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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野：献身人民文艺事业的表演艺术家
□□毛夫国毛夫国

2022年 6月8日午后，惊闻北京人艺著名

表演艺术家、“七一勋章”获得者蓝天野因病辞

世，享年95岁。一切真是太突然了，想起一个月

前，因今年时值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而编写

《北京人艺演员谈表演》一书，还和蓝天野先生

及其家人沟通书中关于他的稿件情况。

蓝天野一生奉献于人民的文艺事业，在近

80年的演艺生涯中，他先后塑造了《北京人》中

的曾文清、《茶馆》中的秦二爷、《蔡文姬》中的董

祀、《王昭君》中的呼韩邪单于、《家》中的冯乐山

等戏剧形象，饰演电视剧《封神榜》中的姜子牙、

《渴望》中的王子涛等角色。他的表演明快而洗

练，潇洒有气度，在多年的艺术实践中塑造了众

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他的文人风骨和表演

境界“令人拍案叫绝”，被誉为“真正有艺术品质

和高级趣味的艺术家”。

受姐姐的进步思想影响，蓝天野很早就参

加了革命工作。读中学时，大他三岁的姐姐石梅

托人带信回家，说已到解放区晋察冀文工团工

作。1944年冬，苏民拉着他参加了沙龙剧团演

出话剧，中共地下党组织希望他们把演戏作为

重点。在姐夫石岚的带领下，蓝天野开始进行戏

剧活动，团结进步青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姐姐

回到家乡开展情报工作，受其影响，18岁的蓝

天野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起初蓝天野并未想到会从事演剧事业，在

国立北平艺专油画系学画时，他心中充满着当

画家的梦想。可以说，是历史背景和革命氛围使

他选择走上了演艺道路。

1946年3月，祖国剧团演出李健吾的话剧

《青春》，蓝天野饰演其中一个没有名字的老更

夫。为了演好这位老农民，他专门跑到京郊一个

村口，坐在井台上和老乡们闲聊，观察他们的言

谈举止。有朋友在观看演出后对他说，还真演出

了农民的“土味儿”，这让蓝天野找到了表演的

乐趣。随后在抗敌演剧二队，蓝天野演出了进步

戏剧《孔雀胆》《丽人行》等，还参与了国外戏剧

《大雷雨》《夜店》的演出。

1948年秋，蓝天野离开北平转移到解放

区，为了不牵连国统区的亲戚朋友，组织上出

于安全考虑要求改名字，于是他就由原名王润

森改名为“蓝天野”，一直沿用至今，伴随了其

一生。

195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25岁的蓝

天野“对未来满怀憧憬”。那时北京人艺的演员

来自全国各地，表演风格各异，出于队伍建设专

业化的要求，演员们开始学习斯氏体系的著作

《我的艺术生活》《演员自我修养》等，蓝天野开

始系统学习表演理论。

1955年，中央戏剧学院办了一个表演干部

训练班，苏联专家点名蓝天野前去报考。两年的

演员训练班，让他受益匪浅，开始思考真正的表

演方法。1957年，蓝天野饰演曹禺名剧《北京

人》里的曾文清，一开始他并未找到表演这个人

物的感觉，后来慢慢领悟到，在剧中的大家庭

里，一群有文化、有天分的人，整天无所事事，烦

闷厌倦，却又不能分开，只能“朽”在一起，慢慢

走向衰亡。旧文化的“霉”气包围了曾文清，他在

鸦片的烟雾里麻醉自己，走向可悲的结局。剧中

的曾文清会画画、写诗，还会养鸽子。蓝天野学

过画，喜欢诗，为了接近这个角色，他专门请教

养鸽子的方法。当年周恩来看过演出后，对蓝天

野说“你这个文清演得很好”，让他备受鼓舞。

蓝天野认为，演员对角色的塑造，绝不能拿

到剧本后才开始，应该从决心做演员的那一天

起，就要不断地观察和创作。1957年在话剧《茶

馆》中，蓝天野饰演秦二爷，对这个人物蓝天野原

先并不熟悉，虽然老舍先生给演员们详细地讲述

过清末人们的生活状况，但演员仍需进一步熟悉

在舞台上所要扮演的角色。为此，蓝天野走遍了

北京的各式茶馆，深入观察茶馆中说书人、店伙

计等人物的一举一动，通过不断观察和领悟，逐

渐触摸并领会到这个角色的内在神韵，呈现在舞

台上的秦二爷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表而优则导”。自1963年作为话剧《关汉

卿》的副导演开始，蓝天野陆续执导《山村新人》

《故都春晓》《针锋相对》《家》《吴王金戈越王剑》

《贵妇还乡》等十余部话剧，1985年因执导话剧

《吴王金戈越王剑》而获得北京市优秀导演奖。

为庆祝建党90周年，2011年北京人艺排演

重点剧目《家》，蓝天野重返话剧舞台。在一次排

练后下场时，他不慎摔倒、手指骨折，第二天依然

带伤排练。去年，94岁高龄的蓝天野重导《吴王

金戈越王剑》，仍为演艺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上世纪50年代在给北京人艺演员训练班

培训时，蓝天野就给学员开出书单，鼓励他们一

天读一个剧本，注重积累并学会思考。他认为真

正的创作要有扎实的生活积淀：“一个演员心里

要拥有一座非常充实的仓库，库存一定要丰富，

这样运用起来才得心应手。你的库存有限，甚至

贫乏，创作的时候就拿不出东西来。”

对于演员来说，表演技巧固然重要，但蓝天

野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生活积累和文化修养，演

员应该有目标的读书，首先是要多读剧本，对于

一个剧本有完整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这样才

能够塑造好所扮演的角色。其次是要充实自己，

增长知识，善于从伟大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中

吸收艺术经验，逐渐积累塑造人物的手段。

对于舞台艺术，观众最先直观感受到的是

演员的表演，可以说，演员对角色的精彩演绎和

诠释，构成了观众鲜活的舞台记忆。蓝天野在舞

台上塑造了大量深入人心的经典人物形象，成

为一代人不可磨灭的印记，给观众留下了难忘

的永恒记忆。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副所长）

追 忆

近年来，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多媒体技

术的飞速发展，围绕着科技、新媒体对戏剧

创作的影响与融合应用进行的探索和讨

论，也似乎达到了一个新的热度和高度。回

顾我们的戏剧创作与发展历程，新技术与

戏剧艺术的融合发展对戏剧创作者来说并

不陌生，两者的结合经历了多个阶段，从早

期戏剧舞台上的声、光、电技术应用，到现

在的实时影像、全息投影、虚拟现实等技术

的逐步深入应用。如今已有研究者提出了

“数字戏剧”一说，开启了戏剧形态由实到

虚的转向。最近，在戏剧艺术领域也引入了

“元宇宙”概念，国内的“数字梅兰芳”项目

就是通过数字技术对京剧大师梅兰芳进行

复现，在外貌、形态、声音、面部表情等方面

形成一个高度接近真人的梅兰芳“数字人”，并实现

可实时交互。数字技术的蓬勃繁荣之势甚至可能在

未来颠覆戏剧艺术的现有形态和我们对戏剧艺术

的认知。

无论何时何地，时代变化和科技进步都可能

给戏剧舞台的形式与内容带来一定程度的变化。

且不论以后的“数字戏剧”和“戏剧元宇宙”，仅就

当前广泛应用的数字技术而言，已极大地丰富了

戏剧艺术的表达方式，丰富了戏剧创作的内容、形

式与方法，对内容创作、舞台设计、导演处理、舞台

表演、观众体验等方面都产生了各种影响和作用。

比如，在数字技术观影响下，叙事方式不再限于传

统的线性叙事，非线性叙事和充满不确定性的交

互叙事相继出现；数字技术可以辅助舞美设计，为

其提供更为直观的模拟环境与形象；电脑灯、数字

调光设备、数字音响设备、数字投影技术等有助于

导演考虑、把握舞台的最终呈现效果；而实时影像

技术的应用对舞台上的表演者来说，也是一把双

刃剑。

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使戏剧创作考虑的元素不断

增多，但不管技术怎样发展，它只是一种手段，在戏

剧创作过程中，创作者不能忽视运用新技术的初衷，

而更需要关注和思考如何兼顾艺术和技术的融合。

聚焦戏剧表演创作，数字时代舞台表演的内核

没有变。如前所述，技术之于戏剧艺术是锦上添花

的一种手段和补充，不论技术多炫酷，舞台效果多

绚烂，真正打动人的还是艺术本体。不论使用了哪

些技术，舞台表演都要回归表演艺术本体，人仍然

是表演艺术的核心。戏剧表演创作者在创作时，依

然需要对已知文本进行创作，尊重剧本作者的创作

观点、风格和文字，同时也要充分运用想象力进行

创新，对未写进剧本的关于表演艺术方面的内容进

行思考、设计和反复锤炼。戏剧表演创作不是对编、

导创作的复述，而是自觉根据自己舞台表演的各种

条件和优势，从剧目题材选择、剧本完成到其如何

呈现于舞台都能积极参与，提出建议和方案，创作

出鲜活、生动的舞台人物形象，这才是成就一部优

秀戏剧作品不可或缺的创作环节。

再者，技术运用是一把双刃剑。戏剧舞台上的

技术运用其实是希望对舞台时空、表演以及两者之

间做出一种最佳的转换与协调统一。新技术的运用

一方面可能给演员表演创作带来不少积极的改变

和帮助，另一方面则对演员的素质和创作能力提出

了更高要求，乃至挑战。例如，戏剧舞台上实时影像

技术的运用可以使演员在表演创作时选

择更精细、精准的真实表演，以克制、细

腻的表演更好地传递表演中的信息量，

传达出角色的浓烈情感和生命力量。何

念导演的话剧《深渊》的幕后纪录短片

中，陈丽娟的饰演者张露就表示，在实时

影像镜头前的表演要“做减法，有时可以

利用眼神，因为我们有镜头，所以我们可

以放大一些细节的表演，能让人物性格

更有层次”。再如，德国柏林喜歌剧院和

英国1927剧团的歌剧《魔笛》，它的戏剧

舞台是由台口竖立的一堵白屏及投射其

上的一系列动画影像组成，放映的动画

构成了每一幕演出的舞台环境并推动剧

情发展，演员完全融合在影像打造的时

空中并随影像的变化而进行相应表演，因此必须严

格遵照预定编排好的程序精确移换舞台位置来表

演，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身体表演的能动性。

新技术的运用使得表演者增加了传统剧场里

与观众交流互动之外的一些互动，如和普通二维影

像之间的互动，和实时摄像机捕捉到的现场的自

己、对手演员甚或现场观众的影像之间的互动，面

对不同的表演需求，表演者不同的表演形式可能需

要反复自由切换，这对演员的心理素质也提出了极

高要求，需要演员在舞台上时刻保持高度的注意力

和充足的信念感。所以在表演创作时，既能充分利

用科技的积极作用，又须认识到科技运用若不恰

当、不到位，也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数字时代，观演关系也需重新审视。格洛托夫

斯基曾提出：“戏剧是发生在观众与演员之间的

事，其他都是补充品”，强调了观与演的重要性。传

统观演更多是一种单向输出、单向接受与理解的

关系，而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的观演关系，表演创

作的意义与范畴得以扩展，不再局限于舞台空间，

不再局限于专业的表演者，而是热情呼唤观众参

与，还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过去的观演区隔，使真

实与虚幻、演员与观众、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都

变得模糊不清。较为典型的如现在的沉浸式戏剧

演出，沉浸式戏剧运用沉浸式投影系统、灯光、音

响装置为戏剧作品量身定制演出空间，不再为观

众设置固定的观演区域，讲求的是观众参与、互动

和体验，但本质上它依然是戏剧，并不意味着可以

轻视文本和表演。演员在此表演创作过程中，不仅

要完成自身表演，还需引导观众一同完成整个戏

剧表演，面对不同的观众，可能就会面对、处理不

同的情况。这需要演员把握好新技术条件下新的

观演关系，以做到技术、表演和观众自然融合。

新时期里，表演训练方法与表演创作方法应不

断拓展。西方话剧一经传入中国，其实就开始了民族

化的探索与发展，早期的文明戏乃至列为话剧开端

的春柳社演出并非纯粹的话剧艺术，而是夹唱夹说，

其中还不乏戏曲的身段表演。而今，中西方表演对谈

契机愈来愈多，西方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

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总结出了多种表演训

练方法及身体训练方法，这些方法对现代欧美戏剧

的表演创作起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很多也被引进

入国内的戏剧教育中。西方的表演训练和创作方法

固然为我们展开一个广阔的戏剧视野，但我们传统

的戏曲表演方法有着中国固有的文化审美特色，讲

求程式化表演创作，有其一套训练方法，且无论中

西，两者都注重表演时的“身心合一”，因此不可忽视

任何一方。正因科技的发展对表演带来更多的机遇

与挑战，作为表演创作者，应该学习和尝试中西方各

种方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训练、创作方法，解放自

己的身心，唤醒天性，以助自身最佳的表演创作。

未来的戏剧表演可能是现场表演和网络虚拟表

演共同发展，科技给戏剧舞台带来诸多的变化，给观

众带来更强的视觉效果和交互体验，可以预见，科技

在未来戏剧创作中将更广泛、深入的应用。我们期待

新技术，但不迷信技术。回到科技在舞台表演创作运

用的初衷，让戏剧表演更新艺术形态，获得更丰满的

艺术表现力，这是今后技术与艺术融合过程中值得

我们深入思考、研究的课题。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副研究员）

数字信息时代戏剧表演的创作与探索
□□李李 歆歆

艺 谭

话剧话剧《《茶馆茶馆》》话剧话剧《《王昭君王昭君》》

为纪念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

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近

日，由人民音乐出版社、

北京音乐家协会合唱团

编，指挥家郑健主编的

《共青团之歌——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百年合唱

作品精粹》主题图书进行

了云发布。

本书紧扣时代主题，

艺术特色突出，旨在多角

度全方位营造坚定跟党

走、建功新时代的舆论氛

围，唱响主旋律，传递正

能量。收录的16首合唱

作品均根据青春主题经

典歌曲编创而成，如《光

荣啊！中国共青团》（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歌）

以及《毕业歌》《中国的青

年》《祖国给我理想》《青

春啊青春》《错位时空》

《灯火里的中国》《追寻》

等。包含混声合唱、男声

合唱、女声合唱等多种演

唱形式，编配手法新颖、

演出效果好。这些合唱

作品分为“青春起航”“青

春炽热”“青春梦想”三个

主题板块。其中，“青春起航”中

收入1922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创建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期的作品5首；“青春炽热”中收

入20世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至

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5首；“青春

梦想”中收入20世纪90年代以

后的、展现新时代青年风采的优

秀主题作品6首。

本书所附二维码中的合唱作

品，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携手北

京音乐家协会合唱团倾情奉献。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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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人气榜
贵五的旅途（中篇小说）……………… 范小青
和人物生活在同一片屋檐下（创作谈）…范小青
现实中国

“小升初”上岸记（报告文学）………… 李燕燕
好看小说
鸡架之城（中篇小说）………………… 老 藤
春梦（短篇小说）……………………… 杨时旸
恩熙（中篇小说）……………………… 夏 榆
祐太和他的新干线（短篇小说）……… 黑 孩
西南镜话（小小说）…………………… 蔡测海
天下中文
西打磨厂……………………………… 肖复兴
与也斯谈梁秉钧……………………… 李孝聪
守城人………………………………… 艾诺依
文化观察【“寻找编辑部往事”征文选登】

“转场或留守——寻找报刊文学的编辑部往事”
征文启事

编辑部往事…………………………… 王德领
那时编副刊…………………………… 秦湄毳
汉诗维度☆云 汉
在历史中（组诗）……………………… 安 琪
内心的声音（组诗）…………………… 梁鸿鹰
桃枝在身旁（外一首）………………… 阿 隐☆星 群
周 燊 阿 鲁 潘无依 瞿 瑞 柳 柳
后 商 蒋 蓝 周乐天 金一诺 邵 骞
李骏飞 张存己 张雨丝 赵 浩 刘雪风
刀 刀

西西 湖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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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之国度 …………… 叶 端
作为猫的一生（创作谈）…叶 端
未来身体及人之何为…张玲玲
清醒梦 ……………… 李 唐
酒会边缘 …………… 阿 典
夜行者 ……………… 江 辉
春夏河的孩子 ……… 黄 宁
月光森林 …………… 陈少侠
高春林的诗 ………… 高春林
曹群的诗 …………… 曹 群
费一飞的诗 ………… 费一飞
侠之大者的心性与剑气…蒋 蓝
天涯客栈 …………… 管朝涛
认同的危机与抉择 … 陈建功
率性蓬蒿任尔风 …… 麦子杨

“创伤书写”及“70后”创作症候
………………… 邵婉莹

《野草》是鲁迅写作史上的一次
奇迹 … 阎晶明 张 英

“糖匪宇宙”的轻盈与沉重
…………… 主持：金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