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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教材高中语文第四册第三单元两篇讲读课文就是《雷雨》

与《茶馆》。这两个剧本在中国戏剧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比较分

析有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其内涵。本单元的学习重点是戏剧冲突、戏

剧人物和戏剧语言。我们今天我们就重点从这几个方面出发，分析二

者的异同之处。

一、戏剧冲突

戏剧冲突是包含戏剧动作、反动作和矛盾解决的一种完整的运动

形式。《雷雨》与《茶馆》都是由戏剧冲突而推动情节的发展。但两者还

是有所区别。

在《雷雨》中，戏剧冲突是尖锐而集中的。说尖锐，是因为其冲突

具有不可调和的特性，周朴园与侍萍的冲突，周朴园与鲁大海的冲

突，周萍与繁漪的冲突，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冲突都是不可调和的。虽

然这些人物的关系复杂，各种冲突也很能多，但戏剧冲突总是集中

在这几个人身上。这些冲突表现为故事情节围绕几个中心人物而展开，

阶级立场的矛盾贯穿整个戏剧的始终。 

《茶馆》就不一样，从全局看，其中的人物之间没有直接的、具体

的冲突。剧本描写三个时期，为人物的行为设置层层障碍。通过各阶

级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他们的命运变化，揭示人民与旧时代的冲突。作

者直指那个时代，人物与人物的每一个冲突都暗示人民与时代的冲

突。这一特殊的冲突在作品中表现为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贯穿整个戏



剧的始终。而是分散穿插若干个生活画面，构成一幅巻轴画，画轴的

展示就是情节的发展。也没有中心人物，王利发也只不过是与茶客交

往，并没有象周朴园鲁侍萍那样起到中心人物的作用。

另外，冲突双方的力量对比也不同。《雷雨》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封

建统治势力，但以鲁大海为代表的正义能勇于抗争，侍萍也有清醒

的认识，连繁漪也不放过追求自己的幸福的机会。所以两股力量发生

强有力的对撞，造成巨大的冲击，加速了腐朽势力的灭亡。而《茶馆》

中照样是统治阶级主宰社会，但其中的正面人物找不到抗争的对象，

在社会这一强大的势力面前，人们无力反抗。

二、戏剧人物

两个剧本都创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个性往往

都打上了社会的烙印。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社会对个人的重大影

响。但两位作者在表现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比如两个剧本都反映畸

形的社会对人性的扭曲：《雷雨》中的周萍与繁漪，四凤与周萍的乱

伦。《茶馆》中的老陈和老林要共买一个老婆，松二爷自己挨饿却不能

让鸟挨饿，行将就木的太监要一个十五岁的姑娘作老婆。这都是当时

不正常的社会让人物产生的变态行为。但《雷雨》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

造成这一结局的直接人物――周朴园。但在《茶馆》中我们就找不到。

各色人物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生活在自己的轨道上，他们的悲剧

是看不见的时代造成的。

同时，两个剧本都写到血缘关系对人物的影响。《雷雨》中的周萍

与大海是亲兄弟，但成为了敌人，作者突出阶级的对立。而《茶馆》中



的人物大都是“子承父业”，小二德子，小刘麻子，小唐铁嘴，他

们都干父亲的老本行，并且比老子更有“出息”。二德子只不过是一

个流氓打手，而小二德子却成了帝国主义国民党正式收买的政治帮

凶；刘麻子只不过是人口贩子，小刘麻子却成了沈处长的情报探子，

垄断买卖妇女的“花花公司”的“经理”。小唐铁嘴就成了“三皇

道”的天师。作者这样写出压迫者越变越凶残的历史，准确地反映了

当时的社会现实，突出了时代（社会）与人的对立。

三、戏剧语言

《雷雨》和《茶馆》的语言方面都是成功的，能表现人物的个性特

征，有丰富的潜台词，富有动作性，有意思的是两个剧本有一个相

似点，同一个人物的在剧本中的语言是变化的，下面我们重点来以

周朴园与王利发来分析。

周朴园的语言变化是因为情节的发展而产生的变化

《雷雨》中的周朴园在第二幕中与侍萍的对话，当他问侍萍

“你――你贵姓”时，他是一种好奇的心理。后来得知侍萍没死，忽

然立起，说：“你是谁？”这时，内心的不安已经表现出来了。当；

侍萍问他想不想见时，他连忙说不，这时他是惊慌了，而后来因为

自己的恐惧而不愿涉及到这一话题，叫侍萍“先下去”。

后来认出侍萍之后，首先是吓唬：“你来干什么？”“谁指使

你来的？”语气好严厉。后来是哄骗：“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是死了，

你以为一个人做了一件于心不忍的事就会忘了么？你看这些家具都

是你从前顶喜欢的东西，多少年我总是留着，为着纪念你。”“你的



生日――四月十八――每年我总记得。一切都照着你是正式嫁过周家

的人看，甚至于你因为生了萍儿，受了病，总要关着窗户，这些习

惯我都保留着，为的是不忘你，弥补我的罪过。”这时的语气又是那

样的温柔。而后来想用钱来平息这件事时，“好﹗　痛痛快快的﹗你

现在要多少钱吧﹗”这样的话又是生意人所特有的谈判语气了。

王利发的语言变化是因为人物的性格发生了变化。

《茶馆》中的王利发在三幕中的语言也有变化。在第一幕中，他是

一位青年，讲话充満了风趣圆滑，如秦仲义来茶馆说要涨房租，王

利发推托、应付说：“二爷，您说得对，太对了　可是这点小事用不

着您分心，您派管事的来一趟，我跟他商量，该涨多少租钱，我一

定照办﹗　是﹗﹗”秦仲义说：“你这小子，比你爸爸不滑﹗哼，

等着吧，早晚我把房子收回去﹗”王利发则说：“您甭吓唬着我玩，

我知道您是多么照应我，心疼我，决不会叫我挑着大茶壶，到街上

卖热茶去﹗”

在第二幕中，王利发到了中年时期，生活不如意，牢骚的话就

多了。如茶馆准备开张，他说：“我要是会干别的，可是还开茶馆，

我是孙子﹗”听到远处的炮声，对妻子说：“听听，又他妈的开炮

了，你闹，你闹﹗”明天开得了张才怪﹗

在第三幕中，王利发到了老年时期，他的语言充満了嘲讽与反

抗。如小丁宝向他问候：“老掌柜，你硬朗啊？”他不直接回答，说：

“要是有炸酱面的话，我还能吃三大碗呢，可惜没有﹗”小唐铁嘴

威逼他交出康妈妈，：“王掌柜，我晚上还来，听你的回话﹗”王



利发愤然说：“万一我下半天死了呢？”

在《雷雨》中，周朴园的性格几十年都没有发生变化，但在一天

之中的语言是不同的。在《茶馆》中，王利发的性格在三幕中是不同的，

因而语言也不同。

总的来说，《雷雨》和《茶馆》作为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两大高峰，

一直深受人们的喜欢。关于二者的比较，只要人们还喜欢这两个剧本，

就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