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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既是技术又是艺术

记者：近几年，伴随戏剧、影视行业的蓬

勃发展，观众对表演越来越关注，社交平台

上、评分网站上、弹幕中，关于演技的讨论热

火朝天。还有不少专门的“表演类”综艺节目

成为收视热点。您如何定义表演，您认为什

么是好的表演？

冯远征：“表”是表现，“演”是演绎。用心

感受，再通过身体把感受表达出来，就是表

演。好的表演要完成对一个角色的塑造，哪

怕这个角色只有一场戏。相反，如果只是一

个表演片段，看不出角色的完整性，就无法充

分判断表演水平。

我认为，符合绝大多数人对好的表演的

理解和定义，就可以称之为好的表演。无论

是研究表演的专家，还是普通观众，都可以对

表演做出评判。观众对演技的关注，可以督

促演员更加关注表演本身。

记者：戏曲是“唱念做打”，相声是“说学

逗唱”，表演是“声台形表”，每一个舞台艺术

门类都有自己的门道和精髓。您表演和表演

教学经验丰富，对此有什么心得？

冯远征：为什么我们说“演技”，因为表演

是一门技术。毫无表演经验的人也可能凭本

能演得很好，演一两部戏可以，但要获得长久

的发展，必须经过专业训练。专业演员必须

经过声音、台词、形体、表演等多方面的综合

训练。

我把表演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是用

真情实感来表演，但这种真实不是人物的真

实，而是演员本身情感的流露。当表演经验

越来越丰富，掌握了表演的技术，就进入第二

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无论是哭还是笑，演员

都能表现得很好，演完立刻就“收”，技术非常

好，但往往缺少情感和爆发力。80%的演员可

能会止步于这一技术层面，有些演员甚至会

通过不断提取自己的“表情包”完成表演。表

演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当一位

演员不仅有成熟的技术，而且能够调动起自

己的生活阅历、自己对人间酸甜苦辣的真实

体验时，表演就进入更高境界——自带光芒、

触动灵魂。

对于年轻演员来说，不能苛求演技多么

精湛。但年轻演员要懂得给自己加码：训练

演技和体验生活缺一不可。只有学会表演这

门技术，才能知道如何塑造人物；只有懂得体

验生活，才能使表演愈加深刻。

善用“融”和“化”的功夫

记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有许多经典保

留剧目，如《茶馆》《雷雨》等，老一辈表演艺术

家的表演为后辈树立起标杆。如何在传承经

典的同时打造新的艺术风格？

冯远征：《茶馆》第一代演员把这部剧演

成了经典，在许多观众心目中无法超越。当

我们这一代演员接棒时，内心是非常忐忑的

——观众和老艺术家们都在审视我们到底能

不能成。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把老艺术家的艺

术精髓传承下来，这种传承不是完全的模仿，

而是揣摩老艺术家为什么这么演，把他们的

一招一式“拿”过来，“化”到自己身上。演出

这么多场次以后，人物还是那些人物，台词还

是那些台词，但人物已经“脱胎换骨”，在我们

身上“活”了：既有经典的影子，又有新的理解

和表现。黄宗洛先生扮演的松二爷当然是经

典，当观众也认可冯远征扮演的松二爷时，我

的表演就成功了。

人民需要文艺，演员只有不断提升表演

水准，才能让品位越来越高的观众接受。传

统表演中不适合当代审美的地方，比如略显

夸张的处理方式要改进。同时，我们要在一

次次打磨和积淀中探索新的表演风格，把每

一次演出获得的新体悟，合理地展现在人物

身上。

我 一 直 认 为 北 京 人 艺 不 应 该 只 有 一 版

《茶 馆》，可 以 有 三 四 个 完 全 不 一 样 的 版

本 。 比 如 穿 着 现 代 人 的 西 服 衬 衫 去 演《茶

馆》会是怎样？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具探索性

的尝试。

记者：我国有丰富且独特的演剧经验积

累，同时，近代以来的表演艺术又受到斯坦尼

斯 拉 夫 斯 基 、布 莱 希 特 等 国 外 表 演 体 系 影

响。如何融合不同表演体系、方法的优长，建

立适合当代中国的表演方法？

冯远征：20 世纪上半叶，我们开始引进斯

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教学方法，对我们的表演

教学产生很大影响，对此我们究竟吸收了多

少、发展了多少，值得思考。任何一种表演体

系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应随时代变

化不断调整、发展，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

当前国际上一些表演流派非常关注身体

表现力，比如中性面具训练，就是用身体表现

人的各种情绪。而身体表现力恰恰是我们的

传统戏曲所关注和擅长的。戏曲运用写意的

程式化表演，演员一抬手，观众就知道他喝酒

了，一拿袖子，观众就知道他哭了。不同的表

演体系有其相通之处，古老的表演方式也能

挖掘出现代因子。对不同的表演体系，我们

要努力做到融会贯通，珍视老祖宗留下的宝

贵艺术财富，做出合理的现代转化，同时注重

向国外同行学习，打开表演的想象力。

我起初学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

系，之后又在北京人艺的老师调教下，学习人

艺演剧方法，后来我又去德国学习格洛托夫

斯基表演方法。如今，我无法分清我的表演

中有多少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多少是北

京人艺的、多少是格洛托夫斯基的，更多的时

候是综合运用，在某一瞬间会特别运用某一

种表演方法。在教学中，我往往结合自己 30
多年来的表演实践经验，教给学生多种表演

方法。

永葆创新和探索精神

记者：您本人既从事话剧表演也从事影

视表演，如何认识两者的不同？从持续几个

月的排练，到登台后连续多场的演出，话剧表

演是一个不断打磨和锤炼的过程。如何在

“一样”中寻求“不一样”，激发表演的新意和

活力？

冯远征：话剧和影视各有其魅力，

两 者 相 通 的 地 方 是 以 塑 造 人 物

为重心。不管是影视表演还

是戏剧表演，演员都要努

力 奉 献 出 一 个 让 观 众

信 服 的 人 物 。 根 据

输出媒介的不同，

两者形体表演的

幅度有所不同：

影 视 表 演 更 接

近 生 活 状 态 ，

舞 台 表 演 的

形 体 幅 度 更

大一些。

我 始 终

对 话 剧 情 有

独 钟 。 我 认

为 ，如 果 一 名

演 员 在 话 剧 舞

台 上 历 练 过 ，就

会更深刻地体会到

与 观 众 同 呼 吸 共 命

运的表演状态：你的一

举一动，观众尽收眼底；观

众微笑或蹙眉，都会牵动你

的心。话剧舞台非常锻炼人，一

部戏需要三四个月甚至更长的排练时间。演

员只有全身心地投入才能演出好作品、塑造

好人物。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演员几乎每

天都在重复同样的台词。比如，一句再简单

不过的“你吃了吗”，演员会用几个月的时间

细细品味、细细打磨，而且没有一次会重样。

经过几个月的沉淀，演员终于对自己满意了，

那就是可以与观众见面的时刻了。

我在话剧《杜甫》中扮演杜甫的时候，曾

有人问我，你每天在台上这样“真摔”“真哭”，

不觉得累吗？我之所以不觉得“累”，是因为

我不会以一种重复的心态面对表演，否则就

会味同嚼蜡、就会产生疲惫感。我们要秉持

这样的信念：每一次大幕拉开，都如同演一场

新戏，要带着新鲜的、原创的态度用心感受、

用情表演，在独一无二的“这一场”中打造新

的经典。

记者：2020 年，演艺行业开始广泛尝试

“云文艺”的演出方式。网络技术等科技的发

展，将给戏剧带来怎样的改变？

冯远征：“线上”让我们所有人进入了一

种全新的工作状态，重新认识网络、拥抱网

络。去年北京人艺开展 68 周年院庆直播，观

众的评价通过弹幕直接反馈给演员，带来与

剧场演出不一样的现场感。“线上”“云文艺”

对于戏剧未来发展无疑是一条新路径，丰富

艺术表现手段，开拓戏剧表演空间。

借力科技，可以尝试更多新的表演方式，

创新戏剧形式。比如与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演

员用直播的方式演一场戏、与世界各地的演

员 用 不 同 的 语 言 共 同 演 绎《哈 姆 雷 特》，等

等。我对科技发展给戏剧带来的新变充满期

待，希望和戏剧同行一起，永葆创新和探索精

神，创造戏剧更精彩的未来。

图为话剧《杜甫》剧照。 李春光摄

版式设计：赵偲汝

融会贯通 追求表演的更高境界
对话人：冯远征（演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 张珊珊（本报记者）

近来，一度广受欢迎的广播

剧 重 回 大 众 视 野 。 在 抗 击 疫 情

中，广播剧迅速行动，用声音的力

量凝心聚力、鼓舞人心。《大爱无

疆》《众志成城·同心抗疫》等广播

剧应时而出，讲述众志成城、抗击

疫情的故事。与此同时，《安家》

《法医秦明》等热播影视剧的衍生

广播剧同步播出，也受到广大听

众欢迎，为广播剧的持续升温加

柴添薪。

广播剧是用声音塑造听觉形

象的戏剧艺术，可以充分展现声音

艺术的魅力，给人们更多的想象空

间，增强听众的沉浸感和参与感。

历史上最早的广播剧可以追溯至

1924年，与全球无线电广播的诞生

几近同步。与影视剧等视听综合

艺术形式相比，广播剧的独特魅力

在于通过演员的声音塑造角色、

用 音 乐 和 音 响 效 果 营 造 环 境 气

氛，以虚写实、以声传神，由此调

动观众的想象力，引导他们进入

特定的戏剧情境。尤其在表现难

以视觉呈现的戏剧场景时，广播

剧的这一优势更加突出。剧作家

曹禺曾评价优秀的广播剧能让人

“听得出人物的精神世界。台词、

音乐、音响效果融为一体，使人神

往，耐人回味”。

广播剧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它

更适应当代快节奏的工作生活。

与欣赏电影、戏剧不同，听广播剧

无需特定环境，也不需要大段时

间。通勤途中、运动时、就餐时，

甚至在等候的间隙，都可以收听

广播剧，随时随地利用碎片化时

间获得审美体验。此外，广播剧

的制作灵活机动，适合充当特殊

题材作品布局的前锋。比如在科

幻小说《三体》的视听化改编作品

序列中，广播剧已率先与听众见

面，不仅让人“先听为快”，还为同

一题材影视作品的出炉预热。

当 前 ，广 播 剧 不 仅“ 重 磅 回

归”人们的文化生活，而且呈现出

紧随时代的崭新态势。一方面，

广播剧紧扣时代主题，展现时代

精神，用声音塑造出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讲述感人肺

腑的当代故事。比如在“五个一工程”评选中获优秀作品奖

的广播剧《今生无悔》，艺术地再现我国核潜艇研制工程科

学家黄旭华的奋斗人生，既是一部英模剧，也是一部科普

剧。另一方面，伴随网络文化蓬勃发展，广播剧的文本来源

越来越丰富。除了原创广播剧和改编自经典文学的广播剧

之外，今天的广播剧还不断从影视剧、网剧、网络文学、网络

漫画等文艺作品中汲取素材，不仅为听众带来更多选择，更

能培育出新一代的广播剧听众。

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广播剧的传播

路径也更加多样。过去，广播剧大多通过广播电台、录制

CD 的方式传播；如今，网络在线播放或下载是更主要的收

听方式。除手机、车载广播之外，智能家居用品也可以成为

播放载体，让广播剧的应用场景更加丰富。从创作主体的

角度来看，受益于鼓励广大用户生产内容的趋势，越来越多

的专业配音演员和配音爱好者加入到广播剧的制作中，网

络广播剧的民间社团层出不穷，每个人都可以在广播剧的

舞台上尽展才华。

广播剧的新颜新貌还体现在作品与用户、用户与用户

的连接中。一些音频平台不仅与传统广播电台深度合作，

而且重新整合各自的特色资源，垂直细分领域，深入挖掘用

户喜好，从而做到精准推送。同时，借力音频平台的互动技

术，听众在收听广播剧的同时，可以发送即时弹幕与素不相

识的听友展开交流。这让收听广播剧不再是“独乐乐”，而

是延展为随时点评、互动交流的社群活动。

伴随科技的不断发展，智能穿戴设备和 5G 技术还会创

造出更多新颖的音频产品消费场景。无论技术如何赋能，

作品品质始终是创作的生命线。当前广播剧热度回升，虽

得益于市场需求和新传播媒介助力，更关键的还是作品本

身扎实过硬的品质，以及深耕生活的创作方法。打造出根

植现实生活、满足社会需求的好作品，依然是广播剧持续升

温的保障。

据《2019—2020 年中国在线音频专题研究报告》，2019
年中国在线音频市场用户规模已达 4.89 亿人。其中，“80
后”“90 后”是在线音频消费主体，他们文化需求强烈，并乐

于为高品质文艺产品付费。可以说，包括广播剧在内的音

频文化消费市场是一片正在开启的蓝海，“耳朵经济”有望

进一步开发。这既是对广播剧创作的正向激励，也对广播

剧作品的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广播剧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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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先殿后殿明间脊檩彩画”，彩画技艺专

家在大殿脊檩处猫着腰，在纸上写下这样一行

字。第一次，这幅表现五彩祥云的古代彩画被

今人拓了下来，拓画者兴奋得好像一个孩子。

在三集纪录片《我在故宫六百年》中，这样的镜

头有许多。与此前的故宫主题纪录片或关注国

宝华光、或关注历史掌故不同，《我在故宫六百

年》以故宫古建筑为主体，着重呈现古建筑保护

者的日常工作。

从故宫文保科技部、修缮技艺部、考古部、

工程管理部等部门独特的工作视角出发，纪录

片带领观众重新认识故宫；官式古建筑营造技

艺传承人、工程师、大木匠、建筑工人，确保故

宫永固的守护者集中亮相，成为镜头焦点。纪

录片镜头细腻，解说词考究，不煽情亦不艰涩，

拍出古建筑之美，更拍出众人对古建筑的倾力

守护。

（晓 风）

转化视角 重识故宫

当前，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越来越受到年

轻人欢迎，不过有些传统文化领域门槛较高，

容易让人望而却步。能不能以一种轻松有趣

的方式带领大家走进传统文化？系列短视频

《此画怎讲》做了一次有益尝试。节目选取

14 幅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人物画，通过真

人演绎，再现画中场景，让传统名画“活”了起

来。节目的服装、化妆、道具比较精致，从场

景搭建到演员造型都努力贴合原作，惟妙惟

肖。在内容上，《此画怎讲》通过选取富有烟

火气的现代生活话题，串起“画中人”的对话，

同时将原作创作背景、思想内涵和历史知识

融入其中，让这一系列短视频兼具趣味性和

知识性。遗憾的是，虽然创意巧，但因为过于

注重“网感”而流于细碎。如何既贴近现代人

的生活语境，又与传统画作的审美意境相契

合，有待探索和提升。

（康 健）

通俗有余 意蕴不足

派出所里每天发生着怎样的故事？许

多人对这个问题充满好奇。警务纪实观察

类节目《守护解放西》聚焦民警日常工作，

展现基层公安干警打击犯罪、守护城市平

安的情境。节目中既有紧张的出警现场，

也有温情的调解过程，一经推出就获得观

众好评。第二季延续第一季的真实和接地

气，同时对警务元素进行拓展，增加交警、

特警等警种，增添特警中心、交警监控中心

等场所，不仅有辖区日常案件处理，也有重

大刑事案件的侦破、法医协助破案等内容，

让故事更加丰富。第二季节目还对拍摄进

行升级，采用超高清 4K 拍摄，令观众有如

身临其境。警员们现身说法的访谈既幽默

诙谐，又语重心长，让观众笑中带泪，从中

领悟“遵纪守法”四字的深意，理解法治社

会对每一个公民的重要意义。

（明 瑟）

贴近生活 守护百姓

核心阅读

表演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
艺术。很多演员会止步于技术，
甚至会通过不断提取自己的“表
情包”完成表演。当一位演员不
仅有成熟的技术，而且能够调动
自己丰富的生活阅历时，表演就
进入更高境界——自带光芒、触
动灵魂

演员的表演水准只有不断提
升，才能让品位越来越高的观众
接受。任何一种表演体系都不是
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应随时代
变化不断调整、发展，我们可以对
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对不同的表演体系，我们要
努力做到融会贯通，珍视老祖宗
留下的宝贵艺术财富，做出合理
的现代转化，同时注重向国外同
行学习，打开表演的想象力

当前，广播剧不仅“重磅回归”人们的
日常文艺生活，而且呈现出紧随时代的崭
新态势

观看采访视频，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