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書從悲劇的視角來觀照古代戲曲，梳理出古代戲曲對悲劇性意蘊的表達方式及其演化軌

跡，論述其在審美風格形成過程中的作用，並努力探討形式背後的意義及成因。作者認為，悲

情苦境是古代戲曲表達悲劇性意蘊最重要的方式，隨著文人化進程的加深，悲情悲緒的客體化

走向也愈益明顯，突出表現在悲劇性境遇的營造上，標誌著悲劇意識在戲曲文學中的成熟。古

代文人強烈的救世理想使大團圓模式成為中國戲曲用以拯救苦難，彌合痛苦最重要的方式，劇

作家總會設計一兩個人物形象充當苦難的見證者和挽救者，大團圓結局則標誌著拯救的成功。

然而，寫意抒情的創作原則使大團圓的內涵與形式之間發生了分裂，從而出現團圓主義背後的

悲劇性問題。古代戲曲在話語類型、結構方式以及文本交流系統等方面有著迥異於西方戲劇的

特點，在悲劇性意蘊的表達中形成了陰柔、婉約、感傷、淒美、悲涼等風格特色，導致了文本

存在形態的複雜性和多種可能性。中國古典悲劇觀的最終形成大致可從三個層面來看：「怨譜」

說與「苦境」論繼承了悲怨傳統及詩歌意境理論；卓人月、金聖歎等人的悲觀主義審美趣味自

覺以痛苦作為審美觀照對象，使戲曲批評上升至對人生本質的哲理思考層面；而王國維借助西

方理論對傳統文化中的悲劇意識作了初步總結，推動了古典悲劇觀的最終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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