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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导演构思是创造完整舞台形象的基础，它是在对剧本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工作，是导演通过未来

演出做出的形象发言，是导演对未来演出的总体设想和预见。它是一台演出将要表达的思想及演出形式的最初意念，是导演对剧本

主题思想的形象解释，是体现剧本思想的总体舞台形象和演出形式的统一思想。现实主义戏剧是当今戏剧的主要流派之一，但因其

强调在舞台上客观地、精细地再现生活，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美学原则，也使得地道的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来排演戏剧

已然成为目前导演创作中的难点。本文既是《护国胡同》这部原创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导演构思，又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现实主义戏剧

的创作原则和方法。

【Abstract】The director’s idea is the basis for creating a complete stage image. It is a further work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and meticulous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f the script. It is an image speech made by the director through future performances. It is the overall vision and 

foresight of the director for future performances. It is the original idea of a thought and performance form to be expressed in a performance. It is 

the director’s imag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me of the script, and it is the uni�ed thought of the overall stage image and performance form of the 

script. Realism drama is one of the main schools of today’s drama, but because it emphasizes the objective and �ne reproduction of life on the 

stage, shaping the aesthetic principles of typical characters in a typical environment, which also makes the authentic follow-up of the principles 

of realism to rehearse drama, has become a dif�cult point in the current director’s creation. This paper is not only the director’s conception of 

the original realist works of “Huguo Hutong”, but also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creativ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realism 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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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要通过演出让今天的观众思考什么

《护国胡同》是一个现实题材的原创话剧。故事以中国

北京城内什刹海地区的一个面临自愿腾退四合院为背景，围

绕四合院内几户人家对外迁的态度为主线展开，同时讲出了

院内老少对外迁政策的看法以及变化：老北京澡堂修缮、生

活条件恶劣如何改善、滑稽性的劝说腾退、老人埋在心底的

等待、对老北京建筑及文化的保护……演绎的都是普通人面

对现实所展现的真实情感。这部话剧体现了北京味道的地域

文化中蕴含的中国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作为现实主

义题材的话剧作品，在展现现实生活和北京的文化以及北京

人的生活情感的同时，剧本更想探讨究竟该如何保护传统文

化这样一个命题。

六爷家，翟金不误正业挨了打，六爷一边坚持教育着诚

信做生意，一边心疼儿子不说出口，拿出存折帮着儿子还钱。

玲玲坚持着自己的理想，想要成为中国人自己的设计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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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中式建筑，妈妈姚文娟常年在家，因为旧时思想，一直反

对着玲玲，父亲张盛飞怕媳妇，想要女儿坚持又怕老婆不敢说。

葛天在玲玲坚持理想的道路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一直坚

持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祁奶奶一直在四合院里等着老伴儿，

六爷坚持着自己一辈子的澡堂子，两位老人的执着留下了胡

同。胡同修缮，一切焕然一新，生活水平提高，胡同也成为

旅游景点。看似欢喜的结尾，真的是这样吗？

《护国胡同》给了我们别样的结局。古老的胡同，看似

完美的修缮，却回不到曾经安静的时光。新旧城市融合，新

砖老瓦交替，老胡同里的“味儿”似乎在渐渐流失。胡同里

曾是树下乘凉，岁月静好；院子里曾是静心闲聊，时间缓缓……

如今，胡同里每天见着不同的人，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快

节奏”的生活不断减少着胡同里的“北京味道”，再不如从

前吆喝声阵阵，笑声串联。戏中六爷最后一句台词“别等了，

回不来了”，短短七个字，老北京人的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奈祁大妈的老伴儿回不来了她却依然念叨着；无奈胡同虽

然已经修缮，但“北京味道”已再不是从前的味道。我们无

意评判是非对错，即便面对“北京味道”流失的北京城，我

们也提不出更有效的保护措施，然而作为生活在这座城市里

的一员，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这种现状时，是视而不见、

装聋作哑，是默认这种过度商业化的文化繁荣假象，还是敢

于质疑，说出“真话”，成为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必

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由此，《护国胡同》在京城演出就具

有了很强的现实意义 [1]。

我们期望通过《护国胡同》的排演，使观众在关注剧中

人生活过程中，能够引发种种联想、追问和思索；期望通过

我们创作演出的《护国胡同》，能向当代戏剧人展现我们对

现实主义剧作的热爱与创作激情，体味在日常生活中开掘人

类主题的现实主义戏剧特征与魅力；也期望通过该剧的排演

实践，使参与创作的表演专业学生们能够在教师的引导下，

学习、掌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磨砺现实主义的创作基本

功。四个家庭、三代人，使观众感到熟识、亲切并具有典型性，

使全剧呈现鲜明、坚实的现实主义风格。

2 如何呈现我们的演出

我们想要向观众揭示的思想，主要是依托剧中生动、鲜

活的人物形象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真实而细腻的故事

来传达的。我们希望剧中人物的生活、剧中人物的思想情感，

能够映照到观众的思想与情感中，从而引起他们对自己当下

生活状态的思考，激发他们去发现和改变自己生活中的问题。

为了呈现剧本的现实主义风格和魅力，我们确定了二度创作

应遵循“再现”的美学原则，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真

实地在舞台上“再现”剧本反映的生活，深化人物的规定情境，

创造生活的幻觉。但是，我们又不排斥在坚实的“再现”基础上，

寻找可以进入、升华至“表现”层面的瞬间，如同飞机在坚

实的跑道上滑翔后逐渐腾飞起来一样，做一些“写意”或“表

现”意味的艺术处理。

在观演关系上，演员要真实地体验人物内心情感。通过

心里形体行动方法，由人物的外部言语和形体动作逐渐体验

到内心行动，并感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乃至矛盾冲突，

演员对节奏的刻画也要具有幽默感和生活情趣。[2] 对于观众，

演员以遵循“封闭式”观演关系的处理法则为主，做到在观

众面前“当众孤独”，全身心地化身为人物形象，融入舞台

生活。演员的表演方法上，在戏剧性场面中主要通过“在体

验的基础上再体现”的表演方法，刻画生活化、典型化的人

物形象。

3 视听形象的处理

3.1 舞台空间的设想

舞台空间的呈现是用简约的手法处理的，是高度提炼的

北京味道元素，诸如中国老北京典型的四合院空间的 LED 背

景图片的使用，同时亦是符合这个空间内的人物的，有利于

戏的展开。为了完成剧情线索展现的功能性空间要求，也为

了避免一景到底可能给观众带来视觉形象不够丰富的感受，

我们遵循“局部写实”的原则，第一、二、三幕选择了四合

院内看似零落随意却实为舞台调度处理而服务的一些支点，

如藤萝架、茶几小桌、藤椅、板凳等写实支点。为了强化图

形与色彩的勾勒，也为了区别时间差别，我们设计了两组四

合院内晒凉被单的晒凉架，即充当边幕使用，成为两个重要

的上场口（六爷家和小飞家的出场口），同时，它们也成为

一个时间的标识：第一幕和第二、三幕显然不是一天，第一

幕为某日的上午时刻，晒凉的被单为灰绿花色；第二、三幕

分别为稍后某日的下午和晚上，因此晒凉被单颜色为深蓝色

系。使舞台布景有了区域布局，既完成一些功能的需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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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丰富了舞台布景的构图、色彩、造型。

3.2 灯光的设想

光源是有生活依据的，但要注意光的修饰效果，要有现

代感的光效。我们可以要求灯光处理遵循“再现”与“表现”

结合的原则，来增加舞台造型形象的丰富性和诗意，开场时

突出北京味道生活的暖光质感光投射在六爷的“收音机”上，

与冷光质感突出下的另一种北京式的“休闲享受”的香炉和

兰花，形成了人物特性的强烈反差。[3] 同时，心理时空的处

理会依靠光的控制和变化，诸如结尾时祁奶奶的“回忆”处，

情节与人物思想、情感的关键时刻，以时间流逝的自然光色

变化为依据，用“表现”意味的手法处理，通过舞台上的一

束黄昏光斜射在老妇人脸上，在原创北京味道音乐声中让时

间流逝的光色流光溢彩般地掠过，来创造丰富的、流动的、

诗化的舞台景观形象，抒发人物情感，外化人物的心灵活动 [4]。

3.3 服装、化妆的设想

根据人物进行造型，在符合生活逻辑的基础上进行某种

程度的提纯，即不在样式上去做夸张和变形，而是在颜色上

做文章，使之和舞台空间的设计相和谐。

3.4 道具的设想

符合北京人四合院生活的逻辑，接近生活的真实、简约、

不要琐碎。

3.5 音乐音响的设想

主观、客观音乐都有一个原创的主题音乐，应该在幕与

幕的转场中使用。这个主题音乐应该在京剧、京韵大鼓等北

京特色的东方音乐风格的基础上，借鉴嘻哈、饶舌等西方音

乐风格，风格碰撞，呈现出别具特色的美感。

客观音响在这个戏里应该是丰富的，诸如：鸟叫、开车、

蝉鸣等，它们除了对气氛、情绪的烘托外，还具有类似于电

影中声画对位的作用，同时还兼具有转场的任务。

3.6 表演的要求

对演员的表演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严格遵循现实主

义表演艺术的原则，即：遵循“体验基础上的再体现”原则，

激发强烈的创作欲望，点燃火热的创作热情和激情，以细腻

的情感，敏感的神经、准确的表演分寸感和敏锐的即兴适应，

富于表现力的台词与形体等素质与能力，在剧中展现的日常

生活中真实、有机的生活，以自己“活生生的心灵”真实、

深刻的体验人物所处的规定情境（不断变化、深化、尖锐化

的规定情境），准确、细腻地揣摩和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与

精神生活，真实、自然并鲜明地体现出来。要善于通过大小

道具和形体动作等手段，创造丰富、细腻、鲜活的细节来刻

化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人物关系，外化人物丰富、细腻和隐秘

的心灵活动，创造出具有鲜明性格特征、丰富精神生活的人

物 [5]。让观众充分感受、欣赏现实主义表演的魅力。

这个戏不仅要看整体，更要看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

如果没有了这些人物，这个戏的艺术魅力也就不存在了，所

以表演依然是重中之重。这个戏的表演应该是追求体验的，

让人物生活在舞台上的。但是由于这个戏的结构是截取人物

生活的片断，是高度浓缩的，所以要求演员用类似“白描”

的手法将人物最具有典型意味的特征表现出来。

心理时空的表演要求演员作为角色有直接向观众倾诉的

愿望，有一种希望有人能够倾听自己那无处申诉的强烈感受。

4 结语

总之，让我们的演出能使观众充分领略北京味道现实主

义戏剧的魅力，获得关注北京文化的现实、直面人生、审美

的满足，让戏剧人能深刻领悟现实主义戏剧的美学精髓，从

而促进中国现实主义戏剧的研究能更为深化，创作实践能更

为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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