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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林洪桐教授策划并撰写的、北京电影学院列入教学科研项目的、中国电影出版社计划出版的这套电影
表演艺术系列丛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学术工程，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学术策划，其学术的意义将会
在未来若干年的电影表演教育和电影理论研究中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套系列的学术专著，林洪桐教授
已经酝酿、策划多年，丛书的出版，实质上是对他多年电影表演教学和电影创作的系统总结，其中有
的专著已经出版了一段时间，这一版，林洪桐教授又融入了一些新的内容，为这次集中出版，他放弃
拍摄影片、排练话剧和参与教学，投入全部的精力进行撰写，这是林洪桐教授晚年所要竭尽全力进行
的一项重要学术工程，他表示将全力完成它．并以这套丛书献给培育他的、敬爱的母校——北京电影
学院。我们对林洪桐教授这种高度的学术责任感和对学院学科建设、学术研究的关爱，由衷地表示敬
意。让我给这套丛书撰写总序，我自认为有专业上的压力，自己才疏学浅，无力承担如此重要的工作
，但恭敬不如从命，我只能是站在电影学院院长和博导、教授的立场，为我们的电影学科呐喊，为我
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助威。《表演艺术教程》系列丛书，全套共计6种8本，分别是：（一）《表演学习
手册——九重城与三字经》；（二）《表演教学手册——稻草怎样纺成金》（上、下）；（三）《表
演应试手册——芝麻芝麻把门开》；（四）《表演美学手册——奏响天堂和声》；（五）《表演创作
手册——苹果应该这么吃》（上、下）；（六）《表演分析手册——多米诺跳棋围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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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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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电影编剧、导演、表演教师。1938年生于福建福州。196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后留校任
教，至今从事电影教学35年。历任电影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
会副会长、青年电影制片厂导演及艺术顾问等职。他创作剧本11部、导演影视作品5部、话剧3部。参
与编导的影片《寒夜》(编剧)获1984年度政府优秀影片奖，在戛纳电影节展映；《死神与少女》
获1986年第13届瓦尔纳国际电影节荣誉奖、第一届中国红十字电影节特别奖、第8届金鸡奖演员特别奖
等；《多梦时节》获1988年第9届金鸡最佳儿童故事片奖、1989年政府优秀影片奖、第3届童牛奖艺术
追求奖等；《欲火焚心》参加1991年法国南特国际电影节展映；小品《中奖》获1990年旋牌杯全国戏
剧小品奖。撰写的理论专著有：《电影演员的魅力》、《银幕技巧与手段》、《银幕美的历程》(合
作)、《电影表演艺术》；评论有：《电影表演要电影化》、《电影表演的特性》、《电影的时间与空
间》、《银幕美的探索》、《让形象说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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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张会军序言/童道明引言第一章  教学观念思索篇思索一  掌握表演的大技巧——“生命学”  1.加
强宏观“人文”与“人性”的教育  2.表演的“生命学问”意味着“把自己摆进去”  3.生命感觉超越技
巧——蒋雯丽入学考试的启示  4.表演的生命美学状态  5.“生命学”的理论阐释  6.表演教学中如何贯彻
“生命学”思索二  对斯氏体系的肯定评价及质疑  1.体验派的现实主义表演方法仍是教学的主体  2.打
破表演教学中斯氏体系一统天下的独家领地  3.提倡多元化的表演关学与多元化的教学思索三  “自我
出发说”运用不当将削弱“形象塑造”  1.作为一种技巧性方法值得肯定  2.不应将局部具体手段上升到
整体创作的美学高度  3.片面、过分强调“自我出发说”将不利于“性格化”魅力  4.“自我出发说”在
创作实践中实际行不通  5.“自我出发说”将造成“无形象”及“表演的衰退”  6.辩证对待“演员与角
色”的关系思索四  终极目标与教学核心——表演魅力学  1.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2.既要反对虚假
，也要反对平庸  3.既要发挥“第一自我”更要创造“第二自我”  4.不可能的一次可能，非现实的一次
实现  5.教学中贯彻“魅力第一”的原則思索五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  1.经典名著成品教学——
表演基础教学的一种探索  2.何谓“成品教学”及其教学优势  3.废除学生自编小品，让学生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成长  4.伟大的文学形象促成伟大的演员  5.教学改革的步子要大些，教学的模式要多元些思
索六  关于情感的塑造与表达  1.情感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  2.情感问题——表演理论与实践中的薄弱
环节  3.质疑斯氏的情感“自然而然”论  4.对斯氏“纯粹情感论”的质疑  5.生活情感应上升为艺术情感
 6.演员塑造的艺术情感必须感染观众  7.体现人物的情感线索及其变化  8.塑造人物情感的多种方式思索
七  教学思维与教学法的突破及改革  1.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  2.探讨启发式为主的教学法  3.鼓励思考无
结构的教学法  4.无管理的管理教学法  5.注重能力与人格的培养  6.艺术教育是创造力的教育  7.对学生
潜能的再认识  8.面向社会的教学理念第二章  人物形象塑造篇第一阶段  案头工作  1.对角色的热爱、迷
恋与投入  2.带着艺术感觉与专业眼光理解感受角色  3.理清剧本的事件，任务、单位并给予命名  4.对主
题、意蕴及人物的初步案头分析  5.对角色的形象构思，形成人物的“心象”  6.始终做到“在自己心中
去感觉角色”  附录一  《创造角色的提纲》(斯氏晚期的若干重要论述)  附录二  麦克先生关于《樱桃园
》的案头分析第二阶段  排演工作  初排阶段    1.掌握艺术的、活的表演状态    2.寻找到对剧本与角色生
活的实感    3.让人物的创造状态与艺术魅力在演员心里扎根    4.动作中分析剧本与角色    5.动作与规定
情境的互动    6.形体动作与心理动作的辩证统一    7.对事件的估计与判断    8.表演中的难点——与对手
的相互作用  细排阶段    9.语言的艺术处理    10.形体的塑造与艺术处理    11.形象创造的核心——性格化  
连排、彩排与正式演出    12.演出——与观众的交流第三阶段  最后的排练与演出  1.舞台场面调度  2.舞
台节奏  3.表演的宏观总体把握  4.人物形象创造的评价意识  5.风格与流派第三章  表演教学程序篇第一
阶段  表演基础教学  1.表演基础练习的教学与操作  2.关于小品教学的思索  3.“观察人物练习”——基
础教学的重头戏  4.“小说(小品)片断”的成品教学  个案分析  永失我爱第二阶段  片断教学阶段  1.片断
阶段在教学上的优势  2.形象塑造重要性的再认识  3.片断阶段教学的內容  4.片断教学的阶段性  5.解剖
一只麻雀  6.自选片断教学阶段  7.如何选择片断第三阶段  完整人物形象塑造——独幕戏、大戏教学阶
段  1.组合、整体、综合、演出  2.完整人物形象的塑造教学要求  3.教学剧目选择与演出的安排    4.题材
风格与演员培养    5.关于独幕戏的教学    6.大戏教学与排练    7.教学演出转到剧场公演    8.教学应实行目
标管理    9.团队观念与职业道德    10.教师的双重工作效能  独幕戏、大戏剧目索引第四章  表演片断教材
篇第一部分  小说改编的片断  中国小说片断  王朔作品系列    1.《空中小姐》    2.《一半是火焰，一半是
海水》    3.《过把瘾就死》    4.《浮出海面》    5.《无人喝彩》    6.《顽主》    7.《永失我爱》  苏童作品
系列    8.《红粉》    9.《离婚指南》    10.《平静如水》  其他中国小说    11.《你的生命如此多情》海岩   
12.《天狗》贾平凹    13.《许三观卖血记》余华    14.《青春之歌》杨沫    15.《祝福》秦志钰改编自鲁迅
同名小说    16.《金锁记》张爱玲    17.《骆驼祥子》老舍    18.《成都  今夜请把我遗忘》李容根据慕容雪
村网络小说改编    19.《天堂  打左灯向右拐》李容根据慕容雪村网络小说改编  外国小说片断    20.《卡
门》(嘉尔曼)(法)梅里美    21.《德伯家的苔丝》(英)哈代    22.《简·爱》(英)夏洛特·勃朗时    23.《复
活》(俄)托尔斯泰    24.《牛虻》(意)伏尼契第二部分  电影及电视剧改编的片断  25.《李双双》李準  鲁
韧  26.《喜盈门》辛显令  赵焕章  27.《上海人在东京》樊祥达  张弘  富敏  28.《人间四月天》王惠玲 
29.《望乡》(日)广泽荣  熊井启  30.《蒲田进行曲》(日)深作欣二  31.《第四十一》(苏)柯尔图诺夫  丘赫
莱依  32.《但丁街凶杀案》(苏)格布里罗维奇  罗姆  33.《囚徒》(希腊)尼·福斯科罗斯  34.《命运的拨
弄》(苏)梁赞诺夫   35.《办公室的故事》(苏)梁赞诺夫第三部分  话剧改编的片断  中国话剧片断  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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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目    36.《上海屋檐下》夏衍    37.《称心如意》杨绛    38.《妇女代表》孙芋    39.《喜相逢》胡可  创新
、探索剧目    40.《大雪地》扬利民    41.《桑树坪纪事》陈子度  杨健  朱晓平    42.《情感操练》吴玉中  
 43.《灵魂出窍》苏雷    44.《绝对信号》高行健  刘会远    45.《恋爱的犀牛》廖一梅  孟京辉    46.《蛾》
车连滨    47.《废墟中环》(香港)潘惠森    48.《暗恋桃花源》(台湾)赖声川    49.《非常麻将》李六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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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分析与确定好人物的任务对寻找到人物的生活实感，进入角色大有裨益。每一大事件，以至每一小单
位都含有特定的任务，即角色在特定情境下的意向与欲求，从而推动演员为实现任务而积极动作。事
件确定后，再将每一事件分为若干单位并寻找出演员的任务。任务必须是能激发演员创作的诱惑物和
刺激物。确定任务有以下原则：（1）任务是人物的，不是为了演员的，必须与剧本有关、推动剧情
发展；（2）是角色的任务，以第一人称分析了人物的规定情境后感性地确定；（3）必须符合生活的
真实，是演员本人、对手及观众都能相信的任务；（4）必须是真正的、活生生的人的任务，推动角
色前进的任务，不是做戏的、程式化的、死的任务，更不是与剧情毫无关系、仅仅是为了取悦观众而
提出的任务；（5）必须是创作的艺术的任务（非理性的），它是为实现艺术最高目标——创造人的
精神生活，并用演出形式加以表达的；（6）必须是引人人胜、令人激动、能激起体验过程的任务；
（7）必须是精确的任务，对扮演的人物来说是典型的任务。对事件及单位的命名应能揭示其内在实
质，命名的过程就是寻找与探索这一事件及单元的精华与“结晶体”之过程，简洁而准确的命名有利
于深人而生动地理解剧本、人物，执行任务，体现动作。4．对主题、意蕴及人物的初步案头分析主
题是剧作者在剧本中所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作品的总纲。它是作者在剧本中对生活提出的问题，是作
者所选择的用特定角度描写生活中的现象和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引起创作动机的基本问题。我认为
，主题是剧作者之所以要创作整部戏剧作品的精神源泉，这样看来主题是一种精神和思想的体现，这
种抽象的东西主要是要确立舞台调度的思想性和特定性，任何好的艺术作品都有一个深刻的主题和意
蕴（或多义的主题）。作品中的事件、情节、冲突、人物、语言都是主题直接或间接的体现。主题是
整个剧本的灵魂、统帅，如果作家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要表达什么，那是写不好作品的。同样，如
果演员在创作中不理解剧作者剧本中深含的创作意蕴，不知道剧作中为什么要写这个事件，为什么要
表现这一冲突，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一个人物，也不清楚自己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在全剧中的作用，怎么
可能塑造好角色，怎么能将人物的动作贯串起来通向全剧的最高任务，从而体现演出的灵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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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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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非常好的一本表演教学书，特别对里面提供的剧本很喜欢，不错，赞一个

Page 9



《表演教学手册》

章节试读

1、《表演教学手册》的笔记-第1页

        后天就要考英语了.看得眼睛累.但感觉还是没能看进去.顺其自然吧.刚去吃完晚饭.谁手在背后的书
架捞的一本书.真的很希望以后我们家也能有这么个大书架.装满各式书.　音乐有种说法,你能不能'摸'
琴,别去弹琴.摸琴是用脑子摸的,不是老师叫你怎么弹你就怎么弹.用心去摸.　表演的生命学问意味着把
自己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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