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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戏剧表演中语言塑造的类比法及运用

　　类比法是艺术创作的重要方法，以台词为代表的语言艺术是戏剧演员表达人物情感、

塑造角色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探讨了演员在戏剧创作中对语言塑造作用的“再认

识”，在此基础上对类比法在戏剧艺术中的原理再延伸、语境再升华进行研究。

　　语言塑造在戏剧表演艺术中的作用再认识

　　许多研究集中在戏剧表演中语言作用的重要性上，但有关语言如何更好地表达戏剧作

品之角色情感的研究却留有不少空白。有些研究者把这部分内容完全推给“感受”等内部

技巧来解决。那么，在外部技巧、特别是在语言塑造方面，演员通过努力还可在提升作品

质量上作哪些突破？从技术层面考察，语言塑造在反映作品主题时，可依照怎样的原则表

现？

　　首先，只有当语言塑造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运用于戏剧艺术时，它才会产生事半

功倍的效果。语言表达既需“重音”“停顿”等技巧，也需“语气”“语调”等技巧。前

者可帮演员将作品的思想内容有条理地、清晰地表达出来，后者则可助演员将人物情感真

实自然且态度鲜明地表达出来。同样一句话，由于言说者注入的“语气”“语调”不同，

这句话的主观情绪和客观效果也就完全两样。

　　其次，如果说“重音”“停顿”表达主要是“主语言”的话，那么“语气”“语调”

表达则是“副语言”。当然，在戏剧艺术中，所谓“主语言”“副语言”只是形态划分有

所不同。在对人物进行演绎时，它们的价值是同样重要的，在一定条件下，副语言甚至会

产生比主语言更有震撼力的艺术效果。“语气”“语调”由“音量大小”“音调高低”

“速度快慢”“吐字力度强弱”这四项基本因素构成。它们并非孤立存在，可根据情绪变

化相互结合成一个共同体。

　　最后，优秀的戏剧作品有赖于优秀的表演艺术，优秀的表演艺术又大多和表演者出神

入化的语言魅力有关。优秀的戏剧演出往往都是演员在深刻体验人物情感的基础上，调动

各种语言表现手段（重音、停顿、语气、语调）、对角色台词进行出色的加工处理才得以

实现的。其处理的基本准则，就是对角色此时此刻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以及心理状态进行

精准的模拟。这种模拟的工作方法，常用的就是类比推理的方法，也可以叫做类比法。

　　类比法在戏剧表演艺术中的原理再延伸

　　类比法在戏剧艺术的原理再延伸，首先是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辩证关系进行情感

的梳理。创作者要有从具体入手、对总体进行观照的类比理念和类比技巧。如果类比的结

果能得到观众的接受，那就说明被表达的事物与表现技法这两者之间的抽象概念相同或者

类似，那么这种梳理就是成功的，反之就是失败的。演员所塑造的语言艺术必须与观众的

生活经验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契合，观众才能欣赏。否则观众就无法看懂演员的表演，也就

无从体会语言的内在含义。

　　其次是将自我世界和他人世界的对手关系进行心灵的渗透。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关

系非常宏观，它总要在自我世界和他人世界的微观关系中寻觅个别体现。演员通过语言塑

造所创造的角色之所以感人，就是因为通过这种审美，观众本身具有的情感性回忆或能量

又有了新的生发。这种对应既可以是对政治立场的观照，也可以是对亲情的观照。

　　最后是要将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的转变关系进行价值的评判。人类进入新世纪，戏剧

的本质伴随着观演关系的发展也发生着重要变化——农业社会看戏是被动地产生意义；工

业社会看戏是主动地产生意义；信息社会看戏，没有意义就是意义。这里的“无意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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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无思想”——它的“解构”即“建构”。类比法在这里虽然也承担着从“具象”到

“抽象”再到“具象”的分析与表现的过程，但在思想主题上很多题材都涉及了“日常生

活的批判”，在艺术形态上很多风格都延伸到了“非现实主义”。

　　类比法在戏剧表演艺术中的语境再升华

　　类比法的这种从“具象”到“抽象”再到“具象”的类比，是一个较复杂的发展过

程。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分析抽象出来的概念必须既是一个“可用概念”，还是一个需多

次使用、反复验证的“持续概念”——那些本身含义就比较抽象的词句或用于比喻、隐喻

的词句更是如此。唯有这时，演员才能让类比法升华戏剧艺术的语境。

　　在大多数艺术门类的语境中，语言所起的功能特别生动感人。对于戏剧语境而言，演

员如何处理那些经常遇到的、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场景更为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

对作品字面的词义进行简单的抽象与类比，往往很难达到令人满意的艺术结果。反之，在

具备基本技巧和文化素养的情况下，演员以语言处理为切入口，通过情感类比、态度（情

绪）类比、状态类比、动作（表情）类比等环节循序渐进、突变增生、各个击破、整体统

领，则很有可能使戏剧语境达到更高的层次。

　　情感类比。人们在生活中面对各种交往，常常会感受到很多情感。从技术层面来讲，

演员可以对人们讲话的情感用外在形态进行抽象与类比。这时演员就必须注意气息变化在

表达作品时的重要作用。因为气息的变化往往就是人物内心情感的流露：紧张时呼吸急

促；感慨时长吁短叹；欢乐时呼吸顺畅；恐惧时屏住呼吸。当演员传递人物的情感时，就

要从气息运用的角度入手，类比、模拟人物的气息变化，这样才能将情感表现好。

　　态度（情绪）类比。人们经常会在说话时带有相当复杂的情感成分，两者的现实境遇

不同而包含的情绪感染性也不同。因此，演员创作离不开对作品的自身体验，这种体验的

表现点就是情感的起伏跌宕。演员在考虑、处理这类问题时，要懂得换角度、转方向。

即，要从人物的角度与方向来看问题，感受人物是以什么样的态度说话的。一味地盯着词

句本身难以让戏剧语境闪光。

　　状态类比。戏剧中的台词处理同单纯的朗读与朗诵相比，虽然基本原理相同，但实际

上前者的处理却复杂得多。朗读与朗诵中常用到重音点送、情绪渲染、情感抒发等技巧；

而戏剧台词的处理绝大多数都与人物的动作、表情、身体姿态、环境气氛所交融。对于外

部技巧而言，演员在表演一个人物时，是在对这个人物的外部生理状态进行模拟。同时，

体验的目的正是要唤起演员扮演角色时的生理反应，以达到真实自然的要求。在台词表现

过程中，除了对表面文字的类比外，还要对人物情感反映出来的生理状态进行类比、模

拟。

　　动作（表情）类比。很多演员在处理角色台词时都知道，要贴近生活，“要像生活中

那样”，然而不少演员在实践中却做不到。他们要么虚假夸张，要么平淡无味，没有真正

明白语言与动作（表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人们在生活中相互说话的同时，会辅助大

量的动作、表情对所说的话加以注释、强调、渲染。这就是所谓的“副语言”。它除了语

气语调的变化外，也包含动作与表情。在戏剧台词的处理中单纯注重语言的修饰，缺乏

“副语言”的配合，往往会使得台词干瘪、造作、没有生活气息。

　　总之，类比法是我们创作艺术作品的一种基本方法与基本原则。从作品的具体形象，

到抽象的概念提升，再到表现的具体手段，这个过程充满人的想象力、亟需人的判断力。

随着观众欣赏水平和艺术家语言塑造能力的共同提高，在对这一方法的研究和使用的过程

中，理念会继续深化，实践会更加生动，戏剧艺术的语境会更丰富、更隽永。

　　（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戏剧艺术》2019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胡

子轩/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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