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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存昕

编者的话：

听字 觉词 达意
——感悟文字之美

■

弘扬中华语言文化

讲 坛

■

朗读与品鉴

□主讲人：濮存昕

正确的朗读是一个深入品鉴
经典作品的过程。所谓“说话听音，
锣鼓听声”，朗读不仅讲究语调、语
速、停顿、重音等吐字发音及技巧，
还讲究朗诵时的心情和状态，更注
重朗读文段所传达的情感、思想。
总之，好的朗诵不是一蹴而就的，
应持之以恒地训练，才能达到满意
的效果。

中国文学经典

鲁迅先生的作品大家耳熟能
详，是文学中的经典。2005年，我
有幸在电影《鲁迅》中出演鲁迅先
生。为了扮演好鲁迅先生，我首先
阅读了他大量作品，查找了大量资
料，慢慢去感受一种思绪的节奏、
一种不能直说的弦外之音。之后，
便一直思考：鲁迅先生到底想表达
什么样的文化态度？我怎么才能在
一字一词之间读出他的文字品格
和思想品格？又怎样才能把自己的
理解传递给观众？

比如，朗诵鲁迅先生的《野
草》，我通过一种断句的方式让自
己进入鲁迅先生的精神世界，表达
出自己理解的鲁迅。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
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其中在朗诵的时候，“默”是四
声，先下后上。一声是平向前，如“空
虚”；二声是先下后上，如“充实”的

“实”；三声下去再上来，如“开口”的
“口”；四声先下后上，中间有一个浮
点，所以“默”在这里是圆的。

可以看出，这是鲁迅先生作品
中特有的遣词造句，一读就知道是
他。显然，作为体鉴者，每个人在阅
读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理解。《野
草》我很早就阅读过，甚至记忆尤
深，每次阅读，都会获得不同的感
受。作为一个演员，我很自然便会
去揣摩、体会鲁迅先生写作时候的
思绪，以及所要表达的言外之意。
而作为推广朗读的工作者，希望我
的朗读能给予一些提示或启发。也

就是说，只有经过主体个人的思考和
审美后，才会真正给出自己所理解的
答案。这就是朗读的魅力，也是朗读
所带来的对经典文本的深切体悟。

外国译著经典

作为世界戏剧大师的英国剧作
家莎士比亚，他笔下的《哈姆雷特》是
国内外话剧舞台上经演不衰的作品。
我迄今至少演出过四部莎翁的戏剧，
《哈姆雷特》是参与最多的，近两年我
还为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西藏班执
导了该剧的双语版（普通话版、藏语
版）。

历经众多艺术形式和无数版本
的演绎，《哈姆雷特》无疑是被解读频
次最多的经典之一。不管是排练，还
是私下阅读，《哈姆雷特》也是我的手
边书。那段著名的描述哈姆雷特内心
独白的片段“生存还是毁灭？这是值
得考虑的问题。”我曾在无数场合朗
诵过，可仍感觉回味无穷。就拿这一
段来说：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值得考虑的
问题。默默忍受命运残虐的毒箭，还
是挺身反抗这人世间无涯的苦难，这
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单单朗读，从断句、重音、气息以
及情感投入、理解共情等，“一千个读
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段文
字充满了戏剧想象，充满了对人生的
思考。“生存”，这是一个人生命题，人
生中最艰难的事情是什么呢？是选
择。即凡是碰到任何难处时，人生貌
似总在权衡，选择这个还是选择那
个。而莎翁的高超在于将选择放置在
了生与死的考量上，借助梦境来表达
对人生、对现实、对社会的思考，传达
出他对世界的态度。

比如，“生存还是毁灭？”朗读时，
需要把每个字都读准、读清，再把感
情附上去。在英文原文中，这一段在
文法上是逗号；在多种译本中，有些
根据中国人的翻译习惯，翻译成了问
号。这给我们朗读提供了一种思路，
就是读出来的音调和文意是带有思

考的，且问号还要拎起来。即是说，要
把“生存”和“毁灭”这两个命题立起
来，要有空间感，并将之传递给外界。

“默默忍受命运残虐的毒箭，还是挺身
反抗这人世间无涯的苦难”一句，也是
选择题，也是犹豫。“这两种行为哪一
种更高贵？”一句，就不能有太多重音
和强调了，不管是生存还是毁灭，不管
是忍受还是反抗，是将人物的选择传
递给观众思考。联想哈姆雷特当时的
境遇，没有人帮助他，也没有人替他选
择，怎么办呢？哈姆雷特在思考这些问
题的时候，是有其思想逻辑和行为逻
辑的，而这段独白，他不仅是叩问自
己，也是叩问他人，还是作者借笔下的
人物形象追问人生的意义。而接下来
的独白内容便是答案。这些台词，极具
戏剧性和文学性，莎士比亚不愧是语
言大师，英国语言的文学性在莎士比
亚这里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所以，这也给我们朗读找到了一
种方法，那就是戏剧化的切入，把台
词中的思考抑或答案抛给观众。著名
散文家秦牧在《艺海拾贝》中说：“只
有在认识透彻的时候，才能够说出清
晰的、有力的语言；只有在感情激越
的时候，才能够说出新鲜、感人的语
言。”我想，这也说出了我们在朗读时
的一种状态和要求。

舞台经典作品

话剧《阮玲玉》首演于 1994年，
是北京人艺舞台上风格鲜明的保留
剧目。它不只写的是一位家喻户晓的
艺人，更是在写深刻的人性。全剧行
云流水般的讲述和人物命运的冲突，
让观众在点滴间感受到戏剧的力量
和美的永存。尤其全剧最后一段阮玲
玉的经典独白，瞬间的层次转换，让
观众对舞台上的人物发自内心的呐
喊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好心的影迷们，你们爱着的阿阮
就要去了，在今后无穷的岁月里，我
将睡在黑暗的胶片上，躺在冰冷的盒
子里。若有机缘，我的容貌能在银幕
上重现的时候，那眯眯的眼甜甜的

笑，总是对你们的祝福！
在朗读这一段时，所有字的字

头、字腹和字尾都要完整表达出来。
这段话没有前两段有冲击性、力量
感，但它的力量就包含在松弛自然的
状态中。松弛自然，不是没有技术技
巧，对于我们的发声部位，我们可以
了解它的边缘，声音的穿透力最高到
哪里、最低又到哪里，那么松弛自然
的声音就是在最高与最低的中间遨
游。“若有机缘”，这是假设，那么读出
来的时候要有问号，调动咽腔、鼻腔
与肺部一起共鸣、发声。

所谓听字，就是要听完整的字，那
么发声者也要念完整的腔。五千年中华
文明博大精深，从人类用符号记录表达
信息之时起，表义的象形符号和表音的
声旁就组成了意音文字。也即是说，音
和意是一体的，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人讲究字正腔圆，比如“天”
是 tian，可能有人把 t 吞去就成了
ian，把t读出来就是tian。这是字头，
这个位置要准确，要运动口腔才能达
到字正。腔圆，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
当做一个乐器的音箱运用起来，打开

共鸣腔，使字变成腔发出来。只有字
正腔圆、声情并茂，朗诵才能入脑入
心，才能引人入胜。

中华经典散文

《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先生所作
的散文。它气势宏大、感情饱满，读起
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是经典美文传
诵之典范。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
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
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
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
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
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这段话更是经典中的经典。一个
“故”字承上启下，朗诵时需要有停顿，
以承接“今日之责任”之后的内容。还
应注意的是，这一段中的“少年”，少年
是朝气蓬勃的，是自豪自信的，是新生
力量，像刚升起的太阳，散射出万丈光
芒。智慧、富强、独立、自由、进步……
都是来自少年的，是不容置疑的，态度
有了，气势就出来了。

诵读，是中华传统教育中的一
项重要内容。

阅读文学作品时，成年人可以
“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
对于孩子们来说，特别是在义务教
育中，我提倡孩子们大声朗读、诵
读，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提倡孩子
们大声说话，建立信念，培养当众表
达自己的能力；更赞同老师们特别
是语文老师，帮助孩子们加强这方
面的训练，用诵读的方式加强记忆、
加深理解，提高审美。这是我们优
秀的传统文化，不能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

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
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
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
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
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
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
中国形象。

五千年中华文明是和汉字、汉语
联系在一起的。每个汉字皆有字形字
意的灵性，也有美音，这是属于我们民
族文化的DNA，我们不仅阅读，也要
用朗读的方式把美的声音读出来。

作为一名话剧演员，我非常关注人
物的台词、剧中的语言。在长期的艺术

实践过程中，我也产生了一些思考。
首先，气息通畅，才能字正腔圆。

声音源于气，气是身体里的空间感，是
呼吸的容器，是肺部空间，是腹腔呼
吸。演员们在训练时呼吸很浅，怎么解
决呢？我找到一个办法，那是我到英国
参加训练营，跟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
的演员交流时，他们教我的方法。因为
我要演《李尔王》，声音不对，他们说是
我的发声有问题，是因为呼吸不对，便
让我趴下，我蜷在一起，迫使自己不用
肺而用胸腹去尝试呼吸。之后，我便学
会了这样的呼吸方法。这就是胸腹式
呼吸，横膈膜、丹田气的呼吸。

解决呼吸问题，就要深呼吸，这是

呼吸要到位，即四声到位，气息通畅。
调整好了呼吸，什么声、腔都能做出
来，感情也能出来。就像炭火炉中的
火不旺了，空气一通畅，一下子就旺
了。一个演员在训练中，指导老师、导
演、同台合作者要帮助他能够通畅地
流露出自己的真情，气息是唯一能帮
助他的办法。呼吸通畅是标准之一，
呼吸不吐干净了，就是紧张，紧张的时
候就是呼吸不从容，呼吸从容的人就
不怕错、不怕紧张。调整呼吸，才能缓
解情绪；吐字归音，需要气息通畅。

其次，清晰达意，要有段落感。领
导作报告、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很
多场合，我们都能感觉这样的发声清晰

明了。那是因为，发声者首先有着强烈
的段落感，这种段落感即是由思想支
配，思想支配发声者的断句、停顿、连贯
等；而发声者如何断句、何处停顿、怎样
连贯等，也是发声者思想的自然流露。

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能力就是
生命能力。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理解力、概括能力、表述能力，都是在
阅读的时候练就的。开展诵读活动，
用大声朗读的方式提高理解能力和表
达能力，构建传统文化生态。尤其在
当下，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上升，随着
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学说中国话，说
好中国话，发出好中国声音，传播好中
国故事，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

提倡诵读 把美读出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字历史悠
久、博大精深，是语言的记录
者。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它不仅
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能力。文
学是语言的艺术，对于经典文学
作品，一直是人们诵读、解读、
研读的对象。濮存昕先生多年来
以朗读者的身份，传播中国声
音，传达文学之美。本期讲坛是
他近期在中国版权协会主办的

“远集坊”上的演讲。现整理发
表，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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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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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来到“远集坊”，“远集”
二字让我想到了“五湖四海”这个
词，还想到了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
服务》中的名言：“我们都是来自五
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
走到一起来了。”今天，除了现场的
朋友，还有来自线上的五湖四海、四
面八方的朋友一起来分享。

我没有上过大学，上完小学
后，就下乡劳动，之后从事了演员
这个职业。在自己40多年的艺术
实践中，获得过很多荣誉，还被称
为语言工作者，这让我感到十分荣
幸，又倍感责任在肩。因为我发现
在语言方面自己还有很多不足，这
便让我思考，该如何再进步呢？
我跟很多从事语言艺术的戏曲、
曲艺表演艺术家等有过交往，发
现语言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基本的
技能，而对于话剧演员来说似乎
基本功不在语言上。但我们都知
道，语言对话剧演员的重要性。想
到这些，我突然发现在语言上我们
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挖掘、探索，这

也是退休后这几年我一直所关注的。
汉语是我国的官方语言，也是国

际上的通用语言之一，还是联合国六
种正式工作语言之一。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这是我们开启新征程的冲锋
号。我们相信，在党团结带领全国人
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
上，汉语一定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
受，学习汉语的人也一定会越来越多。

其实，我们时常会感到语言的魅
力，由于语言的准确性、丰富性、深刻
性、艺术性等特点，在表达时往往充满
着一种驰而不息、经久不衰的活力。
因此，学好汉语、讲好汉语，不仅仅是
语言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
中国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脉的
具体表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指出，我们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
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我个
人的一个感受是，要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就需要增加我们的语言表达
能力，要读书，要朗诵，要通过思想和
语言传递我们的声音。

讲一个让我很受触动的小故
事。北京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老
师的夫人宋凤仪老师，在2014年的时
候为纪念骆玉笙诞辰百年而创作了长
篇小说《沧桑岁月稠》。骆玉笙是著名
曲艺表演艺术家，京韵大鼓“骆派”创
始人，演唱电视剧《四世同堂》的主题
曲《重整河山待后生》。他们和骆玉笙
先生是朋友，朱旭老师在讲述这个故
事的时候，在台上都忍不住直掉眼
泪。他说，骆玉笙在录制《重整河山待
后生》的时候，乐队都准备就绪，就等
骆老了。当骆老一进录音厅，大伙都
震惊了，怎么请个老太太来？拄个拐
棍、一头银发、一身黑旗袍，看着走路
都费劲，还唱主题曲？结果骆老唱完
之后，全体乐师都站起来了，一个劲儿
地鼓掌。然后，骆老就问：行吗？要不
然我听听，要是哪有问题我再录。乐

师就告诉她：录得可好了，您年纪大了
可以回家休息了。之后电视剧一播
出，老太太不干了，说“我把字唱倒了，
我对不住全国人民。”老人家随即就哭
了。是哪个字唱错了呢？“千里刀光
影”的“影”字，她说“没把三声唱利索，
就是得下去再上来，我只是上去了，没
把字唱完整。”汉字字音有四声声调，
中国人讲究字正腔圆，就是咬字清楚、
腔调圆润。骆老的故事让我们很感
动，是因为她的敬业精神、对自己专业
一丝不苟的态度。这也给了我们很多
启示，其中之一就是我们要讲究，要把
语言说好。

语言有很多形式，比如生活语言、
艺术语言等。生活语言，通俗理解就
是日常生活中说话；而艺术语言，其中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便是空间感。比如
话剧舞台上，话剧的语言就是一种空
间语言，即所谓的“舞台腔”，也就是口
腔运动很完整，传递性强，也可以说是
一种语音的夸张。这是舞台上需要
的，因为演员要通过清晰的语言把角
色的内心、思想、情感等通过舞台空间

传递给到场的每一位观众，所以它要
求很高，这就是舞台语言。当然，还有
话筒语言、现场语言等，都有各自的标
准和方法，但究其根本就是传递声音
和思想。

作为一个话剧演员，或被称为
语言工作者，我又在做诗词朗诵推
广工作，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听
字、觉词、达意。不管是中国古典
诗词还是外国文学名著，不管是文
言文还是外文译著，作为语言去传
递的时候，首先是字的完整和词之
意的直觉表达，之后才能达意。作
为一个欣赏者，我们阅读文学作
品，是通过作者对人物、对事件的
描述、记录，获得审美感受的；而
观看舞台演出，则是通过演员在舞
台上塑造的人物形象、传达的艺术
思想，获得一种形象的文学感受。
因此，我认为戏剧是有文学性的，
我们通过语言、形象表演，以及演
员们言外之意的可感的共情，使得
人们在形象化的文学海洋里得到陶
冶、获得美的享受。

▶▶▶相关链接——

▲ 讲座现场濮存昕为小朋友做朗诵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