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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演关系是怎么产生的呢?首先我们要回到戏剧的起源。戏

剧的起源有很多的说法，但不管是“宗教说”、“巫术说”还

是“舞蹈说”，在两千多年前的戏剧，观众和演员的关系是很

模糊的，有时观众也是演员，演员也是观众，对于观众和演员

的概念是不清晰的，大家都参与其中，为的是共同的目标如祭

祀求雨、祈福拜神等。“前戏剧”里面戏剧的目的不是为了教

化与娱乐，所以也导致了观演关系的模糊。而随着“有意识的

扮演角色”“观众与演员的区别”等概念不断的出现，戏剧也

逐渐变得丰富了起来。至今，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戏剧形式，而

不同的戏剧形式也随之诞生了不同的观演关系。

空间、演员、观众是组成观演关系的重要部分，而空间建

立起了演员与观众的微妙联系，本文所探讨的空间不是规定情境

所限制的舞台有限空间，而是演员通过自身努力所构成的一种类

似“气场”的虚拟空间，这是一种建立在观众与演员之间的

“软体”空间。以往的舞台空间我们可以通过布景、灯光、画外音

等建立起一个真实的虚幻空间，而演员在舞台上演出时，由于舞

台的“现场性”，演员的表演时刻受着现场观众的影响，这些影响

可能是演员更加有劲的演出，也有可能导致演员在舞台上泄气。

1　演员如何在运动的空间中建立和观众有机的联系

1.1演员在规定情境中建立与观众独立的两个空间

在传统戏剧中，演员在镜框式舞台上与观众建立起一种虚拟

的“墙”，也就是表演中的“第四堵墙”。演员不去理会观众的反

应与存在，在观众眼里这是一道透明的墙，而在演员眼中这是一

道不透明的墙。自然形成了两个独立的空间，虽然演员的台词能

传达到最后一排观众的耳朵里，但由于空间的限制，演员的能量

无法到达最后一排观众的位置，从而导致观演关系显得更加客观。

演员只是在舞台上呈现这个角色的故事，并不要求观众进入该空

间与演员一起感受抑郁的煎熬，而是就像生活中的人一样目睹着

一个抑郁症的痛苦。客观的独立空间可以让观众更加理性的去看

待戏剧。也可以使观演关系更加理想化，互不干扰，各自感受，从

而达到有机的戏剧体验。

1.2演员打破空间限制建立与观众的能量圈包裹观众

随着戏剧的不断发展，灯光、音效、多媒体的运用，使舞台

空间不断延伸。观演关系也不断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布莱希特的

“间离效果”打破了“第四堵墙”，让观众可以直接跟演员对话交

流，让观众从戏剧中脱离出来，让其明白这是戏不是生活，这样

的空间打破，相比客观空间实际上更加客观，让观众完全站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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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观演关系是戏剧工作者一直在讨论的话题，本文通过演员舞台经验的总结旨在进一步探讨观演关系，特别是演员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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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与观众之间的联系，又是如何用自身的能量影响着观众的感受。戏剧中的空间放在观演关系中变成了不断运动的一个概念，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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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观演关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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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视角与角色交流。

“第四堵墙”的打破迎来了一大波戏剧革命家的改革浪潮。大

量的实验戏剧缩短了观众与演员的物理距离，而这也改变着观众

与演员心理上的审美距离。“第四堵墙”的打破让空间有了更多可

能性，但也随之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观众会作何反应，演员

又如何选择是否接受观众的反应，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在讨论，观

演关系变化后，演员该如何合理利用更多可能性的空间。

《恋爱的犀牛》在成都演出期间，当明明拒绝马路之时，台

下某些观众发出了唏嘘的声音，顿时引起了几秒的大笑。而段奕宏把

演出空间从舞台之上扩大到了整个剧场，他的空间把观众和演员放在

一起，他感受着舞台上明明对他的拒绝，同时感受着台下观众的唏

嘘，而观众的反应给了他更多的刺激，在明明离开之后，他选择了沉

默，之后说了一段原剧当中没有的独白。这一段独白相比原剧更加震

撼，也更贴近马路当下的内心。将空间合理的利用不但让观演关系更

加生动，也可以让演员和观众都能有不同以往的别致体验。

2　演员的心理空间运动促成不断运动的观演空间

2.1写实化舞台下的多元空间运动

所谓写实化舞台就是用真实的道具和布景还原当时背景下的

一个真实舞台空间，例如已故著名舞美设计师王文冲在《茶馆》里

的舞美设计一样，用了大量写实的道具和布景，还原了当时原著

中的真实场景，有着浓重的现实主义风格。其次，王文冲先生还

大胆运用了传统戏剧中的“二道幕”，有机的形成了两个空间，既

不影响剧情，又能很好的塑造舞台空间感。

这样的舞台空间是戏剧舞台的基础，而在此之上，演员通

过自身能量又不断的建立着一连串运动的空间，而这一运动空间

又跟表演中的交流很相似。角色与道具的交流、角色与角色的交

流、角色与天地的交流、角色与观众的交流等，在这每一条交流

线上都能形成一个能量圈，也就是“气场”，演员通过交流让自己

的能量可以包裹住不同的对象，随着交流对象的变化随之就产生

了不断变化的能量圈，而这些能量圈就构成了相互交错的无形空

间。这些空间在实体舞台空间上一直运动着，而这也体现出戏剧

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2.2非写实化舞台下的多元空间运动

所谓非写实化舞台就是，运用灯光、音效、多媒体技术等营

造出一种与写实化舞台截然不同的虚拟舞台空间，以此引导观众

在内心世界建立一个与剧情发展契合的舞台空间。

（下转 8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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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辉工作室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所带来的舞台

设计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非写实化舞台例子，一个倾斜的舞台加上

枕头，它可以是屋顶也可以说床也可以是楼梯，非写实化舞台

有着更多想象的空间，这样的空间感是观众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

所建立的。这样的舞台设计可以在有限的舞台空间里营造出无限

的空间想象。使观众主动的进入空间当中。

而演员黄湘丽在演出中也呈现了跟舞台设计契合的空间感塑

造。从舞台最深处徘徊出场再慢慢从斜顶上走下来，从观演关系相

对独立的空间中，一点一点打破“墙壁”，挖出一个洞，再从洞中

钻出来，直面观众，甚至长时间盯着一个观众述说台词。时而独立

时而交互的能量释放也让观众的内心空间不断解构重组，也随之从

空间的纬度表现出角色当时内心的不断解构与重组。

3　演员如何塑造良好的空间感去营造有机的观演关系

首先，在任何舞台中，空间感的塑造都要从观众角度出

发，让要观众从内心建立起一个独特的空间。其次，要注重真

实和虚拟的有机统一。无论是现实主义戏剧还是实验戏剧，没

有选择的空间塑造，对于观众而言是失败的。演员也要在不同

的舞台空间中寻找自己空间塑造的心理支撑。当代最著名的剧团

之一——欧丁剧团，就很注重对于空间的运用，独创的风之舞

也在训练中让演员与社会建立联系，不断地构造自我空间，而

运用到表演上就让观演关系更加有机。演员用自己的能量包裹观

众，再从角色内核出发去有机的选择自己要呈现给观众的空间。

4　结论

演员通过释放自己的能量构造出千变万化的无形空间以取得

与观众的有机联系，而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戏剧服务，为了更

好的诠释角色与剧本。此时此刻的演员站在舞台上不是一个孤立

无助的人，而是一个有着强大无形气场的“神”，用着这股能

量可以激发观众的情感，从而建立起一种“不得退席”的关

系，通过身体传递能量，或使身体成为交流第一手材料的场

所，使观众可以获得更好的戏剧体验。正如特佐普罗斯所期盼

的：我们打破封闭自我的潘篱，让无意识的形象浮现出来，载

着我们飞越已知的极限，在空间中自由的遨游。当代许多训练

方式如ATTIS、铃木忠志训练法、欧丁训练法等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借助演员自身释放的热量来寻求四周空间的回馈，让所处空

间的能量集中于演员身体的核心部位。而这样的训练有利于演员

在行动中下意识的释放能量，从而建立生动的观演关系。所以

笔者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最革命的事情莫过于找回失落的

身体，演员在创作中，可以借鉴格洛托夫斯基质朴戏剧的理

论，回归本我，把自己当作戏剧的核心，不是用经验演戏，而

是用能量、用生命，并借助像流水般运动着的无形空间，找回

观众与演员之间最本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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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培养学生质疑批判的精神，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3　文学写作与深度探究

“整本书阅读是一种深度学习，要求以创新方式向学生传递

丰富的核心学习内容，引导他们有效学习并能将其所学内容付诸

应用。”[ 4 ]阅读《乡土中国》不是为了研究社会学，而是培养

学生的阅读习惯与阅读思维，不能忽视其中的语文味。这就需

要把阅读与写作结合起来。

我在《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课堂中，谈一谈什

么是文字下乡，为什么要实行文字下乡，费孝通是否支持文字

下乡活动，作者怎样论述他的观点的，请具体阐析。针对当今

的“脱贫攻坚”、“教育扶贫”等社会背景，你认为如今的

乡村是否需要文字下乡活动。这样可以让学生了解费孝通认为中

国的乡土社会是面对面的社群，不适宜文字下乡。但当今社会

从经济、文化、政治多个方面，城乡结合，需要文字下乡。

通过这样的训练，我发现大部分学生对当今的中国发展，特别

是农村的发展有深刻地认识。教育的目的重在立德树人，将当

今社会发展与教学结合起来，有利于培养学生们认识中国、关

怀中国、立志服务于中国的情怀。

我还设置了这样一堂写作课。任务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是每个中国人的追求，如果说《差序格局》《维系着私

人的道德》告诉我们“修身”的重要性，那么《家族》告

诉我们为什么在中国人的眼中“齐家”是那么的重要。同学们

或多或少对《红楼们》有所了解，从鼎盛时期到树倒猢狲散的

贾府是如何体现费孝通的“小家族”观念的。整本书阅读是未

来阅读课的发展趋势。其中《红楼梦》亦是高中必读书目。通

过这个问题可以将《红楼梦》与《乡土中国》联系起来，引

导学生们的深度阅读。同时中国的土壤滋养了很多乡土作家，

产生了许多乡土文学。如赵树理、迟子建、路遥、莫言等。

可以让同学们阅读《乡土中国》的时候与他们的文学作品联系

起来，进行深度思考。比如我们学习过的《少年闰土》，你

认为少年的迅哥儿和闰土谁聪明？谁“愚”？我们学习过的

《我爱这土地》，你认为诗人艾青为什么会写我爱这“土

地”，而不是爱“大海”“爱天空”？让同学们在这样的基

础上讨论与写作，可以培养学生们的文学素养、厚植家国情

怀、加强对传统文学的理解与热爱。

整本书阅读逐渐走进高中课堂，作为一线老师需要把握住时

代的风帆，带领学生在阅读上走进更深更广的领域。《乡土中国》

是一部研究社会学的经典学术著作，如何深入浅出的带领学生阅

读和理解并达成教学目的是重中之重。思维导图可以帮助学生静

下来深思，辩论可以激发学生思维的碰撞，调查研究促进学生对

文化的理解，文学写作可以带领学生进行更深度的理解与创造。

采用多维的课堂活动，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培养学生多样的阅

读方法和阅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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