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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充满无限可能，对70岁的
濮存昕来说，亦然。

2月22日至3月3日，北京人民
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北京人艺）再次
上演经典话剧《茶馆》致敬老舍先生
诞辰125周年。2月22日龙年首演
后，《茶馆》演出总场次达到735场。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戏剧家协
会主席、著名表演艺术家、国家一
级演员濮存昕已与北京人艺“镇院
之宝”——《茶馆》相伴20多年，他
饰演的“常四爷”深入人心。

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和不懈努
力，让濮存昕塑造了众多经典角
色。他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和深度
的人生体验，赋予戏剧生命，赋予
角色灵魂，让每一个角色都仿
佛成为时代的印记，成为观众
心中一道永恒的光芒。

2023年岁末，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大道——
人文大家融媒报道”采访
团两次对话濮存昕，深
入了解他对戏剧、对角
色的理解和热爱。他
坦言：“戏剧对于我来
说，不仅是一种艺术
形式，更是一种生活
方式和人生态度。它
让我更加珍惜生命
中的每一个时刻，更
加深入地了解自己
和他人。我相信，通
过不断努力和学习，
我们可以将戏剧的
魅力传递给更多的
人，让更多的人感受
到戏剧艺术的力量
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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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岁末，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大道——人
文大家融媒报道”采访团两
次对话濮存昕。第一次对
话是在电话里：2023年12月
20日，记者联系到濮老师，
申请前往北京采访他。彼
时，由他领衔主演的话剧
《简·爱》正在国家大剧院进
行第18轮演出。

通话的起始，濮老师以
他一贯的直率和坦诚一再
嘱咐记者，“你们千万别来
北京（采访），我演出之前脑
袋不能分神。我在电话里
跟你们分享吧。”直截了当
的话语背后，是他对戏剧艺
术的积极追求，更是他对舞

台的深沉热爱与敬畏。
第二次对话是面对面

采访：2023年12月24日上
午，当天是一场大雪之后，
放晴的北京城被冬日阳光
照亮，天空澄澈湛蓝，但气
温特别低。来自重庆的媒
体同行正好约了濮老师拍
纪录片，聊著名川剧表演艺
术家、“三度梅”得主沈铁梅
的父亲、京剧旦角演员沈福
存先生的艺术故事。

采访中，我们从濮老师
对戏剧的热爱，聊到他演出
的《简·爱》，从他的艺术生
涯聊到他对青年戏剧人的
鼓励。

濮老师的话语直截、平

和，却极具智慧与力量。配
合阳光，有种如沐春风的感
觉。正如他的戏一般，带人
们进入舒服且沉浸的境界
之中。

采访完毕，问他，“稿子
写完后要发给您看一下
吗？”他笑着回答：“不用，写
出来的就是你们的作品了，
跟我没什么关系。”

那一刻，我们再次明
白，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洒脱
的性格，让濮老师可以在容
易产生各种浮躁的表演行
业，犹如一股清泉，滋润着
他自己以及他的观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荀超吴德玉 张杰

从话剧《秦皇父子》里的“扶苏”，到话剧《雷
雨》中的“周萍”，再到话剧《巴黎人》《哈姆雷特》

《三姐妹·等待戈多》《建筑大师》《说客》《茶馆》《正
红旗下》《白鹿原》《大将军寇流兰》……濮存昕对
表演的理解越来越深。比如，《巴黎人》让他学会
了“没有距离感地和观众交流”，即“打破舞台的第
四堵墙”。“我第一次感觉到，这样跳进跳出，既是
角色，又是自己。”他说。

《哈姆雷特》则让濮存昕有机会“表达在现实
生活中表达不出来的觉醒，发现连我都不知道的
自己的天性。面具撕下了，我真实了。演哈姆雷
特，我感受到了在舞台上，演员可以有天马行空的
自由，过瘾极了。”在演《风月无边》中的“李渔”时，
濮存昕曾一度找不到感觉，他总结道：“演员在创
作人物时，如果遇到找不着感觉的困难，我觉得应
该尽可能放松下来，体己度人，不要强做，不要生
演，避免有添足之感。”

每一次登台，濮存昕都渴望在角色中挖掘更
深层次的内涵，带给观众全新的感受。“飞行员需
要依赖各种指示和标志来确保飞机在正确的航线
上飞行，这些东西就像艺术创作中的框架和规则，
它们确保我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但同时也给
予我们足够的自由度和空间去发挥和创新。”

濮存昕越演越发现，“艺术到了一定层次，就
像音符、色彩、水墨笔纸之间的关系，常无法精确地
用语言来描述。”在他眼中，“戏剧就像是一块待雕
琢的璞玉，我渴望去触摸它、学习它。那些你从未
感受过的领域，才是真正引人入胜的地方。”而创
作，“本质上是直觉的体现，呼吸作为表演的灵魂，
是寻找角色性格状态和生命状态的关键。呼吸是
技巧的最高境界。只有当呼吸正确时，技巧才能
发挥其应有的效果。”他说。

年过七旬的濮存昕，计划今年12月重演话剧
《李白》。“我现在的年纪已比李白大了将近10岁，
但当我站在舞台上时，我仿佛成为了他，感受到了
他的思想、情感和人生经历。”他相信，只有更加深
入地探索角色的内心世界，才能让观众们通过自
己的表演相信“李白”就是舞台上所呈现的样子。

记者：您曾说过，表演
需要真听、真看、真感觉，能
解读一下吗？

濮存昕：谁都这么说，
但在舞台上，我们不能完全
地真听、真看、真感受，因为
那并不真实。我们要充分
利用假定性，理解舞台的真
假特性。我们这些懂得舞
台的人，不仅要了解自己，
还要了解观众。我们不能
仅凭概念和理论行事，否则
容易出错。我们需要摒弃
一切经验，通过思考重新判
断知觉的本质。就像在品
味酒和茶时，每一口都有不
同的感受。需要细细品味，
才 能 真 正 体 会 其 中 的 美
妙。舞台上也不可能只有
一个人在表演，我们需要关
注自己、观众以及各种舞台
元素。利用文学、音响、灯
光、对手和导演的舞台调度
和组织，才能更好地展现角
色。此外，我们需要借鉴英
国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的

《空的空间》一书中的理念，
但并不是空间越空越好，而
是要恰当地利用空间的概
念。简洁而不多余，这才是

我们追求的表演境界。
记者：您是话剧舞台上

的“永动机”，是什么让您如
此有动力？

濮存昕：在我们的生活
中，那些需要经过长时间生
长和孕育的事物往往更美
味，这正如慢工出细活的道
理。当你站在这个社会赋
予你的位置上时，别人是多
么羡慕。然而，如果你还感
到疲倦和厌烦，那你就必须
去思考如何更好地完成这
件事情。积累到一定程度
后，你会突然醒悟，也就是
科学上所说的从量变到质
变。以书法为例，如果不经
过一段时间的临帖，你的字
就无法真正体现心性和气
血。在表演艺术方面，我的
法度来源于前辈。与现在的
年轻演员相比，我有着丰富
的生活经历，曾见过艰苦的
生活和挫折，这是年轻演员
比较缺乏的。而且我的生长
环境是北京人艺，那里有许
多杰出的艺术家。虽然我
学到的东西零零碎碎，但我
可以整合这些零碎的东西，
学习他们的表演技巧。

记者：您对青年戏剧人
有什么寄语？

濮存昕：舞台的特殊性
在于，观众和演员在同一个
时 空 里 共 同 度 过 几 个 小
时。我们在台上演绎着人
物的故事和命运，观众则通
过我们的表演深入探讨文
学，感受故事的情感和内
涵。这种体验是无与伦比
的，它让我们的心灵得到触
动，让我们思考自己的生活
和价值观。我希望更多的
年轻人能够了解和欣赏戏
剧，因为它不仅能丰富我们
的文化内涵，还能提供对生
活和人性的深入思考。因
此，戏剧对于我来说不仅是
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生
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它让
我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
个时刻，更加深入地了解自
己和他人。我相信，通过不
断努力和学习，我们可以将
戏剧的魅力传递给更多人，
让更多人感受到戏剧艺术
的力量和美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荀超 吴德玉 张杰 实
习生莫默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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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存昕：

戏剧能让人深入了解自己和他人

洒脱的性格滋润着他和观众手记

濮 存 昕 生 于
1953年，北京人艺建
院一年后。他的父亲
苏民（本名濮思洵）是北
京人艺第一代演员，曾
在《雷雨》《蔡文姬》《智者
千虑，必有一失》《胆剑篇》
等剧中担纲主演，并执导了

《王昭君》《李白》《护符》《天之
骄子》等剧。对于跟着父亲在
剧院长大的濮存昕而言，看戏和
吃饭、睡觉一样，是生活的日常。

虽然小时候看戏似懂非懂，
但“戏比天大”四个字很早就刻在
了濮存昕的心中。他在《濮存昕：
我和我的角色》一书中回忆说：“父
亲习惯于演出前不进食，所以我常
常承担送饭的任务。从化妆间通
向舞台的长廊里有条黑黑的甬道，
这条甬道不准小孩子进入，我去送
饭时，就常常站在这条神秘甬道的
入口等父亲。我知道，甬道的尽
头就是充满灯光的辉煌舞台，那
是一个围绕着光环的谜。”

直到1984年，空政话剧团在
北京人艺首都剧场上演话剧《九
一三事件》时，濮存昕才第一次以
演 员 的 身 份 站 上 去 。 两 年 后

（1986年），在排演著名戏剧家蓝
天野导演的话剧《秦皇父子》期
间，濮存昕正式入职北京人艺。

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濮存昕
不无感慨：“入职北京人艺，让我
有了‘叶落归根’的感觉，就跟找
到一个好对象结了婚似的那种踏
实的感觉。这是我生命的新起点，

濮存昕
1953年出生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

席，著名表演艺术家，北
京人艺国家一级演员。

话剧代表作有《雷
雨》《茶馆》《巴黎人》《哈
姆雷特》《正红旗下》《白
鹿原》《李白》《蔡文姬》
《林则徐》《简·爱》等。

采访中，濮存昕总结了他心目中的“人艺精
神”。他认为，应该通过具备深刻有趣的思想内涵的
作品来展现剧院的品质；创作者应对生活有所感知，
让作品充满生活气息和生命活力，并且需要有鲜明
而生动的表现方法，要保证整体完美的演出质量。

说到这里，濮存昕特别引用已故著名表演艺
术家蓝天野的话：“不要概念化、不要情绪化、不要
虚假。不要把角色简单地归为好人或坏人，不要
总是按照一个固定的形象去表演，不能使用一般
的情绪来替代角色的性格化表现。最重要的是不
能虚假。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角色的内心世
界，才能将他们演绎得更加真实、生动。”

在濮存昕看来，优秀的演员需要具备扎实的
基本功，然后用自己的生命经历和对世界的态度
来表达对角色的理解。“即使是反面角色，演员也
需要有批判现实主义的认知度，并且能够自然地
表现出角色的性格特点。”他说，此外，演员需要拥
有广博的知识和阅历，以便在面对一件事情时能
够快速判断其真实性。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演员来说
非常重要。他们需要体验过挫折、拥有价值判断
力，并对比过不同的事物和情感后，才能更好地塑
造角色。”濮存昕建议，年轻演员要多走出去，在各
种环境中体验生活。“只有通过实践和体验，才能
真正地了解世界，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他说。

在濮存昕看来，表演是一门学问，不是有性情
就能当演员，也不是有愿望就能当演员。它是一
门技术学科。他特别强调了“基本功”在表演教育
中的重要性，“要达到基本功的标准，必须确保音
准、节奏、动作以及台词的标准化和规格化。然
而，近二三十年来，表演教学在某种程度上被影视
行业边缘化。许多表演学校的学生在语言能力方
面没有达到标准，教师也没有推行台词基本功的
标准。但对于语言工作者，尤其是话剧演员来说，
空间艺术和生活语言都需要技术标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荀超 吴德玉 张杰
实习生 莫默蕾

戏剧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它让
我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和他人。”2023年岁
末，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大道——人文大家融媒报道”采访团采访
时，国家一级演员濮存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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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是终点。老话说‘男怕干错
行’，我这‘行’可是没干错。”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濮存昕
郑重地说：“戏剧拯救了我的人
生。尽管我没有较高的学历，但
文艺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看
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和各式各样
的人生。戏剧对于人类来说，是
一种教育。它像阅读一样，为我
们展示了世界的多样性和人生
百态。通过观看戏剧，我们可以
深入了解古今中外的人物和故
事，丰富我们的情感和思考。无
论是悲剧还是喜剧，它们都是我
们认识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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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存昕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吴德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