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濮存昕，第十、十一 、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
话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
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第十
届全委会委员、北京人民艺
术剧院原副院长。当选 2002
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2005
年获得第 11 届中国电影华表
奖优秀男演员奖，2011 年获
得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 等 。 代 表 作 品 有 ： 话 剧

《哈姆雷特》《海鸥》《万尼亚
舅 舅》《伊 凡 诺 夫》《樱 桃
园》《窝头会馆》《茶馆》《洋
麻将》《林则徐》 等；电影

《一轮明月》《鲁迅》 等；电
视剧 《英雄无悔》《公安局
长》《运河人家》等。

与我有关
——戏剧的创作与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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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演剧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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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剧当然要有自己的风格。
但风格的建立，不是口号，而是扎扎实
实落实在实践中。

中国话剧是舶来品，要想建立具
有本民族的话剧，就要以中国文化作
根基。首先是语言。中国的语言博大精
深，与中国的文字不可分割，是中华文
化的DNA。语言是交流的开始，从《诗
经》到汉赋，再到唐诗、宋词、元曲，从
三言诗到五言诗、七言绝句、律诗，随
着语言文字的丰富，这些根植于中国
大地的文化，被我们一代一代人去不
断汲取其中的养分，来实现文化传承、
艺术创新和审美赓续。

语言和文字对演戏很重要，但太
重视语言的格律、调式等技术性表达，
失去其交流、传达思想的作用，就会陷
入一种结构技术性状态。技术会使人
眼前一亮，但只有艺术才能打动人。也
就是说，舞台形象要融入文学中，融入
舞台评价和思想感情中，演员要对语
言文字敏感，要有文化积累，才能准确
判断和理解人物形象，才能塑造有灵
魂、有思想、有文化的舞台形象。比如，
1996年，我在《运河人家》中饰演一个
农民，这是我第一次演农民形象。我就
用最粗的海绵蘸上腮红扑在脸上，像
被暴晒后的农民的皮肤，自己对此还
挺满意。但是等到电视剧一播出，我觉
得还是有些不足，因为一张嘴的台词
太有“思想”了，不像那个时代的农民
说出来的。但文艺创作就是这样，可以
接近生活真实，但又要高于生活真实。

话剧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便是
人物语言，也就是台词。中国话剧中，

最基础的是语言表达，就是文字的内
涵。所以要多读书，不只是演员、导演、
舞美等，我们要增加知识储备和文化
底蕴，才能不断夯实基本功，才能让自
己所塑造的形象深入人心。

对于话剧民族化这一问题，焦菊
隐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提出“话
剧民族化”这一概念，他的《龙须沟》
《茶馆》《蔡文姬》《武则天》等就是实践
成果。焦先生于1963年初曾为一篇论
文撰写提纲，也可以说是他探索话剧
民族化的过程中一个初步的小结。当
时他打算出版一部《戏剧论文集》，其
中有一篇3万~5万字的论文是准备
根据这个“提纲”来撰写的。后因文艺
界“左”的思潮愈演愈烈，文章遂被搁
笔，集子也未能出版。于是之先生还为
这个“提纲”作了详细的注释。下面我
们就看一下这个“提纲”，领会焦先生
的学术思想和导演艺术，理解话剧民
族化的内涵和意义。

（一）欣赏者与创造者共同创造。
（二）通过形似达到神似，主要在

神似。
（三）通过形使观众得到神的感

受，关键不在形，但又必须通过形。
（四）以少胜多。戏剧艺术的全部

手段都是为刻画人物服务的。与刻画
人物的思想、内心矛盾冲突无关者，该
简就简，不拖，不追求所谓的“真实”。
舞台上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真实。表演
更是如此。

（五）反之，也可以以多胜少。与刻
画人物有关者，要细，不放过任何一点
细微的矛盾冲突。要有浓郁的情感，细

致的过程。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变化，在
生活中是瞬间的事，而舞台上却可以
渲染很长时间，这恰是观众要欣赏的。

（六）以少胜多，以多胜少，才能在
舞台上产生起伏、节奏、高潮。

（七）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中（舞
台演出），表现出无限的空间和时间

（生活真实）。虚与实的结合，以虚代
实。

（八）一切服从于动。人物之间的
关系、矛盾、性格冲突推动情节的发
展。由动出静。

（九）以深厚的生活为基础创造出
舞台上的诗意。不直，不露，给观众留
有想象、创造的余地。但关键又在于观
众的懂，如齐白石画虾，画面上只有
虾，而欣赏者“推出”有水。如果欣赏者
什么也看不出，如何“推”，又“推”向哪
里去？这正是中国戏曲传统的特点，既
喜闻乐见——懂与欣赏是交融于一起
的，又留有“推”的余地。

（十）要认真研究我们民族戏曲传
统中的规律，并兼重欣赏者的要求、习
惯。喜闻乐见不等于迎合，要考虑剧场
效果，使观众于美的享受中，提高自己
的道德情操。

“欣赏者与创造者共同创造”，这
是“与我有关”的事儿。表演不能只停
留在自我陶醉的过程中，也不能停留
在完成时。真正的表演是演员融入了
感情，台词、声音、韵律以及达意等有
没有传达给观众，让观众叫好。这就是
焦先生说的欣赏者（观众）与创造者
（演员等）共同创造。

“通过形似达到神似，主要在神

似。”我演《鲁迅》，不仅从外形条件上
去接近于他，还查阅了大量他的资料，
读了他的著作，就是要深入理解他的
思想。我演《弘一法师》，在弘一法师曾
经跪于释迦牟尼佛前的那个位置，我
也曾用剃刀剃头发，当时泪流满面，差
点皈依，这让我在心灵上受到很大的
触动。一个人立地成佛的力量，来源于
他对自己过去人生的批判，内忧外患，
他只能遁入空门，完成一个彻底的自
我。但我还是没有这样的力量，那还是
当演员吧，把他这个角色演好。为了演
好这个角色，我还在外形上做了一些
准备，比如让自己瘦下来，甚至到福建
泉州开元寺请教方丈指点弘一法师的
走路姿势，以求达到形似。在拍摄的日
子里，也一度让自己处在弘一法师的
思想状态中，进而达到神似。

这其中也包含了焦先生说的第三
条“通过形使观众得到神的感受，关键
不在形，但又必须通过形。”

盖叫天先生有一句名言，如果用
10分来评判表演的水平，他说“三形、
六劲、心已八，无意则十”。有模有样有
形，具备当演员的条件，是三分；有力
量了，亮相准了，台词上嘴了，腔儿圆
了，六分；心已八，就是走心动情，到八
分；无意，就是随便怎么演，都是对的，
好像不是演出来的，像真的一样，达到
十分，这才到表演的一种境界。

焦先生在排《蔡文姬》的时候，有
一个“以少胜多”的故事。《蔡文姬》中
有一段战乱时期人们流离失所的场
景。北京人艺没有那么多演员，凑了半
天也就10来个人，那难民的场面如何

表现呢？他想不出来舞台上该如何表现。
这时候，有一个人路过放在地上的一个
亮着的灯，他的脚从灯前一闪，让焦先生
眼睛一亮，有了——他便用灯摆在地上，
穿过舞台，两边穿灯，并让这10多位演
员从灯前穿过、走台，只看见演员的脚

“凌乱万分”，难民的场景一下子就出来
了。《蔡文姬》也就此开始。也正是从焦先
生开始，北京人艺有了灯光设计这一工
种专业。

在西方艺术审美中，多以写实为主。
而在中国人的审美范畴中，多注重以虚
代实，以实写虚，虚实相生。这一美学原
则，几乎表现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之中。
比如，齐白石画虾，会让人感觉到还有

“水”；戏曲中，“三四人千军万马，六七步
万水千山”；中国传统诗词中，更是多见。
柳永的《雨霖铃》：“今宵酒醒何处？杨柳
岸，晓风残月。”作者设想离别后的场景，
以虚景写实情。

在这个“提纲”中，不难看出，焦先生
以中国传统文学、音乐、美术、戏曲等作
为例证，来阐释表演中“形似”与“神似”、

“多”与“少”、“静”与“动”的关系。我想，
焦先生的理论依然是现在的戏剧工作者
在话剧民族化探索中的经典，也为我们
以及后来者研究焦菊隐艺术思想提供一
份宝贵的资料。

今天，如何继续完成焦先生提出
的这些关于中国话剧民族化的美学原
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我想我们也是
可以做到的。因为今天的戏剧环境要
比当时好很多，但需要我们这一代或
者下一代甚至是下下一代人坚持不懈
的努力。

近日，由国家大剧院与
广 州 话 剧 艺 术 中 心 联 合 制
作 的 话 剧 《林 则 徐》 在 江
苏 大 剧 院 上 演 。 林 则 徐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伟 大 英 雄 ， 是
卓 越 的 政 治 家 、 军 事 家 ，
还 是 著 名 的 诗 人 、 书 法
家 ， 中 国 近 代 思 想 的 先 驱
人 物 。 作 为 林 则 徐 的 扮 演
者 ， 著 名 表 演 艺 术 家 濮 存
昕 对 此 深 有 感 悟 和 体 会 。
至 今 已 有 40 多 年 从 艺 经 历
的 濮 存 昕 ， 从 自 己 的 演 剧
实 践 入 手 ， 讲 述 了 “ 与 我
有 关 ” 的 创 作 感 受 和 对 中
国 演 剧 风 格 的 思 考 。 本 期
讲 坛 是 濮 存 昕 在 中 央 戏 剧
学 院 的 讲 座 ， 现 整 理 编
发，以飨读者。

英国戏剧家彼得·布鲁克的《空的
空间》被公认为是戏剧理论经典著作，
它打开了探索现代戏剧的新视野，让
我们认识到戏剧舞台的无限可能，这
种可能一切来源于戏剧舞台的创作和
实践。

从1977年夏天我成为一名专业
演员开始，从艺已40多年。40多年的
实践经历，让我认识到演戏始终是我
的专业，也始终是我的兴趣所在。今天
我们探讨戏剧的创作与欣赏，这就是
专业的问题，也是我所感兴趣的地方。
如果要把这次的探讨加上一个题目，
坦白地说，“与我有关”。“与我有关”就
是与观众有关，“我”既是演员，也是观
众。对于戏剧创作和欣赏来讲，台上台
下是这样；作家书写是这样，画家创作
与观众欣赏还是这样。

著名京剧艺术表演大师李少春先
生曾经谈自己的表演，他的学生问：

“先生，您能不能说说您的演戏经验？”
李少春先生说：“我不趟戏。”意思就是
每一招每一式每一字每一腔，排练的
时候都是真的。他还说：“每次演出前
吊嗓子，特别是到新场子，我是站在台

口，一边吊嗓子一边把观众席看一遍，
边边角角的座位我都要考虑到，观众
席扇面大了，我出场就多垫半步，场
子大了，我的劲儿、神儿一定要达到
最后一排，总之一定要让所有的人看
清楚。”他心系观众，他要让每一个观
众对得起买的票、看的戏。老艺术家
的这些经验不仅值得我们学习，更让
我们终身受益。

作为一名演员，要多看、多悟、多
思考、多实践。听梅兰芳先生的戏，百
听不厌；马连良先生一出场，戏票秒
光；程砚秋先生的戏看了几十遍，依然
津津有味……观众已经从关注戏本身
转到了关注艺术家生命、生活本身，比
如先生今天的嗓子有点“云遮月”，明
天的嗓子“多了半口气儿”，观众听的
每一场都可能不相同，但能听到这“不
同”，观众就认为“值了”。这也是中国
传统戏曲的魅力！

在当前这个多元化的现代文化生
态中，可看、可欣赏的太多。对于演员
来说，观众的掌声就是我们的动力。所
以，这与我有关。

近期话剧《林则徐》上演。林则徐

及其事迹这一经典素材，被演绎很多
版本，有京剧、曲剧、闽剧等。在话剧
版《林则徐》上演之前，最深入人心的
是由赵丹先生饰演的电影《林则徐》
中的林则徐这一形象。

话剧版《林则徐》是根据林则徐虎
门销烟、鸦片战争、被诬罢官、发配新
疆，直至去世的真实历史，围绕林则徐
与妻子、道光帝、王鼎、琦善等几位重
要人物的矛盾冲突，塑造了一个“数百
年始得一出”的伟人林则徐。这样的呈
现较以往会更立体、更全面。我们都知
道，作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
一人，林则徐所做的不仅仅是虎门销
烟。对于当时我们那个孱弱的国家来
说，他首先在呐喊，他的思想从流放过
程中慢慢具体起来。我们的创作始终
围绕林则徐的精神世界而展开。导演
说，林则徐是一个寂寞的人。因为他很

“高”，即使被诬罢官，也要尽忠报国。
而这也不是空洞的，他主持翻译《四洲
志》，提出了一系列治国、建军理论，向
洋人学习，再与洋人抗衡，也就是后来
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了话剧的后
半段，林则徐与琦善一同贬官，在贬官

路上还继续作世界观、价值观的讨论，
一个主战、一个主和。剧末，在琦善告
诉他，他亦师亦友的王鼎因他而死，林
则徐无法压抑内心悲痛，全剧在独白
中而结束。

我在调动生命中那些能够跟林则徐

接近的特质，那种从戏剧本身出发、最实
实在在的品质，因为这与我有关。作为演
员，我们要体会到饰演的这个角色，展现
彼时彼地应该出现的人物状态，因为那
是观众所期待的，是我们想要让观众看
明白的。

东西方戏剧比较一直是戏剧界
同仁十分关注的话题。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的戏剧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特
别是近年来，国际戏剧节、精品剧
目邀请展等纷纷到中国演出，让我
们打开了眼界，开阔了视野，他们
的演出中，有很多演剧方法、戏剧
创意甚至思路技巧是值得我们借鉴
和学习的，看他们的演出，我们可
以发现自己的差距、找到自己的不
足，在我们自己的基础上丰富自身。

比如，我很欣赏的一个以色列
演员萨沙·杰米多夫，1957年出生
于俄罗斯，毕业于莫斯科戏剧学
院。在移民以色列之前，他在叶甫
根尼·阿尔耶的指导下在马雅可夫
斯基剧院工作，此后在以色列盖谢
尔剧院担任主演长达二三十年。他
60岁的年纪、身高快两米，演《乡
村》 中的傻孩子尤西，自由洒脱，
精彩四射，一点儿也不觉得突兀。
相反，在观众看来，他就是尤西，
尤西就是他。还有他演 《唐璜》 中
的唐璜、《我是堂吉诃德》中的堂吉

诃德……都将角色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我希望自己能像他一样演戏。

还有波兰著名导演克里斯蒂安·
陆帕，他不仅是我欣赏的一位导演，

他导演的《假面·玛丽莲》中饰演梦
露的桑德拉·科曾尼克也是我很欣赏
的一位演员。从陆帕的戏剧中，我们
可以看到不同形态的表演，这种最直

接、最真实、最原生态的表演极其吸
引人，让人回味无穷，念念不忘。

就像他导演的《英雄广场》，令
人叫绝的表演和导演手法表现在：
剧中两个佣人，一个老佣人熨衣
服、一个年轻佣人擦皮鞋，年轻佣
人总是从窗户往外看，因为几天
前，她亲眼看见这家男主人从这扇
窗户跳下去。因此，两个人从这里
开始，重复着熨衣服、擦皮鞋的动
作加之大段独白似的对话，竟然演
了近一个小时，且不显得枯燥无
趣，可见导演和演员们的功力。这
种自然主义表演，真实饱满，虽意
图性很强，但值得欣赏。一般导演
执导这样的戏，可能会将戏剧矛
盾、人物行为以及出现的变化、起
承转合等作为重点，而陆帕却不是
这样。比如第二幕中，在墓地，男
主人的弟弟和两个女儿参加完男主
人的葬礼，就开始了闲聊。陆帕依
旧把大段的独白处理成聊天式的对
白，两个女儿听着叔叔激动的批
判，频频点头附和，时间就这样在
他们的闲聊中流逝。可以说，这种

生活流的过程陆帕处理得非常细致，
让人感觉“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陪着
他们一起聊”。到了第三幕，一群人在
男主人家吃饭，原来年轻的佣人是仇
视男主人妻子的。在用餐快结束的时
候，心里的仇恨终于出现了，她在女
主人身体快支撑不住的时候，居然把
女主人的帽子摘了下来，戴在了自己
的头上。看到这里，我惊叹陆帕的创
意手段。然而这并未结束，其他用餐
的人依旧在聊天，这时，舞台上的光
打在了女主人和年轻佣人身上。一直
到最后，女主人快不行的时候，所有
的光又暗了下来，只剩她一个人，这
时就听到金属、玻璃等破碎的声音，
灯光一闪，女主人也死了……

这些舞台片段和场面是能给人留
下深刻印象的。西方戏剧对于东方戏
剧而言，它的创造手段在一定程度上
开拓了我们的想象，让我们看到了自
己可以进步的空间，发现原来戏剧还
可以这样演，也使我们的审美感受和
欣赏水平不断得到提升。

看别人演戏，就得想自己在舞台
上的事儿。因为这“与我有关”。

东西方戏剧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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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盖谢尔剧院话剧《乡村》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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