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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浅析话剧创作中人物塑造的重要性 
◆李  冰 

（西安话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  710000） 

 
摘要：在话剧创作中，不论是话剧剧还是电影、电视剧，对于剧中人物

的塑造与把握始终是作品能否成功的重中之重。一部好的艺术作品，一

定会让读者或者观众记住那个让人刻骨铭心、丰满而真实的人物。这些
或舞台或银幕中成功塑造的人物，都已经被作品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和灵

魂，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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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们可以用同一种种媒介的不同的表现形式来模仿同一个

对象，就是可以凭借叙述进入角色，因为话剧是一个艺术种类，
它不可能脱离艺术的本质和特征而存在。一方面，当话剧把一种
完整的动作情节直接摆在观众面前，并且表现客观存在的时候，
它是具有客观叙事性的。另一方面，在舞台上展现的是动作表情
情节，同时也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情节，这些都源自于内心世界
[6]。话剧中，物探的叙事形象绝大多数都离不开矛盾和冲突，舞
台上的一系列的变化都是在突转以及发现后产生的，因此我们也
可以把话剧艺术称作为一种激变的艺术。 

一、话剧人物塑造需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 
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是任何艺术形式人物塑造的重要方式

之一。话剧艺术形式从其萌芽到其发展壮大，与人民大众的生活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许多优秀的话剧作品之中的人物，
均取材于丰富的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常见人物的综合体。但
是，我们往往看到的话剧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物，“似曾相识”
却又大不相同。这是与话剧的“高于生活”相吻合的。作为话剧
表演之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其与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所见到的往
往和不同——无论是其对话还是动作。虽然话剧的主要表现形式
是通过对话，而人们在生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也是
通过对话形式，但是，两者之间却存在着诸多不同。话剧之中对
于人物的塑造，是经过仔细甄别、去粗取精后重新组织与表现出
来的。同时，其与整个话剧故事情节的发展相统一。这与人们日
常生活之中的对话往往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从一些优秀的话剧
作品之中凝练的语言、夸张的神情与动作来看，其是对于日常生
活语言的高度浓缩与精神提炼，并加之艺术加工，同时，根据话
剧故事的发展需要进行移位、加工以及畸变，进而以一种不同于
生活的较为新型的艺术表现形式重新传递给人民大众，进而使激
发大众对于话剧艺术形式的喜爱。由此可见，任何艺术形式的观
赏者均为人民群众，想要真正的立足于舞台，想要真正的塑造好
人物形象，必须能够在人民群众之中找到原型，再通过各种艺术
手段加以塑造，这样的塑造才会使得话剧人物栩栩如生，而非精
彩故事下的人物“悬空”。 

二、话剧人物塑造需注重舞台动作的呈现 
与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相比较，话剧表现形式对于舞台动作的

要求更胜一筹。话剧早期乃至目前的许多话剧表演仍然是以及时
表演为主体，而其他艺术形式，例如，电影、电视等则可以为了
达到的更好的拍摄效果而不断重复。话剧舞台动作往往具有一次
性的特征。但是，舞台动作从话剧演员对于整体故事中人物塑造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舞台动作因故事情节的发展而逐步形成，
是一个自然而非刻意排练的形成体。一百次的排演，其中没有任
何两场完全相同的话剧人物形象得到完全相同的呈现。由此可
见，作为话剧工作者要对于所要呈现给观众的话剧作品有着深刻
的理解，这样才能够使自己的舞台动作对于整部作品精神实质的
有着良好的体现。 

当话剧演员具体到某一个特定的剧本时，对于话剧舞台动作
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合把握。首先，对于整个剧本有一个
全貌的了解，对具体的话剧舞台动作创造时，要能够将自己对于
整部作品的情感融合于细腻的动作这中，即“依靠动作唤醒情
感”，进而运用话剧舞台动作的表现来完善话剧艺术形式对于人
物形象塑造、整部作品思想实质的呈现。其次，将动作与台词自

然、紧密的结合。从一些话剧表演之中，笔者发现许多话剧表演
工作者往往为了突出对于动作的追求，或者对于动作的记忆，而
忽视了动作对于整部作品精神的体现。生硬的动作加上固定的台
词，使得许多话剧作品黯然失色。第三，在话剧动作创作过程之
中，要时刻明晰这个动作是为了表现哪方面，即“做哪些动作、
为什么要这样做、怎么做？”话剧动作属于高浓缩动作。有时话
剧能将人物的一生仅仅用几十分钟表现出来，不能不被人们所折
服。因此，作为新时期的话剧工作者，面对着诸多新型的传播媒
介形式，尤其是多媒体技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不能
够将自己的动作完全固定，而是应当以创新的思路去对话剧进行
深入的革新，如果对于话剧作品仅仅是沿袭，那是在做“广播体
操”，而不是发扬话剧艺术。 

三、塑造个性人物形象的共性原则  
1.人物形象的产生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即饱满的人物精神

内涵  
我们都知道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塑造人物的重要方式之一就

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话剧的艺术形式从其发展到壮大都与大众
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的很多优秀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是取
决于丰富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在欣赏话剧时常常会感觉到似曾
相识但是却有大不相同的感觉，这就与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有
关。话剧中对于重点人物的塑造是经过认真的重组、去粗取精之
后表现出来的，而且语言凝练、表情夸张等，并且需要根据剧情
的发展我进行加工和畸变，形成一种不同于生活较为新型的艺术
变现形式，这样才使得人物形象不“悬空”。 

2 内在人物心理的刻画  
人物形象始终是通过人物内在心灵矛盾逐渐展开的，这样可

以使得观众明确的看到人物发展的基本脉络和结构层次，并且能
感受到人物真实的心里欲望和丰富的的个性人物性格，从而赋予
个性人物生命形态的色调[13]。人物内心的矛盾往往产生于人物生
活失衡，当某件事情打破人物的生活现状的平衡，矛盾心理就会
产生，对于人物矛盾心理的展现会丰富人物的内心世界表达饱满
的人物形象。同时在另一个方面，人物心理压力越大，人物心理
揭示就越深，当他面临命运的重大选择的时候，从他抉择的内容
中我们才能知道它是一个什么的人。面临压力越大，揭示越深，
越能体现一个人物的本性。  

总结： 
现代话剧艺术越来越向娱乐化发展，似乎把话剧当做一种娱

乐消遣，在文化产业化的时代，话剧定位娱乐化来追求生存，无
可厚非。但是在话剧以商业价值为最终目标的同时，也要注重话
剧内在人文精神的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向社会传达有价值的观
念。话剧作为传统的传播媒介是国家意识形态管制较为严格的领
域，我们在创作时不仅要是的话剧具有商业价值，更重要的是丰
富的精神的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和把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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