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表表表演演演基基基础础础教教教程程程
（第２版）

王家元　主　编



　　本书为播音主持专业本科表演课程教材，也适合表演专业学生进行实际训练。本书共
五章，包括表演元素训练、行动与规定情境、小说影视片断、剧本片断、独幕剧等。全书以举

证为主，说理为辅，重点突出，偏重学生进行实训。书中包括大量国内外经典剧本以供学生

进行实际表演操作。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表演基础教程／王家元主编．—重庆：重庆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４．８
　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６２４６９７３５

　Ⅰ．①表…　Ⅱ．①王…　Ⅲ．①表演学—高等学校—教
材　Ⅳ．①Ｊ８１２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１２）第１９４８１９号

表演基础教程

（第２版）
王家元　主　编
策划编辑：雷少波

责任编辑：雷少波　　版式设计：雷少波
责任校对：邬小梅　　责任印制：赵　晟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２１号　
邮编：４０１３３１

电话：（０２３）８８６１７１９０　８８６１７１８５（中小学）
传真：（０２３）８８６１７１８６　８８６１７１６６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ｑｕｐ．ｃｏｍ．ｃｎ
邮箱：ｆｘｋ＠ｃｑｕｐ．ｃｏｍ．ｃｎ（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万州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１６　印张：２３．２５　字数：４１６千

２０１３年３月第１版　２０１４年８月第２版　２０１４年８月第３次印刷
印数：６５０１—１０２００

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６２４６９７３５　定价：５３．００元（含１光盘）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杜十娘

美狄亚



施卡本的诡计

在茫茫的大海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街坊

沈大脚说媒



瞬息间的幻影

熊



Preface
�����������������

社会表演学这一门学科是一门崭新的社会科学交叉学科，它用戏

剧研究的模式来分析所有的人类表演，近年来迅速地渗透到人类学、社

会学、心理学、文学、历史、传播学、文化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科学、

行为科学等几乎文科所有学科中去，成为一个跨学科的崭新研究领域。

它可以成为社会人文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程。通过表演基础训练课程

的训练让学生掌握展示自我、与人沟通、把握社会角色的扮演等能力。

在表演学教学实践活动已经广泛展开的当下，却出现了一个问题：

几乎所有的表演课程使用的教材，不管是不是表演专业的学生，都使用

表演专业的教材，这显然是不符合规律的。能不能有一本教材既能够

为表演专业的学生使用，又能够给非表演专业的学生提供帮助呢？本

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本书一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是表演元素训练，主要是要让学

生放松身心，能随心所欲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与肢体。表演专业的学生

学习它是为了给以后塑造人物角色打基础，非表演专业的学生学习它

是为了打造自己的生活、职业角色打基础。第二章是行动与规定情境。

行动是表演的核心，表演专业的学生必须掌握自不必说，非表演专业的

学生要在本章中了解到社会人的行为规律、社会的行为规范原则，把握

社会人的行为心态。从而在自己今后的职业行为中更好地把握职业方

向、适应职业需求，更好地与人交流沟通。从第三章开始，进入到剧

本———从片段到完整的剧本。剧本其实和小说一样，都是讲一个故事

的文本。只不过剧本的表述手法不一样罢了。它是用人物对话在讲故

事，这不太符合我们日常的阅读习惯，因为剧本中没有心理与动作行为

的直接描写。表演专业的同学排演剧本时为了学习塑造人物角色，非

表演专业的同学又为什么要排演剧本呢？其实很简单，首先，通过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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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演要学会在生活中如何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你要扮演一个角

色，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理出角色的行动线，并找到内心的依托。这个过

程恰恰就是在理解他人的行为逻辑的过程。其次，通过演出剧本，强化

与人交流沟通的能力，强化展示自己的意识与能力。第三，通过戏剧的

排演强化语言表达的能力。在剧本的排练过程中我们会强化语言表现

力的训练。语言表达能力直接影响你的思想能不能准确地表达并让人

理解，也就是你与人沟通的效果。这对于我们日常工作生活是至关重

要的。本书此次的修订工作中，夏露老师做了大量的工作，特此说明并

致谢。

希望本书能给正在学习表演的朋友们带来一点点的帮助。

编　者　
２０１４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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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表演？也许“百度”一下能给你许多专业的解释。但你心中的表演到底是

什么呢？在生活当中常常有这样的情景发生：在聊天时，偶尔会忽然说道“哎呀这个

人好像演戏呀”，于是表演就成了虚伪、虚假的代名词，因为我们认为表演就是在

“装”。所以我们评价一个人生活当中爱演戏，往往都不是好话。但是换个思路来看

待表演，也许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一个演员，他在“假装”的状态下，都能把一个

人物角色展示得入木三分，让观众相信“他就是那一个”。那么我们真实的人，真实的

角色，为什么不能通过表演课的训练把自己的人物角色扮演得更好呢？

“生活就是在表演”，也许很多人难以接受这个观点，但是“人生大舞台”却被广泛

认知。其实根源就在于人们对“表演”有认知上的情感歧视———它就只能出现在舞台

上。为什么会对表演这门学科产生认知上的误区呢？是因为表演在我国长期以来只

存在于戏剧、戏曲和影视教学之中。于是人们就想当然地以为学习表演就只是学习扮

演角色，把表演训练等同于角色扮演的训练，甚至认为，学了表演在任何时候都有扮演

角色的嫌疑。其实表演训练在国外早就普及于各行各业的职业教育与训练中了。今

年的奥斯卡最佳故事片《国王的演讲》就展示了表演训练在生活中是如何运用的。艾

伯特王子———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二儿子，被父王要求在伦敦温布利的大英帝国展览

会上致闭幕词。相比于大儿子大卫———日后“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温莎公爵，国王更

喜欢艾伯特。可是，艾伯特患有严重的口吃。场内外静静等待着艾伯特的初次亮相。

可是，广播里只听得艾伯特的结巴声“……我……有事宣布……我承诺……”二十秒

吐不出一个词。于是妻子莫琳外出找到语言治疗师莱昂纳尔·罗格医生为丈夫治病。

医生采用的是运动、加强呼吸、放松嘴部肌肉、加强舌头力量、绕口令……发声—感

觉—跳跃—放松，发声—甩头—吸气—呼气—倾听—就地来回滚动等方式来做治疗训

练，而这些方式是典型的表演基础元素训练———松弛与控制的训练方式。最后王子通

过一系列的表演元素训练治愈了口吃的毛病，找到了自信，并发表了一系列鼓舞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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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讲，激励人民奋起反抗法西斯的侵略，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我们能说接受了表演

训练的王子是在扮演角色么？其实那就是他自己，真实的自己，只是在之前他由于种

种原因迷失了自己而已。我们的医生通过表演训练让他找回了自信，找回了真实的自

我。也许有人会说，其实那些训练都是心理学上的一些小练习！的确，那是心理上用

于放松催眠的方法，可是表演基础训练也在使用这种方式。原因很简单，表演其实是

一门综合性极强的交叉学科。在进行表演基础元素———观察力、注意力、想象力、感受

力、适应力、判断力、理解力、表现力以及真实感、信念感、形象感、节奏感等的训练时，

我们大量地采用了心理学、社会行为学、语言学等学科的训练方法。这些训练的目的

就是让学员找到真实的自我。很简单的道理，一个连自己是谁都不甚清楚的人，如何

去扮演别人呢？所以表演学习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训练过程，角色扮演只是这个过程的

最终点，而它的起点却是寻找自我。这个寻找自我过程对于我们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都

是极其需要的，所以在国外律师、政客等需要面对大众表现自己能力的行业时，都会进

行或多或少的表演基础训练。只是在我国似乎还是一个空白。那么能不能在我们普

通高等院校的各专业中，特别是相关的艺术门类专业中开设表演基础课程呢？答案是

肯定的。只是要根据各专业学科不同来制订不同的学习侧重点罢了。比如动画专业，

就应该重点学习表演课中的形体动作和形体性动作。因为动画片中人物是否生动，一

方面靠后期的配音增色，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一面，是要靠动画人物的表演来打动

观众。而现在我们国产动画片最大的弊病就是动画人物的表演僵硬，脸谱化、概念化，

缺乏细腻的过程，这和我们现在很多动画从业人员不懂表演不无关系。现在我们就以

播音主持专业为例，分析一下表演课应该怎样为其他专业的学习服务。

()*+%&'

播音主持专业开设表演课程，乍一听，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播音主持专业和

表演专业有着本质的差异。播音主持专业培养的是新闻工作者，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

做最真实的自我，要在表达时做到“我口说我心”。而表演专业培养出来的是文艺工

作者，其最终目的是培养学员塑造人物的能力，也就是扮演别人。一个是寻找“自

己”，一个是饰演“他人”。企图通过表演课来培训主持人的能力，那还不得南辕北辙，

适得其反啊！其实不然。表演课的基础课程就是解放天性，寻找真实的自我，而这恰

恰和我们播音主持专业的学习要求完全符合：找寻自我！

播音主持专业需要表演课做什么？现在，我们现有的进行表演基础教学的老师都

是表演专业出身，对于表演基础训练方式方法是熟烂于心的，训练起来也得心应手。

但是恰恰由于有表演专业学习的背景，在训练中追寻角色的意识根深蒂固，这却是播

音专业学习表演所忌讳的，因此让教师们转换意识也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我们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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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专业表演课程的老师们必须要对播音主持的专业课程设置很清楚，而且要懂得播

音理论，这样才有可能知道播音专业的学生需要在表演课上得到什么。要建立一个基

础学科的服务意识，要明确表演专业的哪些内容可以用来为播音主持专业服务。我们

要弄明白这一点就必须搞清楚播音主持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什么。我们播音主持专业

的培养目标是：其一，培养有声语言的群众楷模；其二，培养以播音主持为专长的全媒

体综合性人才。

“有声语言的群众楷模”除了对普通话语音标准化的要求以外，更多的是要求能

运用有声语言准确、生动地传递信息、表达情感。毕竟语言是为表情达意而存在的。

想要准确地表情达意就必须对生活有深刻的感悟，对情感有准确的体验，对词汇有精

准的把握以及对语言技巧有熟练的运用，以此来达到“我口说我心”的最终表

达效果。　　
“以播音主持为专长的全媒体人才”更是要求我们的学员除了要学好播音主持这

门专业课以外，还要对摄像、编辑、表演、剪辑等相关专业熟练掌握。其他的专业课程

且先不说，播音主持专业对我们的学员有些什么要求呢？首先便是政治素养的要求。

因为播音主持人是新闻工作者，其性质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这便要求播音员主持人

“应具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和思想修养，较强的政策观念和新闻敏感”。其次便是知识

文化的修养。因为语言归根到底的展示是讲话人对生活的感悟，对稿件文章的理解。

而我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不外乎有两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可让我们在感

悟作者心灵的同时习得词汇句式的用法，以提升对语言文字的运用和理解力。而“行

路”其实就是对生活的留心观察和感悟，去发现生活的细节，去体验生活的真情、真

善、真美。最后就是对专业业务水平的要求。主要是指对播音创作所必须的关于创作

规律性的知识本领的培养、锻炼、积累和掌握。其主要由理解感受力的培养、语言表达

能力的锻炼、生活实践的积累和姊妹艺术的借鉴等部分组成。

当我们明确了播音主持专业整体教学的目的之后，我们再来看播音主持专业的表

演课该做什么就很明确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只有三个部分：一是培养学生观察生

活的习惯与能力，让他们能在生活中汲取养分，丰富自己。这是表演基础课中观察生

活练习所擅长的。二是训练学生的理解力、感受力、表现力、交流感、对象感等播音主

持专业所要求的基本能力。这恰恰是表演的基本元素“七力四感”的基本内容。三是

让学生了解人物角色塑造的基本路径，懂得一些基本的方法，以适应全媒体人才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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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松弛与控制训练

因为中国人受到内敛性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多人都不太敢于在公众面前展示自

己。在众人面前讲话做事时，往往表现出紧张的情绪。而这个恰恰是语言表达的大忌

讳，因此我们的播音员主持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放松的问题。但是过于松弛的状态又

会显得懈怠，故而我们还要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肢体，让我们能在公众面前大方得体

地展示自己。

二、观察力、理解力与感受力的训练

观察力实际上就是对生活的观察能力，前面我们提到了对于生活的观察、感受和

理解是我们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做观察生活练习的目的是让同学通过对

所观察到的人和事情的模仿表演来了解社会中各行各业的行为规范、事情发展的规律

以及体验人们在真实的社会事件中所展示的真实的情感。这和表演专业中以模仿人

物特征、找寻行动规律为目的的观察生活是有区别的。

由于播音学科的边缘性、播音创作内容的多样性、播音创作的二度创作性，感受力

和理解力对于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的同学就显得尤为重要。播音员主持人每天要播送

大量的稿件，尤其是政策性极强的新闻稿件，如果没有深入的理解能力是很难把握好

稿件的内容及精神的。而具备独特的感受力却是形成自己独特播音风格的必要条件，

真正做到感之于外，受之于心。

三、表现力与想象力训练

播音主持专业课程———语言表达，会专对语言表现力进行专项训练，但是副语言

训练却是较少的。现在可视媒体的普及却对副语言要求越来越高。而表演课却可以

对副语言表现力做很好的训练，这就为语言表达做了很好的补充。

想象力对于播音员主持人的重要性在《中国播音学》第二十三章中已经阐述得很

清楚了，在表演课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一直贯穿的就是想象力的训练。

四、交流感与适应力训练

播音员主持人的口语传播是在特殊的语境下进行的，在说话时不但要注意与现场

观众的交流，更要注意与不在现场的观众（听众）的交流。特别是新闻播音甚至根本

就没有现场的观众存在，只有跟想象的观众交流。所以我们的播音员主持人要掌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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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传播语境、双向交流语境、虚拟语境和真实语境等多种复杂语境下的交流与适应。

因此我们除了要训练学员在有反馈、有刺激条件下的双向交流能力外，还要训练他们

在无真实对象、无现场刺激和回馈下的“独白”似地单向信息传递。

五、行动与规定情境训练

行动，是表演专业的核心，是塑造人物角色的法宝。但是换个角度来看，行动也是

播音主持专业的核心。因为播音主持专业的核心部分———语言表达，其实就是“行

动”中的“语言行动”，播音主持中的“副语言”其实就是“行动”中的“肢体行动和形体

性行动”。学习掌握好“行动与规定情境”对于播音主持专业一年级下学期进入的《语

言表达》和《即兴口语表达》两门专业课程的学习十分重要。在“行动”训练中我们加

强语言行动要素“说什么，为什么说，怎么说，对谁说，什么情境下说”的训练，这和一

年级下的专业课程是完全接轨的。而规定情境的训练对于播音员主持人研究受众心

理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受众分类、受众环境、受众心理等实际就是规定情境中我们要研

究分析的内容。而播音专业中提到的语境———语言环境和使用语言的环境，其实就是

规定情景。同时我们在这个阶段的训练中让学生了解如何通过行动来塑造人物，明白

塑造人物角色的一些基本原则，为全媒体人才的“演”做储备。

表演训练为播音专业课程做了什么？以上的一系列训练，实际上是为学生进入到

《语言表达》和《即兴口语表达》课程的学习来做基础铺垫的。这个阶段我们可以为

“情境再现”提供想象力的支撑，让学生能更好地找到语言的画面感。同时提供感受

力的支撑，让学生能更快地找到文章的情感波动变化，并表现出来。而在“对象感”一

章中所讲述内容的基础实际就是表演上交流与适应所讲授的内容。在《即兴口语表

达》教学中就更多地体现了表演课程的基础支撑。首先其对注意力和感知觉能力的

要求，表演课在元素训练中就已经解决了。而语言生成的环节“内部语言向外部语言

转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完整的“行动”过程。同时表演课还为其准备好了交流

感与对象感，这是当众即兴讲话的基础。在对话性即兴口语的教学中更需要“行动与

规定情境”的帮助，以便于主持人能迅速地控制住场面，引导受访对象跟着提纲的思

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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