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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纵观中国话剧的发展历程，校园戏剧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它源源不断地为我国话剧

事业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新鲜血液。经典戏剧作品是校园戏剧的主要演出内容，如何广泛、有质量地对

经典文学作品进行创排一直是校园戏剧关注的重点。《晚安，妈妈》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西方戏剧作品，

本文将从演出空间的多样性、观演关系的亲密性、舞台的写意性三个角度进行分析，总结编排戏剧实

践活动中遇到的具体情况，为其他高校小剧场创排西方经典戏剧提供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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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安，妈妈》的写作背景及演出

现状
《晚安，妈妈》是美国当代女作家玛莎·诺玛的

作品，作品中反映的社会现实以及体现的精神内涵具

有现代意义，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一）写作背景

20 世纪 60 年代初，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兴起，

更多女性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开始反抗父权社会

的压迫，玛莎·诺曼也受到该运动的影响，开始站在

底层妇女的角度，描写她们的艰苦生活，表达对性别

歧视的不满。她关注弱者的生存困境，创作主题涉及

“异化、孤独、自由意志、死亡、认识状况和身份认

同”等关键词。在《晚安，妈妈》中，她通过对两个“小

人物”的塑造，表达出对“生命意义”这一哲学问题

的思考，挖掘女性摆脱父权社会禁锢、寻求自我价值

的可能性。

（二）《晚安，妈妈》的戏剧特点

在戏剧结构上，《晚安，妈妈》这一作品严守西

方话剧“三一律”的原则，按照开端、发展、高潮、

结尾的顺序安排情节，将故事发展和人物情感态度变

化，完整地呈现在舞台上，步步推进，将外在冲突与

人物内心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紧张、激烈的戏剧

氛围。在戏剧语言上，剧作通过高度个性化的语言、

丰富的潜台词以及生动的情节语言塑造人物的身份、

性格，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表达人物的思想情感。

在叙事视角上，《晚安，妈妈》采用内聚焦的方式，

直接展示母女的行为、语言，使观众能够更加亲近角

色，站在角色的立场上，思考角色的处境与心情。

（三）国内外演出现状

《晚安，妈妈》是玛莎·诺曼上演时间最长的剧目。

它于 1979 年在百老汇首演，大获成功；于 1983 年斩获

普利策文学奖，随后便成为百老汇的经典保留剧目。时

至今日，《晚安，妈妈》已在百老汇上演三百余场，饱

受好评。而在国内，《晚安，妈妈》也先后在东方先锋

剧场、广东演艺中心大剧院、鼓楼西剧场等多个剧场进

行演出，引发讨论。目前许多高校也关注到《晚安，妈

妈》这一作品，西南大学、武汉大学均在校内进行演出，

其他学校则是以朗读会的形式来呈现和推广该剧目。

二、高校小剧场话剧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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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戏剧是我国话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

国话剧事业的发展提供实践经验，促进我国话剧事业

的创新与发展。作为校园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

小剧场话剧在艺术形式、作品内容等方面大胆创新，

在实践的过程中也因其演出环境“小”而“空”，观

演群体为高校学生等特点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

（一）演出空间的多样性

戏剧导演彼得·布鲁克曾说：“我可以选取任何

一个空间，称它为空荡荡的舞台。一个人在别人的注

视下走过这个空间，就足以构成一幕戏剧了。”由此

可见，小剧场戏剧的演出空间具有多样性与不确定性，

任何场地都具有成为小剧场的可能性。舞台设计者通

过多种方式，改变舞台空间以达到推倒“第四面墙”

的目的，缩短物理距离，模糊舞台边界感，使观众和

演员处于同一戏剧空间内，让观众直观地感受自己与

舞台的紧密关系。

高校小剧场话剧大胆地在演出空间上进行实践创

新。各种各样的舞台布局出现在高校小剧场，如中心

式、开放式、混合式和围绕式。高校小剧场在复杂多

样的演出空间内，不断探寻着新的美学原则。

（二）观演关系的亲密性

小剧场中，演员情感的表达与传递便更加容易。

演员的一举一动都更加鲜明，细微的情感表达都清晰

地展现在观众眼前。物理距离的拉近会使观、演双方

之间更容易产生亲密感，在“小”空间内，演员与观

众之间的情感碰撞也会比在大剧院中更加激烈。

小剧场特殊的空间使观众的观演状态更清晰地展

现在演员面前，也使演员的演出心理更易受到影响。

彼得·布鲁克曾在一所大学进行实验，实验显示当观

众产生厌烦感时，朗读者感受到观众的消极情绪，也

会变得慌张；反之，当观众投入时，表演氛围也会变

得浓厚起来。正如阿·波波夫在《论演出的艺术完整性》

中提到的那样“观众到来时，他将以自己的态度，以

他自己的合作式的参与、肯定这台戏或是把它破坏”。

与一般的小剧场演出相比，高校小剧场更容易在

观众和演员之间产生亲密感。高校小剧场的演员和观

众是处于同一年龄阶段的学生，他们的思维方式、理

解能力、生活经验、情感态度相对一致，这有利于观、

演双方在演出过程中产生心灵上的交流，使观众进入

演员的情感空间和心理空间。高校小剧场在演出中应

注意作品的互动性，构建更亲密、更灵活的观演关系。

（三）写意风格

写意风格在高校小剧场内的广泛运用，给高校话

剧团体进行大胆的艺术设计与创造提供机会。相较于

写实风格，写意风格更加自由潇洒，注重描绘神形。

写意风格体现在“小而空”的舞台上。程铭认为“小

剧场戏剧中写意的空间是极简的空间。”舞台布置简

单朴实，讲求少而精，更加注重演员的“演”，并通

过演员的“演”来塑造场景，常形成一种“景随人动”

的效果。舞台的留白使表演空间突破了时空的限制，

舞台空间得到延伸，演员的表演也更加自由，为观众

留下想象的空间。

小剧场的写意风格还体现在演员“虚假”的表演

中。中国戏曲中“三五步走遍天下，七八人百万雄

兵”“咫尺地五湖四海，几更时万古千秋”的表演方式，

在小剧场中也有体现。演员脱离逼真景物的束缚，通

过表现艺术形象的形态、神态、精神实质来塑造人物、

凭空构建景物。

三、《晚安，妈妈》在高校小剧场的创

排探索
根据高校小剧场的话剧艺术特色，我们着重从解

构舞台、观演关系、写意性的运用这三个角度创排《晚

安，妈妈》。

（一）舞台的解构

在《晚安，妈妈》中有一段经典的台词：

“妈妈，我知道以前你老坐公共汽车。公共汽车

又热、又颠、又挤、又吵，世上你最想摆脱的就是这

种状况，而你不下车的原因就是离你要去的地方还很

远。而我，我马上就能下，因为我再坐五十年，到达

的还是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什么时候想下就下，只

要坐够了，那就是到站了。我现在已经坐够了。”

针对上述台词，我们抓住“公共汽车”这一元素，

对舞台进行设计。按照公共汽车车厢的结构设计小剧场，

舞台在剧场中心，观众围绕在舞台左、右、后三面，暗

示观众也是人生旅途中的一员。杰茜将人生视为一趟行

程，人们坐在“公共汽车”上，通往各自的站点，杰茜

和母亲作为这趟公共汽车上的两位乘客，在这趟“人生

的公共汽车”上与其他乘客一起，演绎自己的人生。

在设置观众席时，我们将观众席搭得高出舞台，

使观众以俯视的角度观看演出，突出母女俩低微的社

会地位，让观众更好地感受母女二人的弱小、处境的

艰难，以及当时社会对底层人物的歧视与不公，增强

作品的宿命感。

（二）对观众的设计

演员向观众输出情感、故事的同时，也需要观众

融入故事，理解其中的情感，与演员一同入戏。杰茜

第一次提出自杀计划后，母女二人的谈话逐步深入，

二人生活的不易与艰辛都浮出水面。杰茜与母亲不再

是面对面的交流，而是分坐在沙发两侧，以倾诉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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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向周围的观众叙事，拉近观众与演员之间的心理距

离，使观众更容易沉浸到戏剧故事里。

“这只是一种病，不是天意。癫痫就是癫痫，不

意味着什么。”

这段台词后，作品进入情绪高潮。我们设计让演

员分别走进左右两侧的观众席，进行演出。缩短观众

与一侧演员之间的距离，使观众能够清楚地看到、感

受到演员颤抖的身体、崩溃的情绪。同时，演员站在

观众席中面对面交流，给观众一种演员是在向自己倾

吐的感觉，使观众的情绪被充分带动起来，在心灵上

与演员共鸣。

（三）写意性的运用

通过灯光和音乐体现舞台的写意性。为了展示母

亲在这个家中的无助与寂寞，我们关注母亲的台词：

“晚上坐在这儿，看着你们俩轮流抽风，就像两

个灯泡似的这个亮了那个暗了。”

两束顶光代表过去的杰茜父女，以灯光的明暗体

现父女二人的状态。将环境灯熄灭，只留一盏灯照亮

孤身站在厨房角落里的母亲，看着远处两束依偎在一

起的顶光，忽明忽暗，母亲沉默地干着手头的活，无

人问津，体现家庭氛围的荒唐与压抑。父亲死亡后，

代表父亲的灯光逐渐熄灭，母亲走到父亲曾经的位置

上，灯光重新亮起，母亲成为“父亲”角色的继承者，

成为家庭的守护者。整个过程通过灯光的设计展现出

母亲经历的荒唐与孤独，解释母亲对生活麻木的原因，

也暗示了母亲是父权社会的帮凶。

在音乐方面，我们设计以钟声暗示时间的流逝以及

杰茜对四位男性角色的失望。作品中提到了儿子、哥哥、

丈夫、父亲四位男性角色，他们是导致杰茜悲剧命运的

关键因素。在母女二人的交谈中，杰茜对四位男性的失

望依次展现出来，钟声分别在说完这些台词后敲响：

“他拿走的两个戒指是我仅有的值钱东西，现在

他又打起别人的注意了，好像要把世界上所有东西都

据为己有似的。我希望他们把他送进监狱里去，要是

我知道他在哪儿，我就把他交出去。”

“可他们还是把它打开了，他们看见了上面的小

玫瑰花”

“你不爱他，我很难过，我是说为你难过。他好

像是个挺不错的人。”

“我从来就不是他想要的那种人，所以他要离开

我，那样更好。”

沉闷的钟声既与杰茜悲伤的情绪相照应，又暗示了

杰茜自杀的原因，每一声钟声的响起，都意味着杰茜对

一个人绝望，四次钟声后，杰茜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理

由。同时，钟声也能吸引观众关注时间，使观众感受到

时间的流逝，在无形中产生压迫感。

四、结语
戏剧是一门融合了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多

种要素的综合性艺术，它不断发掘着人的精神价值，

有利于培养人文精神，能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

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通过

对《晚安妈妈》这部戏的创排，我们不断挖掘当代校

园戏剧舞台艺术，为高校小剧场的话剧舞台带来更多

的艺术可能性，为西方经典戏剧带来新形式和新生命。

参考文献：

[1] 童道明编 . 世界经典戏剧全集 20 美国卷下 [M].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12.

[2] 余 秋 雨 . 观 众 心 理 学 [M].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2005.07.

[3] 廖奔 . 东西方戏剧的对峙与解构 [M]. 上海辞

书出版社 ,2007.06.

[4] 陈莉莎 . 玛莎·诺曼研究述评 [J]. 新西部 ,2004,

 (3):19-30.

[5] 布鲁克 . 空的空间 [M]. 邢历等 , 译 . 中国戏剧

出版社 ,1988.08.

[6] 程铭 . 小剧场戏剧中写意性探讨 [J]. 戏剧之

家 ,2017,(04):13-14.

[7] 周珉佳 . 中国当代小剧场话剧的文学性与剧场

性 [D]. 吉林大学 ,2015.

[8] 李湉孟 . 中国当代小剧场校园话剧艺术研究

[D]. 四川师范大学 ,2018.

[9] 张华 . 独幕剧文本的叙事研究 [D]. 山西师范大

学 ,2019.

[10] 叶佩羚 . 论中国大陆小剧场戏剧中的观演关

系 [D]. 南京师范大学 ,2016.

[11] 高敏 . 剧场性思维下的中国话剧观众研究 [D].

云南艺术学院 ,2016.

[12] 肖伊谷 . 介入美学与当代戏剧艺术实践——

兼论“浸没式”戏剧艺术形式的美学效应 [J]. 社会科

学动态 ,2019,(05):41-45.

[13] 许梦雪 . 小剧场戏剧的空间流动性 [J]. 齐齐

哈尔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12):99-103.

[14] 何聪 . 戏剧导演元素的综合运用 [D]. 吉林艺

术学院 ,2020.

[15] 同飞 . 兼顾互动与体验——沉浸式戏剧表演

形式的研究 [J]. 文化产业 ,2022,(13):43-45.

（责任编辑  张敬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