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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的读者是学生，那些有着影评人之梦的艺术考生。
他们怀着对电影的热爱。
想顺利进入自己喜欢的艺术专业学习，但中学教科书对电影学，电影评论的关注是少之又少，可以说
要靠中学教科书的指导，他们是无法进入高考这场残酷地比赛的。
在长期的高考辅导中，我们也清楚地了解和体会到考生对一本适合自己并能在短时间内提高自己影视
评论水平的实用专业理论书的渴望，也清楚地了解考生需要提高哪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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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恩，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
　　1941年毕业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
先后在重庆、上海、香港、北京等地从事话剧、电影演艺事业。
建国后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
一生演出了数十部话剧和一些电影作品。
其中，她创造的蘩漪（话剧《雷雨》）、马聂法（话剧《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白口袋（电影《
骆驼祥子》）等形象，是其表演艺术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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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曹禺老师教会我们演戏入学第一学期结束前，我们学习了表演科目的形体训练、单元分解练习、
人物观察、即兴小品等后，即分配每个学生在独幕剧中扮演一个角色。
我被分配在陈治策老师编写的讽刺剧《干不了也得干》中扮演一个不管国家存亡，只知享乐的官太太
，曹禺老师导演。
当时我还未满二十岁，入学前是个中学生，演这个角色害羞，心跳脸红。
老师注意到了，鼓励我树立自信心，&ldquo;我就是那个官太太&rdquo;，大胆创造，积极行动起来，
导演会引导我们正确处理角色。
　　一次排练，大家上场，几个男角色有戏，走在台前的桌旁坐下抽烟谈天。
戏不在我身上，我坐到靠墙沙发里，取出粉盒来化妆。
老师过来问我，擦粉从脸上哪个部位开始？
我假设刚吃过饭从餐厅出来，把嘴吃油了，补嘴边的妆。
他笑着说：&ldquo;看来你没有经历，也没有观察过在公开场合女士补妆程序。
鼻子是脸部的最高点，鼻尖最容易泛油，要从鼻子尖部位擦粉开始。
&rdquo;他转向大家，&ldquo;你们要向书本学习，剧本学习，更需要养成向生活学习，观察生活，观
察人物，给自己积累起资料仓库。
记住我的话，对你们以后创作，大有用处。
&rdquo;　　老师身边经常带有一个小本子，和画家叶浅予一样，随时在小本子上记下在生活中看到的
、听到的、吸引他的一切。
　　演出那个晚上，我在后台拆散了小辫子，梳好了发髻，戴上了花。
穿着大朵花的绸旗袍，脚穿高跟鞋，手拎小皮包，在镜子里照出俨然一位阔太太。
自信之心，油然而生。
为了想先熟悉一下舞台环境，我向只开工作灯的舞台走去。
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曹禺老师已经在舞台上为我们做检查。
他打量了我的全身，摸摸我头上的花是否插结实，帮我拽拽衣袖，小声地说（观众已进场，和舞台只
隔一层薄幕布，声大了，观众会听见）：&ldquo;不用害怕，认真地演，我就站在侧幕旁给你们保驾；
忘了台词也不要紧，我会给你们&lsquo;提词&rsquo;（此是一个话剧界的专门名词，过去演戏，有一位
专门在后台给演员提词的人）。
&rdquo;曹禺老师是一位好导演，对我们这批预备演员小心爱护，关心备至，就这样把我们送上舞台，
让我们第一次和观众见面。
　　1940年春，剧校已经迁到江安，曹禺老师在赶写新作《蜕变》。
由刚从美国留学回来&mdash;&mdash;曹禺的清华同学张骏祥先生导演，戏是写出一幕排一幕。
要去重庆演出，剧校很重视这出戏的演出，演员从全校师生中挑选，丁大夫由剧校助教第一届毕业生
沈蔚德扮演，梁专员也是助教第一届毕业生蔡松龄，还有助教二届毕业生郭兰田，高班学生沈扬、寇
嘉弼等参加。
分配我演腐败的伤兵医院院长得宠的姨太太魏竹枝（&ldquo;伪组织&rdquo;）。
魏竹枝，烟花女子出身，没有文化，俗不可耐，狗仗人势，蛮不讲理。
烫一头鸡窝发，镶大金牙，脚上绣花鞋趿拉着，手里夹着一根长象牙烟嘴指指点点。
虽然我在上海生活过几年，在那上学，是住宿的中学生，我知道上海四马路有&ldquo;野鸡&rdquo;拉
客，大世界游艺场的女招待叫玻璃杯，也是变相的妓女。
可是这些地方，到了华灯初上，连正派的男人都不敢穿行四马路、进大世界，我们根本不敢走近那些
地方。
我接到分配我演这个角色的安排时，喜悦和惶恐同时并存。
读了剧本，记住了故事情节，台词以外深入不下去。
老师看出了我的心病，和我聊天说：&ldquo;俗话说，长在海边，没有吃过鱼也该闻过鱼腥味。
你在上海生活过几年，见识总比没有出过川的同学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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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演员要演他熟悉的也应该演他不熟悉的。
阮玲玉在《神女》中，赵慧琛在《马路天使》中都表演过妓女，她们演得多好，她们都没有亲身经历
，这才是创造角色。
你演魏竹枝，外形并不重要，主要是把她那股子劲儿演出来，烘托医院的腐败。
其实魏竹枝也是个可怜的小人物。
&rdquo;这是我第一次在曹禺剧作中扮演角色，又是《蜕变》的首次上演。
　　曹禺老师为我演好这个角色，给我在课堂以外上了一课&mdash;&mdash;演员应该如何创造角色，
我永远铭记于心。
　　创作的依据，来源于生活　　曹禺老师告诉我们，剧本的关键看有没有人物，人物要有个性，也
要典型。
人物的依据要从生活中去吸取（包括创作古代戏）。
他说他构思剧本，首先是几个人物在头脑里活动，当这些人物在他心中按捺不住总要向外跳时，他开
始下笔。
他剧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有原形。
陈白露是天津一名才貌双全的大学生，下海当了交际花，愫芳的原型是他的第二位夫人方瑞，梁专员
是革命老人徐特立。
一些次要人物，陈奶妈、丁昌、《正在想》中的小红都有原型为依据，就连《蜕变》中两个小护士，
陆葳、夏霁如的性格特征也采自我班两个女同学。
　　曹禺笔下的人物，从外形到内在，从语言到各人物对事物的不同态度的反映&mdash;&mdash;性格
化，他都一丝不苟，深思深虑后才书写下来。
所以他笔下的人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
就连他对人物的取名也是经过再三推敲才定下来的，他为《雷雨》中的女主人取名蘩漪，大儿子取名
萍，仔细琢磨，何等吻合他们的性格！
《蜕变》中院长姨太太原来取名伪组织，多么地贴切呀！
因为国民党当权者忌讳这个名字，不通过，才改成魏竹枝（谐音）。
有个小插曲，可以看出曹禺老师对取姓名的斟酌。
曹禺除了在江安小城上课以外，其余时间在家写《蜕变》剧本。
一天中午，学役小朱来找我班同学况余休，叫他快去万先生家，请他吃中饭。
当时物价飞涨，我们伙食极坏，一天只能吃两餐，经常饿肚子。
况同学一听老师请他吃饭，喜滋滋地跳起来拔腿就跑去老师家。
老师已经坐在桌旁，叫他坐下。
劈头问他：&ldquo;你为什么姓况？
&rdquo;把他问蒙了，一时不知如何答复，只得直说：&ldquo;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父亲姓况，我
爷爷姓况，我家祖祖辈辈都姓况。
&rdquo;不久《蜕变》第一幕完成，油印了发给我们。
第一幕一开场上来的一位老公务员，用了当时很稀少的姓&mdash;&mdash;况西堂。
　　一个冬天，老师穿着棉袍来上课，不一会儿说肩膀头里发跳不舒服，提前回到办公室，刚坐到椅
子里，一只耗子突然从他袖子里钻出来扬长而去，他大声喊着：&ldquo;耗子！
耗子！
&rdquo;吓得人跳到了桌子上。
不久他写《北京人》把耗子贯串在整个剧本事件中：耗子咬坏了曾文清的字画，愫芳为他修补，加深
了他俩之间的感情。
耗子啃空了曾家大院致使曾家衰败，曾家大院门庭墙院倒塌。
老师把耗子写进《北京人》之中，可能和他的闹耗子有关。
还有四川盛产耗子，耗子成群，见了猫都不怕。
曹禺恨透了无孔不入、又无可奈何的耗子，把它们写入了剧本之中。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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