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学人论戏 专题研究 活动资讯 理论前沿 书评序跋 经典文存 文献索引 媒体合作 投稿 

戏剧研究网站改版

 

子栏目导航

皮影、傀儡、木偶戏

华语戏剧

学科建设

百年话剧纪念

仪式戏剧研究

样板戏研究

影视研究

话剧研究

京剧研究

昆曲研究

戏剧史

戏剧发生学

西方戏剧

说唱艺术

戏剧理论

剧场、戏班、演员

戏剧文化

校园戏剧

散曲研究

地方戏研究

当代戏剧

文献文物

杂剧研究

明清戏曲

宋元南戏

热门图文

  您的位置： 专题研究 - 剧场、戏班、演员 - 正文   [返回] 

戏剧表演训练的社会型拓展——由参加国际大师班所想到的 

作者:季学丁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2010-2-8 7:22:13 浏览:39次 

 

            

在上海戏剧学院进入研究生阶段的两年学习生涯中，接触到来自不

同国家的表演工作坊，让我大开眼界。尤其是此次国际大师班的表导演

课程的开设，更是让我对表演的社会性普及等一些问题产生了更加深远

的思索，希望这样的思索对社会表演的研究有所贡献。 

我们总是看到太多的舞台上、银幕上已经成形的表演范例和角色模

型，却很少深入后台看到在演员最终被确立的这个形象深入人心的背

后，是一个怎样的训练过程以及训练的逻辑在支配着他最终成形。而表

演工作访、或国际大师班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去了解导演是通过什

么方式来训练演员，让他们以确立最终的表演风格和角色类型的。 

但是，如果说表演的理论研究或实践实验是为戏剧的舞台表演而设

置的话，那么当我们观摩甚至直接参与到各种表演工作坊的项目，并且

亲身体验了各种表演的训练后，不禁感叹道戏剧的发展应该由表演起始

向更加纵深的领域拓展出自己的天地。 

 

 

表演本身与角色 灵魂 能量 

 

传统的表演训练多是为舞台角色服务的。现在我们讨论表演训练的

纵深与拓展，将会看见表演训练被赋予的另外一重使命：为社会角色服

务。 

然而我们通过表演的工作坊和各种课程的训练看到了什么呢？表演

无论是为舞台角色服务还是为社会角色服务，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和宗

旨：通过表演训练确立自我角色。 

  表演训练的整个过程，如果撇开最终成形的舞台角色表演，那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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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相对于舞台演出可以称之为表演前训练阶段，这个阶段首先是为

了确立自我角色。当这个自我角色体认到自我存在，是要去为角色（舞

台角色）服务的时候，才产生自我角色与舞台角色的融合，当然我们知

道这种融合的方式世界公认的就是以两大体系为主要代表的表导演构

架。这里不展开。而选择哪一种表演体系去融合自我角色与社会角色则

取决于作品的风格和导演的艺术追求。 

刚才我们提到了表演训练是为确立角色服务的，而角色的支撑需要

能量。 

角色是可以看见的，能量是自己和他人可以感受到的，而灵魂则更

多侧重于心灵。刚才说自我角色和舞台角色，进而到社会角色，都有一

个能量集聚、传递、糅合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如果不能够由灵魂作为载

体，很难顺利进行。 

如果能量的聚集是在人体的丹田处，那么社会角色或者是舞台角色

则关乎头脑，而灵魂则在自我角色的心灵深处。这是表演训练不同任务

在人的肢体系统的形象化比喻。我们看到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先聚集

能量，再挖掘心灵中的自我，最后才是头脑风暴中的糅合与统一 。吸取

东方印度的瑜伽精华而开创“味匣子”训练方式的谢克纳教授，就曾在

国际大师班的训练中说，在人体的小腹，就是丹田处，有另外一个脑

袋，这个脑袋就是能量的始发站，它掌握着人最原始的能量信息和调控

分配，是可以通过训练来激发和形成气场的。 

所以表演训练中自我角色的确立过程也是通过表演训练，让学员寻

找自我灵魂的过程，从而确立自己的心和外在角色（舞台或社会角色）

的心之间的距离。从而更加进一步判断在沟通这个距离达到融合的过程

需要多少能量，以及这个能量在自我角色和外在角色确立中的分配比

重。 

所有的表演训练，都是为能够支撑起角色而不断发掘身体潜在的能

量进行的，杰出的训练者能够将每一个被训练者在不同方面的能量激发

出来，通过这种激发让学员找到属于他或她自己的特殊的个体的表达方

式，来感受到自我能量的燃烧与存在，这种能量就是即兴表演的源头。 

而这种能量的被激发，也同样要靠学员自身对于表演训练的渴望和

追求，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抛却一切杂念进入自发的能量发掘状态才能够

在导师的配合下共同完成一次完美的表演训练。 

 

 

 

表演训练与教育培训 

 

 

在这里，我们将分为两大块来探讨表演训练的社会延伸，一块是传



统的学校教育，另外一块是职业培训。由于我们对于传统教育比较熟

悉，所以这部分将偏重于对传统教育中的表演训练进行阐述，而职业培

训这一块，笔者将在条件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做一个

详细而全面的调查分析后，再进一步撰文作为补充，在此只做简单的提

及。 

传统的中小学教育里，大都只有类似像音乐、美术等所谓传统的艺

术课程，而体育课由于更加偏向于对生理的速度、耐力等方面的硬性指

标的追求，而越来越少的加入类似游戏的成分，甚至许多中小学生将体

育课作为一种沉重的负担，而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和阴影，有些体育

课甚至就是完全枯燥地跑步和做一些机械的锻炼。 

我们对于表演训练的开掘以及研究，将作为一个社会性命题来探讨

的话，就必然要涉及将表演安设入教育体系的范畴。而这方面，国内的

探索以及尝试，和国外一些学校相比，实在是相当落后， 

这个现状不仅仅是人们对表演有理解上的误区，如果连表演训练的

根本定义和内涵都不能够准确把握的话，更从何谈表演训练过程的实质

性心灵体验以及训练之后所产生的身心效果？这整个的体系要为人们所

熟知，就需要表演训练能够进一步地伸向社会广阔的天地。 

这么说来，体育课好像是与表演课完全对立的。除了课程名称截然

不同，教学内容也不完全相似以外，其实在调动学生运动的积极性和培

养良好的身心方面，教育的根本出发点还是一样的。所以有必要考虑在

传统教育中，如何将体育课的教学内容与表演课的教学内容在合理构架

下做一个有机融合。真正做到使得学生在身（体育课的教学目的是强健

身体）、心（表演课的教学目的是启发心智）方面都得到健康发展。 

具体说来，体育课要达到的一些硬性锻炼指标可以通过数字来反映

一个学生运动技能的正常能力和水平。但是表演的训练则更多地通过各

种不同的方式将肢体和心灵的运动巧妙地结合起来，被训练者在这个过

程中不是为了功利地去完成某一个指定的运动数字而机械地运转自己的

身体（有许多时候甚至完全不是出自学生自愿）。学生就能够在其中充

分地调动肢体的潜在能量和心灵悸动自发地愿意而为，无论怎样

“动”，用什么肢体表现，以及运动的幅度都显示出学生内心的意愿，

这个过程也是让学生唤起内心渴求自我了解和与期望他人相互了解的过

程。简单总结一下，体育更注重“体动”而表演注重“灵动”。 

当然如果为不同阶段的学校表演教育设置具体的内容和目标，还是

要有所侧重的，比如小学生可以通过游戏训练来达到对角色的初步参与

和认识，而初中生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来树立角色的意识，充分了解角色

表演的社会性等，而高中生则可以侧重通过角色教育确立自我价值和人

生目标。大专院校的学生则可以进一步通过角色训练来获得职业角色目

标的确立以及培养，进一步明确角色和自我人生以及职业选择的关系。



但是所有的表演训练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就是让学生意识到在当下的

存在的这个自我，从而直接导向与生存关联的更深层的命题。 

 

 

 

表演训练的更多社会性拓展 

 

    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必然地从外在寻找突破，从而以他体

作为参照寻找到自身继续存在的价值源泉以及可以与他体相互借鉴，互

为共长的新的意义。 

表演的训练在当今社会正在通过类似一些专业剧团工作坊的演示和

巡演为更多学戏剧和不学戏剧的人们所熟悉和了解。但是它是否可以独

立成为一种“运动”，即表演训练就是表演本身，不为任何其他所谓的

舞台表演服务?这个假设和命题的提出似乎是要将表演的前期训练和表演

的实质阶段（舞台艺术的表演）割裂开来。说不为任何服务，是不太可

能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一个参照物，也都有一个“为他性”（即为

他事物存在或服务的目的性）。这就使得我们进一步来探讨，所谓表演

的训练如果割裂了以舞台表演为目的的存在，那么总要找到另外一个

“为他性”来诠释“表演训练”之所以要和舞台艺术割裂的理由：这就

很自然让我们想到表演的分类，艺术表演，社会表演等，如果不为艺

术，那就是为社会。 

所以,我们在明确了表演训练可以通过表演研究者的拓展发现，增强

自身的独立存在能力，以适应社会表演训练的发展以后，就不难看出表

演训练作为戏剧教育的一个分支有待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以获得更加大的

社会存在性与普及性。 

刚才我们谈到了表演在教育领域和职业领域的社会性拓展，都有具

体的社会角色目标，即教育领域不同阶段的角色培养计划，或者是职业

领域的职业角色确立，而在教育领域里我们也谈到了体育运动和表演的

区别。 

表演训练中的即兴表演，如果偏向肢体，侧重舞蹈，就成为即兴舞

蹈，也可说即兴肢体。如果将其分列成为单独的运动，和体育运动当然

是有明显区别的，大多数的健身项目：团操以及种种其他器械运动，都

带有明显的模仿和机械地重复，而即兴肢体则是表演训练中通过启发心

灵，开发潜能，而获得的一种具有创造意义和价值的、不可能会重复的

运动。而且其肢体的速度和节奏在音乐的大背景下完全由运动者自己调

配和掌控，具有充分的自由和空间去发挥想象，任由肢体驰骋，也完全

做到了心与肢的交融，灵与体的和谐。 

笔者看见相关心理机构研究所，已经将这种所谓的“即兴舞蹈”运

用于心理康复治疗和心理创伤恢复的介入。 



“即兴舞蹈疗法其实并不是跳舞，参与者是在心理学专家的指导和

带领下，伴随着音乐，即兴地做出各种创造性动作，分散他们对烦心事

的注意力，宣泄自己心中的不快，从而达到缓解心理压力的目的。”[1] 

其实这种用于心理治疗的所谓“即兴舞蹈”就是即兴表演的分支—

—即兴肢体的运动，而通过心理治疗的社会型运用，这种训练方式将会

通过更多的实践和实验被证明而广泛地被运用到社会其他各个领域，也

将最终成为一项独立的运动而得到更多社会型拓展和开发，从而运用到

社会型项目中为社会的方方面面服务。 

以上说到了表演训练涉足社会拓展后，为社会所借鉴而产生的新的

运用价值。而当表演训练不再局限于小范围的“声台形表”，由此因为

其训练的范围扩展到了社会而将表演本身的内涵与外延都提升到生命意

义的高度，从而也为表演的实践和理论本身丰富了其宽度和广度的研

究。 

 

表演研究未来发展的拓展 

 

表演研究的发展一向都以小范围的舞台艺术研究为依托，训练课程

也多是为培养演员而设立，其理论的发展也走向了相对狭窄的空间。 

而未来表演乃至整个戏剧理论的发展都将走向更加综合的跨学科范

畴，所以这样的发展趋势下，表演研究将不会再局限于自身单单为舞台

艺术而服务的狭小空间内。它将通过戏剧教育的宣传普及走向更加宽泛

的社会领域，通过研究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心理和生活状态来为这些人

群量身订制社会表演研究的重点和特性。旨在唤起他们自身对个体生命

内在恰潜能的觉醒，以寻找和确立自我角色中的能量以达到与社会角色

之间的平衡。其最终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也鲜明突现：能够在此基础

上更好地适应社会整体的发展，以及在自我选择和社会供给双向作用力

下被支配的社会角色能够出色完成社会地位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同时自

我角色也合理而恰当地得到发展和满足。 

由此，可以看到，表演的训练也将随之拓展到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群

中去。比如白领戏剧工作坊，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写白领生活的戏剧演

出，而是针对白领这一个特殊的群体而设立的表演参与训练以及其他由

白领亲自参与的戏剧活动等；另外社区群众戏剧等等，都将逐步开展起

表演训练的项目。 

至于表演以及戏剧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另外一个重要倾向就是其

宗教性特点将会越来越明显。我们知道表演或戏剧本身就脱胎于古老的

宗教仪式。此处所谓的宗教性特点倒不是说表演形式上回归为宗教仪

式，而是说在表演训练的过程中始终都充满宗教的敬畏和对未知事物的

探究，这是一种宗教精神的贯穿。虽然我们在过往的表演中已经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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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识得，也是必然得只有贯穿宗教性的精神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

“表演训练” 。这个被表演本身所忽略的精神支柱将会在未来的研究中

逐渐得被重视，而表演训练的宗教研究也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课

题。在这个宗教性概念里，我们通俗意义上所说的“气场”、“灵

魂”、“能量” 都将得到进一步的阐述和分析。比如，我们从国际大师

谢克纳所创设的“味匣子”理论产生的基础也可以看出来此项研究具有

的先瞻性和对表演理论以及实践的贡献。[2]这种精神的秉承即是承认

有比作为人类自身存在的客体更加高层面的精神力量的存在之象征。这

方面的研究确实有待进一步展开。 

 

[1] 网络新闻地址：http://www.tianjindaily.com.cn/tianjin/content/2009-04/07/content_740926.htm 

 [2] “味匣子” 的理论是由生理学，印度宗教和西方剧场结合的产物。“味匣子”包括八种情感的味道，它们

分别是：怒；害怕（恐惧）；爱；惊讶（惊奇）；勇气；厌恶；悲伤；嘲笑（玩笑）。这8种情感没有主次和轻重

之分，在掌握了以上这些情感之后，就可以进入第九个“匣子”，这个“匣子”在中文的理解中，我们暂时讲它

取名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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