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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表演艺术，其中心在对于诗本性的营

造，也就是说无论作为导演还是演员其追求的都是在戏剧情节的发

展过程中构造出一种舞台上的诗意，而这种诗意的营造除了外部一

些舞台因素的参与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的架构，下面我将从

表演和导演的角度论述下话剧《钦差大臣》对于舞台诗意的营造。 

    一、和谐的舞台诗意创造的因素 

   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话剧是人类的一种共同的诗性审美活

动，直接指涉的对象是观众，它是综合的，却又是以演员的表演为

中心的，而演员的表演又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导演的美学追求，导演

对于舞台整体的诗意把握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戏剧的走向，所以作

为戏剧三要素的导演、演员、观众怎样和谐统一进行戏剧的审美创

造和欣赏发展中也越来越成为戏剧艺术一个重要的审美追求。 

舞台诗意的营造，演员作为戏剧的直接表演者其表演起着一个

决定性的作用，作为舞台上的生命体，其表演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

着整个戏剧是否成功。而作为一个复杂有机的整体，整个戏剧从宏

观上看又必须还要掺杂着其他非生命的舞台设置的参与，这就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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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到导演的审美追求，其对于舞台外在的舞台设置（如灯光、音

乐、舞台布置等）的精确把握也很大程度上会对舞台的诗意的建构

起到很大的影响，所以，综合起来说，在戏剧的整体诗意的营造

中，演员的表演已经幕后导演的美学追求始终作为衡量戏剧好坏与

否的最重要的指标。 

    二、演员表演的诗意超越 

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说“戏剧不仅是一种独特的文

学形式，而且也是一种独特的诗的表现形式”，所以戏剧中演员在

舞台上总是追求着舞台诗意的营造，从整体上来看一个戏剧，作为

一种以演员表演为中心的综合体，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外在条件对于

其整体诗意营造参与性的作用，但无疑衡量其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

一点还是看演员的表演，在话剧《钦差大臣》中，演员怎样从剧本

中来又超越剧本而用诗性的语言在文本讽刺的主题下既要有喜剧性

的效果又要完成对人性的审视和对社会问题的揭露是其要面对的一

个很大的挑战，而怎样在外部舞台条件的衬托下与观众进行交流而

使观众得到审美的愉悦则更是其面对的重要问题，这里我个人认为

《钦差大臣》中的演员们通过自己的表演在营造舞台上诗意过程中

完成了三个超越。 

（一）超越剧本的灵动再现 

      毫无疑问，一个戏剧能够在舞台上表演，甚至还能说创造舞台

上的诗意，其依靠的最直接的也是最重要的素材是作家创造的剧

本，它提供了话剧的主要人物及其相关信息，包括话剧冲突还有情

节的发展、铺陈和高潮结局，没有剧本的创造，一切一切优秀的话

剧都只能作“无米之炊”，更谈不上诗意。话剧《钦差大臣》改编

自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的同名讽刺喜剧，其本身的文学意义是巨大

的，无论是揭露社会问题还是指涉人性探讨都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这在给戏剧表演提供了一个好的原始素材的同时对演员的表演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怎样表现其中隐含的内容深意同时又恰如其分的



刻画人物推动情节发展是话剧演员们要思考的重大命题。作为以焦

晃为代表的五九届上海戏剧学院的毕业生，在话剧《钦差大臣》中

“久经剧场”的他们真正演出了一个超越剧本的诗性的舞台剧。 

   剧本是死的，演员的表演则需要通过活灵活现的动作、语言等来

完成对剧本的超越，这出戏剧中演员的表演无疑是出彩的，根据

《钦差大臣》的台词而进行的演员们的不同却切合自身的表演是特

别而又独到的，从语音声调，从姿态神情，从动作表演无不各个精

彩而又拿捏的正到好处，而饰演“假钦差”的焦晃的演出尤其让人

眼前一亮，无论是他从登场开始慵懒的表演还是后来贪婪的表现以

及其近乎无赖式的浮夸的展现无不淋漓尽致的在现于焦晃的表演之

中，从其面对不同的人而变化的语言、声调、动作等细微处的拿捏

可以看到他精湛的演技，那种对权势的畏惧的胆小神情的流露、那

种得势后趾高气昂的语调语态的变化、那种游戏人间的浪荡表现，

无不让我们体验到一个活脱脱的生命对于剧本无生命人物的诠释，

而从话剧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来看，他整体性的表演给台下的观

众是最直观的视觉享受，不用像剧本而是脱离想象直接给人以心灵

的震撼。 

   当然其他人物的表演也是可圈可点的，张先衡饰演的市长在开幕

时对督学、慈善院长对话中前后动作、声调的变换，动作的夸张式

的表现以及后来见钦差时卑躬屈膝的细致把握的前后对比还有幕尾

时对语言腔调和动作夸张又合理的把握让我们不仅还原了一个剧本

中的市长形象，更是直脱脱的勾勒出了其虚伪、卑鄙无耻的丑态；

而顾永菲饰演的市长夫人的各种姿态也在其的表演中得到传神的刻

画，同女儿争风吃醋，无休止的虚荣心和风骚的媚态，都在剧本语

言的基构下通过顾永菲的表演技巧得到艺术的升华，神情语言动作

等点点都净显表演的精华，而尤以最后一幕当一切丑态揭穿在众目

睽睽之下的时候配合着外部音乐的渲染以及自己歇斯底里的叫喊的

场景让人回味无穷，直到这里，这个“市长夫人”的面貌才得以真

正被展示得一览无余。其他的人物的性格的刻画除去别的场次不



说，仅仅在市长家送贿的那一幕中就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各个

演员们当成小丑一样一个个被提到舞台上演绎着那出闹剧，演员们

在原本果戈理《钦差大臣》的剧本的基础上无不配合着自己的姿体

动作和各个不同的语音把握一一刻画着剧本中的人物形象，其中二

个本地乡绅的刻画尤为突出，这两个这出戏剧故事的诉起者，在本

出戏中承担着特殊的角色，在对假钦差的献媚中我们能很明晰的看

到两个极尽虚伪奉承之能事的人物形象。所以这些演员的表演除了

原来剧本语言的表述外，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舞台上演员

对角色精确的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各种契合不同人物的姿态神情语

调语音的灵动再现。 

（二）超越舞台的表演冲突 

   舞台是戏剧表演的现实载体，任何戏剧都是在舞台上对剧本素材

的再现，所以舞台艺术也越来越成为观众审美关注的一个重要部

分。舞台革新家梅耶荷德说“舞台是充满了种种奇迹与魅力的一个

世界，它具有令人喘不过气来的乐趣及奇异的魔力”，但是我认为

无论舞台怎样给人提供着美学的创造自由，演员的舞台创造力才是

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肯定舞台的作用以及舞台艺术对我们的感官

冲击的时候，才更能够注意到那些舞台上的主角们演绎的自然而然

但不乏创造力的超越舞台的生命热情。 

   一个话剧好坏的评价怎样去衡量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标准，但对于

冲突表现的刻画永远都会是一个硬性的指标，剧中人与人、剧中人

自己内心以及剧中人心灵内外探索交流的冲突等，在《钦差大臣》

这个话剧中，从一开始到最后一幕基本上都是在一个紧张的氛围下

完成对剧中人性格的刻画和剧情冲突表现以及舞台诗意营造的，冲

突推动了剧情的发展，在剧情发展中又同时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

自然而然而没有堆砌之感，当然我们需要充分肯定外部舞台设置

（如音乐、灯光、舞台布景等）对于气氛的营造和推动剧情发展的

作用，但是它也只是作为一个出彩的亮点出现而在整个舞台的诗意



中占据一席之地，纵观整个戏剧发展来说，无疑演员们的表演已经

自成一个体系，其本身就有着自己推动剧情发展的内在能力，外部

的舞台设置只是作为一个催化剂，如果真要撇开这些，话剧也能够

在演员的表演中自行有始有终，只不过从整体的效果来说会平淡一

点，这种对于舞台的超越严格点说对于舞台设置的超越在如今步入

舞美设计、灯光表演的时代来说尤其能体现演员们的表演功底。 

   在整个的话剧中，开始到结束都是在一连串的冲突中推进剧情发

展的，人物对白和独白是这样的独到和恰如其分，不同阶层人的对

话在演员们的倾情演绎中先后交织着推动着剧情的发展并在碰撞中

自然而然的刻画出了不同的人物的性格特点，在一步步还原真相的

同时逐渐拉近着观众与剧中主人公的距离，我们忍不住会叹息、叹

息那个时代的黑白颠倒及虚伪；我们更会同情、同情假钦差以及那

些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我们还会唏嘘、唏嘘那些小人物身上自身的

弱点以及那种虚荣，而这些都是最明白透彻的在演员的看似平常的

演绎中得到完美刻画的，舞台上让我们最受震撼的莫过于体现在这

些非外在舞台设置的展现而由演员们倾力演出的细枝末节上。那些

独具特色的声音腔调抑扬顿挫的对白和偶尔出现的人物独白、那些

契合戏剧情节发展又充分展示人物性格的舞台动作还有那些不同幕

次中人物表情的细致渲染等，无不各自独立成章而又和谐组合成这

出话剧的华彩乐章。伴随着音乐偶尔铿锵的点缀、灯光忽明忽暗的

衬托以及幕布等舞台布局的恰当烘托共同推动着戏剧情节的发展升

降，一个个阶层的人物被渲染得恰到好处，贵族、下层人物、官员

都是演员演技下活脱脱的再现，而在这些演出中我们也能充分的看

到演员们表演的完美拿捏，让我们能够在看完这出戏剧的同时笑过

之后体会到一丝苦涩。正如一出戏的主配角，在《钦差大臣》的演

员表演下对整个舞台艺术的层层推进的表现中，观众已经不再是只

欣赏一个简单的戏剧故事，而是演员们借戏剧舞台而倾力坚守的生

命执着。 

（三）超越自我的激情演绎 



   对于一个真正热爱舞台表演的人来说，舞台就是他的生命，是其

展示自己体现自己价值的地方，只要在这个天地里，演员无论年龄

大小都能激情四射，看完这出话剧我真正能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岁

月催人老，舞台使人年轻”的含义。话剧《钦差大臣》的表演班子

是以焦晃、顾永菲等为代表的五九届上海戏剧学院的毕业生，对于

这批已经功成名就，于舞台上风雨几十年的艺术前辈来说，戏剧已

经不仅仅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他们用心去操持的心灵艺术，他

们真正诠释了由小舞台向大人生的过渡，而他们在剧中也确确用灵

动激情的表演在演绎人物的同时完成着对自我的超越。 

   要在这么大的年纪下去把握果戈理剧本中的那些年轻人物形象，

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更何况还得去揣摩去拿捏剧本中人物

情态动作语言的不同特点，只要是能演下来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成

就，但是他们却在表演中让我们看到他们并不仅仅满足于平铺剧本

中果戈理设置的人物对白，而是以自己的热情完成了激情的表演，

这尤其表现在市长家里当焦晃饰演的假钦差献爱被发现而拔腿就跑

中的情节中得到了最生动的再现，在这时你能想象得到这是一个已

经年过七十的老人吗？还有顾永菲饰演的市长夫人，你能够想象到

这是一个年过六十的老人的风韵吗？还有戏剧是连续三个小时的演

出，即使是年轻演员也得要捏一把汗更何况那都是老一辈上了年纪

的艺术家，然而从整个戏剧整体上来看，一切都是顺其自然水到渠

成，故事中已经没有了年龄的羁绊，演员们越过了年龄的界限而用

超越的自我激情演绎着剧本上的人物，我们能给予的只是对老一辈

的艺术家诚挚的敬仰。 

    三、导演卓越的审美追求 

   上面我们谈了演员在演出过程中的种种超越，诚然在整出戏剧的

综合性要素中，演员占据着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导演却也是不可或

缺的一份子，其在创造舞台诗意的过程中往往有着宏观把握的作用

所以在舞台诗意的营造中也有着重要的美学功能。我国著名的导演



焦菊隐曾就其自己的工作经验提出导演的美学追求是“以深厚的生

活为基础创造舞台上的诗意”，演员们于舞台上的表演和舞台的外

部设置艺术无不体现着导演对于舞台美学的把握和追求，各种舞台

因素的和谐统一、剧情安排人物刻画等都在导演的脑海里先有一个

成熟的架构然后才可以付诸演出，这些细致却重要的细节把握是否

得当直接关系到戏剧是否能获得成功。 

  话剧《钦差大臣》的导演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名导陈明正，他早时就

曾因为导演《海鸥》、《黑骏马》、《家》、《北京人》而开启了

上海新时期话剧的一个时代，所以其对于舞台艺术的追求和把握可

谓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在《钦差大臣》中其对于舞台诗意营造

的努力也是得到了最好的阐释。 

   这里我就不细细的对音乐灯光等外在舞台布景论述其对于戏剧艺

术的把握，只是作为一个大体笼统的框架进行介绍。在这出话剧

中，灯光音乐的变化不算多，可是每次的转换都有着独特的作用，

特别是对于渲染气氛的作用则显得尤其的突出，在话剧开门时期的

稍显昏暗的灯光配合着人物的独白起先就使人处在一种压抑的像是

暴风雨即将来临的紧张氛围中，而在每幕戏剧的结尾中都有一个音

乐的转换和灯光的忽明忽暗切合，让我们在戏剧的发展过程中一次

次达到心理接受的高潮，或让柔和的灯光配合着低沉的音乐进行短

暂的剧情转换，或以惊惧的变换多姿的灯光配合突然爆发的音乐来

突出剧情的紧张和人物的心理，让观众的眼睛每时每刻都被台面所

吸引，在这些外在舞台艺术的追求中体味着舞台上演员的精彩的演

绎。而其中最让我难忘的一点则是导演在对于最后一幕的处理上，

这在原剧本中是没有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从一幕一幕的发展到这里

达到顶点，发展到高潮，在假钦差的荒谬行为被揭穿中用突然的灯

光转换和音乐轰然的塌陷为背景本来就已经可以闭幕了，但是在最

后导演却独具匠心的将一盆枯树干存放于舞台的一角，用灯光打在

这个舞台设置上，这是出乎我意料的，可是仔细思索又觉得在情理

之中，用这样的枯枝来结尾不正好契合斯坦尼派写意的风格，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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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似乎还可以象征着当一切公之于众和所有一切都被赤裸裸的揭

穿出来之后那些所谓的贵族们外表下的赤裸裸虚伪的内心么，这无

疑在这里会起到更强烈的讽刺效果。 

    四、台前幕后的诗意营造—“舞台剧”和“舞台剧” 

   一出好的喜剧，所要依赖的因素实在是太多太多，所有的中心都

要围绕着舞台诗意营造这一点，无论是作为生命体的演员、导演还

是作为外部舞台设置的音乐灯光等都在一一建构着舞台诗意，舞台

剧的成功有赖于这些因素完美和谐的组织在一起，当然有主有次有

重要有次要，但是他们确乎只有各自都发挥出自己美学效果的时候

一出戏剧才可以真正的营造出诗意，一出戏剧才能够迸发出摄人心

魄的魅力，才能真正的实现“舞台剧”和“舞台聚”的统一，观众

才能在演员的演绎中体味到审美的快感和心灵的震撼。 

   话剧《钦差大臣》的演出让我真正体会到艺术的美感，舞台上审

美的诗意。如果说整个话剧演绎下来还不够让人心潮澎湃的话，那

么当焦晃站在舞台上对我们说“我们一生都坚守着舞台，我们也把

人生中最美的青春献给了舞台”的时候，舞台上上演的难道还不是

最诗意的审美吗。 

(戏剧研究——国内第一家戏剧研究学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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