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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浮生》

内容概要

不久前獲取視帝殊榮的黎耀祥，風頭一時無倆。然而，觀眾眼中的黎耀祥從來是片面的。他的演出，
經過多年思考，做足功課，有根有據。在新作《戲劇浮生：黎耀祥論演技與人生》中，他以實而不華
的文字，低調而冷靜的觀察，撰寫他於演藝生涯沉澱了二十四年對演技與人生的思考精髓。作者希望
其他人明白演戲的意義之餘，也了解演戲和生命之間的關係。本書將讓觀眾讀者認識一個前所未見的
黎耀祥。
(轉載自香港三聯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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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浮生》

作者简介

　　黎耀祥，演員。預科畢業後於1983年加入無?電視營業部當文員，1985年加入無?電視第三期演員進
修班，1986年開始幕前演出。二十四年來曾演出電視劇集超過一百部，亦不時參與電影演出。多年來
為人津津樂道的角色包括：《畢打自己人》的余家昇、《巾幗梟雄》的柴九、《秀才愛上兵》的孿生
兄弟戴從文與戴從武、《Click入黃金屋》的方心明、《同撈同煲》的佐治、《鐵血保鏢》的尚忠、《
楚漢驕雄》的韓信、《西遊記》的豬八戒、《樂壇插班生》的羅仁、《射鵰英雄傳》的周伯通及《人
在邊緣》的??等。2008年，黎耀祥憑一人分飾兩角的《秀才愛上兵》，奪得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最佳男
配角。2009年更憑《巾幗梟雄》柴九一角，榮登三料「視帝」，分別奪得最佳男主角、我最喜愛電視
男角色及tvb.com人氣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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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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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浮生》

精彩书评

1、香港明星出书，不是中学生习字，就是已谈宠物心得，险些叫人忘记他们原本的身份。黎耀祥今
年真正成为耀眼之星，当然不只凭演技，还有为他度身订造的电视剧及焕然一新的发型。不过当他真
的开始写作，他的光芒竟然更现──他是真的以一个演员的身份去写──由戏棚谈到现实，演技于他
人生的肯定和必要，叫人惊觉，香港其实一早需要这本《戏剧浮生》，需要黎耀祥这样的演员。以戏
论戏，最深刻是电影《山水有相逢》里，刘青云(饰演编剧)教「没有泪腺」的袁咏仪(饰演演员)，「
哭，不一定要有眼泪的....可能哭干了也不定。」结果袁咏仪含蓄地演活了一段哀凉戏。 《戏剧浮生》
不时让人想起这段情节，黎的文章触及的不只是纯粹经验上的演戏讨论，而是经过思考而得出的演戏
理论，就如喜怒哀乐何用七情上面。他对于动作、节奏、处境，都有自己的分析。这更肯定了他写这
些文章，作为让人理解演戏及其人生意义的目的。书本分为两部分，第一是二万字的访谈，接着是他
在报纸的专栏。前者是演戏作为他的人生，后者是如何在演戏中呈现人生。「演戏像见鬼一样」黎耀
祥说演技方法，说形体的利用、节奏的掌握等，当然说得吸引，但最好看的仍是他列举的实例。由他
每天的生活观察(即使在剪发店，他也会留意着发型师和客人对谈的节奏)，到港产片、荷里活以至艺
术片的男女角色来作正、反面教材，就看得观众无限共鸣。 《蝙蝠侠》的小丑小动作、《小武》的非
职业演员破绽、《蜘蛛侠3》沙人的平板无味、《画皮》狐妖的双眼运用等，除了叙述了演戏之道，
也让观众难得从纯演技的角度去重头感受那出电影--一般观众多易被剧情牵着，忽略了每个演员的好
坏，而黎就像一个导游，带读者从一个演员的角度去看那套电影。更惊喜的是，他连卡通片及演唱会
花絮也可以用来谈演戏。可知他说的并不是演技，而也包括影响影技的周遭所有东西。 《冲天救兵》
的喜剧节奏、米高积逊（在《This is it》特辑中）的表演者天生直觉、停顿运用等，都成为他重点讨论
的元素。至于黎谈及最独特及慑人的演戏方法，则是他在访谈中道出了自己最终极但自然的「鬼上身
法」。就如《神探》里的刘青云，像开了天眼，看到对手背后应该是什么，他一投入去做戏，不论对
方做得那个模样，他自己都可以全心投入，因为他已看到对手背后的那个角色，那个应有的角色，就
像有了自己的世界，一个独立于其他演员的国度。简直像一个精神病人一样，也是少有演员所说到的
境界。「除了实景外，电影其他的都及不上电视」看他的文字，一直觉得有一阵阵很香港地道的气息
。读毕全书才发现是来自他电视的亲民味道。黎耀祥是少有忠于自己电视演员的身份，虽然他有提到
自己离开过电视台那几年日子，亦受过无线的不重视，他喜欢电视生态中一成不变的空间(化妆间像家
一样，同事不用刻意应酬，剧集最长拍长有)，喜欢久一点的沉淀。离开两年，给了他电影和电视的比
较，除了感性地回顾自己失落的一段岁月，还有他得到喜欢电视世界的理性结论。或者，可以说他喜
欢电视制作技术上的部分，是因为他着重戏剧世界的投入度。虽说电影的场景较真实，但以他这般能
自动投入角色的人，反过来是不重要的。他喜欢电视剧的长镜头、一刀直落，不是每次拍一两秒的片
段，而是和real time差不多──他喜欢可以长时间投入一个角色，成为那个人物的时光久一点。那是比
较接近舞台剧，亦可看出黎对演戏的满足感来源。在一个电视到电影的必然演员发展，黎像逆流而上
。他在书中提到大量他演过的电视剧，《楚汉骄雄》、《西游记》、《 巾帼枭雄》、《毕打自己人》
，读者越看，就越明白他所谓的电视演员角色，不单和他更亲密，也和我们更亲密。他分析自己每一
个动作或表情，让读者为其认真而感动，传统表情如一个停顿、新动作如打blog时的模样，他如数家
珍，哪个成功哪个不。而同时我们在晚上仍看到他在公仔箱里，这种文字上及电视里亲近的对照，让
人感到黎耀祥更有血有肉。这也是他留在电视的好处。我们需要一个既大众化又专业的演员。「我需
要一个演戏的世界给我生存下去」若一个人不演戏，现实中就会失衡，那么其实他有多真实？黎十多
年前，连教育电视也用心去演。那不是他所说的，而是观众的儿时记忆。但也是到这个当红的阶段，
他才有机会说出，演戏对他的「维生」作用。他虽要戏剧的身份让他在现实中活下去──这与他之前
说到的「鬼眼」一脉相成。他不需要其他人和他在戏的世界里交流，因为他要全心投入，这实是疯人
与艺术家一线之差。他需要一个戏剧世界去一头裁进，虽然他自认是因为自己没有娱乐、本身苦闷等
，但根据他的序言，其实这承接他视演戏的目的为检视人生。我们看到一个在香港视演戏为艺术的人
。对比视演戏为人生重要一环的演员，黎更是以演戏去丰富自己的人生，与其说现实的他苦闷，不如
说是一个艺术家不满于现实世界的单一，以致他要在另一国度寻求渲泄。除了黎口中常提到的刘青云
，相信大家最期待黄秋生写这样的书，但还是黎先完成了。在「戏假情真」的一章里，黎提到他以演
戏探索人生，不断以藏在心底的真情、忘记了的阅历，来注入接肿而来的角色。那更证明他真实与演
戏间双向的关系。他以一篇文作结:「不要相信，总之不要相信；今生今世，只是个戏子，永远在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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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浮生》

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眼泪」（翻看资料，是为席慕蓉的新诗作品《戏子》 ）。重点应在最后两句。
而他以演戏来维生，不单是经济上的「维生」，而也是精神上的。 
2、《义海豪情》23集有一幕让我映像深刻。参加了游击队的刘醒去集中营中救回了九姑娘，坐船护送
她去大后方治病，九姑娘在昏迷中醒来，他送她一颗手榴弹。他说：“收好它啊，我只有两颗，送给
你之后，我就没有了。”九姑娘不放心又怯生生地问：“那另一颗你给了谁啊？”刘醒凝视着她顿了
一顿，说：“给了晴晴啊，你以为是哪个？”我后来一再地想起这一幕，叹服黎耀祥此这一停顿的微
妙。九姑娘同刘醒的爱情好比抗战八年岁月里一个又一个的日子，沉默悠长，波澜下是心领神会的平
静，从不需开口言明。而在这里，被痛苦和疾病、以及再见刘醒的巨大惊喜震撼九姑娘，在这一刻的
条件反射，让她放下变成一个打翻醋坛子的寻常女人，放下一切恪守的距离、身份的束缚，不假思索
就问出那句“那另一颗你给了谁啊？”，焦急的甚至来不及找到一个如往日那样相敬如宾的语气。刘
醒停顿的时间比正常的对话间隙大约拖长了两、三秒钟，他没有选择立刻辩解，他让九姑娘等。他让
九姑娘等，存心让面前这个“露出真面目”的九姑娘着急一会儿，义气仔女，他们在大时代里穿梭相
互搭救于水火，哪怕是在19集她抽鸦片后精神崩溃涕泗横流，他揽住她喊出那一声“别走”，她都只
是默默地流泪，在他怀中破涕为笑，她习惯于自己是江湖人口中的“九姑娘”，以九姑娘的方式态度
为人处世，冷静理智，哪怕是面对爱流泪时，也没有多说一句话。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九姑娘露出女人
的本性，问题的答案又分明在这里——所有观众听到九姑娘的发问心中一定没好气的OS：还不是给了
那个老不死的日记晴。他让九姑娘等，稍后才告诉面前这个毫不设防又有些不高兴的女人答案。在这
二三秒之中他们连醒哥与九姑娘的身份都不是，他只是一个男人，她只是一个女人——你太美好，请
你留驻。他对她的问题感到好笑、惊奇，又享受这他们相处时少有的一刻，情思弥漫的一瞬间。就是
这两三秒的停顿，让整段对白充满了情感的张力，醒哥眼神里的温柔也多了几分。黎耀祥是如何想到
这里需要有这样一个恰到好处的停顿的呢？相对于四十分钟的剧集，三秒钟的空白并不短暂，他又是
用怎样的眼神、身段，让演员的情绪如藤蔓延伸到观众身上，观众被戏味感染，沉浸其中，故而剧情
显得藕断丝连，张弛有度。《戏剧浮生》出版时黎耀祥刚刚结束拍摄《巾帼枭雄》，拿了三个视帝，
风光无限。我以为他以“出书”之名出的必然是一本写真集，讲讲过去，讲讲家庭，谈谈幸福，甚至
教教做人，如是而已。没想到整本书除了开头十几页有纪念意味地放置了他从出生到现在的纪念照及
剧照，余下扎扎实实的近两百页，讲形体设计、节奏表达、角色与演员的关系，评论业余时光里看的
一部又一部电影，从《小武》到《变形金刚2》，他分析男女主角的肌肉、神情、心理乃至呼吸。书
里他说：“演出讲求平衡，强与弱，快与慢，夸张与收敛，任何一方面被过分强调都可能影响演出效
果，成功而好看的演出，有时候是需要演员把两种极端的状态巧妙地互补不足及取长补短的。”读到
这里，我明白何以《巾帼枭雄》里那个讨薪时咆哮起来如同马景涛附身，怒目圆瞪牙酸肉紧的柴九，
和《义海豪情》里温柔凝视九姑娘笑而不语的刘醒，都可以获得当年视帝的原因了。演完《义海豪情
》的黎耀祥在TVB BLOG上坦言自己沉迷在刘醒的角色里久久不能自拔，仿佛背负了一个中国人的一
生，走一段和刘醒平行的命运。书的最后他亦道：“虚拟的演戏世界和身旁的现实世界难分真假，都
市人的虚伪与演员的真情更是复杂难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不要相信，总之，不
要相信，今生今世，只是个戏子，永远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眼泪。”黎耀祥凭借巾帼枭雄一
、二一飞冲天走上一哥宝座，各处登台、走秀、参加综艺节目耍宝，习以为常地随口唱起在《义海》
末尾把我感动的一塌糊涂的《红蝴蝶》。我就这样目睹着他在不惑之年走了一条“演员—角色—明星
”的TVB典型包装道路，又真心祝福他，认为一切理所当然，不论他在镜头面前表现如何，他的内里
都是一个冷静的分析者，早已洞悉戏剧、经历浮生，或者说，戏剧和浮生早已相互交融缠绕，变成了
一回事情。
3、没有花边新闻没有八卦消息，也很少谈及他自身的奋斗故事，可以说完全不符合一般艺人出书的
规则。整本书都在叙述同一个话题——演技，或者说做戏。以他自己经历过的角色，与其他影视作品
里某些出彩人物的演技展开探讨，全篇细细分出段落，语言、肢体、眼神、节奏等等，都一一详尽他
对演技的认识。甚至连极细微的“转接位”和“停顿”都毫不吝啬。这种认真不仅出自执着，更是由
心而发的理念。所谓专业演员，不是靠绯闻上位或者拿奖多少，哪怕一直默默无名，只要依旧保存着
这份理念，就是专业。在以快餐文化为主的当下，祥仔的这本书让我觉得很温暖，好似一束冬日里难
能可贵的和煦阳光，自窗沿处无声而入，缓缓撒遍冰冷室内。
4、至今，我仍然记得电视剧《巾帼枭雄》的第一集：柴九一副乞丐的样子出现，与大量逃难的饥民
企图强抢官运的白米；柴九辗转来到无锡，想进妓院却发现身上没钱， 之后无意中烹杀了黑帮当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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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犬，惨被殴打之外还遭到被逼“咬着狗骨跑”的侮辱。这个主角在后来剧情中，经历了多番生死患
难仍“屹立不倒”，终于赢回了不 少观众的赞叹和掌声，而“柴九哥”的名誉可谓实至名归。《戏剧
浮生——黎耀祥论演技与人生》不是黎耀祥的传记，也不是藉“柴九热”余温的添食之作，它是一 本
旣认眞又严肃、探讨祥仔于演艺生涯沉淀了二十四年对演技与人生思考的书。也许读了本书后，你会
明白为甚么柴九的“成功”离不开他前半生的坎坷，正如祥仔 在影视圈打滚的日子里所经历的一样。
因为祥仔在书中特别强调，演戏的成长和人生的成长是一样的，都是在不断学习。没有开窍这回事，
只能慢慢累积，反复验 证，在一连串的失败、错误中逐渐改正和成长过来。在未饰演柴九一角和获封
“视帝”之前，祥仔其实早就被视为好戏之人。原来刘靑云在 二十多年前就一直“睇好”祥仔，常常
说这个演员是“得”的。此外，只要近年看过《秀才爱上兵》和《巾帼枭雄》的观众，就更加不得不
佩服祥仔的演技越来越炉 火纯靑。在演艺圈浮沉多年的祥仔，没有俊秀的外形，没有特殊的背景，有
的只是一颗对戏剧艺术充满执着的心。在《戏》一书中，你会发现祥仔是个思考型的人 物，他每日不
停出入“搭出来”的电视剧厂景，但从来没停止过对演戏和现实作不同层次的深度思考；他批评年轻
一代的演员大多不会演戏，不是以“阴谋论”出 发，而是通过多年来的观察，针对整个电视业生态在
改变，演员欠专业训练又缺乏进修演技的意识，所以才有感而发；他说演员要学习的是哲学，而不是
电影，如果 没有哲学这个基础，所有表演都是空泛的。重视演员修养的梁朝伟，从电视剧转战电影，
也花了不少时间去学习哲学与钻硏演技，才战胜了某些人对他只有性感的偏 见，证明自己不只是一件
消费品，而是艺术。祥仔重视思考的一面在〈访谈：一个演员对演出与生命的反思〉一文中，完全细
致地体现出来，値得好好一读。全书分为三部分，包括“形体设计”、“节奏表达”和“演员思考”
。前两个部分，祥仔集中以戏论戏，说演技方法、角色表情、情緖与对白语言的节奏掌握等，最好 看
的莫过于他加揷了大量日常影视剧的例子作引证，让读者从纯演技的角度去重新感受当时演员散发出
来的戏剧力量。最后一部分重点讨论“演戏和人生的关系”， 这可算是初入行的演员必读的入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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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戲劇浮生》的笔记-第36页

        其实演员的终极目的，就是要透过角色去告诉观众，人生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

2、《戲劇浮生》的笔记-第31页

        人很有趣总要在苦难中成长、磨炼。虽然那不是什么国仇家恨、大是大非的磨炼，但你不能看轻
这样的一点，当中的担忧、寄人篱下及别无选择的感受，我深深体会，因为都是真实，不是演戏。

3、《戲劇浮生》的笔记-第32页

        其实演员的终极目的，就是要透过角色去告诉观众，人生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没有生活的人无
法做演员，你对演员的要求太高了。很多编剧就没有生活，一样写剧本。这是整个行业的恶性循环。
但问题是，现在的演员非单没有经历，也没有思考。黎叔，你想让他们怎么思考？过去的年代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现在社会不同了，价值观也不同了，所以现代人是肤浅了，因灿有经历，也不需要经历。

4、《戲劇浮生》的笔记-第31页

        真相是，问题一向都存在，只是你不找它出来，就没有了。所有人都被蒙蔽在真相之下，无所谓
，也就没有真相了。
想找出真相真的有那么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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