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戏剧论文 中国电视剧实现人的自我
发展论文(汇总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中国戏剧论文篇一

这是晚年的乔致庸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对时间流流逝、青春
不再的感叹，也是对自己经商生涯的否定。他本是一个可以
考取功名的人，却不得不经商担起家族的大业。在电视剧开
头，在他决定放弃科举时，将一盆水浇在了自己身上，他要
洗刷自己过去的心思，抛弃自己过去的理想，其实他并没有
洗刷干净，而是将它们深深的埋在了心底，在他要离开这个
世界的一刻，他又重新找回了自我，和自己的“本我”来了
一次亲密的对话，充满痛苦，充满无奈，他甚至恨着自己。
这样的处理让观众看到了这部电视剧不一般的艺术魅力，对
乔致庸的形象有了立体化的提升，在他的一生中，他不但在
和别人斗，还是在与自己内心的不灭的梦想斗争。而这正视
体验了乔致庸与自我内心的矛盾冲突。

而这种人与自我的矛盾冲突是更深层次的悲剧冲突。雅斯贝
尔斯认为，“悲剧知识乃是不仅产生于外部活动，而且发生
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历史运动的最初形态。冰心也说过，“悲
剧必是描写心灵的冲突，必有悲剧的发动力，是悲剧‘主人
翁’心里冲突的一种力量。n63毕竟，人在与外部自然、社会
发生冲突的时候，最终的解决都要依赖自己的意识和意志，
都不可避免的在自己内心深处荡起强烈的情感波斓。人的内
心是无比复杂的，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阿波罗祭台的石碑上，
刻着这样的警句:“认识你自己。希腊人以神谕提醒人类认识
自己的本质，这也是一直困扰人类的谜语。弗洛伊德的学说



将人的意识视为无意识、前意识、意识的完整的动态的心理
结构，与三者相对应的人格是“本我”、“自我”和“超
我”:“本我”是人最本原的一种冲动和心理状态;“自我”
是受现实生活中各种伦理原则抑制和伪装了的本能;“超我”
是理想的自我。尽管其性意识决定一切的“力比多”理论有
些偏激，但是对人的意识的划分还是把握住了人内心的复杂
性。

后来的拉康用“镜像理论”来隐喻一个人认识自己的过程。
于是，镜子成了一个重要的道具，在照镜子的时候人往往才
觉得里面那个人不是自己，或者从镜子中希图看到想要的自
己。电视剧《青衣》的开始就是大家对着镜子化妆，配合着
画外音:“风雨乾坤三声叹，天上人间一回眸，这不是别人的
故事，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这里的镜子中的人，她年龄、
相貌以及理想与追求无疑成了记忆中的`自己。第八集中，筱
燕秋三十岁这一天，她望着一座建筑的玻璃镜，又痴痴地发
呆，而镜中的自己一会儿就变成她年轻时候的摸样，她也开
始回忆曾经的生活:“站在这里，我才明白，自己绕了一大圈
就是为了回到这里来。”特写镜头中眼泪轻轻滑落。这是她
在面对自己时的无奈和无限的痛楚。

无论是前面的《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还是《青衣》中的
筱燕秋，他们都是在做着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过着他们不
愿意过的生活，但是，又不能不做，于是他们表现出了另外
一种性格。人与自我的悲剧性冲突，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个
人坚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做到了，最后却发现这样做
是错误的，或者是有不对的地方，特别是当这件事情又无法
修改、无法弥补的时候，也有强烈的悲剧性。在电视剧《汉
武大帝》最后一集，这位以战胜匈奴而自豪的皇帝去了一趟
忠烈乡，在这里，到处是为了打仗而残疾的老人，他们过着
无比艰难的生活。此情此景，让汉武帝追悔不己，回宫后，
写了著名的《罪己诏》:“联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
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汉武帝以此举来弥补自己的过失和心中的痛楚。



3结语

中国戏剧论文篇二

而在电视艺术中，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电视剧。据央
视——索福瑞的调查显示：“年在中国观众每天平均3个小时
的收视时间里，收看电视剧的时间近三分之一，居各类电视
节目之首;在中国多个电视频道中，90%以上的频道都有电视
剧播出，而且电视剧的播出时间占所有节目的比重超过四分
之一。……在一般电视台中，电视剧承担了70%的营收重担，
从晚上七点到十点基本上都让位于电视剧的播出。”161巨大
的市场空间和经济诱惑让中国电视剧的产量猛增，年达
到14000多部集。

那电视剧艺术应该“教”我们什么呢?毫无疑问，“电视剧艺
术的价值，是对其接受主体——电视剧观众的价值理想和价
值追求的实现和满足，而不是迎合低级趣味。”162但是，目
前看来，电视剧并没有很好的实现这一点。“我觉得电视剧
什么的是把大众的思想和艺术趣味往底线推，而不是往上边
提。”要想把“大众的思想和艺术趣味”往上提，中国电视
剧就不能缺少悲剧性的艺术品格。别林斯基曾经指出，“戏
剧诗是诗的最高发展阶段，是艺术的冠冕，而悲剧又是戏剧
诗的冠冕。”

而且，“没有一种诗像悲剧这样强烈的控制我们的灵魂，以
如此不可抗拒的魅力，使我们心向神往，给我们如此高尚的
享受。……我们深深同情斗争中牺牲的或胜利中死亡的英雄，
但我们也知道，如果没有这个牺牲或死亡，他就不称其为英
雄，便不能以自己个人的代价实现永恒的本体的力量，实现
世界不可逾越的生存法则了。”正如论文绪言指出的，悲剧
性和悲剧尽管存在“度”上的区别，但是在“将有价值的`东
西毁灭给人看”这一关键点上二者是相通的。因此，电视剧
的悲剧性可以更好的通过对真善美的否定之否定来满足并再
生观众的价值需要。关于艺术的价值系统理论家们意见不



一166，曾庆瑞先生认为，电视剧价值具有系统性，主要有审
美功能、娱乐功能、教育功能、认识功能。

四者相互之间正如敏泽、党圣元在《文学价值论》一书里所
说的如盐在水中、糖在水中那样的体匿性存的存在形式。167
而在这四点上，悲剧性电视剧都可以有所建树。一、超越的
悲剧审美电视剧艺术中的悲剧性是我们现实实践难以达到的
边界，而在悲剧欣赏、审美中，观众却可以实现“净化式认
同”和“同情式认同”，实现我们心灵的解放与超越。“所
谓净化式认同，是指已被亚里士多德描述过的那种审美态度。
它把观众从他的社会生活的切身利益和情感纠葛中解放出来，
把他置于遭受苦难和困扰的主人公的地位，使他的心灵与头
脑通过悲剧情感或者喜剧宽慰获得解放。”

3结语

“所谓同情式认同，是指将自己投入一个陌生自我的审美情
感。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它消除了钦慕的距离，并可在观
众和读者中激发起一些情感，这些情感导致观众或读者与受
难的主人公休戚相关。审美经验一再表明，钦慕和怜悯是相
随相邻的。令人钦慕的主人公楷模可能看来尽善尽美，令人
不可企及，也可能降低而成为人们白日梦的对象或者诱因。
观众或读者可以在一种不完美的、较为‘寻常’的主人公身
上找到他们自己可能有的种种特征，因而把主人公视为具有
与自己同样的‘素质’而与他休戚相关。这种新的主人公规
范与高不可攀或者颓废变成僵化而陈腐的形象的主人公形成
鲜明的对照。

中国戏剧论文篇三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政治的民主化和市民阶级的兴起，
让西方近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普通人活动的舞台，悲剧作品
也更多的去关注普通人的人性和苦难。“因此，近现代艺术
中悲剧性的死亡已经不一定体现在‘严肃’的事件里死亡的



角色也不一定是代表理想的道德偶像，更未必是高尚、伟大、
具有一定的社会身份、政治地位的人物。……他不必是高尚
的，不必摆脱了深重的罪恶。他是这样一个人，他能使我们
强烈地想到自己身上的人性，他能作为我们的代表被接
受。”也正如鲁迅先生面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指出的，“……
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
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变革也在朝着城市化的阶段迈进，
经济转型、政治改制、文化碰撞，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
社会各领域以强有力的节奏大步向前，面对社会变化，“不
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这样的社会节奏和社
会环境虽然不至于直接构成人物的悲剧命运，但是为人物性
格的变化奠定了基调，留有了社会的底色，毕竟现实的悲剧
性是艺术悲剧性的丰厚的`土壤。

中国戏剧论文篇四

在电视剧《乔家大院》第四十五集，晚年的乔致庸回忆自己
的一生，面对着镜子中的另一个“我”，像是面对自己的敌
人，又或者是一位老朋友，发表了一番庄生梦蝶般的感
慨:“昨晚我做了一个梦，刮来刮去，这个房子，直接就刮到
了自己的院子里。怪了梦见我变成了一阵风。刮来刮去，这
院子还是这个院子。我都不认识了。那说的话，我都听不明
白。穿的衣裳，我也没见过，怪了!你觉得你这辈子过的咋
样?值吗?你就干了几件正事，挣了点银子，盖了个大院子，
我还得感谢你。我恨你!我恨你!我讨厌你!你把我给毁了，把
我一辈子给毁了!你知不知道，我有才学，我有智慧，我有勇
气，我有热情，我要是能按照我自己的路走，我何尝不是一
个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现在呢?一个大地主。一个大
地主坐在这个院子里，一个老财主。这不是我想要的，不是
我想要的，我守着这个大院子有什么意思呢?我守着那么多银
子有什么意思呢?你把我的一辈子给毁了。你还救国，你还救
民，你连你自己都救不了。



我一想起来，我一辈子都没有了，都一去不复返了，我就感
觉好像有一个她用手掐住我的脖子，勒得我喘不过气了。过
去，什么他娘的过去，我也没有什么过去，我的过去葬送在
一大堆莫明其妙乱七八糟的琐事上了，我的热情我的勇气，
白白的浪费了。就像是一道阳光，落进了深渊里。真希望一
天醒来我的过去都只是一场梦，都烟消云散了，一个崭新的
生活开始了，该多好呀。”

中国戏剧论文篇五

1.电视剧意境的构成

在电视剧当中，导演是否把握好全剧的立意和风格，这个直
接影响到电视剧的意境的深浅和高低的，虽然是相同的题材
但是不同的立意，不同的风格，最终所呈现出来的画面和电
视剧的面貌也是有所差距的。电视剧的风格决定了意境的形
态，而意境的高低是有立意所决定。

风格是在创作中流露出来的个性，就是创作者的行为习惯和
个性气质所致，因此风格具有稳定性同样具有差异性，而且
风格直接决定了作品所拥有的气质，这就是风格对意境形态
产生的影响。立意是对所需要传达的思想以及作品主旨的一
种规划。立意包含了作者的设想、创作动机、创作意图以及
全文的思想内容。在电视剧的创作中，立意的位置是相当重
要的，很多立意高的电视剧，都成为千古流芳的电视剧。

2.从实到虚，虚实相生

在美学的范畴上来看，意境是由虚和实两部分构成的'，实景
是对情景的直接的表达，而虚景是在幻想和联想中表达出来
的，但是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都是通过视觉艺术，就是
通过镜头和画面呈现出来的，而画面和镜头都是通过一系列
的实景和虚景表现出来的，只有虚实相交映的画面，才是完
美的画面。电视剧中的实，是通过人物、事件、景物等表现



出来的，电视剧中的虚，是通过一些彩色的布局，或者画面
的关系，比如空镜头、蒙太奇、长镜头等等方式，营造出来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