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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梦人生》是一部风格别致的自传，生动

地呈现了陈孝英先生八十年的人生旅程。作为一

名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孝英先生的经历既具

有同时代人的某些共性，又因其跨界越境的进取

开拓精神而独具特色，甚至色彩斑斓。孝英先生

的八十年可谓坎坷多艰、悲喜交集，也堪称与时

俱进、辉煌灿烂。但孝英先生的人生交响曲有一

个主旋律，他的《蝶梦人生》有一个主题词，那

就是“喜剧美学”。

一

孝英先生十五岁即在《文艺报》发表小说，

而在《文艺研究》刊出探索幽默的专论则是其喜

剧美学研究的起点，在《文学评论》发表研究王

蒙小说的论文乃其闯入文学评论界之发端。其小

说创作、理论研究、文学评论的起点都是国家级

平台，孝英先生机智敏锐，才华出众，每每出手

不凡，起点高端，令人刮目相看。而孝英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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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陈孝英的自传《蝶梦人生》

胡德才

摘  要｜《蝶梦人生》是一部风格别致的自传，生动地呈现了陈孝英先生八十年的人生旅程。孝英先

生的人生交响曲有一个主旋律，他的《蝶梦人生》有一个主题词，那就是“喜剧美学”。从“跨界”

探索喜剧美学的《哀泪笑洒》到跋涉喜剧美学之旅的《破茧成蝶》，再到收获喜剧美学之

果的《“喜”梦成真》，孝英先生在其“喜剧人生”三部曲中，巧妙地“把枯燥的历史情节化”，

以文学的构思、散文的笔法将逸闻趣事融入往事回忆之中，叙事常常充满了戏剧性，作者

感情真挚，语言风趣幽默，在学术性、史料性和文学性的结合中，勾勒出中国喜剧美学的“创

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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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则是俄语教学和翻译，后来年近花甲，竟跨

界下海，触“电”经商，成为文化产业的经营管

理者和社会活动家。孝英先生一生跨越学界、译

界、商界、传媒界，教学、翻译、创作、评论兼

擅，将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相结合，让喜剧美学

与电视传媒牵手。他不断进取，屡拓新域，历经

艰难，多有创获，可谓苦乐相随，得失相伴。孝

英先生的人生因此显得丰富多彩，可歌可泣。

陈孝英先生的名字总是和“喜剧美学”连在

一起，虽然他年近四十才有机会跨进喜剧美学的

大门。这使我想起俄国、苏联著名戏剧家涅米罗

维奇·丹钦科，丹钦科最初以小说家出现于文坛，

后来兼写剧本，亦曾在音乐戏剧学校任教。直到

四十岁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联合创办了莫斯科艺

术剧院，并成功导演了契诃夫、高尔基和托尔斯

泰等大师的戏剧作品，而开创了世界戏剧艺术的

新时代，因此在剧坛享有崇高的声誉。斯坦尼斯

拉夫斯基称“丹钦科是艺术剧院的母亲”［1］，

丹钦科作为伟大的导演和戏剧教育家，他的名字

将和莫斯科艺术剧院永远连在一起。丹钦科年届

八十出版关于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回忆录《往事回

忆》（中文书名《文艺·戏剧·生活》），成为

他影响最大的传世之作。

陈孝英先生和丹钦科一样，年近四十改变人

生的航道，进而劈波斩浪，锲而不舍，走向事业

的巅峰。这正应了一句西谚：“人生从四十岁开

始。”年届八十的孝英先生的这部《蝶梦人生》

也是一部广义的“回忆录”，只是丹钦科的“往

事回忆”聚焦于“艺术剧院”，孝英先生的“往

事回忆”时间跨度更长，涉及面更广，但统领“往

事”的主题词依然耀眼醒目，那就是“喜剧美学”。 

二

人类的喜剧艺术实践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人类关于喜剧的理论思考伴随着人类的喜剧实践

而诞生。历史上曾有无数思想家和理论家为探究

喜剧的奥秘挥洒汗水、贡献智慧。120 年前，柏

格森开始研究喜剧时说：“自亚里士多德以来，

最伟大的思想家都曾经碰过这个小小的问题，然

而这个问题却总是躲闪、溜走、逃脱，最后又突

然出现，对哲学的思想提出傲慢的挑战。”［2］

包括柏格森在内的众多思想家留下了种类繁多的

喜剧著述，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中国古代虽有喜剧意识，但无系统的喜剧理

论。自 1904 年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

引进和运用“悲剧”和“喜剧”的概念以后，中

国学人开始借鉴西方的悲剧和喜剧概念与理论对

文学艺术进行美学的探讨。

但在人类艺术史和美学史上，喜剧的地位往

往不如悲剧显赫和辉煌，在传统的观念里，悲剧

高于喜剧，悲剧崇高，喜剧低俗，喜剧远不如悲

剧受人尊敬。

在中国当代，率先高举起喜剧美学的旗帜，

潜心于喜剧美学的系统研究，立志于创建喜剧美

学学科的先行者，是陈孝英先生。《蝶梦人生》

书写了中国喜剧美学学科创立背后的故事，留下

了孝英先生和他的同伴们在中国喜剧美学创建与

发展道路上艰辛求索、大胆开拓的足迹与创获。

“蝶梦”即“喜梦”，即喜剧美学之梦，“蝶梦

人生”即“喜剧人生”。孝英先生的人生因其“喜

剧美学之梦”而光彩夺目，但就像伟大的喜剧常

因其蕴含悲剧的意涵而更隽永厚重一样，孝英先

生“喜剧美学”的追梦之旅也充满荆棘和坎坷，

其“喜剧人生”也常常是“哀泪笑洒”，悲喜交融。

1982 年春，陈孝英发起的以探讨喜剧理论为

宗旨的“喜剧沙龙”在其住地诞生，十余位探求

［1］［苏联］丹钦科：《文艺·戏剧·生活》，焦菊隐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第 313 页。

［2］柏格森：《笑——论滑稽的意义》，徐继曾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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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敲响了中国喜剧美学研究的“开场锣鼓”。

1983 年秋，以陈孝英任组长、跨单位组建的

“喜剧美学研究课题组”在陕西省社科院创立，

“喜剧美学”之名始立。

1984 年春，“正面喜剧形象美学规律学术讨

论会”在西安举行，“喜剧美学”首次在媒体公

之于众。

1985 年秋，“首届全国喜剧美学研讨会”在

西安举行，陈孝英在主题报告中提出“探索中国

喜剧美学理论体系”的奋斗目标。同年 12 月，

以陈孝英为会长的陕西省喜剧美学研究会成立。

1986 年底，“第二届全国喜剧美学研讨会”

在西安举行，陈孝英在主题报告中预言“中国文

艺创作和美学研究将出现‘喜剧化’趋势”。会

上成立了中华美学学会喜剧美学研究会（后更名

“中华喜剧美学研究会”），陈瘦竹和陈孝英被

推选为会长。

1987 年，陈孝英主编的“喜剧美学丛书”开

始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8 年春，陈孝英任主编的喜剧理论双月刊

《喜剧世界》在西安创刊。同年 5 月，“第三届

全国喜剧美学研讨会”在广州举行，首次聚齐了

两岸三地的电影学者，整合了“中国喜剧电影”

这一概念。

1989 年夏，陈孝英的专著《喜剧美学初探》

和《幽默的奥秘》分别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和中国

戏剧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系统探索喜剧美学和

幽默理论的奠基之作。

1990 年 11 月，“第四届全国喜剧美学研讨

会暨赵本山喜剧座谈会”在桂林举行。会后，漓

江出版社出版会议论文集《笑星赵本山》。

1991 年秋，“陕西省首届喜剧美学理论研讨

会”在西安举行，陈孝英作《陕西喜剧美学学派

的基本特征》的主题报告。

1992 年 11 月，陈孝英和魏久尧主编的《世

界喜剧艺术概观》在香港出版。该书融汇了喜剧

美学、喜剧艺术形态学和喜剧艺术史，是国内第

一部世界喜剧艺术发展史概论。

1993 年 5 月，陈孝英的专著《喜剧美学论纲》

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为喜剧美学学

科勾勒出初步的理论框架。

2015 年秋，“第五届全国喜剧美学研讨会”

在武汉举行。会上发布了陈孝英领衔起草的《喜

剧美学白皮书》。

2017 年秋，“第六届全国喜剧美学研讨会”

在西安举行。陈孝英在主题报告中呼吁“高扬‘喜

剧精神’，促进‘喜剧美学’新时代早日到来”。

近日读到渠敬东先生怀念段晴老师的文章，

文中写道：“一门开创性的学科，其酝酿时间之久、

所需学者意志力之坚韧、条件之复杂、意义之宏

阔，都是门外之人无法想象的。”［1］“冷门绝学”

如此，“喜剧美学”这样的新学科亦然。中国喜

剧美学已走过四十年的探索之路，有过高歌迈进

和深情呐喊，也有过踟蹰彷徨和蜿蜒前行，在这

条充满艰辛和曲折的探索之路上，时时有孝英先

生爽朗而自信的声音，处处有孝英先生瘦弱而不

屈的身影。孝英先生关于喜剧美学的持续思考和

勤奋著述无疑是中国喜剧美学四十年最重要的理

论收获之一，为中国喜剧美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三

《蝶梦人生》当然不是一部中国喜剧美学发

展史，但作者以“喜剧美学”为主题词，从“跨

界”探索喜剧美学的《哀泪笑洒》到跋涉喜剧美

学之旅的《破茧成蝶》，再到收获喜剧美学之果

的《“喜”梦成真》，孝英先生在其“喜剧人生”

［1］渠敬东：《燃烧的学问和火一样的人——怀念段

晴老师》，《读书》2022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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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曲中，巧妙地“把枯燥的历史情节化”，以

文学的构思、散文的笔法将逸闻趣事融入往事回

忆之中，叙事常常充满了戏剧性，作者感情真挚，

语言风趣幽默，在学术性、史料性和文学性的结

合中，勾勒出中国喜剧美学的“创业史”。

中国喜剧美学这株幼苗之所以能茁壮成长，

并很快在陕西以至全国产生一定的影响，除了

孝英先生和同伴们的不懈努力，还得力于省内

外名家大师的支持。孝英先生生动地回忆了省

内的李若冰、霍松林、胡征和省外的王朝闻、

陈瘦竹、蔡时济等大家对创始期中国喜剧美学

的扶持与贡献。

孝英先生“跨界”研究喜剧美学，1980 年写

下第一篇论文《试论幽默》，该文得到了两位充

满激情的老学者的高度赞赏。第一位是作者的顶

头上司、时任陕西省社科院文学所负责人的胡征。

刚调入文学所不久的孝英先生下班前将两万多字

的论文稿交胡征审阅，作为诗人、文艺理论家的

胡征当晚读完论文，夜不能寐，深夜敲开孝英先

生的家门，于是两人在狭窄的厨房“促膝”谈心

至黎明。时隔几日，孝英先生带着这篇论文赴大

连参加会议，又得到一位素不相识的老人的热情

鼓励，他要走了论文打印稿，当晚就登门与孝英

先生“促膝”夜谈，称他“从这两万字看到了一

部高水平幽默专著的雏形”，这位老人就是著名

翻译家、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蔡时济。八年之后，

近四十万字的《幽默的奥秘》在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成为孝英先生喜剧理论研究的代表作，而

蔡老先生正是其幕后第一推手。“两场‘促膝’

夜谈”的戏剧性令人印象深刻，两位前辈学者敬

畏学术、扶掖后进的精神更使人敬佩。孝英先生

回忆往事时也无比感慨：“两位老人的激情，使

我感受到一种大海的胸怀、一种人格的境界、一

种活力和朝气。原来，活力并非青年人的专利，

朝气也与年龄无关。”［1］而孝英先生也正是这

样一位敬畏学术、扶掖后进，始终充满活力和朝

气的学者。

陈孝英先生的“喜剧人生”最风生水起的

时期是他担任陕西省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十年

（1985—1995），他带领的喜剧美学研究团队联

络全国学界同仁召开研讨会、建立学会、创办杂

志、发表论文、出版专著、主编丛书、举办喜剧

小品电视表演赛，举措多多，成果累累，终使喜

剧美学的旗帜飘扬在中国学术的星空，为学界所

瞩目。而慧眼识人、使孝英先生站在这一平台上

的人就是著名作家、时任陕西省文化厅厅长的李

若冰。在中国文艺界进入“美学热”的 1985 年，

李若冰为新成立的省艺术研究所物色所长，和省

社科院院长郭琦通了半小时电话，随后两天内便

办妥了陈孝英先生的全部调动手续。孝英先生称

之为“一段闪电式调任的佳话”。令我们叹为观

止的是李若冰先生的眼光、魄力和办事效率！正

是这位前贤知人善任、作风果断并极力扶持，中

国喜剧美学事业才有起步之后的十年辉煌。

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和著名文艺理论家霍松林

分别为孝英先生几乎同时出版的两部喜剧美学专

著《幽默的奥秘》和《喜剧美学初探》作序的故

事，也饶有趣味。王朝闻先生童心未泯、平易近

人，霍松林先生学术为重、一丝不苟，两位大师

都幽默风趣，扶掖后学，不遗余力。他们对喜剧

美学研究给予的热情支持、寄予的殷切期望，令

人鼓舞，使人感动。

当中国喜剧美学学科像新生婴儿初降人世之

时，孝英先生想到的是：“需要一位在学术界和

艺术界有号召力的人物出任领头人和监护人。”

这个人就是著名戏剧理论家陈瘦竹先生。瘦竹先

生是一位以学术为生命的纯粹的学者，他接受了
 

［1］ 陈 孝 英：《 蝶 梦 人 生》， 中 国 文 缘 出 版 社，

2020，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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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英先生的邀请，为了喜剧美学事业，年逾 76

岁之后，两赴西安，出席全国喜剧美学研讨会，

并力辞学会会长，甘当啦啦队员。瘦竹先生是中

国当代喜剧理论研究的先行者，1983 年出版了

和夫人沈蔚德合著的专著《论悲剧与喜剧》。

我曾有幸受教于先生，那是 1986 年，瘦竹先生

夫妇应华中师范大学黄曼君教授邀请从南京大学

到武汉讲学，时间持续 20 天，先生完整地讲授

了一门“现代戏剧研究”课程。其时，先生已届

77 岁高龄，双目几近失明，每次上课两手空空

走上讲台，整个课程的教学不用讲稿。但先生学

贯中西，对中外戏剧理论和创作了如指掌，讲授

语言精粹，条分缕析，同窗无不佩服。正是受到

瘦竹先生讲课的启发和影响，我开始选择中国现

代喜剧作为研究方向。记得授课期间，我和同窗

晚上去先生的住地拜访求教，令我们惊讶而叹服

的是，瘦竹先生正在灯下借助高倍放大镜伏案阅

读外文文献。因此，读到孝英先生书中《陈瘦竹

力辞会长》的片段，不禁遥想当年，瘦竹先生的

身影如在眼前。和孝英先生一样，我心中顿时汹

涌起对瘦竹先生的感恩之情。  

四

如果说“喜剧沙龙”是孕育喜剧美学的摇篮，

那么，被戏称为“喜剧美学‘第一营’”的陕西

省艺研所“艺术美学研究室”可谓是喜剧美学的

第一个根据地。孝英先生称之为喜剧美学的“国

办试验田”。孝英先生和他的团队在这个根据地

进行了十年喜剧美学实验，与他任艺研所所长的

时间基本相当。孝英先生在所长任上进行的多项

改革与实验中，成效最显著、成果最丰硕、意义

最深远的当推“艺术美学研究室”的建立，它实

为全国第一家拥有多名专职研究人员的喜剧美学

研究机构，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前期，

全国喜剧美学研究热潮的形成，与这个小小的研

究室休戚相关，一系列大型喜剧美学研究和喜剧

艺术实践活动之创意诞生于此，或由这里发动、

推进。自然，孝英先生特别珍爱这块亲手开辟的

“试验田”，也为之耗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为

经营好“试验田”，他物色、调入了七位痴迷喜

剧美学的园丁：王幼贝、赵宇共、高斐、张新生、

刘洁、冷梦和常江虹，使年轻的美学研究室成为

艺研所最具活力的一支生力军。多年后，他回忆

起当年这场“实验”，虽不无遗憾，但更多的是

欣慰。对七个同伴，他无不了如指掌，娓娓道来，

如数家珍。王幼贝先生是孝英先生的高中同窗，

情如手足，一生的搭档。从参与创建“喜剧沙龙”

到主持美学研究室，再到筹备历届喜剧美学研讨

会、组织各种喜剧活动，以至如今策划“中国喜

剧美学四十年”纪念活动，幼贝先生一直与孝英

先生并肩战斗于喜剧美学研究的前沿。幼贝先生

睿智、稳健、犀利、低调，是孝英先生的挚友畏友，

也是军师参谋。两位先生，年届八旬，志趣相投，

一生相伴，令人羡慕。孝英先生的回忆文字，生

动地再现了当年“喜剧美学实验”的部分现场，

各有专长、个性鲜明的各位喜剧园丁的形象栩栩

如生，或幽默诙谐，或浪漫不羁，或婉而多讽，

或特立独行，或热情似火，或嫉恶如仇。孝英先

生正是在这批同伴支持下，在这样一个宽松又热

烈的环境中进行喜剧美学的理论思考，奉献给学

界一部又一部厚重的喜剧美学论著和译著，迎来

了中国喜剧美学的春天。

五

中国喜剧美学研究的兴起、发展与变迁，和

中国当代喜剧艺术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互动

的关系。喜剧实践呼唤喜剧理论的创新，喜剧美

学理论的指导促进了喜剧艺术品位的提升。孝英

先生是喜剧美学家、评论家，也是喜剧理论与喜

剧艺术实践保持常态化联系的倡导者和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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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是喜剧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

他在喜剧美学研究和喜剧艺术实践过程中，跟文

艺界、学术界、传媒界有着广泛的联系，朋友遍

天下。其中与喜剧有关的作家、艺术家、理论家、

翻译家、企业家、编辑出版家，在《蝶梦人生》

中出现的不下百人，孝英先生重点回忆、描写的

即有数十人。鲜活的细节，传神的语言，鲜明的

个性，读来令人过目难忘。

相声大师侯宝林应邀参加第二届全国喜剧美

学研讨会，他的“一句话”演讲简洁精辟、风趣

幽默。活在相声中的姜昆逢人便说相声，其“笑

面人生”，独具个性魅力。方成既是漫画大师，

又是幽默研究者，其幽默散文也独树一帜。

喜剧小品兴盛之时，孝英先生组织并参与的

三次赵本山喜剧小品研讨会是喜剧美学与喜剧艺

术结合、理论家与实践家面对面互动交流的典范。

戏剧学家余秋雨从文化和市场的角度对赵本山作

为民间艺术家的阐释和肯定，坚持“大俗就是大

雅”的赵本山与倡导“俗中见雅”的孝英先生之

间的论争，都是很有意义的话题。孝英先生的回

忆，让读者见识了台上幽默风趣、台下憨厚腼腆

的赵本山，也领悟到赵本山喜剧美学观念上的偏

颇正是其喜剧艺术获得更大发展的障碍。黄宏和

段小洁、高秀敏和何庆魁作为喜剧小品表演和编

剧的夫妻档，则可谓珠联璧合。

孝英先生参与创办的“陕西省喜剧小品电视

表演赛”是喜剧美学与喜剧艺术实践结合的又一

成功案例，郭达、杨蕾、李琦、刘远、苗阜等陕

西表演艺术家因《产房门前》等喜剧小品而走向

全国。孝英先生后来南下武汉、北上京津，联络

各地电视艺术家、表演艺术家、影视评论家，使

全国性或区域性喜剧小品大赛、喜剧电视栏目此

起彼伏，群芳竞艳。天津的俞炜、陕西的田秉毅、

武汉的贾海权、北京的王晓等电视艺术家对发展

电视喜剧艺术贡献卓著。央视大型喜剧栏目《周

末喜相逢》、天津电视小品栏目《哈哈集》、微

型系列电视喜剧《难得轻松》等都曾广有影响。

周锦堂等的“汉派喜剧”，石国庆的独角戏，崔

永元、宋启瑜的脱口秀等喜剧艺术形式异彩纷呈。

文化企业家郑介甫、相声艺术家李天成、文化学

者董子竹、剧作家崔凯、曹天富、影视评论家王

云缦、曲艺评论家常祥霖、文学评论家陈瑞琳、

影视明星刘晓庆、漫画家兼喜剧美学学者老九、

“五栖喜剧人”姜增祥等，都是孝英先生的合作者、

共事者，中国喜剧事业的得力支持者和推动者。

在中国喜剧美学发展史上，还有一批重要的

作家、艺术家、学者、评论家、翻译家、编辑出

版家曾为这一新学科呼吁和呐喊，为之贡献智慧

和能量。与孝英先生的“喜剧人生”发生交集者，

除上文述及的外，还有王蒙、罗念生、华君武、

丁聪、沙叶新、董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

李沙铃、阎纲、王愚、肖云儒、范咏戈、朱立人、

白烨、李建军、朱洪、雷成德、薛迪之、陆栋、

雷涛、黄道峻、权海帆、魏久尧、齐国林、王树

昌、詹良杰、周国雄、吴冶、赵喜民、高华、余

慕云、苏联学者谢·阿·托罗普采夫、美国学者

哈里·列文等。我们在纪念中国喜剧美学四十年

的时候，也借孝英先生的《蝶梦人生》修订版问

世之机，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胡德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

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