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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很多时候人们都会把播音和表演分开进行谈论,认为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差别很大不能互通,如若通了,就变成了“啥也不像”。

比如有部分播音生认为,朗诵夹杂表演成分后,只会让观众感觉朗诵有形无神,缺乏感情,没有了灵魂。亦或者是部分表演生认为的：播音只有对

稿件停连重音的处理、节奏变化这类一板一眼的要求,缺少再创作者对台词真实的身体经历和情感体验,使台词听上去好像起承转合、抑扬顿挫,

很精彩、很有感情的样子,却怎么也无法真正的触动观众的心灵,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就像是在无病呻吟。实际上,无论是播音的朗诵还是表演

的台词都是有声语言,那他们就是互通的：朗诵因为表演的细腻情感让观众更受感染,台词又因为播音的规范发声而让观众听得清晰,正确的传

情达意了。所以,在这篇文章里,我会详细的说说为什么播音里面要包含表演的成分,以及播音和表演应该如何互通。 

[关键词] 播音；表演；关系 

 

1 为什么播音里面要包含表演的成分 

1.1背景环境 

现在的“艺考热”让许多有颜有戏、多才多艺的孩子们踏上了艺考这

条路,几乎所有的艺考培训老师都会要求学生们“播编表”三门学科一起

学。很多人对此感到很奇怪,但他们给出这些孩子们的理由让人无法拒绝：

播音打好发声基础,表演丰富人物内心,编导详细构思情节,三者相互联系

才能学的更好。与此同时,在这样三门学科相辅相成的基础上,有很多培训

机构专设了“播表”班,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三个专业面前,播音和表演的关

联性又更大,因为他们同属于有声语言,同是文字的再度创作,所以播音表

演一直以来其实都是“一家亲”。 

1.2现实要求 

现当今,无论是从事什么专业,拥有相对更符合大众审美的长相、身

高、体重等条件的人,都能更快的在本领域或其擅长的领域发展,在这一点

上,播音和表演首次达成了共识。帕西•罗登伯格说了一句话：“好的台词

使观众在看演出时不会关注这个演员的声音,而是被台词中的内容和情感

吸引。”而播音表演同为有声语言,都需要通过良好的发音发声去传情达意,

向观众表述发声者的思想情感。所以,无论是播音的朗诵也好还是表演的

台词也罢,都需要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发声,这一点上两者再次形成了

共识。 

1.3语言表达 

都说“留的下来的才是 好的”,播音和表演中都有许多“留下来的

经典”,比如艺考播音里被大家朗诵得快要“审美疲劳”的经典稿件：情

绪激昂的«荆苛刺秦王»、名垂千古的«青衣»,表演中倒背如流的台词：电

影«前任攻略»里“我就 后问一句!爱过~”、诗歌«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里

“我的心,像一只风筝!”、寓言故事«一头绝顶聪明的猪»里“我是这个图

书馆里 聪明的人了”等等。这些稿子越多的被大家运用就越发会有每个

人不同喜好之间的区别对比,也就越考验朗诵表演者的技术功底。 

比如我自己艺考时就是用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篇散文作为我的

表演台词,考试过程中意外发现一个女孩也用的这篇稿子,就在旁边听了

一会儿,可是,不管怎么听,甚至将自己脑中的画面带入,都不能让我感觉

到她情绪的饱满,获得相对应的视像感。后来和她交谈时她告诉我：同样

是这篇稿子,她是以播音的朗诵形式去表达的,不能太过于注意感情,要不

然就偏向表演了。 

对此我感到十分奇怪,难道说播音里面没有对于远近距离区别的表达,

没有对于高低大小之分的表达吗？不管是播音还是表演,我们都会通过声

音的大小强弱,虚实结合表现当时发生的场景,只是在表演中,“你是故事

发生者,是主角”,而播音是“你在现场看完了所有的来龙去脉”,播音相

对更客观冷静,表演相对更情绪饱满而已。 

但总是有人会刻意地去强调稿子的外部语气或语调,甚至通过表情和

刻意的身体动作来辅助完成台词情感的表达,做表情、皱眉、设计身体动

作等比比皆是,可这不但不能帮助情感表达,反而会让稿子的情感显得浅

显、造作,失去了情感 真挚的力量表现。这一方面,播音和表演又可以相

互交叉使用。 

2 表演中有哪些特质适合带入播音 

2.1表演的特质之“想象” 

一个优秀的演员必须具备理解力、想象力、表现力三种专业素质,而

其中,想象力 为重要。黑格尔说：“对艺术家来说, 杰出的艺术本领就

是想象”。放到我们的专业学习来说,不管是播音还是表演,我们都需要想

象。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可是人的寿命毕竟有限,我们如何在有限的寿命

中去展现我们无穷的文化,其实都靠想象。 

没有想象,我们如何在新兴的21世纪,面对著名的《荆轲刺秦王》稿件,

做到“我就在”或者“我就是”？只要科学还一天没有发达到可以穿越回

几千年前,就不可能真实的让你亲身经历。那没有亲身经历,我们又怎么能

去将文章表达出来？ 

拿《荆轲刺秦王》文中极简的一句“太子丹恐惧”来举例。“喜、怒、

哀、乐、忧、惧、恐”是我们常说的人的七种情感。而这短短五个字就包

含了两种情感：恐和惧。可怕的是,“太子丹”三个字还只是一个人的名

字。于是,在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表达？虽然这句话是旁白部

分,太子丹后面也会有很长的语言表述,可以去充分展示他的恐和惧,但我

们不能放弃旁白部分的情感,如果完全放弃了,就会导致前一句话平白无

奇,后一句话又感情特别饱满的情况发生,会让观众感觉跳戏。 

那我们如何念一个名字,既不夸张让人感觉这句是太子丹说的话,

又可以表现出他的恐和惧。除了我们播音里在语气节奏上面更加紧凑,

就是需要表演的想象了,想象自己在恐和惧的情况下会做什么,那个时

候自己的喉头是不是高高提起,全身紧绷,而对于发声者自己而言,那个

时候说话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声状态？当这些都想到了之后,我们说

出的这句话就能使太子丹接下来的动作和语言得到充实和深化。这,才

是精髓。 

演员在舞台上也是如此,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想象的结果。先要在编

剧创造出来虚构的情境中思考,这个人做什么算是合理的行动,再感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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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血有肉的舞台人物形象,想出他长什么样,身高,体重等等, 后通过丰

富的内心体验,将其所想象的人物带入生活并表现出来,使情境、人物、故

事等变得具体和丰富。只有这样,演员才能“情动于衷”,他们的表演才能

“容动而神随,形现而神开”。 

所以说,朗诵和台词都需要想象,只是朗诵偏向神似,追求“我就在”,

更抽象,而表演贴近真实,追求“我就是”,更具象。而想象就是一切艺术

的根基,没有想象就没有艺术的生命和灵魂。同时,想象的本身也就是一种

创造,一种对我们专业而言,将一度创造的语言文字变成二度创造的有声

语言的一种特别的创造。 

2.2表演的特质之“信念与真实” 

“真实”在表演艺术中是 重要的东西,演员的作用就是把虚构的艺

术创作成真实的艺术。有人会说,表演是注重“我就是”,那坚定自己是剧

中人物有信念无可厚非,播音注重“我就在”,为什么还要坚持信念？ 

表演中的“信念”主要是指演员对假定情境的相信程度。信念感强才

会刺激演员排除创作环境带给他的各方面干扰,使下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合

情合理。播音当中也需要这样的信念,只是他信念的角度不一样而已。 

比如我们在进行广播剧的创造当中,同学们经常会觉得非常尴尬而跳

戏,其实,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也应该把自己带入创作环境去听、去看、去

感受,只有当我们自己有了信念,将自己带入到这个环境里面的时候,才能

够做出正确的表达。 

举个例子,不久前录过一个广播剧,其中一个只有一句台词的片段让

我印象十分深刻。它是整个故事当中一个承接性的小片段,大致内容就是

角色三割腕自杀了,角色一发现的时候受到惊吓喊了角色三的名字。台词

十分简单,就只有两个字,可是如何在广播剧里,只通过声音就表现出这个

背景环境以及角色一的受惊吓程度,这就需要我们的信念了。 

在想象出大致的背景环境之后,我们将自己带入其中,坚信自己是

剧中的某一人物,然后通过剧中人物的角色定位和自己生活当中的角色

相重合,来让自己下意识的反应接下来做什么,是心中暗自叫好,还是惊

吓着想要去救他,或者是其他的种种情绪。我们只有对他有一个定位,并

且坚信这件事情是真实发生的之后,才能够使自己表现出 真实的想

法：屏住呼吸,手上的东西掉落后刺激了一下回过神,吐出一口气,然后

大喊角色三的名字,与此同时,在喊名字的时候,把空间感距离感做到,

这才是语境中真实的台词表现。要做到这样,只有“真听、真看、真感

受”,坚定信念,才能够自然、真实,让听众情景再现,能跟着播音人的思

维一起跌宕起伏。 

2.3想象力与信念感的培养 

这要求我们既要了解文学体裁和表达样式,知道创作者的创作意图

和表达特点,还要保持真诚的内心和高尚的品德,重视自身的道德情操

和个人修养,用丰富的文艺修养、生活素材的积累进行文化素养和艺术

素养的提升。只有这样,播音人才能更好地驾驭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风

格的作品。 

3 播音中表演成分的把控 

播音人对于朗诵可以进行一定自我的改造,但我们在进行改造时,应

该清楚可改变的“度”在哪里,切不可东施效颦,啥也不像。毕竟各类不同

的有声语言有不同的魅力,不然,前辈们也没必要将其区分开来谈,但同时

我们又可以在各类有声语言中相互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留

下来的才是 好的。 

朗诵,说到底还是播音的一部分,是播音在舞台上的 高表现。历届大

型朗诵比赛广受关注,不是因为学习播音专业的人很多,而是喜欢并享受

这门艺术的人很多。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爱其实又和美术一样：画的

值钱与否在于你是否和画作心灵相通,在看到画作的时候和画作者的思想

是否形成共鸣。播音的朗诵也就是如此。人们享受朗诵者或低沉或纯粹的

嗓音、圆润清楚的发声、饱满激昂的情绪等等,他们能在朗诵者的表达里

听出自己的思考。 

那么,我们如何能使自己的表达为他人所理解呐？我想, 看重也是

基础的就是我们的基本功了：停连重音的处理,节奏的快慢变化、语调

的高低起伏等等。尽管朗诵中情感也很重要,并且以情感定成败。但基本

功把握好才能够表达出文章的内容,在这基础上加上情感才能真正的升

华。如果基本功不好,连话都说不清楚,只是一昧地用技巧去填补,企图观

众通过朗诵者的表情和动作识别出你想表达的思想,那是不可能的,与此

同时,在舞台上张不开嘴又动作夸张,那就和作秀无差了。 

后想说,相比于朗诵技巧,内在素养更需要我们播音人努力去提升。

试想,如果每个人的作品都一样,那再优秀也只是复制品罢了,缺少其本身

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人文思考。所以,我们在将播音和表演融合去处理稿件

时,一定要融入自己内心的情感,有自己的思考理解和语言表达风格,这样

才能更好地在精神上感染受众,在思想上传递情感、间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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