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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前表演艺术的逼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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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镜头前，表演艺术的“逼真性”，是一种很难量化，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却可以深深打动观众的魅力。对

于表演者来说，如何塑造这种“逼真性”、提升这种“逼真性”，是需要不断学习、不断钻研的重要课题。本文主要围绕“什

么是逼真性”“逼真性的价值”“镜头前表演艺术的逼真性塑造”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重点围绕表演艺术的“逼真性”内

涵，探究如何提升表演艺术整体质量，希望从“逼真性”视角出发，给相关行业以及相关人士带来一些有意义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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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镜头前，具备“逼真性”的表演，可以很好地塑造人

物形象，表现出艺术作品深层次内涵，并悄无声息地感染观

众，打动观众情绪。但在现实情况中，有些表演者心浮气躁，

为了追求表面上的名气，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盲目进

行没有情感、没有思考的表演，完全忽略表演艺术的“逼真

性”。进入现代化社会，虽然人们的生活节奏在不断加快，

但表演艺术不能急功近利，需要慢慢沉淀。如果表演者不主

动调整自己的认知，很可能影响艺术作品的呈现效果，并阻

碍自己今后的艺术道路。

1 什么是“逼真性”

在镜头前，关于表演艺术的“逼真性”，主要指的是观

众对表演的一种综合体验。比如说，“表演语言真实”“表

演动作真实”“表演情感真实”“表演意境真实”等，这些

都属于表演艺术中的“逼真性”，都可以让观众发自内心地

认为“非常真实”“非常优秀”。

目前，在表演艺术领域，有些表演者特别想表现这种“逼

真性”，但无论怎么努力，观众都感受不到。相反，有些表

演者并没有刻意追求“逼真性”，却可以很轻松地诠释表演，

让观众感觉非常真实、非常震撼[1]。由此可见，要想很好地

表现“逼真性”，表演者要注意多方面细节，要有一个循序

渐进的自我提升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表演者操之过急，

很可能起到反作用。总体来说，在表演艺术中，“逼真性”

指的是内涵上逼真，并不是形式上的一种简单模仿。

举例来说，对于《白毛女》这部作品，有些观众在现场

观看时，情绪波动非常明显，看着看着，就想冲上去打黄世

仁。观众的这种反映，说明表演艺术已经被“演活”。而“演

活”的原因，就是表演者逼真的语言、逼真的动作、逼真的

神态，还有逼真的情感流露[2]。

2 “逼真性”的价值

2.1塑造人物形象

通过“逼真性”表演，可以很好地塑造不同人物形象。

具体来说，一方面，让人物更生动。在表演艺术中，以“逼

真性”为要求，对设定角色进行诠释，可以很真实地表现一

个人，包括这个人的喜怒哀乐。对于观众来说，这样的人物

形象非常有亲切感，就像自己身边的人。观众会认为，我们

的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人；另一方面，让人物更丰满。

在塑造人物时，剧本上的人物只能用有限的语言去描述，而

真实的人物，却可以有无限的发挥空间。努力追求不同人物

的“逼真性”，其实就是在追求人物的“丰富性”[3]。一个

丰富的人物形象，可以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2.2表现艺术内涵

“逼真性”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可以很自然地揭示艺

术作品内涵。具体来说，第一，艺术的生活性。通过表演者

逼真的表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现实生活，引发人们的

联想。而这种联想，恰恰是艺术作品想要表达的内在主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场逼真的表演艺术，有利于揭示艺术

作品内涵；第二，艺术的理想性。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种种

客观因素制约，人们未必能抒发真实情感，实现内心的理想。

将艺术作品逼真地呈现出来，目的是进一步抒发人们内心真

实的情感，并实现人们规划的美好理想[4]。可以说，逼真性

表演既是对生活的一种客观反映，也是对理想的大胆描绘。

2.3打动观众情绪

有些表演艺术之所以很难打动观众，就是缺乏基本的

“逼真性”。具体来说，一方面，真实的生活场景。在逼真

性表演中，观众可以感受到一系列真实的生活场景，这是一

种非常好的渲染，可以慢慢唤起观众内心的柔软情感，让观

众真正认同表演艺术中传递出来的各种观点；另一方面，真

实的情感流露。在一场高质量的表演艺术中，每一位表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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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情流露，都是“逼真性”的体现。透过这种“逼真性”，

观众会自主进入表演艺术所营造的特殊情境中[5]。在这个特

殊情境中，对于弱势群体，观众想要去用心呵护，对于穷凶

极恶的人，观众想要去严厉惩罚，对于美好的人和事，观众

想要去歌颂、传递，对于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观众想要去抵

制、揭露。以上都是“逼真性”对表演艺术的影响，对观众

的影响。

3 镜头前表演艺术的“逼真性”塑造

3.1 借助肢体动作

如何借助肢体动作来表现“逼真性”？一方面，动作自

然。表演者的每一个动作，都可以影响艺术呈现效果，让观

众觉得“真实”或者“虚假”。从“逼真性”视角出发，表

演者应该追求动作自然，不要有太多模仿痕迹、雕琢痕迹。

比如说，在表演“哭”的动作时，关于特写镜头，表演者不

要把镜头当做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要把镜头当作一个具体

对象，与镜头交流，心里想的是如何表达自己“哭”的情绪，

而不是故意模仿其他演员。作为摄像师，要积极配合表演者，

认真捕捉表演者的各种情绪。尤其当情绪达到一个高潮，摄

像师要注意特写的推近，通过表演者与镜头之间的配合，将

情感、动作很自然地呈现出来[6]；另一方面，动作细节。在

表演艺术中，动作细节很重要。有些表演者正是因为善于处

理动作细节，才能成为一位优秀的演员。比如说，在表演“穿

衣服”这个动作时，有些表演者只是简单地把衣服穿上去，

而有些表演者会认真地整理衣领、拉拉裤脚。这些看似不经

意的细节，很容易打动观众。

3.2 充分发挥想象

一方面，想象画面。表演者想要逼真地塑造一个人物时，

不能完全没有想象力。比如说，当表演者想要塑造一个爱笑

的人，表演者就要发挥想象：这个人物笑起来是什么样子？

他笑起来可能会有什么动作？他最容易因为什么而笑？建

立在合理想象的基础上，表演者才能胸有成竹，很完整地塑

造这个人物；另一方面，想象情绪。每一位表演者的生活阅

历有限[7]。当表演者拿到一个剧本后，里面的情节可能从未

目睹，从未经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展现剧本情节，

表演者要适度发挥想象，幻想自己在这些特殊经历中可能会

有什么反映，比如说，可能会说什么、做什么，产生什么样

的情绪。

3.3 唤起内心情感

镜头前表演艺术的“逼真性”，离不开表演者的真情实

感。那么，如何唤起表演者内心的情感？第一，情感共鸣。

表演者的真情实感，观众可以很明显地察觉到。受到这种真

情实感的影响，观众会认为整体表演非常真挚。作为表演者，

为了呈现有感情的演出，首先要建立“同理心”，进入艺术

情境，理解艺术作品中描绘的复杂情感。建立这种同理心之

后，表演者内心的真情就会被调动起来，一切表演行为都会

很自然；第二，情感抒发。有些表演者内心情感很丰富，但

面对镜头，不知道如何表现出来[8]。或者说，在表达情感的

过程中，有些表演者不知道如何才能“自然而然”。对于这

一类表演者，要主动加强专业技能学习，并进行大量表演实

践，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感情表达的恰当方式。

3.4增加生活阅历

为了更好地做到“逼真性”，表演者要适当增加自己的

生活阅历。具体来说，一方面，增加特定情境生活阅历。当

表演者拿到一个剧本时，针对剧本中出现的特定情境，表演

者可以进行“生活体验”，提前感受这种特定情境。比如说，

剧本中出现“泼水节”相关场景时，表演者可以去少数民族

地区，真实体验泼水节文化，为下一步的表演做准备；另一

方面，增加多样化生活阅历。有些表演者生活阅历比较少，

也没有勤于思考的习惯，很难对表演工作形成自己的个人理

解。这一类表演者要积极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主动适应多

样化生活模式。比如说，“独立生活”“旅行生活”“异地

生活”等，这些生活模式都是不错的渠道，可以丰富表演者

生活阅历。

3.5营造纯粹环境

在正式表演之前，表演者要为自己营造纯粹环境，让自

己提前进入特定艺术情境。比如说，表演者要演“哭戏”时，

不能过于亢奋，要让自己平静下来，并联想一些悲伤的人和

事，让自己产生想要哭泣的冲动。这样一来，当表演者真正

面对镜头时，可以很快进入状态。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正式的镜头前，为了进一步提升表演艺术

的“逼真性”，表演者要注重日常学习、日常积累。具体来

说，表演者要高度重视：（1）借助肢体动作；（2）充分发

挥想象；（3）唤起内心情感；（4）增加生活阅历；（5）

营造纯粹环境。除此之外，表演者还要培养自己的表演习惯。

比如说，面对一些小型表演、彩排表演时，表演者不能粗心

大意，要从“自主”“自愿”的心理状态出发，通过强烈的

心理暗示，规范自己的表演细节，使每一次表演真实、自然，

逐渐养成一种“逼真性”表演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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