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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特02/03 北京人艺60周年·人艺精神

北京人艺建院60周年，表演艺术家蓝天野、副院长濮存昕解读“人艺精神”

艺术至上，戏大于天

■

解
读
核
心
理
念

第一次出现此标语，是
排演《天下第一楼》时。当
时导演夏淳、顾威带领演员
去前门体验生活，感受到饮
食行当对待工作的认真劲，
很快剧组衍生出这句话作
为格言，首次挂在了排练厅
里。曹禺在《论北京人艺演
剧学派》中总结“戏比天大”
的精神就是“艺术家们对戏
剧艺术痴迷热爱，锲而不
舍、精益求精的治艺精神”。

戏比天大
释义：梨园界的口号，比喻
戏剧艺术比性命还要重要。

1952 年北京人艺成立
不久，“四巨头”曹禺、焦菊
隐、欧阳山尊和赵起扬在
著名的“42 小时对谈”中提
到院风问题时，表示北京
人艺的风气要是“一棵菜”
精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剧院的每个演员是一个菜
帮，是独立的个体，只有所
有 菜 帮 紧 紧 抱 拢 在 一 起
时，才能组成一棵完美的
白菜。

一棵菜
释义：源自梨园界，指演出团
体聚合成整体的状态。

出自 1987 年院长曹禺
在纪念北京人艺建院三十
五周年时写的题字，其意深
远，已成为如今北京人艺最
核心的精神理念之一。这
八个字既是对北京人艺过
去成功之路的写照，也是对
北京人艺未来走向的期许。

龙马精神
骆驼坦步
释义：原词“龙马风神，骆驼
坦步”，前半句指对于戏剧
革新的追求，后半句指对于
艺术传统的坚守。

最早出自斯坦尼斯拉夫
斯基著作《演员的自我修
养》。这是斯坦尼斯拉夫斯
基从建设莫斯科艺术剧院的
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语录。在
人艺建院后，逐渐成为人艺
人倡导的精神。在这一精神
感召下，涌现了很多“黄金配
角”，甚至“黄金龙套”。

只有小演员
没有小角色
释义：无论角色是否重要，
演员都必须一视同仁，尊重
艺术。

文革后，北京人艺老院
长曹禺和副院长于是之等
为北京人艺发展提出的基
本方针。当时有一个新的
名 词 ，叫 做“ 新 时 期 的 话
剧”，因此，人艺的领导者提
出此口号，要求在培养演
员、新剧目以及理论系统上
同步进行。

出人出戏
出理论
释义：曹禺提出人艺发展的
基本方针，人才、剧目、理论
并重。

1951 年，焦菊隐指导排
演《龙须沟》，他根据“中国特
色”发展了斯坦尼斯拉夫斯
基理论，提出体验生活，写角
色自传，主张从学习角色外
在特征入手，从外到内，达到
形神合一，提出“心象说”。人
艺之后逐渐发展成“深厚的
生活基础，深刻的内心体验，
鲜明的人物形象”三句核心
理念。 （刘章春点评）

释义：焦菊隐提出的表演创
作理念，指角色在演员心中
呈现的视觉形象。

今天，北京人艺60岁。1952年6月12日夜，东城区史家胡同56号（今20号）院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代表北京市政府宣布北京人
民艺术剧院成立。60年过去了，北京人艺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已经远超过一座剧院的范畴。她汇聚和培养了一批中国最优秀的戏剧
人才，排演了一批反映中国生活、塑造典型人物的经典剧作，形成了具备民族特色与世界视角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更重要的是，她始
终传递着对艺术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精神核心，人艺终身院长曹禺称之为“艺术至上”。人艺的排练场里高悬着“戏比天大”的牌匾，在
这里，没有什么比艺术创造更重要。值此60年继往开来之时，本报采访北京人艺第一代表演艺术家蓝天野，北京人艺副院长、著名演员濮
存昕，北京人艺博物馆馆长刘章春，一起来解读人艺的传统，人艺的精神。从中也许我们可以体会到人艺60年来长盛不衰的经验所在。

■“明星粉丝”同题问答

1.你认为北京人艺精神是什么？
2.爱看北京人艺的哪部戏？
3.尊敬的北京人艺艺术家有哪些？
4.希望出演北京人艺哪个角色？
5.对北京人艺60周岁的祝福？

蓝天野 坚守提供真善美原则

濮存昕 人艺信条是“戏比天大”

60 年前，北京人艺组建
了强大的领导阵容，伟大的剧
作家曹禺、总导演焦菊隐还有
欧阳山尊和赵起扬，“四巨头”
们朝着建设莫斯科艺术剧院
的目标，一边摸索，一边带领
我们建设着北京人艺。我们
体验生活，提高个人修养，踏
踏实实地稳步向前走，这才让
剧院有了一定的基础，逐渐摸
索着正确的演剧之路。

我们培养演员，让演员知
道“戏比天大”；办学员班，灌
输大家学习“一棵菜”。一篇

《演员的道德观》，要大家懂得
什么叫做“德艺双馨”。焦菊
隐先生提出的“深刻的内心体
验，深厚的生活基础，鲜明的
人物形象”，这些风格和传统
都慢慢地继承下来，才形成了
北京人艺如今这座殿堂。但
即便是殿堂也有这样那样的

问题，也有敬业和不敬业之
分，良莠不齐是自然现象。

北京人艺到今天应该说，
已经是五世同堂了。60 年后
回顾以往，北京人艺从来没有
过不存在问题的时候。路是
坎坷的，但我们还有香火，虽
然这个香火并非几十年前的
那炷香，但它依然在延续。可
是在纪念 60 年的同时，我们
除了守住传统还应该做什么？

回想焦菊隐先生一生的
探索，就是为了人艺的演剧风
格，他的主张既大胆又创新，
这才有了北京人艺。而这些
思想精髓也引导着林兆华、李
六乙等人艺的后人们不断探
索。虽然这些探索也有争议，
但我们既不保守，也不封闭。
唯一要坚守的原则，那就是为
观众提供最好的精品，提供真
善美的东西。

24 年前，北京人艺第一
次到上海演出的时候，当时的
上海媒体写过一个标题：《人
艺的旗子打多久》。那时候整
个文化环境不像现在的市场
化，剧场演出也不多，他们提
出的质疑可以理解。

其实，人艺这些年有过大
起大落，但在 60 年的今天，我
们回望过去，很多东西还是继
承下来了。而且最值得珍惜，
最值得回味的，还是剧院这
股子精神气，或者说一种独
特的审美。比如演戏，“戏比
天大”“一棵菜”的精神还是
我们的核心理念，演员如果
在台上没有这样的追求，那
么我们又何谈创作和表演的
风范。

近些年《窝头会馆》就是
个好例子，我们这些人都受过
老前辈的熏陶和影响，如果没
有这种把菜帮菜心往一处包
的劲，戏就散，人也散。老前

辈说得好，“你会帮别人，别人
的戏也是你的。”其实这就是
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的人
艺精神。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市场
和通俗文化的泛娱乐时代，
这些都令剧院出现这样那样
的问题，可是我们的严谨还
在，制作品位也还在。我们
的 腕 儿 们 在 台 上 的 风 范 还
有，这都是天大、戏大，角色
至上的信条。

从哲学的眼光看，无论在
哪里，都会有问题。有些事不
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剧院体
制也好，机制也好，创作团队
也好，只拿前辈的经验说事不
客观，还要有发展的眼光。我
曾说过，张和平来了是在做最
后的斗争，这是果戈理的话。
不过我也不相信人艺没有未
来，我瞪着眼看，竖着耳听，尽
量以身作则。因为我们还有
量，还有努力的可能。

心象说

策划统筹：金秋 天蓝 顾问：蓝天野 童道明
封面题字：蓝天野
采写：新京报记者 天蓝 陈然 勾伊娜 孙琳琳 刘玮
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实习生 刘梦（除署名外）
版式制图：倪萍 赵斌 郭宇 资料提供：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特
刊
团
队

姜文

1.人艺是不可替代的！
2.《茶馆》。
3.我在中戏读书时，曾在

课堂演小品时模仿于是之先
生，模仿得很像，结果被老师
狠狠训斥：你可以欣赏一个演
员，但你不可以在创作中去模
仿他，那就没出息了。我开始
研究于是之先生为什么变成
一 个 令 我 和 大 家 欣 赏 的 演
员。他的出现和存在，是观众
和演员的幸福。这种人全世
界都很少，白兰度是，德尼罗
是，于是之先生也是。

4.我申请张和平院长什
么时候让我来人艺演戏！

5.人艺诞生六十年，我迷
人艺三十年。

葛优

1.让你们学去吧！
2.《茶馆》。
3.人艺有太多让我敬仰、

尊敬的老前辈和艺术家。比
如说于是之，那真是大师啊！
对他就是一个字：好！两个
字：好！好！一直说十个好都
不过，每个好字的后面都要加
上感叹号！

4.不敢演。1985 年左右，
我在人艺的一部戏里演一配
角，都是学着人家演。我在
演话剧这方面挺犯怵，所以
特别不敢演。

5.不敢建议。祝福人艺
的艺术家们身体健康！

胡军

1.中国戏剧的风范。
2.《狗儿爷涅槃》。
3.林兆华。
4.目前还没有想到。
5.弘扬传统且创新。

宋春丽

1.人艺云集了一大批让

人敬仰的艺术家，他们撑起了
“戏比天大”的精神大旗。

2.我是看着人艺的戏长
大的，其中《茶馆》给我留下了
极深的印象。

3.舒绣文老师表演上的
张力和细致都一直是我效仿
和潜心研究的。

4.人艺有很多经典角色
都想尝试，比如《骆驼祥子》中
的虎妞，《原野》中的焦母，《蔡
文姬》中的蔡文姬。

5.我们期盼看到人艺更
多的优秀剧目。

陈好

1.经典。
2.很多都很喜欢。比如

《雷雨》《茶馆》。
3.老一辈艺术家对艺术

的认真和追求都值得我尊敬。
4.如果有机会希望多复

排一些经典角色，我最喜欢演
《日出》中的陈白露这样的角
色，过瘾。

5.希望人艺能排出更多
更好的剧目。

郭晓冬

1.戏比天大。
2.《茶馆》。
3.朱旭。
4.角色无所谓，只要能和

人艺艺术家合作就很荣幸。
5.人艺已经是话剧人的

标杆，我会多看人艺的戏，站
在巨人肩膀上继续努力。

陈佩斯

1.沉重。
2.《茶馆》。
3.于是之、濮存昕
4.没有适合我的。因为

人艺几乎没 有 喜 剧 。 严 格
地说《喜剧的忧伤》也不是
喜剧。

5.还要继续背负沉重的
使命继续走下去。

6 月 12 日 建院大会
举行，吴晗副市长宣布
北京人艺成立，并宣布
曹禺为院长，焦菊隐、欧
阳山尊为副院长。

1 95 2

年

●■
60

年
大
事
记

7 月 28 日 首都剧场
交北京人艺管理使用。
9月24日《日出》在首都
剧场化妆连排，这是人
艺第一次使用该剧场。

1 95 6

年

●

2月 28 日 原北京人
艺副院长、总导演焦菊
隐先生因患肺癌在首
都(协和)医院辞世，终
年六十九岁。

1 97 5

年

●

3月5日 剧院领导班
子 调 整 ，曹 禺 担 任 院
长，于是之任第一副院
长，苏民、周瑞祥、林兆
华、林连昆任副院长。

1 98 7

年

●

6月19日 谭宗尧、
严燕生被任命为副
院长。本年夏天，剧
院领导决定在原食堂
的旧址上建小剧场。

1 99 3

年

●

11月23日 宣布张和
平为北京人民艺术剧
院 院 长 、党 委 副 书 记
职 务 ，免 去 梁 倩 副 院
长职务。

2 00 7

年

●

8月4日 《窝头会馆》
举行首次媒体见面会，
院长张和平推出任职人
艺后主抓的第一部作
品，强调坚持人艺精神。

2 00 9

年

●

1月10日 “北京
人艺荣誉编剧证书颁
发仪式”举行，万方、过
士行、刘恒、邹静之、何
冀平成首批荣誉编剧。

2 01 0

年

●

9月6日 举行北京人
艺荣誉证书颁发仪式，
分别授予莫言荣誉编
剧、陈薪伊荣誉导演、陈
道明荣誉演员的称号。

2 01 1

年

●

6月 12 日 北京人艺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
祝建院六十周年纪念
大会。

2 01 2

年

●

1952年建院时，时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赵起扬（左二）、院长曹禺（右一）、副院长焦菊隐（左一）、
欧阳山尊（左三）连续一周每天开会6小时，这幅油画表现的正是四人构想人艺蓝图的场面。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