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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众心目中，山东省话剧院的张林是既能担纲历史大戏又能演得了讽刺幽默剧的全能青年演员，又是经常在影视剧中中露脸的明
星，同时还是电视主持人和影视剧导演。2月24日，张林在排练大型历史话剧《兵·道》的间隙，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对自己的多触角延伸，
他认为艺术是相通的，万变不离其宗，但话剧是他的最爱，在他眼中话剧艺术魅力无穷。

山东省话剧院演员，先后参与演出了《雷雨》
《脊梁》《客厅里的白鲨》《大商无算》《严复》《孔子》
等多部话剧，《大染坊续》《丝绸之路传奇》《琅琊
榜》《神探狄仁杰之琼花金人案》等电视剧。先后获
得全国戏剧文化奖金狮表演奖，第十届中国艺术
节优秀表演奖，山东省第四届国际小剧场话剧节
最佳男演员奖等，2016年，被评为齐鲁文化英才。

“全能”青年演员张林：

话话剧剧是是最最酣酣畅畅淋淋漓漓的的艺艺术术
本报记者 师文静
实习生 王潇珩

出演近代著名思想家
在压力中磨砺

1 9 8 3年出生的张林，
已在省话工作了十年。谈
到对自己提升和磨练最大
的戏，张林说是大型历史
题材话剧《严复》。2013年，
话剧《严复》搬上舞台，并
且参加了当年第十届中国
艺术节评选。当时还是话
剧院新生代演员的他出演
剧中的严复，“这部戏排练
时间很紧张，人物又难以
把握，给我的压力非常大，
但也最磨练人。”

张林说，《严复》整部
剧时长两个多小时，因出
演严复，他在台上的时间
也超过2小时，但时长不是
最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
是一个年轻演员如何去诠
释那个历史和时代背景下
的重要人物。张林不仅要
魔鬼训练般地背下满满30
页台词，还要学习晚清历
史，通过了解这段历史去
琢磨和挖掘严复的性格和
思想理念。

张林说，严复学贯中西，
是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
国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
有着重要地位，要拿捏严复
的性格，需要把自己放在他
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位置上，
否则根本抓不住人物的灵
魂。

张林给观众呈现了一
个真实、自然、有历史感的
严复，而不是一个呆板的
历史人物。由此，话剧《严
复》登上第十届中国艺术
节的舞台，获得了大量观
众赞誉，并取得了很不错
的成绩。

沉浸于话剧魅力中
好演员不会限制角色

虽然《严复》搬上舞台
时，张林已在话剧院工作
了几年，但8 0后的他能够
在历史大戏中塑造一个年
龄跨度很大的人物，还是
受到了关注。张林说，一个
好演员是不会给自己人为
设置角色限制的，什么角
色都能突破才是演员的职
责。

在张林演出的话剧中，
无论是严复还是《大商无算》
中的艾隆标，或者《大兵无
战》中的孙子都属于历史人
物，在都市题材剧《隐婚男

女》和幽默喜剧《莫须有》中，
现代人物他也能很好地驾
驭。张林说，随着年龄和阅历
的增长，人生积累的不断沉
淀，自己对很多事情的理解
也更加深入，对塑造不同的
人物很有帮助。“现在再让我
演严复的话，相信我又会有
不同的理解。”

张林称，他一直在探索
和琢磨话剧表演，其中的思
考和习得会在新剧中不断呈
现出来。“演话剧就是要一直
探索，一直进行新的创造，绝
不是一个重复的工作。即便
是剧中人物类型一样，但是
每个角色都会有不一样的细
节和表现，需要演员不断地
挖掘自己的内在潜力，这是
一个很有意思又充满魅力的
职业。”

2012年，张林获得中国
话剧金狮表演奖，2013年，获
十艺节优秀表演奖。2016年，
张林成为“齐鲁文化英才”，
张林说对他这样一个相对年
轻的演员来说，这是莫大荣
誉和鼓励。

不管从事啥艺术门类
话剧是最爱的那一个

除了在话剧上深耕，这
些年来张林还参演了不少影
视剧，在《神探狄仁杰之琼花
金人案》中饰演狄虎；在《战
火大金脉》中饰演李火；在

《小小飞虎队》中饰演假彭亮
等，还客串了电视剧《琅琊
榜》中的黄衫人。这两年，他
开始做导演，拍摄了《老黄》
等电影及《两个女人的战争》
等栏目剧，从更大的视野和
角度来体验不同的艺术门
类，甚至还担任过一段时间
的《道德与法治》主持人。

张林认为，艺术是相通
的，无论是做主持人或者导
演，都能从演员的经历和积
累中汲取一些养分，但无论
做什么，对他而言最重要的
仍然是“自己是一个话剧演
员”。

“做话剧演员在舞台上
表演要收放自如，也要自由
调动肢体语言尽力展示角色
魅力；做节目主持人，则要求
语言和面目表情都得收着点
儿；而导演则是一个需要高
度理性控制的工作，既要从
演员，又要从导演的角度去
考虑问题，需要对剧有宏观
的把握。”张林从这些工作中
也获得了不同的感受与体
验。“如果说做主持、演影视
剧需要我呈现五成温度的
话，那么做话剧演员就需要
呈现八成的温度和艺术感染

力。”张林说，在镜头面前，演
员不能过于自由，因为它的
画面就那么大，需要约束自
己的表演，而话剧则是酣畅
淋漓的，甚至有时候有着能
让观众沸腾的感染力。“话剧
没有重来的机会，它是表演
行当的基础，也更考验基本
功，要经得起推敲。上了话剧
舞台，两个多小时，都是自己
的时间，这种过瘾是拍电视
剧无法比的。”

对于张林来说，从话剧
演出中得到的经验和方法，
运用到其他工作中，能让自
己更加综合地发展，“当然，
干不同的行当也会对我有不
同的启发。”张林认为，做演
员的都应该在话剧舞台上磨
练一下，探索更深入的表演
方式。

话剧离观众最近
看了才知道它的魅力

作为演员，张林非常
喜欢看话剧，希望能从一
些不同风格的导演和演员
身上学习不同的东西。“不
同风格的话剧，无论是商
业的，还是实验性质的，大
题材话剧，我都会看。省话
请过国内很多知名大导演
来排练戏，他们对话剧艺
术的不同理解和深入研究
让 我 受 益 匪 浅 。”张 林 认
为，话剧最好的状态是百
花争鸣，为观众提供不同
艺术风格的作品。

在很多普通人眼中，去
看场话剧似乎是品位的象
征，简直是太有追求了。张林
极力地反对这种看法，“非常
不准确。千万别以为话剧是
高高在上，不接地气的。对观
众来说，看懂一部话剧很容
易，如果能咂摸出更多的味
道来就更好了。”张林说，很
多人不看话剧，觉得话剧距
离自己的生活很远，这是因
为它不像相声、小品那么熟
悉。

“其实，话剧是距离观
众最近的一门艺术，舞台
和观众的距离就几米远，
大家应该试着去拥抱话剧
作品。一旦迈进了剧院，你
就能感受到话剧的魅力，
在现场，观众会直接感受
到演员传递的信息，感受
到他们的呼吸和剧中的人
物 情 绪 。有 好 戏 ，有 好 演
员，看话剧是很过瘾的事
情。”张林说，“话剧适合所
有观众，看话剧乐趣无穷，
大家不能只是远远地观望
它，近距离感受了你就会
爱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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