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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 一

序 一

杨扬———响亮、易记、阳光而令人愉悦的名字。我与本书作者、这位

青年才俊朋友的相识、相知，与她在学术上的相通、相融，就像她的名字一

般，那么容易、那么顺畅、那么阳光、那么愉悦。

我与杨扬于去年仅在网络微信上，有几次真诚的联系，以及从美国返

京后的“一面之交”。现已是知心朋友、学术挚友。看来友情似乎不完全

靠时间的积累，更多靠心灵的相通，即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我在美国硅谷撰写表演系列丛书之《表演练习教程》第三章“身体性

表演练习”时，一直想找到国内在这方面有成效、有探索的“个案优例”融

入书中。由于这是一个创新课题，一直难觅知音。我是在这本书完稿前

一个多月才在网站上发现杨扬的形体创新课及其实践“形体戏剧”。她

的创作成为我这本专著中重要的一部分。她的热情应允与配合，她的实

践与观念对我专著的价值，让我真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

夫”“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痛快感。后续

在北京的“一面之交”却交谈得颇深入并饶有兴致，应了那句话“相逢何

必曾相识”。那么短时间能达到“无须倾诉了如心”的境界。决非因为双

方利益之需求所致，更多是由于观念、追求及心灵的重叠。我从她身上感

受到我年轻时的影子，也从我的生命历程中知晓了为什么她有那使不完

的创作热情与能量。

在杨扬那儿，艺术并非职业，也远非事业，而是一种钟爱。与其说艺

术属于她，不如说她属于艺术。在她那儿，“生存”是为了“存在”，“存在

已不被遗忘”。她的生命内在的需求与外在的要求契合一致，“我意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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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必须”。这是一种“理想而幸福的境遇”，将产生极大的物质力

量。杨扬长长的创作年表与得奖成果的摘录就是明证。

杨扬是中国传媒大学表演系副教授，戏剧戏曲硕士生导师，电影学表

演创作方向硕士生导师，2012 级表演本科班班主任及主任教员，担任表

演课程及形体课程主任教师。同时，她也是“杨扬戏剧工作室”创始人、

总监、导演。从她寄给我的文字与视频资料中，我感受到她对讲课、著述、

拍片子与排戏几乎表现出同样浓厚的兴趣，她是那种兼顾理论与创作，把

两者同样当成精神的创造与享受并力求使其达到理想高度的人。

她与我同样喜欢着这样一句创作格言: “让航船驶向未开拓的彼

岸。”杨扬开始在中国传媒大学表演系任教时，沿用了以往国内形体课程

采用舞蹈课那一套教学方案，仅在身体表现的唯美上，动作的技巧上，让

学员在音乐伴奏下漂亮而不留瑕疵地“舞蹈”。面对的是不同于舞蹈学

校、戏曲学校等的特殊学生，如何让自己的教学适应与适合话剧、影视表

演专业，是摆在她面前绕不开的课题。她慢慢地发现这种传统的教学是

枉然的、无效的，达不到影视表演专业形体训练的专业要求。她痛苦地剥

离与放弃自己熟悉的、轻车熟路的旧方式，开启了近十六年的改革探索历

程，让航船驶向未开拓的彼岸。杨扬有成果一是来自她的创新精神，二是

来自于她的执行力。她将探索的创新观念转化为一堂堂课、一部部戏、一

本本专著。

她的探索式的创新教学优秀成果近些年得到了一一印证，她发表的

论文《电影表演创作中的身体语言》《当身体遭遇电影》《浅析电影表演创

作中身体语言的“性格魅力”》《舞蹈艺术与电视传播》等，以及她导演，并

进行了公演的老舍先生的现实主义大戏《四世同堂》、百老汇音乐剧《西

区故事》、形体戏剧与成品教学的剧目《我脑海中的橡皮擦》、话剧《豪猪

式恋爱》《爱情宅急送》《两只鸡的低叹生活》、装置形体戏剧《最后只好停

下来》、多媒体交互戏剧《爱情公寓》等均获得无数国家级、省部级及学院

级奖项。

杨扬探索的重点是教学、戏剧及电影中“身体的表现艺术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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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她常对学员们说:“身体是你的载体，也是你的武器。运用你的肢体表达

人文关怀，进行人性的开掘。”并在其专稿中倡导“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

的最好的图画。灵魂主宰着身体的一切活动，让灵魂高高凌驾在肉体之

上，让灵与肉融为一体。”具体创作中建立身体表演艺术观念，将形象思

维、想象创作能力及身体语言的塑造表现能力统一。

这恰恰与我书稿中倡导的加强表演艺术中加强“形体翅膀”的观念

不谋而合。如何在教学中、创作中，让形体的翅膀硬起来，让你的形体解

放、释放，并自由地、开放地、艺术地与感受自己的心灵并与观众及外部世

界建立一种联系。首先让你的身体与你的意识“相连”，进而让你的身体

在艺术时空中自由说话———你的身体存在于时空之中，你的身体又创造

了一个时空，你在一个艺术的时空里通过你的身体在创造着、叙述着、表

达着……达到“你在体验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在体验着你”的创作境

界。它对当前表演教学与创作形体领域中“传统而封闭”的状态，是一场

革命! 因而也是一场“艰难而长久的跋涉”!

我在写表演教程系列丛书思考教改的过程中，．对表演教学的格局有

如下新的设想，表演教学应有一门主课———表演艺术课，两门副课( 表演

艺术的两扇翅膀) :语言技巧( 台词) 与形( 身) 体技巧。而我们当前教学

中有一个误区，以往的舞蹈形体、自由体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表演形体

(身体)课。理想的做法是开设全新有效的表演形体课程。在撰写表演

教程系列丛书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国传媒大学的杨扬及其“杨扬戏剧工作

室”已经开始了这项十分有意义的教学改革，并已起航了很多年，取得了

十分可喜的成果。祝福这样的探索者的成功，期待着不久的将来全新有

效的表演形体课程的诞生!

杨扬的探索从未止步，先是从舞蹈的身体表现扩展到表演教学、进而

扩展到“形体戏剧”，当下又涉及“电影中的身体语言”。

为什么在“为艺”的专著序言中更多言及“为人”呢?

其一，我一贯认为只有人靠谱，事才会靠谱。一个靠谱的老师才会有

靠谱的课，靠谱的教学，靠谱的戏，也才会培养岀靠谱的学生……在充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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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那么多不靠谱的当今，如此这般，实则难能可贵。

这部《电影中的身体语言》虽未达到圆满，但它是一本十分靠谱的

书。单从简单的目录就已了然:

导 言 电影中的身体语言是特殊的，它不仅承载著传递信息和表达情

感的基本作用，同时也体现出自然身体与表现性身体之间相融合的艺术

化身体语态的特征。

第一章 身体:自然的存在与表现的存在;

第二章 身体语言作为一门艺术;

第三章 电影表演创作中的身体语言及存在方式;

第四章 “解构”电影中的身体语言;

第五章 当身体遭遇电影;就可以感受到这本书的创新意识。

结 语 从身体的本质特征到身体的艺术特征，从电影的特征到电

影中身体语言的特征，从整体对身体语言的研究到局部身体语言的开发

研究，从对身体语言的存在方式、表达方法等研究……为电影艺术多种创

作手段的探索做出一份小的贡献。

其二，还因为艺术是生命的符号与形式，为是生命能量的艺术体现。

我对“表演生命学”的阐释就是基于这一理念:

表演本质上是生命的体验与投入; 是以人的全部可观外在性为表现

手段，却需要调动人的几乎全部生命活动的一门艺术; 是创作者一次“生

命能量”的艺术释放;是其个性魅力通过角色平台的一次独特绽放; 是创

作者与角色、与对手的心灵沟通、与观众的灵魂交流; 是一次“生命的历

险”及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我们对杨扬所做的一切，仅用职业的视野、任务的眼光，是解释不通。

唯从“生命学”切入，方迎刃而解。

我与杨扬老师交往不多，但即便通过不多然却深入的交往，我也能察

觉到她是个富有创意与创新精神的人。这本《电影中的身体语言》就是

一个富有创意与创新精神的人写出来的一本富有创意与创新的专著。

杨扬注定会干出更多更有成效的事，然而生命是有限的。希望她“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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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焦”于更有价值的、更需要的。“多而杂”不如“少而精”! 完美的生命也

需留点时间给自己、给家庭……包括为今后干得更好的学习与“充电”。

期待看到她更多、更好的艺术创作及学术专著!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林洪桐

2016 /7 /20

于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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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杨扬老师是中国传媒大学表演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是这个专业的

开创者之一。十余年来，她在形体课和表演课的教学中，不断探索新的教

学方法，打通形体课与表演课的管道，教学卓有成效，培养出一批批优秀

的毕业生，其中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中国戏剧、影视界的专业人才。

1955年，苏联专家列斯里和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欧阳予倩等大家确定

了中国表演专业招生、教学的基本格局，也就是声乐、台词、形体、表演四

大主干科目，辅以文化艺术课程，构成了各高校表演系的课程体系。历经

60余年流变，时至今日，这个格局依旧保持着。形体课程一直是表演专

业最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形体课与表演课的关系，也一直是教学规划和

教学改革中的热点问题。时代的巨大变化，使得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

学手段不断变化，万变不离其宗，学以致用，全部教学的目的都是为了戏

剧、影视一线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

中国传媒大学的表演系，是一个年轻的专业建制。时间不长，包袱不

大，在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中，一直展现出年轻的气质和变革的锐气。杨

扬老师主持的形体系列课程，是最有活力的课程之一。她观摩了大量世

界各国优秀剧目，参加诸多表演工作坊，在教学中不断创新、反复实践，摸

索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法:立足于舞蹈训练基础，广泛吸取戏曲、哑

剧以及各个流派的表演、形体训练法，根据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和差异

性，由浅入深，点面结合，开创了实践性教学的新局面。同时，作为导演，

杨扬老师还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戏剧作品，如《豪猪的距离》( 联合)、《我脑

海中的橡皮擦》、《最后只好停下来》、《两只鸡的低叹生活》、《爱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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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寓》，并全新演绎了经典剧目《四世同堂》、《西区故事》等，这些剧目大多

具有鲜明的形体基因，风格独树一帜，使得中国传媒大学成为北京东区戏

剧创作的一座重镇，也构建了中国传媒大学的表演教学特色。

这本书是杨扬老师多年来教学、创作的一次总结，内容详实，图文并

茂，深入浅出，实用性强，在形体教学和表演主体课程之间，架起了一座桥

梁。在书中，也可以看到她综合全面的艺术素养，机巧灵动的文化思辨，

对于艺术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敏锐应对，以及作为一个教师的强烈

的责任感。

我们希望，杨扬老师在下一阶段的工作中，能够进入一个新的领域，

更多介入电影、电视剧的创作，取得更加丰富、全面的实践经验，掌握影视

创作一线对于演员形体技能的要求，使得形体课程的教学实践和理论总

结，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在潮流之中，

固本清源，融会贯通，为正在蓬勃发展的表演艺术提供更大的助力，是我

们的职责所在。

2016 /8 /27

于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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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的图画”——— 维特根斯坦

电影中的身体语言是特殊的，它不仅承载着传递信息和表达情感的

基本作用，同时也体现出了自然身体与表现性身体之间相融合的艺术化

身体语态的特征。通过这样一种有意味的艺术表现形式，从而获得在电

影创作中极为重要的艺术表现地位。研究电影中的身体语言可以为电影

创作找到准确有力的表现手段，为演员在电影中的表演提供依据和方法，

同时也有利于电影鉴赏者更直接地理解影片的内在含义。另外，在以往

的电影创作研究中，身体语言的研究常常被忽略，没有对这一重要元素加

以足够的重视和关注，更是很少将其单独拿出来进行系统化的深入研究。

而电影创作实践证明，身体语言的运用对演员的角色塑造和影片内涵的

表达都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对电影艺术多种表现手段之一的人物角色

扮演的———身体语言———的研究和探索也并非次要，甚至有着不可或缺

的重要意义。

电影表演中的身体语言( 以下简称电影中的身体语言) 的特征是如

何区分于其它艺术门类的? 电影身体语言自身具有哪些审美特征? 它又

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存在的? 电影身体语言与其它电影元素之间有着什

么样的关系? 目前，这样的研究还非常有限，对于如何更好的把身体语言

用之于电影创作的资料更是寥寥无几。电影身体语言未受足够重视令人

遗憾，这种人类与生俱来的最自然、最熟悉、最直接的语言其实是电影创

作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一部电影的成功，离不开各种电影元素的综合运

用，更离不开身体语言的演绎。将电影中的身体语言进行独立研究并与

它其相关元素进行联系，更能充分说明身体语言在电影创作中的重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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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并为电影创作中多种艺术手段的有机结合提供新的视野和可能。

对于电影中的身体语言研究，从本质上讲是对身体的研究，因此应该

了解身体自然的存在方式和表现的存在方式，并进一步的探讨身体与艺

术相结合后的表现方式。电影中的身体语言与其它艺术有着一定的区

别，这与电影本身的特征有关，正是电影的视听特性和综合性决定了身体

语言在电影中的独特存在方式。这种独特的存在方式是在对电影身体语

言的纵向研究过程中得出的。在不同的类型影片中身体语言也会呈现出

不同的形态，身体语态的差异使这些电影中的身体语言特征呈现出不同

的面貌，而且在某些类型中，如动作片、歌舞片中的身体语言不仅仅是塑

造人物和表达内涵的重要手段，更成为影片叙事推进的重要方式。此外，

电影表演创作中，演员创造角色和塑造人物性格都离不开身体语言的参

与和支撑，从而达到外在身体动作与内心活动的统一结合。

电影表演中的微身体语言的局部开发是本书研究的另一个课题，将

镜头前的身体进行“解构”，以一种局部独立和放大的方式对微身体语言

的呈现和演绎进行剖析，这一部分的归纳和总结为电影表演创作提供了

一个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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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身体:自然的存在与表现的存在

第一章 身体:自然的存在与表现的存在

第一节 物质、精神、体验的身体

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崭新的生命便呱呱坠地。当我们还在襁

褓之中嗷嗷待哺之时，当我们还在咿呀学语、蹒跚学步之初，我们就已经

开始“手舞足蹈”地向这个世界“呼喊”着发自内心的声音。对于襁褓中

的婴儿，母亲通过捕捉他们的动作、表情和声音来判断他们此时此刻的心

情和状态; 两个热恋之中的情侣，无需过多的言语，便能感知流露自对方

的无尽的爱意; 而一位功力深厚的演员，只需通过眼神与肢体细微的变化

便能传达给观众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的共同载体，便是我们的身体，其

和我们的嘴巴一样———它，也会“说话”。

无论是在影视剧还是在话剧、舞蹈表演中，身体语言以其独特的魅

力，在这些艺术门类中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演员的一颦一笑、

一举一动，时常会成为观众瞩目的焦点，将观众深深地带入整个故事的发

展之中，令其难以自拔。

这其中的魅力源自于人类奇妙的身体。有人认为，“世间最美妙、最

能触发创造激情的视觉对象是人类的身体。不仅因为人是宇宙生命的精

灵，亿万年的历史进化使人体妙不可言地凝聚了宇宙整个生命的神奇与

气韵，更是由于人体那丰富多变、微妙动容的表情与体态无不反映人的内

心体验和精神品质，无不展示其所蕴含的青春活力、个性魅力、特异力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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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生理与文化、理性与灵性的生命状态”①。的确如此，人类的身体不只

是人类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更充满了理性与灵性的生命情态。所以我

们有必要进一步地认识自己的身体，从中体味身体所富有的无穷奥妙。

一、物质的身体

“作为自然的、动物的、物质形态的实在———‘人’，是一个具有肉体

生命的生物实体。可以说，人类的一切活动，第一性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这

个肉体生命能够‘活着’的基本需求。这就是我们永远将生产力的发展

作为人类进步的第一衡量尺度的原因”。② 由此来看，肉体能够存活是人

类早期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高要求，于是人类为了这样的生存需求开

始了身体上的演变历程。

人类拥有实实在在的物质身体，我们称之为肉体。肉体是人类生命

的生物实体，是生命的载体。“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之中，依靠

着有利于个体生命的无数轻微变异的积累，身体的内部器官、外部肌肉及

其结构均发生重大的改变。”③这里的身体指的就是单纯意义上的肉体行

为，经历着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在人的肉体中又存

活着人的情感和欲望，人类受存活欲望的驱使，不仅要满足温饱，也会产

生对性的渴望等。我们回望整个过程，不仅会被人类所追求的物质化活

动带来的身体变动而折服，更能深刻地理解物质与身体的同一性———身

体在进行着一种基本的物质性的生命活动。

我们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身体，但有时并不完全熟悉和理解自己的身

体。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需求，为了能够让这个生命的实体活下来，

开始了生产劳动等一系列的生命运动。从解放双手，由原来的四肢行走

到后来的直立行走，人类的身体越来越灵活。于是，身体不再是只完成简

单的站立、行走、跳跃、奔跑等这些单一的、为了维持生命的原始动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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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葆:《生命之漪》，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1999版，第 2页。
刘青弋:《现代舞蹈的身体语言》，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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