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艺术创作中， 您对自己还有怎样的

期许？除了“演员十诫”，您对年轻演员有着怎
样的期待？

奚美娟：我希望自己能演到很老很老……
这是我此生安身立命的专业。别人也许会觉

得我很可笑，说你这么认真干嘛？但我觉得这
是一个艺术家的神圣使命。我和学生聊天，经

常会告诉他们：有一些优秀电影播放了五分
钟，好些人物出场了，你会以为他们都是主

角，都演得很好，但是突然某一个人出现在银

幕上，还没有开口说话，他（她）身上传递出来
的所有信息马上会触动你，让你心中一

震———这才是真正的主角出场了。这是为什
么？因为这个演员身上散发出来的魅力能化

无形为有形，会在瞬间击中你。这就是一个优
秀演员的素质。做个好演员就要有这样的素

质，不管多大年纪，也不管演的角色重要不重
要，只要他一出场，马上能与身边一般芸芸众

生区分开来。那就是表演最好的状态。
我还是要强调表演的专业性，要有一种

从繁复生活现象中抽离出来反观它的能力。
很多年轻演员不会去考虑这一点，我也是中

年以后才有所感悟的。表演艺术所追求的松
弛，本质上是一种刻意追求下的随意状态，刻

意追求是理性的，但表演时又是感性的，所谓
高度理性又充满激情，这种状态很难达到，但

值得去不懈追求。

期望年轻演员把表演艺术当作专业性很
强的工作去研究，它就会变得很有意思。我心
里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我把演员这个职业看

得很神圣，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表演艺术是
表达人的工作，它又怎能不神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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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从今年上半年热播的两部电视剧说起

吧。 在《安家》中，您扮演与老伴情深意笃的江奶
奶，虽然只有短短四集，却被观众认为是全剧中

最好看、最感人的部分；而在《燃烧》中，您扮演女
二赵月娥，演活了这个心思缜密、不露声色、心狠

手辣的反面人物。 有观众评价：“有多喜欢江奶
奶，就有多恨赵月娥”。他们已经忽略了演员奚美

娟，呈现在他们眼前和心灵中的，就只有您扮演

的那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艺术形象。这是观众对
您的表演艺术的由衷认可，也是作为一名演员的

最高境界。 这一切，您是如何做到的呢？

奚美娟：我总是强调自己是一名职业演员，
接戏，创造角色，是从职业演员的路径走来的。

不管是正面角色还是反面角色，先要问一下自
己：这个角色我有兴趣吗？在表演专业上是否有

新的创作空间？江奶奶和赵月娥这两个角色，后
者的创作空间显然更大。
《安家》中，江奶奶和江爷爷的情感方式是

我们父母辈所推崇的情爱方式，要塑造江奶奶
外部形象并不难，难的是要在这个人物身上寄

托一点现在社会比较稀缺的精神性因素。我们
业界经常会说，表演艺术要做到“刻意追求下的

随意”状态，要在看上去非常生活化的表演中有
一点点不经意流露的精神性。角色总体是在演

员的把控中，你要将角色演成一个什么样的状
态，取决于演员三度创作的主体性。

江奶奶的形象看起来和我性格比较贴切，
路子也符合，但是，角色与演员越接近，留给演

员的创作空间越小。对于职业演员而言，没有本
色演员之说，角色都是被演出来的。江奶奶的形

象塑造里是有精神空间的，那就是这对“理想的
老夫妻”对爱情的毫无保留的信任和终身不渝

的践行。这与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某些观念是有

距离的。让我欣慰的是，江奶奶打动了很多观
众，其中包括八零后和九零后的年轻观众，引起

了他们浓烈的情感反馈。这一点我很开心，年轻
观众的感动传递出一种信息：人类相爱的情感

将穿越时间而永恒。它更加证实了我心里恒定
的信念：对爱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那是真正

能触动人心灵的真谛。

塑造赵月娥这样的角色，整个气场需要大一
些。《燃烧》最初是以三十年前改革开放初期乡镇

企业兴起为背景，对这样的背景我并不陌生。改
革开放的历程中，特定的历史环境给人们提供了

各种各样的机会，有人下海有人上岸，有人飞黄
腾达，有人却默默无闻，有些历史的机缘，下一代

人是无法复制的。赵月娥就是搏击在改革大潮中

的一员，她属于民间能人。剧中赵月娥开始并不
坏，但为了一己私利，“一步走错，而步步错”，人

性的邪恶因素就一点一点发酵了，她选择这条不
归路是有客观依据的。我要塑造这个角色，就要

为戏中的赵月娥寻找如此这般的理由，让戏中的
“我”相信：“我”这么做是必须的，是正确的，不这

么做，全家人就都完了。我要让自己走进这个角
色，寻找人物行为的依据，然后根据艺术创作的

规律去一步步丰满她。只有这样，才能让观众相
信这个人物是真实的。这其中，职业演员的专业

精神是贯穿在整个创造过程中的。

    “没有本色演员，

角色都是被演出来的”

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0 年 9月 6日 星期日 第 846期 | | ?席编辑：吴南瑶 视觉设计：戚黎明 编辑邮箱：wup@xmwb.com.cn

三个世纪前，德国戏剧家莱辛曾如此形容他那个

时代的剧场情况：“我们有很多演员，但是没有表演艺

术。”这句话放在如今的中国影视表演界，似乎也具有

警示作用。几经商讨之后，奚美娟执意将话题圈定在

“表演艺术”这一看似小众的范畴———看似小众，但这

一话题依然折射出人生与处世的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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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您塑造过的人物性格各不相同，其

中一些角色是跳脱出您的生活经验， 就像
赵月娥，对于那些远离您生活经验的角色，

您是如何进行观察体验和生活积累的？

奚美娟：人物的行为都是有依据的。就
以塑造慈禧为例吧。我对慈禧有自己的看

法。这个人物在历史上众说纷纭，骂她、丑
化她的居多。我平时作为普通人去关注这

个历史人物，会在有关她的各种说法中分
辨出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不真实的戏说

成分。但是作为一个扮演慈禧的职业演员，
必须提醒自己：为什么慈禧会成为这样的

慈禧？首先她是一个不高明的政治家，面对
国运衰败一筹莫展，面对列祖列宗她痛不

欲生，这是我给她的基本定位；其二她还是

一个失败的母亲，她并非不爱光绪，但

眼睁睁看着光绪背叛了她，在她看来，
光绪还背叛了大清国的根本利益。一个

母亲对儿子的糊涂和背叛行为感到痛
心疾首。从这两个角度都可以把人性深度

挖掘出来，足以刻画慈禧的绝望与愤怒，所
以，戏中慈禧在舞台上声泪俱下的独白，都

是有令人信服的心理依据的。虽然我没有
历史上慈禧的生活经验，但是作为女性政

治家和老年母亲的绝望心理，我是完全可
以找出心理依据来进行艺术创造的。

这也许和我的专业有关：作为一个职

业演员，基于希望对人性的深度有所了解，
我就会琢磨这个人物行为的依据是什

么———这样我慢慢形成了一种思维习惯，
相信哪怕是小孩哭闹，也一定是有依据的。

当我设身处地的去寻找角色的行为依据，
而且要令人信服，才能使戏中的“我”与我

所扮演的角色真正融为一体。

“希望演到很老很老……”“人物的行为都有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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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越来越多地赋予了您真正的美，

这是一种经过了时间沉淀、 人生历练的丰厚
的美。如果说，一个演员尚可在年轻时靠美貌

和青春闪耀一时，那么唯有时间，能对演员的
艺术生命力做出筛选和淘洗。 而您其实在非

常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奠定了自己艺术人生
的基调：返璞归真，耐住寂寞，不浮夸，不盲

从。 这样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从何而来？
奚美娟：也许是个性所致吧，一个人的很

多行为是统一的。我给一般人的印象，不是滔
滔不绝的那种，从小话就不多，别人会误以为

我很成熟。那大概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性格，天
生不喜随大流，也不喜人云亦云。

我从上戏毕业后分到上海人艺工作。当

时的院长是黄佐临先生，副院长是导演过《清
宫秘史》的杨村彬先生。那时候的上海人艺集

合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类型的艺术家，他们那

代人是将艺术当作学术来研究的。我进人艺
是在“四人帮”粉碎以后，剧院的整个架构已

经非常成熟，我们年轻人进去只有听故事的
份，听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和事，并且总能在

业务上得到前辈的关爱和鼓励。那是一种非
常纯粹的艺术工作的氛围。我的幸运就在于

演艺生涯初期，进入这样一个专业的环境，遇

到了一批很好的艺术家，由此奠定我最初对
艺术工作的看法和态度。我从前辈身上获得

某种精神的传承，一直作用到今天。
我得到的感悟是：文学艺术是高于生活

的，高于生活的那个空间，正是我们艺术工作
者要去追求的目标———提炼源于生活的精

华，来创造高于生活的那部分，这样才能引领
观众。这需要艺术家用严肃的态度去塑造人

物形象，严肃不是不轻松，而是一种态度，哪
怕创作喜剧也一样。

“天生不喜随大流”演
员
是
一
份
神
圣
的
职
业

3 “看看热闹下面的东西”

    ● 今年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典礼上，作

为校友代表的您在致辞中重提了班主任徐
企平老师的“演员十诫”，引起演艺界和社

会上的强烈反响和共鸣。 而您在自己大半
生的表演生涯里，徐老师提到的“十诫”也

一直在潜移默化影响您。这“十诫”中，您个
人感触最深的是哪些？

奚美娟：“演员十诫”是当年我的班主
任徐企平老师给表演系学生上课的演讲提

纲。我重提老师的“十诫”，意在告诉学弟学
妹：尽管社会发展的变化很大，我们无法掌

控，但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它到今天也

没有过时。我希望同学们能静下心来，提

升专业能力，为演艺事业发光发热。没想
到传播出去后，受到这么多业内业外的人

士呼应。“演员十诫”是一个专业性的整体
链接，是一个系统，不能分开来解读。徐老

师讲的都是演员成长中的专业问题。对于
培养职业演员，如果不谈专业性，就等于在

心中不设高度。学生求学期间，专业老师的
此类点拨和教导是重要的。当然，都是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我常常想，不要仅仅看热
闹，而要看看热闹下面的东西。前些年，我

有一点担忧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夹杂

而来的杂音会把一些恒定的专业规律给模
糊了。但其实是不会的。社会上对“十诫”的

强烈呼应，也正说明了我们内心对真正的
表演艺术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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