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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独白——演员创造角色的动力 葛文骅

    生活中人的内心世界是很丰富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场合，内心活动及表现出来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也都不同。演员的

艺术活动目的在于深入地表现人的精神世界，充分揭示角色丰富的内心生活。角色的内心世界挖掘得越深，形象就越鲜明生动，只有

这样的舞台形象，才具有艺术感染力。如果说剧作者所规定的台词和动作是角色的骨骼，那么演员赋予角色的内心独白就可说是角色

的血肉。没有具体、准确、丰富的内心独白，演员在舞台上只能是机械地背诵台词，他所扮演的角色不可能是活生生的，不可能产生

感人的力量。因此，内心独白是演员创造的动力，是动人的舞台形象的灵魂。 

 

(一)什么是“内心独白”? 

 

    演员在创造角色的过程中，根据作者提供的角色生活的规定情境，接受了舞台上的客观事物的刺激，而引起的思想、情感交织在一

起的全部思维活动——叫做“内心独白。”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人们总是运用语言形式来思考的。所似演员的内心独白是以语

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它又和台词不同，它是无声的语言，是角色在内心给自己说话。(不是剧本中规定的独白、旁白。)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思想的人是不存在的(白痴除外)。哪怕是最不爱说话的人，内心语言也是很丰富的，如争论、证实、说服别人或

克制自己……，这些思想像闪电一般在他头脑中不断地出现。这就是演员“内心独白”的根据。戏曲演员把它叫做：“心里有词”。

 例如：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表演片断。内容是：冬妮娅初次见到保尔·柯察金，很想与他交朋友。苏哈里科与维克多也来到

这里，他们追求冬妮娅，要撵走保尔，于是发生冲突，厮打起来，保尔把他俩打跑，冬妮娅被保尔热情，倔强的反抗性格所吸引，主

动与保尔交了朋友。 一开始，保尔·柯察金独自一个人观赏着风景，并在内心作着比较。 “这儿多美呀!” “是的，这儿比别

的地方都美。” “那就在这儿玩吧?!” “好的。”听见鸟叫声。 “鸟?!” “是呀，多美的鸟!赶快呼唤它吧!” “哎呀，

要飞。” “快呼唤，……快!” “飞了。” “可惜!……算了，还是钓鱼吧。”正要朝池塘走去，又听到鸟叫。 “是它!它又

来了。” “先别打扰它，让它停稳了。” “停住了!我去逮它。” “小心点，轻轻地，可别再让它跑了。” 于是保尔悄悄地

爬上树去抓鸟。 当他从树上跳下的时候正好冬妮娅来到这儿，他并没有打量她，径自去钓鱼。冬妮娅很欣赏保尔，激起她丰富的内

心独白： “哪来的这么一个黑眼睛少年?”“是呀，我怎么没见过他?!” “他从那么高的树上跳下来，摔着没有?” “他跳下来

多么轻巧，不会摔着，真勇敢。” “这种人我还从来没接触过。” “是呀，他完全不像那些流口水的中学生，老围着你转，真

讨厌!” “要是和他做朋友，一定挺有意思。可是他会理我吗?” “会的。你想办法去接近他呀!” “他到哪去了?” “他在

那儿钓鱼哩!” “对，我去看他钓鱼！” “嗯，这个方法好。”于是她过去看保尔钓鱼。 这儿顺便提一下：有的演员在舞台上

思考时，容易失去注意对象，低头看着自己的肚子，观众看不出他们在想什么，这只是“表演”思考。我们在生活中，注意力没有一

分钟不为某个对象所吸引，思考时也都有对象。只不过有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物体，如手表，有的则是自己想像中的对象。 在表演

过程中，演员所扮的角色，始终离不开对周围一切客观事物的判断，而在整个判断过程中，自己总是不断地在内心中回答自己所提的

问题，这些思维活动，就是“内心独白”。 

 

 (二)什么是“内心对白”? 

 

    生活中，两人或多人在一起时，无论看到谁活动或听到谁说话时，人们对这客观上的刺激，内心都有回答，总会不断地产生出某些

思想来肯定、反驳或补充对方所说的一切。而且根据对方的论点和言词，自己的思想也随时在变化。 

 

    在舞台上，角色与角色之间(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也应这样。每个角色，在自己没有台词的时候，也要在内心不断回答其它角色的

活动和谈话。也就是说，角色之间，相互作用于对方所产生的内心独白，就叫做“内心对白”。(包括潜台词)习惯统称之为“内心独

白。” 产生“内心对白”的过程，就是“交流”的过程。例如：在某工厂宿舍，星期六下午，一个女工看到工会小组长来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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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他送电影票来了，高兴地等他把票拿出来。而对方因为今天没有电影(已出布告通知，以为她已经知道了。)想约她谈话，见她那

么高兴，又不便直接问，就猜测她高兴的原因。她见他并没有拿出票的意思，就想：“他笑眯眯的准是卖关子，要逗我一下，好，我

也不问，看你说不说?!”他感到她的态度忽然改变，有些纳闷，猜测她大概是对我的沉默不满，还是问问她吧，于是很小心地说：

“今晚你有事吗?”她听了觉得好笑，“真会装蒜，今天是星期六他好象忘了，好，你装我也装”，于是反问他：“你来干什么?”他

听她语气不满，产生顾虑，犹豫是不是直接回答她?…… 这个例子说明：人们相互之间，内心始终在不断地和对方进行着对话。而

舞台上，演员在完成一连串舞台任务时，角色相互作用于对方的过程，就是交流过程。 

 

    交流就是交流双方的思想与情感。通过语言、行动和表情把它传达给对方。它们又都是“内心对白”所产生的结果。因此，要想与

对方进行深刻、细致、真实的交流，没有准确的“内心对白”是根本不可能的。 “内心对白”是产生角色台词、行动和表情的依

据。只有当角色的思想在演员的脑海中真实而自然地产生出来，演员清晰地看见了“内心视象”时，角色的语气、行动和表情，才能

准确地体现出来，使同台者真正感受到它们，产生相应的变化。这样，才可能达到深刻细致、真实有机的交流，也才有可能真正感染

观众。 

 

(三)“内心独白”(“内心对白”)是怎样产生的？ 

 

    在生活中，人们都是接受了客观事物的刺激，才产生思想和情感交织在一起的思维活动。舞台上“内心独白”的产生，与生活规律

相符，同样由于客观事物的刺激而产生的。 

 

    舞台上的刺激有以下两种： 一是与同台者之间产生的相互刺激。 由于同台者(活的对象)的行动、语言、思想、情感、态度……

对自己的作用和影响，使自己产生相应的思想、行动、语言、态度、情感……又反作用于对方……形成贯串的“内心对白”，达到不

间断、真实有机的交流。例如：歌颂中日友谊的话剧“泪血樱花”第一幕中，樱枝和吉文之间的相互刺激。 

 

    第二种：与想像的对象之间所产生的刺激。 前面举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片断开始时，保尔·柯察金欣赏周围环境，而舞台上

并没有出现山、水、花、鸟……这些客观事物都要通过演员的想像，把它创造和体现出来，因此演员所接受的刺激是来自想像的对

象，演员在与想像的物体进行交流时，产生了一系列“内心独白。” 又如：《霓虹灯下的哨兵》一剧中第七场陈喜看信(春妮唸信)

的一段。 当时春妮并不在场，只是通过画外音把信的内容传达出来。陈喜这一段表演，不是与活的同台者进行交流，而是接受春妮

声音的刺激，在演员的想象中出现春妮的形象，随着春妮唸信，陈喜不断有所反应，产生极为丰富、具体、准确的“内心独白”。陈

喜经过对比自己的过去与现在，思想受到极大震动，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四)“内心独白”是演员创造角色的动力——灵魂 

 

    缺少“内心独白”就不能进行真正的判断，否则只是形式的判断——做状。只有真正的判断才能确定角色正确的舞台态度，和将采

取的行动，所以判断是行动的基础。 例如：《日出》第—幕： 陈白露：(低声)谁?(没有回答，吓得不敢动)谁?你是谁?！(还是不

答应。她大声) 你是干什么的? 小东西：(小声)我……我…… 处理：陈白露开了灯，看清是一个瘦弱胆怯的小女孩子，她就不再

害怕了。仔细打量她的相貌，服饰、精神状态，……得出结论：她很可怜。所以陈才说出“哦，原来是这么一个小东西。”当陈问她

话时，发现她回答的声音很细微，眼看她要昏倒，连忙扶她坐下，赶快给她吃饼干，看她狼吞虎咽，怕给噎住，给她水喝，后来又给

她包扎被烟扦子扎烂的手臂。陈白露经过了一个判断过程，对这个受迫害的小女孩产生同情，决定救她。可见判断是贯串在整个行动

之中的，舞台态度也在这过程中不断地变化着，一刻也不能脱离“内心独白”(思想活动)。所以，只有具体、丰富的“内心独白”，

才能使表演有生命。 当对方与你说话时，你必需听，对所听到的每一词句，都必须有回答(反应)。这样才能产生真正的交流，建立

起正确的人物关系。观众才能从舞台上看见活生生的人，了解和相信演员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只看到演员在表演某种状态。 

 

    双方为了要达到真正的活的交流，演员必须学会真正注意，敏锐的感受对方的一举一动。通过外部感官(眼、耳、鼻、舌、身。)去

审察这些刺激物。 例如：我们用视觉去注视同台者时，必须看见对方表情中最细微的变化。他沉默，我得了解他为什么不说话?如

果对方脸上有了一丝丝的改变，哪怕是咀角稍稍一撇，也应立即感受到，并引起相应的变化。 又如：我们用听觉倾听同台者的声

音，不仅听，而且要听出他语气中最细微的含他为什么笑?为什么哭?哪怕是像蚊子一样的轻声，也都能敏锐地听到且及时作出反应。



 

    这种细致的思想感情的交流，只有通过真正地注意，真切地感受对方的刺激，而产生“内心对白”和有机的行动，推动双方的情感



和内心体验，才能够完成，从而感动观众。 因此，创造“内心独白”又是掌握角色的重要方法。它可以帮助演员把作者写的台词，

转为有机的行动，把角色的台词和行动结成不可分离的整体，创造出丰富的舞台生活。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剧本某个角色的一段

台词中，前后的句子往往是用“……”来衔接的，而这个“……”，必须充实“内心独白”，才能使前后的动作改变得真实有机。

 例如：“泪血樱花”第八场。吴国光误以为樱枝已是村山次郎的夫人了，于是把村山次郎的遗物交还给樱枝。 

 

    樱枝：“交给我?”……好。” 樱枝由前面拒绝接受而经过思考、判断，到同意接受，180°大转弯，都是由于丰富的内心独白起

了作用。(内心独自)“村山次郎的遗物怎么能交给我？我跟他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交给我呢?他准是误会了，我应该向他解释，—

—咳，解释也没用，他已经成家了，我也就不必解释了，好，接过来吧。” 

 

    再有一种情况：由于“内心独白”不具体，对台词缺乏正确理解，因此体现出来的动作与情感很不准确。当演员挖掘了“内心独

白”之后，动作与情感竟然完全变了样，台词也得到了准确的体现。 例如：新疆石河子文工团创作歌颂毛泽民烈士的“边城春

秋”，其中有个教师叫姚尚平，政治面目是托派，在苏联学习时，被开除了党籍。该剧第一幕中，当反帝会员(都是姚的学生)热烈交

谈，响往延安时，姚很反感，不仅阻止，还积极宣传托派观点，企图用他亲身经历引导同学走他的道路。 

 

    姚的台词是这样的：“……同学们，我像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胸膛里也曾燃烧过布尔什维克式的烈火，有时候也曾陶醉在诗一样

的理想中，有时候又被碰的头破血流，……(下略)”在说完“头破血流”之后，整段台词并没有结束，而演员却加上了一个“哈哈

哈”的笑声，彷佛是在嘲笑自己。经过分析，挖掘了“头破血流”的含义——联系他自己被开除的遭迂，于是“内心独白”具体了，

这时演员却发出了叹息声，再也笑不起来了。他的动作也由“嘲笑自己”而改变为“用自己受到的挫折，来警告和吓唬同学们。”动

作、情感改变了，在台词的处理上也得到准确的体现。可见“内心独白”是何等重要。 

 

(五)组织“内心独白”的根据：  

    角色的行动和语言，都有充分的内心根据，这些根据是由作者所提供的。  

 

    首先必须根据角色的规定情境、任务、目的、行动，来进行组织，不能脱离这些而另想一套。例如：上面所举《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小说片断中初次会见的一段，冬妮娅产生“内心独白”的根据： 冬妮娅是资产阶级小姐，出入于上流社会，她的美貌，到处受

到资产阶级少爷的捧场和追求，所以她的自尊心很强，今天她到池塘边来散步，第一次迂到保尔，感到新奇，又被他的勇敢所吸引，

于是对他产生了好感。 任务：要和保尔交朋友。 目的：她喜欢保尔，因为他与围绕在她周围的纨挎子弟不同。 行动：寻找一

切办法接近他。 如果不了解剧中人物的性格，思想发展的脉络，及周围人物关系的发展，变化，她的世界观，阶级地位……等等，

就不可能找到准确的“内心独白”。因为假如她不是资产阶级小姐冬妮娅，而是另外一个穷女孩，处在这种情况下，态度就会是另一

样，她也许直率地提出愿和他做朋友，也不会那么高傲，以致造成上述的种种心理状态。角色的“内心独白”和行动，当然和冬妮娅

的完全不同。 

 

    其次，另一种情况：作者提供了一些角色创造的根据，但不是全部，为了要获得充分的内心根据，演员就得根据角色的台词，深入

挖掘，加以充实、发挥和弥补。 例如：《最后一幕》第二场，第二景，一开始老马紧张地上场，把大姐从幕后叫出来。老马：“严

重了，事情越来越严重，一切工作条件都失去了。” 倒底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越来越严重?为什么一切工作条件都失去了，根据是

什么?老马并没有给大姐讲，剧本中也并未交代。然而作为扮演老马的演员，却必须清楚老马这个角色在第二幕一景到二景之间的幕后

生活。作者在这场之前所提供的事实：换了新队长，禁演抗战戏，强迫排戡乱戏，禁止辅导，经费停发……都说明国民党从政治上、

经济上卡演剧队的脖子，白色恐怖的严重时期已经到来。这些，大姐也早就知道了。那么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新事?使得“一切工作条件

都失去了呢”?这就需要演员根据角色的台词进行挖掘和发挥。 老马在队里是负责宣传工作的，常常通过报馆进行宣传。当时，万

一队里遭到不幸，就可通过报纸呼吁、声援，给国民党以舆论制裁，我党则可设法营救，这是一个有利条件。通过应放和老马说过

“报馆”，“几个人都非常可靠”的台词，再根据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群众，搞法西斯统治，经常封闭报馆，大批逮捕进步人

士等情况，演员可以发挥为：报馆被封闭，工作人员被捕。老马感到事情越来越严重，于是紧张地赶回来告诉大姐，“一切工作条件

都失去了。”这样演员内心就有了充分的根据，形体自我感觉就能得到正确的体现，而不是内心空虚却故作紧张状态。 

 

    第三、根据具体的注意对象(包括同台者的言行、态度……)的反应来组织“内心独白。” 例如：冬妮娅问保尔：“这儿可以钓着

鱼吗?”假如保尔不是“看了她一眼，未答。”而是给予具体回答，那末冬妮娅就会根据对方的回答进行思考和答复。所以密切地注意

对方，也是组织“内心独白”的根据。 在舞台上最可贵的就是角色的思想生活：包括行为的动机、目的、对周围事物和人物关系鲜



明的态度……这些思想的产生、发展，形成全部内心活动过程。愈具体、充实，就愈能导致情感的真实与充沛。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说：“保持‘演出青春’的第一条——就是在演出中的思想生活，永远是活的，才能深刻动人，鲜明有力。”我们应这样要求演员。



 

    演出中的思想生活，怎么才能是活的呢?这就要求在“内心独白”中，必须出现“内心视象”。也就是：演员用自己的内心视觉，

看到自己想像的对象，它象插画似的出现在演员的想像中，通常我们称之为“在脑子里过电影。”例如：《霓虹灯下的哨兵》中陈喜

看信的例子，当春妮唸到“他是把部队的老传统扔掉了，把解放区人民的心意扔掉了，把自己的荣誉扔掉了。”这些话时，陈喜应该

在内心出现自己扔掉了代表着“老传统”的老布袜而换上花花袜……的形象，出现解放区人民忘我地支援解放大军的情景，乡亲们给

自己和春妮办喜事的情景、以及欢送自己参军，自己一心奋勇杀敌、屡立战功的情景……。而今天却被资产阶级“香风”击中，忘了

本……。如果扮演陈喜的演员每一次都能在自己的心里看到这些“影片”，他就会被自己的内心视象所感染，所激动，就会正确地去

体验角色羞愧的情感，逐渐认识自己的错误，他的转变才会是合理的，自然的，有机的，象这样的“内心独白”才是活的。 

 

(六)一些错误的表现和对“内心独白”的要求： 

    我们有的演员在舞台上，不管对方说什么词儿，他只记住对方最后一句话，等对方讲完了，他就接自己的台词。还有的演员，并不

听对方的台词，却在想着自己的心事，……等等，你说完后，他说，他说完后，我说，按照剧本规定好的顺序，互相轮流背台词，进

行“一般”地表演，既没有感情，又没有真实的思想活动，也缺乏体验。有时看起来也在“激动”，实际上是在做戏。这样的表演方

法，是不正确的，不可能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当然，在舞台上真正做到注意对方，不是很容易的，所以要进行长期刻苦的训练。 

 

    我们要求：(1)“内心独白”必须是第一人称。如扮演冬妮娅的演员的“内心独白”应是：“我怎么……”而不应是旁观者的身份，

“冬妮娅怎么……”。因为只有“第一人称“才能引起内心真实的感受和体验。  

 

    (2)演员在行动过程中，“内心独白”不仅要具体、丰富，而且要形象化。 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发现有的同学“内心独白”比较

笼统、抽象、不够具体。如：“这儿多美啊!”怎么美?什么东西美?……缺乏具体内容。而“美”这个结论是需要对一系列事物的衡

量、比较得出来的，如果能设想出来：山是怎么样的形状、颜色，水是怎样流动，鱼在怎样游动，有些什么树，还有各色各样的花、

草、天空云朵的变化，鸟的形状，羽毛的色彩，呜叫声……等等，而且出现一系列具体丰富的“内心视象”，在自己的内心呈现出一

幅幅美妙的图画，唤起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才能情不自禁地在内心发出“这儿多美啊!”的赞叹，才会产生捨不得走开的留恋心情。 

 

    (3)“内心独白”要准确，合乎角色的逻辑。 例如：在给同学排练《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片断中，初次会见的一段时，冬妮娅

问：“这儿可以钓着鱼吗?”保尔只看她一眼，没有回答，扮演冬妮娅的学员就气鼓鼓地走到一边去看书了。我问这位学员：“你怎么

想的?‘内心独白’是什么?”她说：“我想，你这个穷小子，架子还挺大，你不理我?我还不理你呐!你骄傲，我比你更骄傲!”她组织

这样的“内心独白”，不符合冬妮娅的规定情境。因为冬妮娅此时的任务是非常想接近保尔，与他交朋友，而不是要躲开他。这就脱

离了角色的行动与目的，违背了角色的逻辑，如果不改正，片断就无法正确地进行下去。 

 

    (4)“内心独白”要尖锐、有发展，富于行动性。 在排演话剧《白卷先生》第四场开始时，方文晋、钟心明两位老师，向院党委

卢书记汇报刘铁生破坏该校教学的情况。刚开排时，两位演员缺乏正确的形体自我感觉，舞台态度也很不鲜明。原来他俩的“内心独

白”是这样的： “刘铁生纵恿同学捣乱，贴大字报，不好好上课，简直不象话。……” 这是一些既简单、又抽象，极其笼统的

词句，怎么能够引起激动呢?只能是干巴巴地假装“气忿”状。后来经过反复要求，他俩的部分“内心独自”是：“刘铁生他们不好好

上课，用弹弓对准玻璃打，说是练习打鞍，把教室玻璃都打碎了。”“他们带鸽子来课堂，上课时让鸽子满屋飞，他们逮着玩。”

“他们拿青蛙打女同学，吓的女同学哇哇叫。”“老师阻止他们，他们说老师是‘师道尊严’，要批判”。“刘铁生在大字报上画老

师像；歪鼻子斜眼，尽量丑化老师，旁边还注上‘臭老九’。”“刘铁生把垃圾盛在簸箕里，放在门框上，当老师推门进来的时候，

簸箕掉下来，垃圾都洒在老师身上。老师说他们几句，他们就打老师……”。 这些丰富、尖锐、有发展并带有行动性的“内心独

白”，充实了演员的内心感受，具体的“内心视象”激发演员越说越有气，舞台态度就非常鲜明，形体自我感觉也很正确，同时也揭

示出他们要与刘铁生及其主子“四人帮”斗争到底的决心。 

 

    (5)除上述要求外，我们还要求角色的“内心独白”永远应该是活的，绝不能把“内心独白”变成台词在心中默诵，要出现“内心视

象”，也不能每天机械重复地背诵它，而是要去体验它。最好今天是这些内容，明天又稍加改变或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当然要符合角

色的思想逻辑，特别重要的是：演员不管排练或演出多少次，都要像第一次一样地真正进行体验，根据新的刺激而有所创造，有所变

化，只有这样才能激起内心真实的感受，保持新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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