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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风格束缚了自己

      ——关于北京人艺风格的思考 

【作者】刘平

我的“人艺”情结 

我是北京人艺的忠实观众，自从1985年我到北京人艺排演场看话剧《家》（蓝天野导演，田春奎

副导演）的排演开始，与北京人艺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从小是看评剧和河北梆子长大的，上大学时才

接触话剧。进城后，对话剧虽然喜欢，并以此作为我的研究课题，但我并不懂话剧。在看《家》排练

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与人艺的艺术家们朝夕相处，使我懂得了很多话剧方面、尤其是舞台创作及表

演方面的知识。可以说，是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把我领进了话剧研究的大门，又是他们演出的一台又

一台的优秀话剧使我增长了见识。因此，今天来参加北京人艺建院50周年的纪念会，心情十分激动。

所以，我首先要感谢北京人艺，感谢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其次，再谈一点我多年来看北京人艺的戏

的感想。 

北京人艺建院50年了，它给我们的印象不是老了，而是更成熟了。50年来，北京人艺以焦菊隐先

生提出的三句话——“深厚的生活基础，深刻的思想体验，鲜明的人物形象”为基础，经过老一代艺

术家的辛勤劳动，创作、演出了大量优秀剧目，创立了“北京人艺风格”，创造了北京人艺的光辉历

史，使它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颗灿烂的艺术明珠，为中国话剧的发展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在观

众心里，“北京人艺”就像一座艺术的圣殿，令人们崇敬；它又像是一股清滢的甘泉，滋润着人们的

心田，丰富着他们的精神生活。由此我感到，在今天，我们谈“北京人艺现象”，不止是要把它上升

到理论的高度去认识，重要的是探讨如何使它进一步发扬光大。 

不要让风格束缚了自己 

一位雕塑家说：“不要被形象束缚了自己，而自己又要去创造形象。”对于北京人艺来说也是如

此，既要认真总结自己50年来的创作经验，正确认识已经形成的“北京人艺风格”的社会价值，又要

不被经验和风格束缚住手脚，而是实事求是地去思考自己的发展之路。 

关于“北京人艺风格”，有人以“浓郁的北京地方特色”或“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等来概括，不

管哪种说法我都觉得不太全面。因为北京人艺不仅有《龙须沟》、《茶馆》、《骆驼祥子》、《小井

胡同》、《天下第一楼》、《北京大爷》等具有“浓郁的北京地方特色”的戏，还有《日出》、《红

白喜事》、《李白》这样的不具有“浓郁的北京地方特色”的戏和很多外国戏，有的戏还带有荒诞色

彩…… 

因此，我认为“北京人艺风格”最本质的东西，概括地说就是：出好戏。50年的艺术实践说明，

北京人艺这座艺术殿堂是靠着“好戏”支撑起来的，“北京人艺风格”也是以“好戏”为基础建立起

来的。没有好戏，北京人艺就无法存在下去，“北京人艺风格”也无从谈起。好戏，对于北京人艺的

重要性，就如狗儿爷对土地的认识：“有了地，没的能有；没了地，有的也没。”我认为，北京人艺

应该是发展的，它已经取得的艺术成就只能是它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高峰或曰里程碑，而不能说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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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人艺不能学“狗儿爷”，守着土地、门楼就满足了，它应该在发扬自己的

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开拓进取，再上一层楼。关于这一点，我想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一、艺术追求应体现出时代性。这包括三层意思：（一）从剧院的性质说，北京人艺作为一个人

民的艺术剧院，它的艺术创作首先应该体现出时代感和人民性。50年前，剧院“四巨头”——曹禺、

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在讨论剧院发展方针时就确定了一个原则：北京人艺应该办成一个扎

根于中国土地上，成长在中国老百姓中，走现实主义中国的莫斯科剧院。剧院以《龙须沟》的创作确

定了自己艺术追求的方向，奠定了创作风格的基础。此后的《春华秋实》、《丹心谱》、《谁是强

者》、《小井胡同》、《红白喜事》、《狗儿爷涅槃》、《旮旯胡同》、《北京大爷》等等，也是沿

着这样的创作道路走下来的。在关注时代、反映人民愿望的同时，北京人艺发展了自己，它的创作获

得了人民的回报，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伟大艺术家永远是自己时代的

眼睛。”我认为，北京人艺今后也应该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时代性，不

是要话剧创作跟着时代的发展去图解某项政策，而是要“艺术地”反映现实中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

生活，表现人民大众的心声。这是一个剧院的使命，也是艺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二）从观众

的角度说，他们的欣赏趣味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地变化的，如何抓住观众，这就要求你的创作

要有时代感，满足观众的审美需要。去年看北京人艺演出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我非常感慨。从

内容上说，这个戏没有太深刻的内容，它的新奇之处就在于通过“网络”“包装”了一个普通的恋爱

的故事，却吸引了很多观众。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这个戏的演出适应了观众的审美需要。也就是

说，在今天这个有“恋”无“爱”、拿着婚姻当游戏以及大量令观众反胃的裸戏、床上戏充斥于小

说、荧屏之时，它又让人们看到恋爱的清纯与美好，看到了人的真性情和生活的意义。而导表演的艺

术创造也使这么一个爱情故事具有了艺术品位。甜美的歌声，浪漫的思绪，不仅使青年们倾倒，也引

起了老年观众的美好回忆。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寻找与观众欣赏趣味的共振点》。假如

你的艺术创作缺乏这种时代感，还能获得观众吗？ 

二、创作内容要多样化。我既不同意以一种风格、样式去框定北京人艺前50年的艺术创作，更不

想以一种风格、样式去规范它今后的发展道路。我认为，北京人艺在“出好戏”的前提下，创作内容

应该广泛，创作风格可以多样，但必须是有利于剧院的艺术生产，有利于发挥自己的艺术创造长处。

也就是说，不论写什么内容，以什么形式去表现，都应体现出北京人艺的特色，都应具有中国气派。

如果只有一种风格、样式，怎么能丰富戏剧舞台，又怎么能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需要？因此我认为，

对于北京人艺来说，既需要《茶馆》、《雷雨》、《小井胡同》、《天下第一楼》这样的戏，也需要

《狗儿爷涅槃》、《无常·女吊》以及《旮旯胡同》这样的戏；既需要焦菊隐、夏淳这样的导演，也

需要林兆华这样的导演。只有这样，才能繁荣剧院的创作。 

三、艺术创作上的精致化。创作上精益求精，是北京人艺风格的一个重要体现。看北京人艺的戏

有一个突出的感觉，那就是：不仅导演的手法细腻别致，演员的表演传神精彩，而且连布景、灯光、

音响、道具、服装等也非常讲究，从不马虎，也从不对付。以音响效果为例，有时看其他剧院的演

出，火车声、马蹄声等的音响效果常常出现嘈杂的声音，打雷的声音明显听得出是三合板在响，而看

北京人艺的戏则很少有这种情况。精致的音响效果可以起到渲染气氛、帮助塑造人物的作用，粗制滥

造的音响也会破坏戏的情境。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吧！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

正是于这“毫厘”之处体现着一种精细的创造精神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使其艺术创作体现出一种

精致的美，即观众所说的“玩艺儿地道”，令欣赏者赏心悦目。 

四、舞台演出的剧场性与观众性。如果说，北京人艺在关注时代、反映人民心声的追求中，使自

己的剧作找到了与人民大众情感交流的诀窍，那么，让作品产生艺术魅力则在于他们在舞台创作时对

剧场性的重视。概括地说：“他们心里有观众。”曹禺先生说，戏剧工作者无论是演员、导演还是编

剧，都必须尊重广大观众，戏剧应该“立即获有观众，并且是普通的观众”，因为“只有他们才是剧

场的生命”（《〈日出〉跋》）。焦菊隐先生在导演工作中特别强调的一句话就是：“戏，是演给观

众看的”。这不仅是他进行艺术创作的出发点，也是他创建“北京人艺风格”的理论基础。他要求导

演在排戏时，常常离开自己的位置，从观众的角度来观察和评价演出。同时他还要求演员和舞台美术

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去想问题，力求使一个戏的每个部门的创造都能找到与观众欣赏趣味一致的振动

点。为此，他在排新戏之前总要带领剧组主创人员——导演、演员、舞台美术（包括布景、灯光、音

响等）——去深入生活，从生活中寻找创作的支点，以每个人在生活中的发现去理解剧本、丰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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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使舞台创作更生活化，更贴近观众的思想感情和欣赏心理。 

对观众的尊重与对生活的重视，使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在舞台演出中找到了与观众的活的交流与

感应，又找到了剧场性的表现力，据次此塑造出了一个个鲜明的艺术形象。老一代如刁光覃、舒绣

文、朱琳、叶子、于是之、郑榕、胡宗温、田冲、童超、林连昆、黄宗洛、李婉芬、朱旭等，新一代

如梁冠华、濮存昕、徐帆、郑天玮、杨立新等，是他们的艺术创造使一个个艺术品立在了舞台上，他

们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也给了观众一种艺术审美满足，令观众久久不忘。可以说，这些就是北京人艺在

观众中具有吸引力的根本原因所在吧！ 

不要被成绩拖住了后腿 

中国有一句俗语：“人怕出名猪怕壮”。 

目前，北京人艺不论在创作上还是表演上都处在新老交替的过渡时期，艺术创作上出现一些不平

衡可以理解，令观众感到欣慰的是，在老一辈艺术家逐渐离开舞台之后，年轻一代艺术家正在舞台上

成长，他们的艺术创作尽管还不十分成熟，但已经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只是剧院的剧目建设显得比较

薄弱，尽管每年都推出几台大戏，但新创剧目少，这虽不是北京人艺一家存在的问题，也应当引起剧

院领导的重视，因为这是剧院发展的根本所在。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西师大文学院的前身是中国语

言文学系，是省内同类院系中历

史最久、实力最强的院系之 

西北大学文学院 

西北大学文学院肇端于1902年陕

西大学堂所设置之“中学门”与

“西学门”辖属之“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科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科渊源

有自，基础厚实，发展强劲，特

色鲜明。前有梁宗岱、王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