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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察生活”与“角色创造”的基本内容

1. 何为观察生活，何为观察力

“七力四感”对于本科专业为戏剧表演的同学并不陌

生，通常是大学入门表演的第一课。它准确具体的指出

演员要具备能力，最终帮助演员成功塑造角色，这也是

演员的根本任务。

在“七力四感”中观察力列为第一，以此方式告诫

了每一位表演生“观察力”的重要性。“观察力”是生活

观察的能力，而“观察生活”是对生活的积累，最重要

的是对人物的观察与研究。“既是创作者，又是创作的材

料与工具，同时又是创作出来的艺术品——角色。”①表

演艺术创作以“生活”这一源泉作为基础源泉，表演艺

术中的生活又是观察力的具体体现，因此观察力是演员

塑造人物的积基树本。

2. 何为角色创造

角色由三个部分组成：人物理解、人物体验和人物

塑造。角色需要演员这个表演艺术的核心，通过舞台上

行动过程来塑造，通过演员的对角色内心世界的表达体

现艺术形象。舞台上的演员直接体验角色，又终极呈现

角色。因此角色创造成为了演员的必修课，必备技能。

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著的《演员角色创造》一书

中，斯氏进一步将自己归纳创立的“体验”体系完善，

在早期记录的所谓的“艺术札礼”中，在每一次饰演角

色后，斯氏都会为自己提出任务，然后终生都在体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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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和理论完善等方面来解决这些任务。斯氏在当时艺术

文学协会，连续表演几次莫里哀的《乔治·当丹》中的索

丹维尔一角之后，在 1889 年 2 月 2 日，斯氏写道：“我开

始明白，什么是演员活动中最难做到的：学会走进角色，

不顾各种各样的障碍，学会让自己兴奋，不让自己讨厌

角色。”②

二、生活是艺术创造的来源，观察生活是艺术创造

的积基树本

1. 现实生活与舞台表演的异同

现实生活，言简意赅，就是我们正在生活的世界，

日常的点点滴滴。学艺术的总喜欢陶醉并生活在自己内

心世界里。每个人社会经历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世界，

毅然决定了生活以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去评判去成长去

改变。因此不同的人生缔造了大千世界里形形色色的我

们，我们在生活中真切的感受，真实的触摸，真切的残

酷。佐临先生有句名言：“不像不是戏，太像不是艺；悟

得情与理，是戏还是艺。”一个是真实世界，一个是剧本

纸张，真实存在亦真中有假，看似虚拟的剧本中又是真

人物的真经历真情感——这就是现实生活与舞台表演的

区别吧。

2. 观察生活下的“观察力”与生活的关系

在第一章中，观察生活被我划分到观察力这一板块

中，它是观察力的实际运用，并且我对观察力做出了详

细的解释，观察力是表演艺术创作的原动力，它可以很

好的辅助演员对角色的塑造，使其更加的自然，生动，

真实。

观察力一直贯穿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中，从大一单

一的元素训练开始，到细致的人物观察，再到后期自然

而然的观察生活。从第一次全班到久居福广场观察跳广

场舞的爷爷奶奶，一起去石羊场客运站观察行色各异的

赶路人，完成简单的人物模拟；再到进行名著阶段对艺

术家刻画的成功人物观察细节，模拟加之自己创造；再

到最后自己亲自去了解藏民的生活习惯语音语调，自己

塑造“德宗”这一新鲜的角色。我们都是先观察，后模

仿，最后自己塑造。观察是生活中的观察，生活里的积

累；模仿就是生活中已有的你所观察到的鲜活人物，塑

造就是演员将生活中观察到的转化成自己可以成功驾驭

的过程。

3. 生活观察和观察积累对演员的意义

“生活”和“艺术创作”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生活”对于“创作”是不可动摇的重要。生活既是

艺术的源泉，又是舞台表演的基础“观察生活”就是

“看”，生活环境中人物外貌特点和性格特点，这些都要

观察。“生活积累”就是“记忆”，从小讲是将观察到的

各色人的精神和形态进行划分与记忆存储；从大讲，就

是对生活中可见万物的基础形态的记忆。

观察生活是创作人物最佳途径。生活的积累是使艺

术作品形象成功途径，它使艺术作品饱满具有血性、真

实自然。例如观察跳广场舞的阿姨们，每一位阿姨在跳

舞时都有自己的面部表情，跳舞方式和不同的跳舞姿态，

这些细微的捕捉可以准确的临摹出不同年龄，不同协调

度，不同学习程度的人物，再加之观察阿姨们的独有小

动作，刻画出的人物形象就大不相同。

4. 演员如何进行生活观察

“观察”其实是人的本性，但对于演员来说这一本

性要放大到精致。观察生活是永久的任务，永生的课题，

对于演员。表演艺术者的任务是在舞台上呈现出鲜明的

人物形象，这就要求演员更仔细用心地去观察生活，那

么如何观察生活呢？

拿我自己来说，刚刚接触表演学习，进入观察生活

的课程时大海捞针般茫然，表演基础课中，我的老师教

授到：准确的观察一个人，就要抓住一个人的内外部特

征，要先从这个人的外形、年龄入手，再从穿着打扮、

饰品来分析一个人的性格、职业、身份等。再通过更加

细致的观察，例如：言语特征（是否有口音）、眼神特征

还有走路姿态、步伐大小、手势等这些行为方式的特点

来更加细致入微的体现一个人物，将人物内心丰满、神

色灵动、语言行动真实，是一个演员一生修炼的课程。

或许这样的课案缺少专业的辞藻，但对于大一的我来说

却很受用。有观察的眼光是重点，细腻的观察后要迅速

的记忆存储，同时要抓住人物的内外部特征，强调与众

不同的点，最后也要对生活中新鲜事观察，方便塑造人

物时快速进入规定情境以及更好的进行角色创造。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演员创造角色》中说到：“要

学习、倾听、观看、热爱生活，要学习把生活转化为艺

术，用它来充实你们的形象角色，一个真正的演员不仅

要知道大城市里发生的事情，而且要知道在外省、在乡

村、在工厂里、在世界文化中心所发生的事情，演员必

须观察和研究国内外一切人的生活。”③

三、角色创造是演员的根本任务，是生活积累的

呈现

1. 演员与其塑造的角色的关系

演员需要具备的能力，不仅有基本的观察力，更重

要的是采取行动的表演能力。创造的角色与演员是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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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正因为彼此矛盾，才让演员无法很好掌握表演

能力。

演员的任务是创造角色，演员本身不是角色。演

员和角色之间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立场看待问

题，不同思维方式处理问题；由此构成演员和角色之间

的特殊性。剧本不是写演员的日常生活，角色自然不是

表演自己，而是创造剧本所写的不同人物，与演员性格

生活小则略有相同大则大相径庭。因此创造角色需要演

员发挥自我，需要不断克服角色与自我差异的不适，不

断找寻突破人物特点的端口，逐渐向角色靠拢最终与角

色融合。

演员和角色这两个独立的个体又是统一的。也就

是说这两者之间是互相依赖而又共同存在的。演员可以

利用自己的身体和情感上的投入，加上对角色的观察体

验，使自己逐渐接近角色的过程；而角色可以让演员找

到相似之处，情感的共鸣，最终达到“我”是“角色”

的状态。

2. 如何进行角色创造

表演艺术需要敏锐的观察、细致的体验和准确的人

物设定来进行创作。塑造人物就是一个精心雕刻慢慢填

补，细细整合的过程；人物的大致介绍，在剧本中都有

所指明，演员首先要通过剧本整体来把握角色表面，其

次是分析体验角色。

想要对剧本和角色有正确的理解，创作的第一步就

是认识剧本，对剧本通读一遍大致了解后逐字逐句地阅

读人物出现章节分析人物表面。初读剧本并且在剧本所

给文字上对人物进行初步判断，规定情景的想象、故事

背景的理解、剧本发生了什么、剧本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分析体验角色是演员落地创作前的关键过程，它

决定了创作出的人物是否饱满富有特点。通常来说人物

内心世界最难把握，这需要演员自我揣摩情感借鉴。因

此，对角色形象的内心世界构建丰满是难题，解决内心

视相后角色的塑造相对容易肢体语言是一种无声的交流

工具，它一方面可以反向刺激演员寻找内心情感，可以

较快速找到通向角色内心的桥梁。最后设计细微小动作

来丰富人物特征。对于人物的内心世界是最难把握的点，

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不一样的生活背景，社会

时代，人事机遇，因此分析一个人的人物要全面具体，

做好“人物小传”的准备工作，在大学四年，我大大小

小写了不下 10 片人物小传，就拿“陈白露”这个角色来

说，她是天津有名的交际花，穿着旗袍抽着细烟喝着洋

酒，一颦一笑都是妩媚。受过良好教育有女权自我追求

的她最后还是迷失在混乱的年代，每一场戏人物的心理

状态都不一样，每一场我都曾细细揣摩过，思考过。

在对角色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之后，找准方向去选

择贴近角色的人物或角色本人去观察体验，细致到动作

细节、动作特点、语言语速等；帮助快速定位角色、让

自己快速融入剧本、融入故事情节，体验角色对是最有

效的辅助方法。我认为演员体验过程中最关键的内容还

是角色的内心，通过体验要更快更准的定位角色的心理

活动，这个人物在想什么，在追求什么等等，从生活去

借鉴符合该角色的说话方式、动作、情感生活经历，并

在自己身上建立起角色的自我感觉，这样又方便又准确。

3. 创造角色与观察生活的必然联系

演员的第一目标，便是成功地塑造角色。角色与演

员紧密相连，—个演员对角色的塑造渗透着对剧本角色

的理解及对生活的观察和现实的积累；可以说，没有演

员就不可能有不同角色，没有不同的角色也不会缔造演

员。角色的诞生离不开演员的观察与再度创作，二者相

辅相成，互相成就。北京人艺在艺术总结中把他们成功

的经验归结为：“浓厚的生活基础，深刻的体验，鲜明的

表现力。”，又将“深厚的生活基础”立为演员创作艺术

的首位。艺术创作的源泉就是生活，生活积累不管是直

接模拟人物还是间接嫁接人物内心情感，对艺术创作都

是极为重要的。作品能否在舞台上被创造，被赋予血肉

生命，取决于演员对生活的观察。

三、观察生活与创造角色的关系

1. 观察生活是创造角色的基础

如何塑造角色，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这个过程最重

要的一点，就是体验生活积累生活。创作的源泉大部分

来自于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演员可以汲取贴合角色的表

演素材、获得创作角色的灵感，从而提升演员的创作能

力与表演水平。在日常生活中，演员要善于发现人事、

习惯享受观察。不同社会阶层人物的外部特征、言行举

止、性格特点、细节习惯都不同；演员是单一的，既然

无法在各个阶层都活一遍，那就多体验多观察、多积累

多储存。

演员“七力”中还有一重要点就是“想象力”。“想

象力”是否丰富的关键在于：演员自身生活阅历、演员

的“信念”是否坚定，可见信念感对于演员是十分重要

的。我曾在话剧《青春禁忌游戏中》中饰演了一位 40 出

头有着自己理想主义的老师—叶连娜。前苏联的作品，

在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单纯孤独坚持正义的女老师坚

守着她的信念。我觉得最难的是老师内心的心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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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那段时间我在小学兼职代课，可以直面学生直面老

师，也可以在日常相处中观察每一位老师面对熊孩子的

态度。课下多采访多询问，揣摩“叶莲娜”的人物内心

变化，查阅前苏联的相关背景尽可能的融入时代，最后，

成功地塑造了这个人物。

2. 创造角色是对生活最好诠释

优秀的角色是带有情感的，它包含了丰富的生活素

材，创作者开阔的思路，演员内心体验充实，艺术者行

动的丰富和积极。一个优秀的角色不仅把自己的内心真

实地传达出来，更是演员内心和生活。心灵碰撞产生的

共鸣。

生活在大千世界的我们，各自承载着各自的酸甜苦

辣。作为一个演员，首先需要热爱生活，才能感受生活

的本质和魅力；剧本就是源自这生活“五味瓶”中，描

写了世间渺小的小人物和他们人生故事；角色就是“小

人物”的代名词。热爱生活的人才会有创造力，热爱自

己才会有梦想有追求，演员更需如此。

四、总结

由此可见，戏剧是直观表现人的艺术，用生活中的

“小人物”来进行创作，表演给大千世界的“小人物”，

为什么“戏是人间百态的缩影”，这就是原因。正因这

样，戏剧演员要养成观察生活的习惯。积累，用生活中

的素材丰富自己的创作。一个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需

要生活做引导，用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细小微末去规正你

表演的方向。共鸣的多少决定观众的肯定，直接导致了

剧本、演员是否成功；“共鸣”也就是相同的情感经历下

产生的共同语言或认可，涉及到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

实。角色塑造系统的过程中，观察生活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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