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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一次版本附了一些备考性质和教学研究性质的注解。
做出这些注解，是企图使读者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部著作的一系列特点上，并且企
图表明，这本书里所提到的某条原理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导演和教学活动的各个不同阶段是怎样演
变着的；这本书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表演技术方面的一些最后的发现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等等。
　　本书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建立演员创作体系方面的宏伟意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它和第三卷有着有机的联系，因为第三卷是第二卷的直接继续。
第二卷和第三卷都为我们接受“体系”的中心部分一第四卷中所叙述的创造舞台形象等问题作好了准
备。
可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没有把第三卷和第四卷写完，因此这两卷书的出版，仅仅是把为这两卷书而
准备好的手稿材料发表出来。
　　《演员自我修养》第一部是“体系”方面惟一完成了的著作，是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亲自准备好
付印的。
这就使它具有特殊的价值意义。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20世纪初俄罗斯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继承了西欧和俄罗斯的现实主
义戏剧艺术传统、积累了他本人的表演和导演经验，并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作实践基础上创立的现
实主义演剧体系，也是世界上表演艺术理论中最具影响的理论体系。
　　本书为《演员自我修养》第1部，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代表作，是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体系的必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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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演员自我修养》体验创作过程中的自我修养序言引 言第一章 粗浅的表演
第二章 舞台艺术与舞台匠艺第三章 动作。
“假使”，“规定情境”第四章 想象第五章 舞台注意第六章 肌肉松弛第七章 单位与任务第八章 真实
感与信念第九章 情绪记忆第十章 交流第十一章 适应及演员的其他元素、资质、能力和才干第十二章 
心理生活动力第十三章 心理生活动力意向的线第十四章 内部舞台自我感觉第十五章 最高任务一贯串
动作第十六章 演员舞台自我感觉中的下意识附景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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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可见，”阿尔卡其·尼古拉耶维奇说，“只要你用内心视线看到熟识的环境，你便感到这种环
境的气氛，于是和动作地点有关的熟悉的思想便立刻在你心里活跃起来了。
从思想上产生了情感和体验，接踵而来的就是内心的动作欲求。
　　“当你们想起对付疯子的那个习作时，你们用内心视线看见了什么？
”阿尔卡其·尼古拉耶维奇问全体学生。
　　“我看见马洛列特柯娃的住宅和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在客厅里，人们正在跳舞，在饭厅里，人们
正在吃晚饭。
多么愉快，温暖，欢乐！
可是在那大门口的台阶上，却有一个身躯高大、面容憔悴的人，胡子乱蓬蓬的，拖着病人的拖鞋，穿
着睡衣，一副受冻挨饿的样子。
”苏斯托夫说。
　　“难道你只看见这个习作的开头部分吗？
”阿尔卡其·尼古拉耶维奇对沉默了下来的苏斯托夫问道。
　　“不，我还看见衣橱，就是我们把它抬去堵门的那个衣橱。
我还记得，我怎样在想象中给疯子从那里逃出来的那个医院打电话。
”　　“你还看见什么呢？
”　　“说实在话，再没有别的什么了。
”　　“不好！
因为用这样一些细小而琐碎的视象的素材，是不可能给这整个习作创造出一系列不断的视象的。
该怎么办呢？
”　　“应该虚构，补充所缺少的东西，”苏斯托夫提议。
　　“是的，就是要补充！
凡是在作者、导演和演出的其他创作者没有把演员进行创作时所必需知道的一切都表达出来的情况下
，永远都应该补充。
　　“首先，我们需要习作所依据的‘规定情境’的不断的线，其次，我再重说一遍，我们需要跟这
些规定情境有关的一系列不断的视象。
简单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普通的、而是插画式的规定情境的不断的线，所以永远要好好地记住：你
们在舞台上的每一个瞬间，在剧本及其情节的外在或内在发展的每一个瞬间，演员或者是必须看见在
他的身外，在舞台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导演、美术设计和演出的其他创作者所创造的外在的规定情
境）；或者是必须看见在心里，在演员自己的想象中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明角色生活的规定情境
的那些视象。
这一切瞬间，一会儿在我们身外，一会儿在我们心里，形成了视象的内在和外在瞬间的不断的线，就
像影片似的。
创作延续下去的时候，这种影片也就不断地伸展，在我们内心视觉的银幕上反映出插画式的角色规定
情境；演员，角色的扮演者，在舞台上应该是诚心诚意、勤勤恳恳地生活在这些规定情境里的。
　　“这些视象在你心里造成相应的情绪。
它会影响你的心灵，并激起相应的体验。
　　“不断地去观看内心视象的影片，一方面可以把你约制在剧本生活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可以经
常而正确地指引你的创作。
　　“现在就来谈谈内心视象。
内心视象是我们在自己心里感觉到的，这种说法正确不正确呢？
我们具有一种能力，能看见事实上并不存在、只能由我们想象出来的东西。
来检验我们的这种能力并不困难。
就拿枝形挂灯来说吧。
它是在我身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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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存在的，它存在于物质世界之中。
我把‘我的眼睛的触角’——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伸到挂灯上去，我便看到和感觉到它。
现在我把目光从挂灯那里引开去，把眼睛闭起来，我要重新看到它——在想象中，‘在回忆中’看到
它。
为了这，必须把‘我的眼睛的触角’收回到自己心里来，然后再从心里把这触角伸到一种假想的、在
我们演员行话里叫做‘我们内心视觉的银幕’那上面去，而不是伸到实物上去。
　　“这个银幕究竟在什么地方，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是在什么地方感觉到它的——是在自己心里呢
，还是在自己身外？
照我自己的感觉，这个银幕似乎是在我身外的什么地方，是在我面前的一个空空洞洞的空间里。
影片似乎就在我心里放映着，但我看到它却是在我的身外映现出来。
　　为求彻底明白起见，我换几句话，用另一种形式把这问题再谈一下。
　　我们的视象从我们的内心，从我们的想象中、记忆中迸发出来之后，就无形地重现在我们的身外
，供我们观看。
不过对于这些来自内心的假想对象，我们不是用外在的眼睛，而是用内心的眼睛（视觉）去观看的。
　　在听觉方面，情形也是这样。
对于假想的声音，我们不是用外在的耳朵，而是用内心的听觉去听的，不过，在大多数场合，我们感
觉到这些声音的来源不是在自己心里，而是在自己身外。
　　“可以换一句话来说明这个道理：假想的对象和形象虽然是在我们身外现出来，却都是先从我们
的内心，从我们的想象中和记忆中迸发出来的。
我们就用实例把这一切检验一下。
”　　“那兹瓦诺夫！
”阿尔卡其·尼古拉耶维奇对我说，“你还记得我在×城的演讲吗？
你现在还看得见我们两人在上面坐过的那座小讲台吗？
现在你是否在你的心里或是在你的身外感觉到这些视觉形象呢？
”　　“我觉得这些视觉形象在我的身外，正和当时的实际情形一样，”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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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演员自我修养》(第1部)是"体系"方面惟一完成了的著作，是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亲自准备好付印的
。
这就使它具有特殊的价值意义。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20世纪初俄罗斯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继承了西欧和俄罗斯的现实主义戏
剧艺术传统、积累了他本人的表演和导演经验，并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作实践基础上创立的现实主
义演剧体系，也是世界上表演艺术理论中最具影响的理论体系。
 《演员自我修养》(第1部)为《演员自我修养》第1部，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代表作，是研究斯
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必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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