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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年演员表演文化的若干思考 

 

厉震林 

 

 

                                           一 

 

    这次，参加第三届中国电影家协会同里电影论坛暨青年演员表演艺术研讨会，颇有兴趣。原因在于

它是一次关于青年演员表演艺术的研讨会。 

    现在，各种表演艺术的研讨会不少，但是，它大多是一些成名的或者已经成为历史的表演艺术家的

表演艺术研讨会。关于青年演员表演艺术的研讨会并不多见。 

    因此，这次青年演员表演艺术研讨会，也就显出它的价值了。 

    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一种“影迷”文化现象。它和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对于京

剧演员的迷恋一样，形成了一种“社会性痴迷”。这种“社会性痴迷”，它的偶像往往是青年演员，青

年演员的“粉丝”，才会是激情洋溢的，甚至是理智失位的“发烧友”。 

    从此意义而论，讨论青年演员表演艺术，青年演员表演文化也应该成为关注的对象。它已经成为一

个显著的社会现象，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形成了重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 

    我脑海里时常浮现出如下的图景： 

    一是杨丽娟忧郁而复杂的眼神。因为迷恋刘德华，到了而立之年，仍然不上班，不结婚，整天在家

里“守”着“刘德华”，为了赴香港去看刘德华，不惜把家里房子卖了，最后导致老父在香港投海而

亡。 

    二是每年艺术院校门口的表演专业“考试大军”。熙熙攘攘的考生中，许多是受了赵薇和“超女”

一夜成名的影响而来的，她们把个案当成一种真理，渴望自己也能够有如此的“幸运”，而常常淹没了

对于艺术的一种纯情的热爱和痴迷，赋予了太多功利的色彩。许多考生，家境并不丰裕，辗转在全国各

个考场，开销颇大，多数最后仍是一无所获。 

    三是漂荡在各个影视拍摄基地的“北漂”、“横漂”们的身影。由于王宝强的成功，许多“北

飘”、“横飘”们似乎也看到了希望，没有上过电影学院、戏剧学院也有可能成为明星，关键是运气，

能够得到大导演的青睐，于是，近来各个影视拍摄基地的“北飘”、“横飘”们的身影又愈发多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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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媒体，总是需要“眼球经济”的，尤其是对于娱乐媒体，它的重要性分外突出。媒体，应该有媒体

伦理，它应该真实、客观、公正，代表主流社会的正面价值，但是，这种媒体伦理，对于娱乐媒体总是

显得软弱，全世界皆然，因此，世界上一些国家将娱乐内容单独排版，与时事新闻、社会新闻区别出

来，以示娱乐新闻的“八卦”性质，属于可信与不可信的。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质，人们总是会将娱

乐媒体上所报道的新闻当作事实，将娱乐媒体上所引导的价值当作正确，因此，当娱乐媒体为了发行量

和收视率而对明星新闻进行夸大、虚饰甚至变形、扭曲，对明星文化进行轰动效应的引导，它的负面力

量就体现出来了。 

    另外一个方面，现在明星大多是签约于某个经纪公司，经纪公司将明星作为艺术商品进行经营，为

了保值和增值，它必然要对明星包装和炒作，故而经纪公司可能会与媒体产生矛盾，但是，它们更多的

是一种“合谋”关系，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对明星进行商业设计，“就在许多明星和狗仔势同水火的时

候，另一些明星和狗仔结成了同盟，成为了合作者。这些明星会为了炒作自己性别形象而和狗仔联手炮

制各种花边新闻，以期制造话题而牵住公众视线，达到提升人气的目的。”[1]这种商业设计，许多是合

理和正当的，但是，也不乏失度和出位的情形，甚至是一种非理性和非伦理的炒作行为。 

    正是由于这种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合谋”关系，使目前中国明星文化产生一种混乱和无序的倾向，

同时也使中国某些社会文化产生“共振”效应。一方面使“影迷”文化出现误区和盲点，尤其是青少年

影迷，他们社会阅历少和人生经验少，对于明星过多过滥的炒作，使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出现偏差现

象。上述的“杨丽娟事件”就是一个案例，虽然它可能具有一种极端性和个案性，但是，它也从一个角

度反映出明星文化的混乱性，杨丽娟的老父原是一位中学教师，最后却是只能以死相殉；另一方面也使

明星产生一种困惑，特别是青年演员，不但使正常的生活受到影响，而且，也使某些表演文化的基本原

理受到了动摇甚至颠覆，更为严重的是，个别明星对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产生失当判断，俨然自己是社会

的特殊阶级。 

    因此，明星文化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艺术现象，它更是十分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它对于中国社会

文化的价值结构和人文形态，到底产生怎样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如何进行修正和管理，也同样不仅仅

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 

    关注青年演员表演文化，它是中国社会的迫切要求。 

    这里，电影学术界不应该沉默，当媒体和经纪公司发出歇斯底里的明星文化炒作声音时，电影学术

界应该发出自己理性的声音。 

    应该说，中国电影学术界不乏优秀的学者，对中国电影有着真知灼见，但是，从整体来说，中国电

影学术界对于中国电影的影响力量太弱，它自身无法构成对于中国电影足够的对话能力，一方面中国电

影创作界与它无法沟通，觉得中国电影学术界的美学发言，既显得深奥晦涩，又觉得它没有用处，它似

乎隔靴搔痒，说不到电影创作的微妙或者核心部位，也产生不了多少的启示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电影

学术界人士大多属于高校和科研单位，它的任务是完成一部部著作和一篇篇论文，只要达到了这些科研

指标，似乎自己的任务也完成了，至于这些所谓的著作和论文，对于中国电影发展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

价值，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因此，中国电影学术界和创作界常常较难建立起一个十分畅通的平台，

相互之间对话有点艰涩，有点听不大明白、说不大清楚。 

    当一种学术不了解自己的终点和目的在哪里，而且，往往将手段当作目的，那么，它自身的本体价

值则必然会受到怀疑。电影学术界的许多著作和论文，由于形成不了对于中国电影的影响作用，也就容

易沦为一种低效甚至无效的劳动。 

    因此，电影学术界需要与电影创作界互相交融在一起，产生一种相互启示和制衡的作用。如此，电

影学术界清高而又落寞的业内形象，则有可能得到改善。 

    在电影学术界的这种转型中，也希望它能够关注到明星文化问题，关注到青年演员表演文化问题。 

    当媒体与经纪公司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合谋”，在媒体铺天盖地地炒作青年演员时，电影学术界应

该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对炒作过程中失度和出位的行为，进行一种制衡，使电影学术界成为青年演员

表演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从而使炒作理性化和伦理化，建立起良好的青年演员表演文化生

态系统，真正促进社会文化健康发展和青年演员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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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员文化学，应该是电影学术界需要关注的研究对象，也是它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二 

 

    与一般高等院校比较，艺术院校围墙的隔离作用似乎不太明显。长期以来，艺术院校与创作实践一

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甚至成为社会创作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笔者长期在上海戏剧学院工作，经

常参加上海市的各种会议，时常会发生这种现象：我没有被安排在高校系统，而是被分配在文化系统参

会。 

    如此，既是艺术院校的优势，它始终保持着第一线的姿态，也可能是它的风险，难以在与创作实践

之间保持一种冷静的距离，体现出高校的学术立场。 

    高等院校，应该有自己的话语品格，代表一种知性的、前瞻性的和引导性的文化人格。人文学者许

纪霖曾有如此的表述：“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授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培养有知识、有教养的博雅之士。如

何培养博雅之士？”，“应该提倡四个learn：learn to know，learn to be，  learn to do，

learn  to  together（学习知识、学习做人、学习做事、学习相处）。大学的人文教育是一个综合性

的教育，它是有形的，更多的时候是无形的，是一个大学的讲座、社团、学生活动、教授的气质、校长

的风范等诸多无形因素熏陶出来的。今天的大学是什么氛围，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什么样的风格，未来

的中国就有什么样的前景。”[2] 

    艺术院校是明星之源，是青年演员的主力军和后备力量。由于艺术院校与创作实践的密切关系，现

在许多影视公司和经纪公司的明星战略，已经将艺术院校青年学生演员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

艺术院校青年学生演员作为培养和包装的对象。笔者也多次陪同国内一些著名影视公司、经纪公司和电

视台的制片人、经纪人，到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物色苗子，合适的就直接推荐上戏，有潜力的就纳入培

养的目标。 

    毫无疑问，它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但是，也不无忧虑。 

    由于市场行为的功利性和务实性，它往往体现出一种短期目光，因此，在对于艺术院校青年学生演

员的选拔和培养中，也表现出一种急功近利的倾向，影响到了学院表演教学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甚至使

一些本来不成问题的表演原理或者表演文化规则也成为了问题，使青年学生演员产生了一种怀疑甚至迷

茫。较为突出的几个问题是： 

    一，在表演专业招生中，以形象为本还是以演技为本，尤其是女生的招生。是否形象好，就可以报

考艺术院校表演专业。在目前市场需求中，女性青年演员大多是本色表演，清纯亮丽，就有可能打造成

为偶像性的明星。由于这种市场导向，对于艺术院校表演专业的招生观念，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以

形象为本还是以演技为本的观念定位中徘徊着。 

    二、在表演专业教学中，文化的作用如何看待？许多文化成绩不是太好的学生，在表演方面成绩不

俗，而一些文化较好的学生在外面的表演竞争中并不一定占优势，甚至毕业以后也只能做表演教师。文

化，在表演中起多大的作用？一些青年学生演员无所适从。 

    三、天赋与后天努力的关系。对于青年演员来说，是否表演天赋特别重要；后天努力最多达到艺术

创作最高境界的八成，要达到最后的二成，即天才的完美创造，是否必须借助天赋才能成就。这些表演

文化观念的混乱，使青年演员对于表演也产生了一种困惑。以前表演强调下生活，由于这些表演观念的

模糊，现在经常出现是下“老板”、下“导演”、下“制片人”，经常跟他们聚在一起，真正读书和思

考问题的时间并不是很多。 

    四、四年的表演专业教学中，刚进校时，每个青年学生都有自己的个性，但是，在教学过程中，主

讲教师为了表演的规范和整齐，将学生不符合他表演美学的个性抹杀了，到毕业公演时，表演确实是非

常规范和整齐，但是，学生的个性魅力不见了，它都统一为了主讲教师的风格，如此，是否有点本末倒

置？在青年演员的培养中，它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五、目前，表演创作中特别缺少十八、九岁年龄层次的女性青年演员，这个年龄层次的女性青年演

员，是一生中最有少女魅力的阶段，也最容易培养成偶像派明星。它的重要原因，是因为艺术院校不准

表演专业一、二年级的女性学生出去拍戏。到了三、四年级，女性学生演员年龄则又大了一点，再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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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岁年龄，已经需要借助一些表演技巧。如此，艺术院校不准表演专业一、二年级的女性学生出去

拍戏，是否属于一种年龄资源浪费？而让她们出去拍戏，是否会影响正常的教学规律？ 

    上述问题，它涉及到艺术院校表演教育的中心内容与明星战略的观念系统，关乎到青年演员表演文

化观念的核心问题。 

    艺术院校与创作市场的紧密关系中，艺术院校不应该迷失自己的方向，而是应该有自己的定力，在

创作市场强大的功势面前，艺术院校需要有自身的把持能力。因为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今天的大学是

什么氛围，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什么样的风格，未来的中国就有什么样的前景”，同样，今天的艺术院

校是什么氛围，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什么样的风格，未来的中国明星就有什么样的前景。上述问题，有

些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只是在创作市场的渗透和影响下，它发生了倾斜，因此，艺术院校在中国青年演

员的培养中，需要郑重地保持自己的立场。 

 

注释： 

[1] 厉震林、朱卉：《论香港电影明星的性别表演》，《人文教育：文明•价值•传统——上海市社会科

学界第五届学术年会文集（2007年度）哲学•历史•人文学科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7

页。 

[2] 许纪霖：《人文教育究竟何为？》，《人文教育：文明•价值•传统——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五届学

术年会文集（2007年度）哲学•历史•人文学科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 

 

                              原载《青年演员表演艺术研究》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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