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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导演艺术在戏剧中究竟创造了什么？
坦率地说，我在戏剧学院学习时，这个问题始终令我迷惑不解。
那时，导演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脾气特大，动不动在排练场就训人。
后来，读了丹钦柯的《文学·戏剧·生活》后才知道导演原来就是演出的“组织者、解释者和演员的
镜子”。
导演是演出的组织者，这是不言而喻的。
查一下英语辞典就可知道，英语“导演”（Director）一词还可以解释为：“指导者、处长、局长、署
长、主任、总监”等。
他之所以能训人，因为他是演出群体的头。
但是，导演是演出的组织者，这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对演出负责的人，并未回答他在戏剧中究竟创造了
什么？
从梅宁根以来的现代导演史表明：导演已从一个监督演出的权威成为演出本文的作者。
导演是演出本文的作者。
这不是什么新的命题。
20世纪初，梅耶荷德早就表述过这一命题。
但是，对于这一命题在理论上却缺乏充分的论证。
难道导演作为演出的组织者就自然成为演出的写作者了吗？
要知道，组织者与写作者并不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
难道说，导演作为演出的作者是由于他可以随意地增删和修改剧本吗？
如果说，因为导演承担了某些编剧功能才成为演出的作者，那岂不是说，导演本身并不是演出的作者
吗？
承认导演是演出的作者，就必须说明，导演是如何写作的。
台词是剧作家写的，动作是演员创造的，布景、道具、灯光、服装、化装是舞台艺术家设计的，音乐
是作曲家编的，导演在演出中究竟创造了什么？
如果我们用分析的思维模式解构戏剧演出的整体，即将演出整体分解为它的各别成分，我们将永远发
现不了导演创造的踪迹。
系统论告诉我们：一个系统并不等于它的构成元素之和。
除了它的构成元素之外，它还包括元素与元素的关系，即结构。
如一个系统有A与B两项元素，那么，这个二元系纺必然存在第三项，即A与B的关系。
否则，A与B构成不了一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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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有关戏剧导演的理论研究，也是一部较全面的教材。
　　《戏剧导演》正是为有志于成为这样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青年而编写，力求告诉有志者，如何认
识戏剧本体，如何掌握戏剧的种种艺术手段，并详细阐述导演艺术创造规律与工作方法。
　　《戏剧导演》按教学的程序写，不把它写成纯导演理论著作，也不是写只讲操作的技术教材。
体例上从元素解析、创作过程到导演观念的阐释；论述上注意顾及初学者，注重理论和操作相结合，
列举大量演出实例，深浅适宜；内容上注意吸收和融汇国内外各家导演学派之长，力图把它写成一部
视野开阔、能为导演教学和导演创作人员有所遵循的教材型学术著作。
　　《戏剧导演》尽管没有深奥的理论表述，但视野开阔、立论中肯、论域系统、实例丰富，是一本
帮助青年学生学习导演的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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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仲年，梦想做电影，学的却是戏剧，导演得最多的又是电视剧。
糊里糊涂的拍过二十来部一百三十余集。
《逆火》算是代表作，1995年曾荣获德国第16届柏林国际电视广播节大奖——“亚洲未来奖”。
喜欢搞点理论研究。
出版专著《戏剧导演》，挺受读者好评，于是再版。
17岁幸运的考进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就没再离开过这所美丽的校园。
如今已是花甲之年，卸下副院长的重任，静静心心地做教授，带硕士生、博士生，开开心心地再导演
三两部作品。
再潇潇洒洒的涂写三两本书出来，真也其乐无穷，不枉为教授、博士牛导师和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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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演——演出本文的作者绪论上篇 解析篇——导演元素及其构成第一章 牵住牛鼻子——事件处理的
艺术第二章 细节见功夫——物件的妙用第三章 创造性语汇——空间·画面·调度第四章 心灵的显现
——音乐与声响处理第五章 生命的律动——节奏第六章 有法而无法——导演技术论中篇 综合篇——
导演创作论第七章 导演分析剧本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第八章 导演分析的内容与步骤第九章 话剧《茶花
女》导演分析第十章 导演构思下篇 观念篇——确立戏剧理想走自己的路第十一章 导演艺术是什么第
一节 准备与协调的艺术第二节 总体的艺术第三节 再创造的艺术第四节 个人的艺术第十二章 绚丽多采
的导演学派第一节 萨克斯·梅宁根公爵乔治二世第二节 安德烈·安托万第三节 瓦格纳、阿披亚和戈
登·克雷格第四节 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第五节 梅耶荷德第六节 欧文·皮斯卡托尔第七节 贝
托尔特·布莱希特第八节 安托宁·阿尔托第九节 彼得·布鲁克耶日·格洛托夫斯基结束语三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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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戏剧动作进行的时间，与观众观赏的时间处于同一层次，即处于基本的连
续形态。
时间的扩张与省略，时间的流失与停留，时间的顺延与倒错，都不能违背连续性的特点。
过于频繁的时空交叉与跳跃，在戏剧中应予避免。
戏剧的场面调度总具有同时性的特色。
即事件发生，在场人物一齐作出不同的反应。
电影中放映时间是连续不断的，不象戏剧每幕之间有个停顿。
但是在它的每个镜头之间，时间差是相当明显的。
同样在场四个人，听到一声巨响，导演用几个反应镜头来表现这四个人的反应。
哪怕每个镜头只有两秒，第2个镜头已比实际生活中的反应慢了两秒。
第三个镜头就差了4秒⋯⋯聪明的导演利用电影的时间差来表现自己的意图。
比如伯格曼导演的《人》中护士阿尔玛陪同依丽莎白来到海边疗养所，有一长段阿尔玛向依丽莎白回
述过去经历的一件秘事的戏。
台词是完整的连续的，在一个空间中即可表现。
但伯格曼却用了至少五个空间。
空间的直接切换，似乎取消了叙述间断。
但时间差（即被省略的人物从这个空间到那个空间所需时间）却透露给观众一个信息，两个人的沟通
是有一个过程的。
由于时间差，电影导演就可以运用平行蒙太奇来叙述同时发生于不同地点的事，就可以运用交叉剪辑
来强调时间的作用。
导演还使用各种镜头的性能来造成舞台上无法达到的艺术效果。
比如《黑炮事件》中，李任重与周玉珍两人在矿区公路上的谈话，是李任重的回想。
导演用了长焦来拍摄。
两人走在画面的左半边，身后有两辆百吨的翻斗装卸车，轮子比人还高，人与车同方向前进。
由于是长焦，人总是走不近，那车轮老在右边转，驶不出画面。
这就造成了与一般处理迥然不同的感受：起用不起用赵书信这么一个小问题，被漫无休止地搁浅，令
人愤慨。
舞台导演也有自己的绝招，他变化时空处理的方法，求得独有的表现力。
除了同时同空这一最常见的方式外，还有——同时异空。
如吕剧（《姐妹易嫁》，楼上楼下并存舞台。
异时同空。
如《塔克纳城的小姐》。
《外国戏剧》1986年第3期）异时异空。
如《推销员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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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首次问世是1995年，再版是2003年，相隔8年。
一晃又是7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决定出第三版，使我兴奋不已。
因为这是对本书学术上的充分信任，同时也是对市场的自信。
我真诚的感谢中国戏剧出版社，让本书能够跟新一代的同行们相遇。
我曾在去年出版的《影视导演》一书后记中写道：当今世界，人们做得最多的梦，一是“发财梦”，
二是“明星梦”。
股市里涌动的人头跟银屏上晃动的倩影何等相似乃尔。
入的欲望丰富了人生，激荡起上进的豪情，书写着一幅幅现世景象。
而这一幕幕社会话剧的“导演”者，就是“名”和“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大众的“名利”开辟了广阔的平台，每个人的智慧、才华和能力都可以在这个平
台上尽情展现。
当然，市场经济的弊病是无意识地放纵人类恶习、毁坏优良品德、塑造扭曲人格。
因此，需要引导，需要镜子，需要自我鉴别与自我改善。
电影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成为人类自我健康发展的最佳工具。
而导演是电影电视最重要的支柱.创造性智慧的推动力量。
导演不是说教者，是倡导者。
导演不是训斥者，是诱导者。
导演像钻井一样发掘现实的人性，像点火一样燃烧永恒的感情。
导演艺术就是人性和感情的艺术，而影视导演艺术就是借助影像技术呼唤高尚人性、弘扬美好感情的
艺术。
因此.导演应当是社会正义的表现者，应当是和谐文化的身体力行者，应当是大众百姓的引领者。
这要求导演入具有高尚情操、深刻思想、精湛技艺和市场观念。
美国导演雷克斯·英格拉姆说得好：“作为工业，电影大概还会无限期的给投资者们创造红利；作为
艺术，它已变成媒介，给世人传达世代大师试图给与我们的寓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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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戏剧导演》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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