刺喜剧、怪诞喜剧、闹剧等五

类［1］。国内学者的多种喜剧分类中，只有讽刺喜

剧和幽默喜剧两种类型是众所公认的，其他各种归

类有的因分类标准的不统一而在理论上难以成立，

有的明显是受特定时代非学术因素影响的产物，因

此在理论上不免牵强。

当代戏剧学家董健从喜剧笑的分类出发，认为：

“笑基本上可分为两类：讥笑与嬉笑。前者是逆向

的、批判性的笑，后者是顺向的、赞许性的笑。这

两类笑便造成了两类喜剧：讽刺喜剧和幽默喜剧。

众多类型的喜剧基本上不出这两大类的范畴。”［2］

笔者认为，喜剧作为人类认识生活、表达情感的一

种基本的艺术形式，古今中外均有其相通之处、共

同之点，反映在喜剧类型上就是讽刺喜剧和幽默喜

剧，这两种基本的喜剧类型与人类喜剧艺术的产生

和发展相始终，古今皆存、中西相通。但喜剧艺术

又是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变迁，以及人对社会生活

的认识的改变而发展变化的，因此，新的喜剧类型

的出现也是必然的。根据迄今人类的喜剧创作实践

和喜剧的基本风格，以及喜剧“笑”的特征的不同，

笔者将喜剧类型分为四种：讽刺喜剧、幽默喜剧、

感伤喜剧、荒诞喜剧。讽刺喜剧和幽默喜剧是传统

喜剧的两种基本类型，感伤喜剧和荒诞喜剧则是传

统喜剧中并不重要的某些因素在现代社会得以突显

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两种新的喜剧类型。

荒诞喜剧笔者另有论述，本文试对感伤喜剧作

初步探讨。

二、契诃夫与感伤喜剧的成熟

感伤喜剧除了包含有讽刺与幽默等喜剧的基

本要素和理性乐观、讽刺批判的喜剧精神外，另

外两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深沉的悲剧感与感伤的

抒情氛围。

感伤喜剧的某些特点在古代传统喜剧中已经

存在，只是还未占有重要的地位。欧洲戏剧史上

还曾有过被称作“感伤喜剧”的剧种的流行时期，

那就是在 18 世纪的伦敦舞台占有一定的主导地位

的一类戏剧，史称“感伤喜剧”或“伤感喜剧”。

如斯梯尔的《自觉的情人》、凯利的《虚伪的细

致》《给聪明人进一言》等，这类戏剧的特点有

学者概括了八个方面：“（1）以赞颂人天生的美

德为全剧的核心；（2）着眼于观众的情感而不

是他们的理智；（3）包含有明确的伦理说教； 

（4）企图把这种艺术典型置于一种现实主义的场

景之中，其结果是在剧中随处可见夸张的表述方

式；（5）强调怜悯、同情；（6）具有明显的探

讨道德问题的倾向；（7）常常出现诸如失散多年

的孩子意外归来等神秘的情节；（8）含有浪漫的

爱情故事。”［3］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类“伤

感喜剧之所以仍归喜剧，主要因其结局是圆满的”。

“剧中人物皆风流倜傥，秉性高贵，逆来顺受，

终获解救，且报偿丰盛。”［4］不过，具有以上特

点的 18 世纪英国感伤喜剧只是一个时期出现的一

种戏剧现象，还不具有作为一种喜剧类型的普遍

意义。本文所说的感伤喜剧则与之名同而实异，

有联系更有区别。其联系主要表现在这类戏剧常

常是悲喜交融、笑泪兼有，表达的是一种“无法

仅以一笑置之的欢快”。而区别则在于作为一种

具有普遍意义的喜剧类型的感伤喜剧摈弃了 18 世

纪英国感伤喜剧脱离现实生活的巧凑的情节模式、

矫揉造作的语言和关于伦理道德讨论的说教气味

等弊端，意蕴更深沉，抒情氛围更浓郁，理性乐观、

讽刺批判的喜剧精神也更强烈。

作为一种新型的喜剧类型，感伤喜剧是在近

代发展成熟起来的，契诃夫是这一喜剧形态的真

正创造者和杰出的代表。他的《海鸥》《万尼亚

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既不同于传统的

悲剧也不同于传统的喜剧，是一种被高尔基称为

“抒情喜剧”的“完全独创的”“新型的戏剧艺

术”［5］。这种契诃夫式的喜剧，我们称之为感伤

［1］苏国荣：《喜剧之种类》，载《宇宙之美人》，

华文出版社，1999，第 294-303 页。

［2］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2，第 98 页。

［3］何其莘：《英国戏剧史》，译林出版社，1999，

第 272 页。

［4］李道增：《西方戏剧·剧场史（上）》，清华大

学出版社，1999，第 253 页。

［5］转引自［苏］叶尔米洛夫：《论契诃夫的戏剧

创作》，张守慎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第 120 页、

第 2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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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契诃夫在他的感伤喜剧里，通过对普通人

平淡的日常生活的描写，既抒写了美遭到无辜的

摧残与毁灭的悲剧，又对衰朽的贵族、空谈的知

识分子和纯朴善良而又愚昧可笑的普通人的喜剧

性处境、矛盾的人格、落后于时代的行为给予了

深刻的揭示、嘲讽与批判。不过，“契诃夫描写

美被无辜摧残的主题，但是它所体现的，并不是

遭受摧残而完全毁灭的美，而是那种饱经摧残后

仍没放弃憧憬与追求的美。”［1］因此，他的感伤

喜剧一方面因深沉的悲剧感而带有浓重的感伤抒

情的气氛，另一方面，剧中平淡、琐碎的日常生

活又总是被一种“内在的诗意的光辉”所照亮，

“在直接的现实写照背后，还有一股潜流。”剧

中始终“充满了契诃夫式的严峻而艰苦的乐观主

义精神”。因此，高尔基说，“现实主义在这儿

上升到了富有鼓舞力量的、含意深刻的象征的境

界。”［2］《樱桃园》是契诃夫的最后一部也是最

有代表性的一部喜剧。作品的主人公加耶夫和朗

涅夫斯卡雅兄妹，作为没落的贵族，过惯了懒散

的寄生生活，一个病态地迷恋台球，嗜酒享乐，

一个热衷追逐情夫，挥霍家产。由于他们对现实

生活的无知和处理实际事务能力的丧失，庄园被

弄得破败不堪，美丽的樱桃园即将被拍卖，虽然

他们也伤心痛苦，表示没有樱桃园就无法生活，

但这个“可怕的悲剧”一旦发生，他们倒也泰然

处之。原来，失去樱桃园的悲剧对他们来说，根

本不成其为悲剧，“因为在他们心里根本没有什

么严肃的东西，没有什么悲剧性的东西——这就

是这个剧本的通俗喜剧性的基础。”［3］剧作对慵

懒无能、衰朽病态的没落贵族给予了无情的嘲讽

和批判。同时作品也真实地描写了樱桃园的新主

人陆伯兴这样“起一种新陈代谢的历史作用”的

过渡性人物，而把希望则寄托在特罗菲莫夫和安

尼雅这样未来世界新生活的主人身上。因此，这

部作品被称为是一部“既欢乐又忧伤的充满青春

气息的剧本”［4］。在契诃夫的另外几部喜剧里，

即使那些寄寓了作者的某些理想的人物，也是既

有悲剧性的一面也有喜剧性的一面，作者对他们

也是既同情又批判。如虽然受伤但仍要振翼高飞

的“海鸥”宁娜，善良、纯朴、勤劳而顽强的万

尼亚舅舅和苏尼亚，纯洁、优雅、始终在憧憬着

美好未来的“三姊妹”。一方面他们辛酸的遭遇

令人顿生悲伤、惋惜和同情，使人不由得为“那

样无限丰富的灵魂力量，在旧社会里却被浪费得

这样残酷，浪费在这样令人屈辱的琐事里”［5］而

伤感和愤慨。另一方面宁娜的天真与轻信、追求

爱情的盲目，万尼亚舅舅和苏尼亚的愚昧、麻木、

逆来顺受，三姊妹的幻想、软弱而没有行动的力

量，以及一味梦想未来而对现实处境的一无所知、

一无反抗又都使人物陷入了喜剧的情势之中，这

就是契诃夫式的“悲伤的幽默”。悲伤是他的喜

剧的一种色调，而整体上作者又总是温和但也无

情而清醒地嘲笑着“好心肠的空想主义”、批判“语

言与行动脱节的现象”、鞭打衰朽没落的贵族阶

级和人类种种丑行恶德、虚假伪善，微笑着告别

过去，乐观地迎接未来。

受契诃夫影响的苏联当代剧作家万比洛夫的

《打野鸭》《外省轶事》也基本上属于感伤喜剧。

《打野鸭》的主人公青年工程师齐洛夫生活舒

适，却精神空虚，道德沦丧，是作者要讽刺批判

的人物。剧作结尾，雨过天晴，齐洛夫准备回归

自然去打野鸭，则“暗示在齐洛夫身上还有一丝

隐约的希望”［6］。在《外省轶事》的第一部《密

特朗巴什事件》中，出现了一个和果戈理的《钦

差大臣》中“误认钦差”相似的情节：旅馆经理

卡洛申误把排字工密特朗巴什当成了微服私访的

大人物，因担心得罪高官、害怕惩处便灵机装疯

以致差点心脏病发作而死。在《钦差大臣》里，

［1］田本相主编《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文化艺术

出版社，1993，第 554 页。

［2］［苏］叶尔米洛夫：《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

张守慎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第 120 页、第 97 页。

［3］［苏］叶尔米洛夫：《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

张守慎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第 343 页。

［4］［苏］叶尔米洛夫：《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

张守慎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第 391 页。

［5］［苏］叶尔米洛夫：《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

张守慎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第 202 页。

［6］荣广润编译《当代世界名家剧作》，上海教育出

版社，1994，第 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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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的笑是爽朗的、辛辣的、无情的，“但在《外

省轶事》中，喜剧的笑已带上了浓浓的苦涩味”，

喜剧之中带有深沉的悲剧感。作者“在讽刺官僚

制度的同时，也对被此一制度压迫、戕害与扭曲的

普通人寄以同情——以讽刺与幽默的笑来表达的同

情”［1］。此外，日本作家桥畴贺子的《结婚》也

是一部感伤喜剧，剧中二十年前就与丈夫离异的花

田花带着四个未婚女儿维持着一个十分和谐的家

庭，每个人都在为家庭、为他人奉献和牺牲。然而

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又使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难以名

状的束缚和压力。后来小女儿春子以“未婚先孕”

的举动首先冲破了封闭的家庭堡垒，接着三女儿夏

子也决心走出家庭随法国情人到异国他乡生活。两

个女儿离经叛道的行为，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

震动。面对女儿们各自追求幸福的行动，母亲花田

花也终于下决心摆脱生活的重负，去追求属于自己

的幸福。一方面，温馨、和谐、幸福的家庭生活被

破坏，母女、姐妹各奔东西，家庭解体，流年似水，

往事如烟，令人无限伤感。另一方面，女儿长大成

人，各自追求自己的幸福，彼此解除“家”的束缚，

也让母亲从沉重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各自走向新的

生活，这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历史的进步常常要以牺牲某些美好事物为代

价，但为了走向明天还是微笑着向昨天挥手告别。

喜中有悲、笑里含泪，既为某些美好事物的逝去而

伤感惋惜，又乐观自信地走向未来的新生活。这就

是感伤喜剧的双重意蕴和丰富内涵。

三、中国当代的感伤喜剧

在中国当代，感伤主义文艺一直是遭贬斥的对

象，感伤喜剧的创作也极为罕见。在现代剧坛，曹

禺、夏衍等剧作家受契诃夫影响，曾创作《北京人》

《上海屋檐下》等具有契诃夫式的感伤喜剧风味的

优秀剧作。在当代，类似的情形则有老舍的《茶馆》。

但这些剧作虽然具有感伤喜剧的某些特点，如理性

乐观、讽刺批判的喜剧精神，深沉的悲剧感和感伤

的情调等，但整体上看，喜剧精神还是不够强烈，

它们基本上还是属于正剧。

在感伤喜剧极其匮乏的当代，在江南滑稽戏

中可以见到几部有影响的感伤喜剧作品。如《三

毛学生意》《七十二家房客》《GPT 不正常》等。

范哈哈的六幕滑稽戏《三毛学生意》（1957）是

第一部为滑稽戏赢得较高声誉并有完整剧本流传

的滑稽戏剧目。流浪少年三毛到上海学生意的辛

酸经历和不幸遭遇既具有悲剧性又充满了喜剧性。

剧作以三毛上海投亲开篇、逃离上海作结，中间

被逼做扒手、当理发学徒和成为算命盲人的童仆

构成了三毛上海学生意的三部曲。剧作借三毛的

流浪经历所反映的下层人民生活的悲苦和主人公

命运的不幸等内容使作品具有内在的悲剧因素。

而三毛善良、单纯、憨直而又机警、活泼、见义

勇为的性格与污秽、险恶的现实环境又形成了鲜

明的反差，从而突显出强烈的喜剧效果。如码头

初遇扒手、街头告地状、理发店权充顾客、假扮

王太太捉弄吴瞎子、在剧作结尾重临码头与小英

憧憬未来并离开上海另谋生路等都是很精彩的喜

剧场面，但仔细品味，又都蕴涵着深刻的悲剧因素，

令人顿生感伤之情。因此，从整体风格上说，《三

毛学生意》是一部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感伤喜剧。

剧作以成功的人物刻画、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

的喜剧色彩和深厚的思想意蕴将滑稽戏的艺术水

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杨华生等的七场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

（1958）则源自同名独脚戏，编剧在吸收独脚戏

的喜剧题材和艺术手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改

编和创造。剧作以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为背景，

展示了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裁缝、小皮匠、

卖春女、洗衣匠、小商贩、江湖医生、民间艺人

等都市小市民的悲苦生活。他们艰难地挣扎在饥

饿边缘，为了获得一小块栖身之地不得不与由房东、

警察、地痞流氓等组成的邪恶势力进行艰辛而曲折

的斗争。生活的苦难与困境，小人物的悲苦无告，

不禁令人感叹嘘唏，欲哭无泪。而下层人民的聪明

才智、勇于斗争的乐观精神又使剧作充满亮色。残

暴、无耻的邪恶势力不断遭到机智勇敢的小人物的

戏弄、嘲讽和打击，以及他们斗争失败时的狼狈相，

都使人由衷地发出喜剧的笑声。

［1］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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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感伤喜剧

总之，《三毛学生意》和《七十二家房客》

作为两部描写旧中国下层人民苦难生活的滑稽戏，

题材的特殊使它们具有悲剧的内涵，作者对在苦

难与困境中挣扎和斗争的下层人民寄予了无限的

同情。但滑稽戏的形式又使作者以喜剧的手法处

理悲剧题材。一方面对黑暗的现实、衰朽的制度

及一切邪恶势力投以无情的揶揄、嘲讽和抨击，

另一方面又对身处逆境而不妥协、机智勇敢、善

于斗争、充满智慧与乐观精神的下层人民给予了

热情的肯定与赞扬。因而二剧既具有浓厚的感伤

情调，又都洋溢鲜明强烈的喜剧精神。作为直接

吸收独脚戏的传统段子、进而脱胎换骨创造出全

新滑稽戏的两部集大成之作，堪称当代十七年滑

稽戏剧坛的双璧，是滑稽戏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

碑，也最早填补了我国当代感伤喜剧的空白。

一般来说，感伤喜剧总是以表现普通人平凡

的日常生活见长，在日常琐事的描写中表现下层

人民的喜怒哀乐，既有对恶风陋习的嘲讽，也有

对善行美德的赞颂，虽有感伤的情调和悲剧的意

蕴，但理性乐观地面向未来却是其主色和基调。

赵化南、严顺开的六场滑稽戏《GPT 不正常》

（1989）就是新时期上海滑稽戏剧坛出现的这样

一部优秀的感伤喜剧。它写上海一幢普通的老式

石库门住房里的居民阿米染上了甲型肝炎，于是，

原本平静的生活、融洽的人际关系顿时变得紧张

起来，大家人人自危、诚惶诚恐，“人与人之间

都围起了栏杆。”阿米的 GPT 不正常，引出了

她的一些邻居思维不正常、心态不正常。阿米的

GPT 不正常，成了一块试金石，既检验了阿为等

人的正直善良、热情坦荡、无私无畏的美德，也

突显出沈彩珍等人的自私庸俗、偏狭保守、无事

生非等小市民陋习。剧作通过阿米的 GPT 不正常

所引发的悲喜剧既尖锐地抨击了自私狭隘、庸俗

猥琐的小市民习气，又对美好的人性、友善的邻

里和融洽的人际关系的失去表达出无限的伤感和

怀念。特别是剧作结尾，主人公阿为临走前对从

前无私地帮助过他而现在却不能理解他的周忠发、

沈彩珍、庄妈妈等人说的一番话非常沉重、催人

泪下，使剧作笑中含悲、耐人寻味，显示出感伤

喜剧独有的韵味。正如作者在谈到该剧的创作时

所说：“《G》是沉重的喜剧，它是用不正常的令

人痛苦的人情世态做材料建筑成的，揉进了我们

沉重的心情，所以，尽管观众有时笑了，但他们

有时也流泪了。”［1］

感伤喜剧不像讽刺喜剧泼辣犀利、锋芒毕露、

鞭辟入里，也不像幽默喜剧轻松明快、浪漫活泼、

趣味盎然，它的特点是喜中有悲、笑里含泪、婉

而多讽。它的意蕴显得更加丰富和深沉，这种喜

剧类型也更难把握和驾驭，稍失分寸，即不成其

为感伤喜剧。这大概也是它在中国当代如此匮乏

的另外一个原因吧。

［胡德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

学院］

［1］赵化南、严顺开：《沉重的笑声——谈〈GPT 不正常〉的创作》，《剧本》1992 年第 10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