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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小品”教学的认识与思考 刘伟

    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基础教学中，采用“画面小品”的教学途径，是导演基本技巧训练中一非常重要的单元。 

 

    学生们自选一幅人物情节性较强，造型形式完整的绘画作品为创作材料，在画面的全面制约和诱发下，通过读解画面来观察、体

验、想像、构思与排练这样一个学习创作的过程，开掘学生的创造性行动形象思维的能力，掌握舞台调度的创作规律，同时学习与

“舞台调度”有关的“舞台空间的处理”、“舞台停顿技能的训练，创造性的体现画面的思想内容和形象结构形式，通过调度画面，

传达导演对画面中的人物形象、行动与事件的态度和创意来。画家为我们创造出一幅画面，而“画面小品”要在这幅画面的基础

上，把“静止”着的画面变为一个接一个不断“运动”着的舞台立体画面，这就是组织舞台行动的过程，展开舞台事件与戏剧冲突的

过程，也是产生舞台调度的过程。选择画面是展开创作的依据，是诱发产生艺术想像、艺术构思的基础。因此，如何选择画面就显

得由为重要了。通常要选用能通过画面生活环境中的人物性格与人物关系，人物与空间的造型形式，暗示或传达出事件，冲突行动。

有完整的人物体态与画面构图，有引起联想的艺术细节，能揭示生活哲理并有艺术魅力的好作品。 

 

    更为重要的是，画面形象要能唤起创作者对生活真切感受和联想、诱发对画面所反映的生活体验与想像，以及强烈的再创造的冲动

与意愿。一幅好的绘画作品，应是画家表现含义最丰富的一瞬间。这一瞬间应是情境、冲突、行动三者整体的最佳体现。它把行将

过去的和将要到来的精神与物质的形态凝聚在这一幅画面。一个讲究的造型形式，诱发了导演的二度创作，通过导演的舞台调度，组

织活的人物行动的过程，创造性地体现原画中的形式底蕴，以及导演的激情，赋予画面以深刻的思想内涵。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如何进入画面，怎样进入画面的课题。 

 

    从以往的教学实践的经验中我们看到：“画面小品”即要创造出一连串的无数流动画面又须有逻辑、顺序地发展到这幅画面上来，

导演的舞台调度处理不是主观地强拉调度，硬摆调度或是硬挤入画面，而是在忠于原画的基础上有机地再现画面的形象，形式和内

容。要有机、自然、合情合理的进入画面。画面构图再现舞台上的瞬间，即与原画面相吻合的瞬间。这样进入画面是受画面内容形式

的严格制约下以再现的创造原则，准确地传达出原画的思想情趣与含意来，在此基础上溶入导演的解释。这样的教学实践开掘和培养

了学生在二度创作的制约下行动性形象思维的能力，出现了非常有艺术魅力的“画面小品”。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教学。 

 

    在新时期戏剧发展总体观照下的“画面小品”教学，在延续和发展了前面的教学经验的同时注重了开掘，培养学生极有想像力的创

作。对“画面”的制约、不仅仅是被动的制约，而是在“制约下自由飞翔艺术的想像力”，反映在学生的作品表现出：有的创作在一

度创作中从逆向思维的角度展开，并对画面加以不同的解释；有的创作产生了有道理的“相距甚远”，但不是丢开画面，随心所欲抛

开制约，而是把画面的制约变成为创作的诱发物，诱发出导演神奇般的想像和独具慧眼的发现，开发出独具感染力的艺术形象。 

 

    面对这样的“画面小品”如何看待呢?这种诱发我想应看到：导演在运用舞台调度的手段是否进入到人物的心灵空间。把人内在

的本质给予了深刻的揭示；用独具慧眼的发现去展现人自身心灵的冲突，对人的潜意识中生命的本质给予了开掘。这种诱发应看

到：导演在运用舞台调度的手段中是否倾注了创作者的评价意识，引发观众的思索。在理性美的追求中获得思索的愉悦，使原画的内

容得以升华，形成具有审美价值的导演语汇。 

 

    这种诱发应看到：导演在运用舞台调度的手段中是否创造出饱含哲理诗情的美的形式。我以为：面对这样从逆向中展开对画面的

不同的解释；面对这样有道理的相距甚远的“画面小品”。同样也是在画面诱发下的创作，是更具想像力的创作，是开发学生的创作

个性，打开学生的创作性思维。更可贵的是诱发学生带着导演主体的意识去创作。它是一种大胆有意的探索和追求。是值得提倡和称

赞的。我们希望以多种思维手段和多样化的诱发方式，进入到我们导演基础教学领域中，形成多样化的教学格局，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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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舞台调度”是导演形象化揭示剧作的思想内涵，而创造出人物心理流程中的外化形式。以外部进入到人物的心灵空间组织舞

台行动，产生舞台调度来揭示人物心理发展的逻辑，具有审美意味的舞台调度，应是导演对人物心理行动的美学处理。舞台调度是

导演组织舞台行动，揭示人物心灵的本质冲突，传达思想情感的有力手段。它是通过连续不断变化的舞台形象的行动调度依据人物心

理发展的轨迹形成地位的变化，形成导演语汇，导演的舞台调度手段的运用只有形成语汇，才是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处理。 

 

    舞台调度的产生总是在一定的情境中的地点、空间环境中实现完成的。舞台空间处理，展现人物行动的特定环境，更主要是揭示特

定环境中的人物性格。在“画面小品”中导演要充分利用画面所提供的空间和支点加以创造性的想像，安排好必要的临时支点与画面

外的空间按照人物心理行动的逻辑选择好鲜明的舞台外化形式。处理好舞台空间、支点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进入画面前，充分揭示人

物情感本质的高潮场面，更要去精心探寻，进入到人物内心世界中寻找赋予表现力的舞台调度的造型形式。 

 

    “画面小品”要求导演重视舞台停顿的处理亦是对画面瞬间的处理，画家的创作的绘画是一个‘静止’的瞬间，这一瞬间的形成，

往往是戏剧情势推进到一个转折点，戏剧冲突发展到了高潮，人物关系形成一种质变，人物内在本质的冲突趋于激化。从而出现了外

部形态的僵持和凝聚瞬间的静止状态，恰恰要抓牢这一时刻处理好瞬间的舞台停顿，导演为把一个完整的思想立意充分、鲜明的表达

出来，必须通过调度形成“舞台画面”，它是形象行动意义的概括性表达。舞台调度中出现这样的瞬间时应是突出事件的本质、揭示

人物心灵冲突的形象化的调度处理，这一瞬间的处理应是一放大镜，把人物的心灵给予放大，把人物形象中的内在本质给予了充分剖

露同时也是深化导演对画面的解释最有表现力的手段。导演创作中的“舞台停顿”，我的理解不单单是一个句点的结束，仅仅是一

个“停顿”的概念，它应是一个瞬间的延伸，而不是一个句点的停滞，我更想用舞台瞬间这样的术语传达我对停顿的理解。这一瞬间

的形成是对戏剧情势的一种延伸，是对画面中的立意升发出的哲理思索的延伸。同时也是对画面瞬间中形式美的一种赞叹。有着感染

力的舞台瞬间：它在入画的这一瞬间中能够使小品中的人物关系得以升华、是心灵间情感往上的“升腾”同时也是画面静止的人物思

想内涵的升华。我觉得：入画是在人际关系之间戏剧情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才具魅力，更具有审美的价值。“画面小品”是培养和

训练导演掌握舞台调度的创作规律，运用舞台调度这一导演最物质的手段，打开人物的心灵空间，进入到人的内在生命的本质中并给

予了揭示，在此基点上寻找最准确的外化心灵的形式寻找鲜明有魅力的形式，把导演强烈的内心体验给予外化、鲜明、准确的调度形

式才是有价值的舞台调度。 

 

    在“画面小品”的创作中，经过对画面深入细致的读解、思索、体验之后，依据人物关系和事件与冲突的性质来寻找此画特有的总

体调度图形。它的产生是导演投入了巨大激情，对人物与人物关系的发展有了总体感受，对戏剧情势戏剧冲突总的趋向有了深刻体验

后，形成了一个总体的意象把握，并把它物质化的体现在舞台调度的总体图形中、它能鲜明地传达导演对画面、对画面人物形象的理

解所形成的总体意义上的表达。在“画面小品”中寻找这样的总体图形的处理，能帮助导演有意识的对一个作品从总体意义上去把

握，形成一个总体的关照、构成完整的语汇，这样产生的调度才是有魅力的舞台调度。当寻找到一个契机能进入到人物的心灵空

间，去揭示人物内心的本质，把它剖析开来的时候，要把舞台调度作为形成语汇来创作。去寻找和追求形成独特语汇的调度方式。而

不仅仅是形式的花样翻新。这样的舞台调度才是有意义的，是具有美学处理的舞台调度。 

 

    画家的绘画作品运用线条、色彩、构图、气氛等诸多因素中传达着创作者的情感态度。对画面所反映生活的一种评价。这样就提供

了一种可能：导演在处理画面的调度中应能鲜明画面里所传达出的体裁与风格信息，探索和寻找这幅画的演出样式。面对一幅画面导

演是运用远离生活形态的具有表现因素的假定性舞台调度；还是运用贴近生活的具有再现因素的逼真性舞台调度；或是运用夸张、变

形带有荒诞色彩的舞台调度，通过画面暗示和导演的内心体验、去感知，去鲜明画面所反映的内含，创造出这一幅的演出样式来。

纵观我们的基础教学，它是在新时期戏剧的总体观照要求发展、完善的。发展给我们的教学注入新的活力，体现在课堂上、表现性的

语汇越来越多渗透在学生们的作业中，假定性的因素，间离效果多样化的运用、使教学呈现出轻松，清新的品格。学生创作天性更趋

开放，教学也更有了活力。而新时期戏剧的创新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有待我们去思考，去探索。我们的基础教学在强化了学生

们行动性形象思维能力及创造性想像思维能力培养的同时，如何培养学生从逆向思维和形象的综合概括的能力，如何开发学生的抽象

思维的能力等等一系列课题有待我们去面对，去思考。没有标准的答案，只有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去实践，在实践中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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