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毕业的小品剧本 看小品心得体会(汇
总7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于毕业的小品剧本篇一

小品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形式，自然成为了中国春节联欢晚会
等重要文艺节目的标志之一。作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节
目，它在逗笑观众的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和
社会现实。看完小品，我深有感触，下面就和大家分享我的
心得体会。

第一段，小品作为娱乐节目，有着浓厚的观赏性和娱乐性。
小品的语言诙谐幽默，动作夸张，是逗笑观众的一大法宝。
比如风靡全国的《走了多少路》小品，它通过一段父子间关
于买房的争执引出了社会上的房价问题，不仅让观众捧腹大
笑，更是在笑声之后，让大家对于这个社会问题做出了思考
和反思。

第二段，小品中展现出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点，
也体现出了社会的多元化。小品中的人物形象，如无赖、爱
慕虚荣、喜欢炫耀等，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轻易地找到类似
的人物。比如著名的《小蝴蝶》小品中，讲述了一个女孩子
为了搞好自己和男朋友分手之后去相亲，结果通过介绍认识
了一位名牌手表富二代，最后意外成功脱单的故事。这也反
映出当代社会，人们的价值观正在转变，独立自主、择偶标
准更加多元化。

第三段，小品中分享的人生哲理，有着深刻的内涵和文化价



值。很多小品讲述的是人世间的爱恨情仇、风雨坎坷，透过
这些人生经历，让人们明白了许多人生真谛。比如《梁山伯
与祝英台》小品，它讲述的是一段爱情故事，虽然最后两人
不能终成眷属，但是依然蕴含了“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
恋一枝花”的美好寓意。

第四段，小品作为一种文艺形式，也在积极传递着正能量。
小品唯一的目的并不是逗笑观众，更重要的在于传达一种积
极向上、阳光向善的态度。比如《我家有个疯子》小品，它
讲述的是一个重度精神病患者在自闭症的困扰下，逐渐找回
生活的点滴乐趣，向社会宣传关爱心理健康、包容和爱心的
重要性。

第五段，我通过观看小品，也收获了很多快乐和幸福。因为
小品不仅可以给我们带来欢乐，也让我们对生活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和思考。最后我认为，小品作为一种文艺形式，不管
是对于作为创作者还是观众，都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
在未来的艺术创作中，也应该继承这种传统，让更多的普通
人能够感受到小品的魅力。

于毕业的小品剧本篇二

小品：吃面条台词

陈：导演。你要找演员？导演、导演，您看我行吗？你看„„
朱：好了好了，就让你试试。陈：哎！

陈：啊——我说我今天——一定好好干，呵呵，我一定好好
干。朱：来来来，先准备准备。好啦，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
啊。化妆、服装、道具都准备。

陈：（看着碗欣喜地自言自语）打卤面！

朱：哎。摄影机的位置啊，咱们给它稍微近一点儿。哎，好



了。陈：（偷吃面条发出声音）

朱：哎哎哎！什么声音！（停顿一会儿）安静！啊！陈：
嘘——安静。

朱：哎。照明所，咱们这个演员的表演区在这儿，光往这儿
打。（后台：好嘞好嘞）陈：（继续偷吃面条）朱：什么声！
安静！

陈：嘘——[台下有笑声]（小声说）别笑！

朱：咱各部门都加紧准备啊。（向陈走去）现他在吃面
条）——哎!你怎么给吃上了？

陈：不瞒您说，我今儿早饭就没吃。我先垫个底儿。朱：这
还没开拍呢！

陈： 朱： 陈：啊。

朱：8 陈：哎哎，8

去。

陈：喔„„放下碗就跑出去。就这点儿戏啊。朱：一共两句词
儿。陈：两句词儿。朱：哎你着什么急嘛！陈：我不着急。

朱：我说一共两句台词儿，你着什么急„„ 陈：（抢话）是啊
一共两句台词儿，我不着急。朱：不是，我说的是一共两句
台词儿，你着什么急嘛！陈：对啊，我真的不着急导演。

朱：（不耐烦）我说一共两句台词儿你着什么„„

陈：（抢话，露出无奈的神情）是两句台词儿，我——我着
什么 急你„„



朱：（大声）好啦！你别说话啦！陈：哎。是。朱：你别说
啊！陈：啊，我不说。

朱：一共两句台词儿，是你说的。陈：（有点儿明白了）我
说的。朱：你着什么急嘛，你等我一会儿。陈：哦，我好像
明白了，是我说的。朱：哎，你说的，你说一遍我听听。朱：
你说。

陈：

朱：哎对！

陈：歉意感~~~~~

这还不容易啊（边吃边说）你着什么急啊„„朱：看一下演员
的戏，马上就开拍。好，来。预备。

（把碗递过去）要不您先吃。朱：（无奈。用手示意他自己
吃）

陈：哦，要忙啊。行！没问题。（大口吃起来）朱：哎对对
对对，说，说你着什么急。陈：（不理他继续吃）朱：台词
儿说！你着什么急！

陈：（边吃边说）你着什么急呀，等我一会儿。

朱：对对，要忙，别停下！这个越猛越能表现人物性格„„哎，
把碗翻过来！翻过来！好好好。把碗给我放下来！陈：（舍
不得）

朱：放下来！放下！跑出去！跑跑跑。陈：（有点儿撑了，
跑出去）朱：好！回来回来。陈：（边走边摸嘴）朱：哎~~
你感觉怎么样？ 陈：哎~~味道不错！朱：什么味道不错？
陈：面条。咸淡正好！



朱：我没问你这个。（手扶在他肩膀上）我问你这个——感
觉怎

么样？

陈：（摸着肚皮）饱了！朱：（无奈）这全拧了，你看。陈：
不拧！

朱：我问你刚才这段戏的感觉怎么样。戏的感觉。陈：
戏——没什么感觉。

朱：怎么能没感觉呢，这个戏——

陈：哎导演。咱们这么说吧。您一定要严格要求我。啊。您
看着我哪不合适——您、您批评我，您骂我，您、您打我都
行。只要能出名，我这„„呃对——我、我又说走口了。只要
咱们都是为工作嘛，是不是。你说这„„ 朱：好了好了，来吧，
你盛面吧。陈：盛面。

朱：盛面。（重复几次）陈：哎。就这一碗了吧。朱：这，
你快盛面。陈：哎！

朱：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正式开拍。陈：（蹲不下
去的感觉。自言自语）吃不下了。

朱：盛满。对。好好。陈：（蹲不下去。半蹲。边说边站起
来）正，正式拍啦。朱：预备！

陈：（不得已，蹲下去）

朱：好。高兴点儿。高兴点儿。好。自然一点儿。陈：哎，
您看这个自然吗？

陈：（顺势慢慢倒下去）朱：你这怎么——



感觉。陈：

朱：

陈：就是要——没感觉？

朱：（无话可说）好，没感觉。来吧！陈：（嘴里不断念
叨“没感觉”）

朱：预备！吃面！吃得要忙！说！说说！说说！陈：呃——
没感觉！朱：停！陈：（还在吃）

朱：停！什么没感觉啊！陈：是没感觉啊。朱：什么没感觉
啊？ 陈：您说的没感觉啊。

朱：台词儿是什么？

陈：台词儿是你着什么急你„„ 朱：你„„

陈：哎导演，你也别批评我了，我再吃一碗就是了（盛面的
困难样儿）。

朱：好。来。准备好。陈：哎（回答得有气无力）。

朱：好。吃！正式拍！预备！高兴一点儿，自然一点儿。开
拍！陈：（赶忙吃面）朱：说！说词儿！陈：词儿！陈：台
词儿！朱：错！停啊！陈：陈：还。还吃啊！朱：盛面盛面
盛面！。

陈：这——这怎么能吃得了。陈：（蹲下又起来）

朱：哎呀——道具，拿个凳子过来。来，坐、坐。陈：哎哟，
谢谢，谢谢。

朱：好了，摄影机准备。正式拍。预备。开始。陈：（把面



挑到嘴边又放下，吃不下）

朱：吃面呀，吃得要忙啊！吃得要忙吃得要忙！——说词儿
啊！陈：你着什么急啊（打嗝儿）。朱：停！你能不能„„ 陈：
（打嗝儿）朱：行吧？ 陈：（打嗝儿）

于毕业的小品剧本篇三

今天我来谈谈看小品的心得体会。小品作为一种喜剧表演形
式，充满了幽默和调侃。作为观众，我们在欣赏小品时，不
仅可以感受到其中的乐趣，还会从中获得一些启示和思考。
接下来，我将从节目的主题、表演技巧、情感沟通、社会关
注和幽默效果等方面展开谈论。

首先，我们要重视小品的主题。小品一般都会涉及社会的热
点话题或日常生活中的普遍问题。在观看小品时，我们要关
注其主题，并思考其中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例如，洪金宝的
《小李飞刀》向我们展示了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告诉我们应
该勇于维护自己的权益。又如，郭德纲的《相声大师》则从
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与萎靡。因此，通过关注小
品的主题，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小品所要表达的意义，也可
以从中获得一些人生启发。

其次，小品作为一种表演形式，良好的表演技巧也不可忽视。
优秀的小品演员往往具备丰富的表演经验和深厚的表演功底。
他们可以通过语言的运用、身体的语言、面部表情、肢体动
作等多方面来展现出小品中的角色形象，从而让观众更好地
理解剧情和感受角色的情感。例如，岳云鹏的《小品大全》
中的《中国式相亲》中，他通过夸夸其谈、装作谦让、斗嘴
挑衅等一系列表演技巧，展现出了一个电影爱好者充满幽默
感的性格特征。因此，观看小品时，也要学会欣赏和领会小
品演员的表演技巧。

此外，小品所传递的情感和情感沟通也是其重要的特点之一。



小品中的情感表达通常是通过角色和故事情节来表现的。因
此，在欣赏小品时，我们也能够深入感受和理解其中所表达
的情感。例如，小沈阳的《相声大会》中的《婚礼上》呈现
了一个身世低微的男孩在婚礼上崩溃的情感，让人不仅感悟
到生命中的不容易，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中的不公平和环
境的影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小品也非常重视社会关注。小品往往
通过对社会现象的关注和批判，来试图引起观众们思考和认
识问题。例如，冯巩的《小品全集》中，《让生活更美好》
通过幽默演绎，倡导了一个美好的生活方式。同时，他也对
当下社会的一些不良现象进行了挖掘和批判，引领着社会对
于这些现象的反思和改变。

最后，小品最值得大家赞叹的也是其幽默效果。小品中的幽
默效果是相当高的，通过妙语、巧思、反差等手法，创造出
了一个个滑稽又不失深刻的小品剧情。比如赵本山的《山西
晚报》、小品《北京往事》，岳云鹏、慕容晓晓的《端午
节》，这些作品不仅仅有笑点，也让人们在欢声笑语中学会
了思考和汲取生活中的智慧。

综上所述，观看小品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也是一种思维
方式和理解方式。小品表达的深层意义、良好的表演技巧、
情感沟通、社会关注以及幽默效果等方面，体现了其中的深
度和价值。因此，学会欣赏小品并从中汲取生活智慧，是我
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尝试的。

于毕业的小品剧本篇四

张：今年“三八”又来到，联欢晚会少不了

李：人人都把才艺展，看谁能把大梁挑

莉：过去的主角该换换，不能老让她霸占



杨：齐心协力来合计，定让节目创新意

王：那还等什么呢，咱们快来商量商量吧

(众人伸手，ye!)

(鲍上场，握着手机)

鲍：哈喽~啊中中老中，拜了

(关掉手机)

鲍：这都是张小燕惹得祸，自从上次俺哩小品火了之后，她
到处给人说我是“大、沈、阳”，可不得了了，在那风黑月
高的夜晚，这(方言)请演出哩，那要采访哩。也不知咋弄哩，
连外界都知道了。

台下：北京嘛，上海嘛?

鲍：美规(国)、日本、伊拉克我都没去过。

台下：那你去过啥大地方嘛?

鲍：蒲城县大孔乡，大孔，恁知道吧，我得儿，热情哩很，
弄哩我这年都没法消停。就这，咱女工李部长还说，见你一
面通难哩，抽个时间，基层女工都想见见你。哎，见吧，见
吧。这不还没安排哩，樊延华的电话又来啦。(学樊延华口
气)月琴，三八到了，别人的节目上不上都行，你们的节目必
须是压轴的。嚎。听听，恁听听，这官大官小口气都毋庸置
疑。哎(看手上的戒指)，做个资深名女人那，真难。不说了
不说了，我去得赶快找俺的团队去，某(没)我呀，她们啥都
弄不成!

鲍：(做领导状挥手)都来了!



大家：嗨~

(看大家不让座，走到中间)咦，张莉，你这衣服还怪好哩，
在哪买哩?(抢座位坐下)

莉：大城市，罕井……你看这人。【三八节小品剧本《谁是
主角》】三八节小品剧本《谁是主角》。(加进座位)鲍老师，
你这绿大衣怕是羊毛的吧!

鲍：错，羊绒，看里面，阿拉斯加的

(大家哂笑)

大家：咦~~~没听说过!

(大家各自整理衣服，表情不屑)

张：鲍老师，听说你还买了个新车?

鲍：嗯亨!

张：啥牌子的?

鲍：德国产哩，别克(鳖壳)

王：鳖壳，还龟壳呢

鲍：里面的装璜全是我亲自设计哩，可洋气啦。

莉：这个我见了，车里边还勾了两个南瓜，一个红南瓜绿叶
叶，一个绿南瓜红叶叶

张：排挡杆上还套了个毛线套，还有吊着两个毛疙瘩

李：鲍老师，我没见过你的车，听她们讲的怎么像个农民拖



拉机(大家笑)

鲍：(伴生气状)咋说话哩，咋说话哩。恁这叫羡慕、嫉妒、
恨。好了，好了，说正题儿。这“三八”到了，咱们的节目
得练练了啦。(大家互相推)

张：咱今年的节目该改改了吧

鲍：改?咋改?

杨：对，我们都准备好了

鲍：都准备好了(看看左右，大家点头)?那还给我说啥哩，

大家：让我们演演吧，说不定观众会喜欢的。

鲍：就恁?那就拉出来溜溜

(王巧云张莉起身)

莉：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国传统的曲艺节目，双簧(搬凳
子)

(张莉比划，王巧云说)

正月十五真热闹，家家户户放鞭炮。让我也来放一只，现在
谁还放小鞭，要放就放二踢脚，叱……砰……!好，好，真
好!再放一只，(反复)叱……咦，叱……怎么不响，叱……炮
有问题?(再次举到眼前)……砰!

(二人击掌)

鲍：啧啧……我还以为恁多大的本事，一个炮(手比划)，俩
人放，折腾了半天好好哩俩美女，张莉崩成了张三，王巧云
崩成了王麻子。别折磨人了。(两人不高兴地下去)(李艳起



身)

李：鲍老师我的节目你一定喜欢。

鲍：说

李：你想变年轻吗?

鲍：嗯

李：你想年轻岁吗

鲍：那谁不想

李：现在我就让你梦想成真。

鲍：咦，还没看出来，这闺女还怪有才

李：我的魔术就叫大变活人。

鲍：快变快变，我都等不及了

李：这儿有个魔术箱，你按我的指示手进去，我略施魔法，
变，小杨从里面出来了

鲍：小杨出来了?那我哩?

大家：你就走了，下台了，没你什么事了嘛

鲍：我下台了?没我啥事了?阴谋，完全是阴谋。那我能下去，
观众都不答应。

观众：答应……

鲍：(瞪观众一眼，然后面对大家)听听，观众说了，不答应。



重变，重变

李：观众同志们，由于助理演员不配合，第一套方案被迫中
止，现在只能启动第二套方案。需要观众朋友们互动一下。

李：(伸出左手手指)这是几?

观众：1

李：(伸出右手手指)这是几?

观众：1

李：更重要的是，我还能变回来。(左右手一碰。右手握拳，
左手伸二根手指)啊!我成功了，掌声，十秒的掌声!

鲍：听听，还某超过三

(两人伴随小天鹅曲调，磕磕绊绊跳起来。一下撞到鲍的身上。
)

鲍：老天爷，甭出人命!看来呀，还得我上。

莉：哎……哎!我们还有个保留节目呢

鲍：(看看大家，不耐烦)保留节目?保留就保留着吧

大家：让我们演演，让我们演嘛!

(大家摆齐凳子，坐好，准备)

杨：快乐旅程就要出发了!

(大家搭起胳膊，拉开架势)



杨：旅客朋友们，我们的和谐号动车出发了，迎着初升的旭
日，向着充满希望的前方奔去。你听，列车驶入了中原大省，
河南。

(叱……骗谁，骗谁……见谁骗谁，两慢，三快，呜……)

杨：旅客朋友们，下一站，我们来到了三秦大地

鲍：不就是陕西嘛，还三秦大地

(叱……瓷，瓷，瓷嘛咕咚，瓷嘛咕咚，两慢，三快，
呜……)

杨：旅客朋友们，下一站是产煤大省，山西

(叱……穷，穷，穷的，穷的，两慢，三快，呜……)

观众：行，好!

鲍：啥

观众：聊咋咧!

鲍：：我哩亲娘嘞，看俺哩节目都两年了，(伸手)，恁咋还
这眼光。

杨：那也不能她说了算

大家：是，那让机关党委的领导来评评。让陈书记上来

鲍：让陈书记给力哩，有本事把雷总经理叫来小品剧本

大家：咦，那不是妇女之友，机关党委的周科长吗，周科长，
来给我们评一评



莉：就是，就是，周科长平时最向着咱美女说话了。

(周磊上台，亲民状)

周：啥事

(大家七嘴八舌)

周：别急，别急，慢慢说

杨：(凑近耳朵，大声喊)争主角呢!

周：(周磊吓一大跳，同时慢慢挺起胸，手背后)噢!就这个事，
这次演出是展现机关女职工风采的重要演出，也是展现机关
企业文化的一个缩影。一定要重视!当前，在全局上下都在
为“扎根蒲白，振兴蒲白”努力工作的时候，你们这些女同
志就为这么个小事，还争抢呢。像什么样子?我看这么着吧，
就演个《红色娘子军》里面，准备攻打南霸天作动员报告那
一场戏，晚上准时点半来排练，不准迟到。(背着手下台)

王：那谁演主角洪常青呢?

周：(口气强硬，不容置疑)我嘛，这还有啥争得!

(大家面面相觑)

鲍：好，好，好哩很，就这么弄(一边下台，一边回头抢过她
的包)就这么弄!

杨：鲍老师!你回来!

莉：主角是你!

大家：明年的主角还是你!



(全体奔下台)

于毕业的小品剧本篇五

小品是钢琴练习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训练方式之一，它是提
高技巧和音乐表现力的重要手段。我自己练习小品也有一段
时间了，从最初的不熟练，到现在的能够掌握一定技巧和理
解其中的意义，我深感小品练习带给我的收获和体会。

第二段：认识小品练习

小品练习是对练琴人音乐和技巧的重要考验，拥有经验的钢
琴家都会一直将小品列为他们的练习内容之一，小品练习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钢琴演奏中灵活和细腻的技巧。小品练
习包括大量的反复训练，通过训练可以提升手指运动的速度、
精准和非凡的掌握力。同时，小品还可以帮助钢琴家加深对
音乐作品的理解、建立对作品中情感意义的感知和领悟。

第三段：练习小品的方法

小品练习需要重复练习，从简单的练习开始，逐渐增加比较
复杂的曲目，这样才能真正掌握技巧和理解音乐的情感表达。
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速度的逐渐提高，相应的强度和音色
的掌握也需要不断练习和调整。需要注意的是，不同难度的
小品的技巧和要求也有所不同，我们需要根据不同音乐作品
中的要求，从音符、节奏、音量等不同方面入手，加强自己
的练习。

第四段：练习小品的经验与体会

在练习小品的过程中，我先从简单的练习开始，仔细分析乐
曲中的乐理知识和要点，然后反复弹奏，不断完善自己的演
奏技巧。过程中我也遇到了不少困难，有时需要耐心的反复
试错，不断调整手指的摆位和按键的力度，同时，用心去领



悟乐曲中的情感表达，学会在演奏中加入个人的感情体验，
提高演奏表现力。经过这样的训练，我渐渐感受到自己演奏
技巧的提高，并且逐渐获得了对音乐作品的更多理解和感悟。

第五段：小结

通过练习小品，我们可以提高自己的音乐技巧和艺术素养，
同时也能够为我们更好地掌控复杂的曲目打下坚实的基础。
小品练习需要长时间的反复训练，需要不断调整速度和强度，
并且需要体验音乐灵魂的情感和内涵。只要坚持不懈，我们
就能够真正领悟钢琴的魅力，成为一位优秀的钢琴家。

于毕业的小品剧本篇六

作为编导，小品是我们最为熟悉和热爱的一种形式。在创作
一出小品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剧情、人物以及情节，
才能让观众在短短的时间内感受到多维度的内容。在我的编
导小品创作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小品的魅力，让我不断探索
和尝试。

第一段：创作灵感与构思

首先，创作小品需要有创作的灵感和构思。在我创作小品的
过程中，我会不停地思考、收集素材，以及发掘身边有趣的
事物。当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点时，我便会立即记录下来并反
复琢磨。例如，在一次走路的过程中，我看到一个老人被小
贩欺骗，买了一桶假的花生油。这就成为了我这一段小品的
创作灵感。我思考其场景、人物、情节，构思出了一个剪不
断、理还乱的故事，最终呈现出一个讽刺现实的喜剧小品。

第二段：编剧和排练

有了灵感和构思，接下来就是对剧情和人物进行编剧。我会
反复修改剧本，并参与到小品演员的排练过程中。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不断探讨每个人物的内心情绪、说话方式以及动
作表现。因为小品的时间较短，我们需要通过语言和动作来
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排练的过程中，我也会主动尝试一些
细节和动作，也会得到演员和剧组成员的反馈和建议，这让
我感到非常满足。通过编剧和排练，我深刻意识到创作小品
不仅仅需要想象和构思能力，还需要在实践和反复中不断完
善和提升作品的品质。

第三段：“创新和特别”是表演的灵魂

小品的表演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创新和特别”是表演的
灵魂。在创作和排练中，我始终意识到我们需要在传统表演
形式的基础上，通过一些新鲜元素或独特的表现形式来吸引
观众的眼球。比如，在这个花生油小品中，我们通过演员不
停地变换场景、切换角色，来加强情节的推动和故事的节奏，
让观众眼前一亮。我认为，在创作小品时需要有很大的创新
空间，这也是编导的魅力所在。

第四段：观众反响和小品价值

小品是以喜剧为主的轻松戏剧，但也需要借助喜剧的形式来
引导观众思考一些社会问题。经过多次排练后，我成功地在
舞台上呈现了这段小品。在表演过程中，我能够感受到观众
的笑声、掌声和赞叹声，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耀。通过观众的
反响和小品的价值，我也愈发感受到，小品是一种具备教育
意义和社会价值的表演形式。在传达明确的社会道德观和价
值观方面，小品的力量更是不言而喻。

第五段：展望和总结

在参与编导小品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小品的魅力，也感受
到了小品给我带来的乐趣和收获。我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
小品不仅仅需要有创作的灵感和构思，还需要在各方面的配
合和协作下，才能打造出一部精彩的小品作品。通过这次的



经历，我更加期待着未来的创作和演出，在不断探索和尝试
中，挖掘出更多崭新的表演形式和创意。

于毕业的小品剧本篇七

中国散文在五四时期获得了新的发展。五四时期，先驱者面
对的是统治清一代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与个性解放可谓迎
头相撞，封建道统正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革命对象，这对于
强调“人的文学”的五四先驱者来说，理所当然地遭到抛弃。
五四先驱者力主散文应该像公安派“独抒性灵”，以“叙事
与抒情”为主的观念就是这样来的。以个人化的情感解放为
目的，成为散文家的共识。

“叙事与抒情”的诗性审美观念，其狭隘性在于窒息了散文
的智性生命，束缚了散文的发展。“叙事与抒睛”的“美
文”，与鲁迅智性的文化文明批判不能相容，于是鲁迅将自
己的散文另立名目曰“杂文”。这样的文体命名有些随意，
以致“杂文”自鲁迅之后无经典。另外，将智性排斥在散文
正宗之外，限制了散文的思想容量，造成散文长期小品化，
使其成为鲁迅所担忧的“小摆饰”。抒情审美，并不能涵盖
幽默散文。抒情审美以追求诗化美化环境和主体心灵为务，
其性质乃是情趣。幽默散文则相反，往往自我调侃、贬抑，
以喜剧性的“丑化”为务。由于对智趣和谐趣的排斥，叙事
与抒情封闭越紧密，二者的矛盾就越尖锐，到一定社会条件
下朝相反方向转化。过分强调叙事，就可能压倒抒情。散文
的生命受到窒息，构成了散文作为文体的第一次危机。叙事
走向了极端是必然的。走向极端的叙事，再度走向反面，也
是必然的。最明显的就是把抒情作为唯一的选择。把散文的
审美价值从实用功利价值中解放出来，从挽救散文的文体危
机而言，功不可没。但是，轻率地把它关到诗的牢笼中，就
造成散文的另一次文体危机。诗与散文，二者都属于审美价
值，但是，如人体的两种血型不可混淆，混淆必然导致对散
文生命的威胁，扼杀散文文体。因为有诗的外衣，更具隐蔽
性和欺骗性，多愁善感失去智性的节制，成为感伤，注定导



致滥情。滥情遂成持久的顽症，沦为矫情而不自觉者比比皆
是。

一切文体的生命就是它和其他文体的区别，散文家的才华恰
恰表现在诗歌无能为力的地方发现散文的艺术价值。但是，
这种发现是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是散文文体的生命力所在。
以余秋雨为代表，散文的发展还表现在把抒情与智性结合，
以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互阐释，进行文化人格批判。他的
散文的思想容量重新使中国散文恢复了智性大品的风貌。

散文理论家，比之小说和诗歌理论家，面临着一种先天的不
利局面，那就是没有西方文论，包括流派更迭的丰富资源。
这也可能成为优于小说和诗歌理论家的条件，即没有那么多
权威理论的遮蔽。有出息的理论家，可以面对创作实践直接
进行原创性的概括，独立形成范畴，并构成系统。不过，散
文理论家需要保持清醒：如果一味对现成贫困“理论”盲目
拘执，就不能追随散文日新月异的实践，从而突破陈腐观念，
调整、建构中国特有的散文理论。

（摘编自孙绍振《从抒情审美的小品到幽默“审丑”“审
智”的大品》）

1．下列关于“散文”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追求个性、反对封建道统，强调“人的文学”的五四先驱
者发起的文学运动抛弃了统治清一代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
使中国散文在五四时期获得了新的发展。

b．五四先驱者极力主张散文应该“独抒性灵”，以“叙事与
抒情”为主，以个人化的情感解放为目的，但是把抒情作为
唯一选择，构成了散文作为文体的第一次危机。

c．散文经历第一次文体危机后，抒情性把散文的审美价值从
实用功利价值中解放如来，从而挽救散文的文体危机，但又



受到诗性的束缚，从而造成散文的另一次文体危机。

d．余秋雨把抒情与智性结合，以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互阐
释，进行文化人格批判，他的散文的思想容量重新使中国散
文恢复了智性大品的风貌，推动了散文的.发展。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叙事与抒情”的诗性审美观念，其狭隘性在于窒息了散文
的智性生命，限制了散文的思想容量，造成散文长期小品化，
使其成为鲁迅所担忧的“小摆饰”。

b．由于对智趣和谐趣的排斥，叙事与抒情封闭越紧密，叙事、
抒情与智性的矛盾就越尖锐，到一定社会条件下朝相反方向
转化，如过分强调叙事，就可能压倒抒情。

c．鲁迅智性的文化文明批判与“叙事与抒情”的“美文”不
相容，他把自己的散文另立名目叫“杂文”，这样的文体命
名有些随意，以致“杂文”自鲁迅之后无经典。

d．散文因为有诗性成分的外衣，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多愁
善感失去智性的节制，成为感伤，必定导致滥情，成为持久
的顽症，因此，要区分散文和诗歌的界限。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抒情审美以追求诗化美化环境和主体心灵为务，其性质是
情趣，不能涵盖幽默散文，与往往自我调侃、贬抑，以喜剧
性的“丑化”为务的幽默散文相反。

b．一切文体的生命就是它和其他文体的区别，散文家的才华
恰恰表现在诗歌无能为力的地方发现散文的艺术价值，不断
发展变化是散文文体的生命力所在。



c．没有西方文论，包括流派更迭的丰富资源，对于散文理论
家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是，与小说和诗歌理论家相比，散
文理论家没有那么多权威理论的遮蔽。

d．散文理论家在散文理论相对贫乏的情况下，可以有建树。
散文理论家只要不盲目拘执现成贫困“理论”，就能突破陈
腐观念，建构中国特有的散文理论。

阅读答案

1.b(“但是把抒情作为唯一选择，构成了散文作为文体的第一
次危机”与原文不符，应是叙事走向极端是散文作为文体的
第一次危机)

2.b（“叙事、抒情与智性的矛盾就越尖锐”错，应是“叙事与
抒情的矛盾就越尖锐”）

3.d（后一句表述绝对化）

小品《理解》.doc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