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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舞台朗诵艺术及其辅助手段 
◆丛雯洁  石莹婉钰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张颂先生曾在他的书中写道：朗诵是旗帜，宣传真理和正义，

张扬真情和正气；它能展现人间的多彩生活；它可以剖析悲欢离
合的历史，可以揭露假冒伪劣的丑行；它作为有声语言并不比文
字语言逊色，它既有文本的文化传承血脉，又有当代人文精神的
关怀，“口耳之学”在朗诵中得到了具体说明，“脍炙人口”在朗
诵中显示出了形象内涵。凡是进入朗诵视域的文字作品，便增添
了有声语言的魅力，凡是获得朗诵美感的在场观众，就领略了语
言艺术的真谛。 

一、对朗诵艺术的认识 
近些年来，朗诵艺术备受人们关注。特别是《朗读者》这一

节目播出以来，更是点燃了人们对朗诵的热爱。其实，在我国，
自古就有吟诵的做法。先秦时期，一些私塾、官学就已经通过吟
诵这一口传心授的教学方法来达到讲授文章、背诵文章的目的。
一些文人墨客，更是在创作交流的过程中，通过吟诵相互沟通、
切磋文字。从古时的吟诵到现代的朗诵，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口语
表达得以传承和推广。它是我们国家真正意义上的本土艺术，能
够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发扬和推广，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展现了我们国家语言文化的独特魅力。 

而朗诵的艺术性，要求朗诵作品本身具有良好的文学性和艺
术性。如果说一篇文章毫无思想、语句不通，即便是再好的朗诵
者也不能朗诵出好的效果。当然，有了好的朗诵作品，还需要朗
诵者本身对于作品的理解感悟、朗诵技巧、朗诵者的体态，以及
服饰、配乐、舞台表演力等等。好的朗诵，应该是接地气的，有
代入感的，能引起观众共鸣的，而不是一味只会运用简单技巧的。
这里提到了舞台表现力，就不得不提朗诵的分类。大多数人把朗
诵分为了播音式朗诵和表演式朗诵。这两种不同的朗诵类，哪一
种更好，却引发人们的争议。在我看来，到底应该用播音式朗诵
还是表演式朗诵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不仅要看朗诵者，还要看
场合等等。不过，要更好地表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当然少不了
需要在朗诵中添加恰当的表演元素。 

二、辅助手段的巧妙运用 
1.恰当的肢体语言 
肢体语言作为朗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既可以帮助朗诵者更

好的表现朗诵作品，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同时对表达朗诵作品的
内在情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既可以让观众更准确把握朗诵者
的情感，同时让朗诵者更好地投入状态，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 

肢体语言表现在人的面部表情的运用、眼神的控制、手势的
运用以及肢体动作的变化。朗诵者往往可以通过肢体语言来传情
达意、调节气氛，与观众互动、传递情感。 

濮存昕朗诵的作品《祝酒歌》，可谓是相当惊艳，画面感极
强，富有感染力。他当他读到“雷对雷”时他用手指了指天，“锤
对锤”用双手握拳相锤，“杯对杯”用手比作杯子的形状，好似
要邀酒相碰。三个动作，一气呵成，就好像真的兴致高昂，要来
个不醉不归。之后“舒心的酒，千杯不醉”他双手摊开表示内心
的喜悦，“知心的话，万言不坠”他右手一挥表示知心的话永远
都不嫌多，“瑞雪丰年祝捷的会”他双手展开，好似要邀请大家
一起来庆祝。当他读到“浪荡鬼”时，用手向上前方指了指，读
到“窝囊废”他则用手指快速下指表示不屑，而读到“社会主义
新人这一辈时”，他扭了扭脖子，张开双手，表示对社会主义新
人的赞美。当他说到“财主”、“衙役”时，他眉头一皱，同样用
手指干脆地下指表示蔑视，说到“生活的酒太浓太美”时，他闭
眼陶醉，完全投入其中。通过一系列肢体动作，表达出一种对新
中国和旧社会爱憎分明的态度。“咱林区的工人美在内”他立定
站直，用手悬空拍了拍自己，表明处林区的工人心里美。“斟满
酒，高举杯”他又用手比作酒杯的样子，接下来的“一杯酒”、
“两杯酒”...直到“五杯酒，豪情胜似长江水”他伸开双臂，身
体摇晃，把整首诗推向了高潮，紧接着，他晃了晃脑袋，用手扶
着头，好似喝醉了，想要把内心的真心话一吐为快。 后他双臂
大张，从内心里骄傲地说了一句“天上地下的英雄啊， 风流的

是咱们这一辈”，他以有声语言为主，肢体语言为辅，淋漓尽致
地诠释了社会主义时代人民改变旧世界、建设新时代的壮志豪
情。 

2.合适的服装道具 
朗诵，往往是面向众人，以热情洋溢的状态去表达的。对于

舞台朗诵来说，朗诵者就是整个舞台的焦点，人们 先会关注的
常常是朗诵者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出场，这是给人的第一印
象，对朗诵是否成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首先是服装，服装一直有着演员第二皮肤的称呼，我想对于
朗诵者也是一样的。它能够帮助朗诵者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丰
富人物性格，突出人物性格的展现能力，保证观众从不同的服装
中认识朗诵的主题。曾看过很多古文的舞台朗诵，朗诵者出场往
往是身着与自己角色相符的服装，以情景再现的形式向大众展现
了当时人物的形象，不但从听觉上满足了观众对有声语言的艺术
追求，更是给了人们视觉上的享受。 

其次是环境，舞台本身就像是一张未加工的白纸，可以添加
很多元素来进行不同艺术的展现，如灯光。通过灯光的运用，对
朗诵的气氛进行渲染，营造情节发展所需的环境，辅助对人物情
节的塑造，烘托情感。朗诵不同于戏剧，只需要简单的布景，适
当突出主题，能暗示出朗诵的基本基调就可以了，不能太花哨，
太过于吸引受众注意力。 

道具原本是在戏剧和舞台表演中运用的，而在朗诵中恰当运
用一两个简单的道具，也有助于表达情感，烘托人物性格。例如
朗诵李白的《将进酒》可以手拿一只酒杯，朗诵《秋天的怀念》
可以在舞台上放置一台轮椅等等。 

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以表达出真情为 终目的的。无论
是从过去的吟诵还是现在的朗诵，从语言艺术到舞台艺术，朗诵
艺术都离不开“真情”二字。如果舞台朗诵太过于重视外在的修
饰，忽略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实在是本末倒置，无法做到触动人
心。 

三、结语 
朗诵，是一个接地气的表达形式，它不是播音与主持艺术专

业学生的专属。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内心
很容易浮躁，我们可以通过朗诵来感受生活中、文学中的美，由
此去欣赏美、创造美。全民朗诵、全民阅读的时代已经到来，让
我们一起行动起来，通过朗诵感受中华文化的力量，让中华文化
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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