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演工作的基本认识 

钟景辉 

（1）导演职责简介 

导演是整个制作的总指挥。他的任何决定均会影响整个制作的艺术水平和经费

运用。他需要与整个制作组合共同工作，并且要有弹性的处理方法。不同单位有不同

职责。导演不是万能泰斗，他要与演员、设计师及后台工作人员全面合作才能获得理

想效果。 

导演更要了解剧本的质素及需求，以求制作能达到剧本的目的。导演更要聆听

别人的意见，专制的导演不会受到欢迎。导演必要明白「时间就是金钱」的道理。 

（2）选择剧本 

剧本的优劣各有不同看法，最主要是要找一个你自己喜欢执导的剧本。还要考

虑以下各点： 

（ａ）剧本有甚么特点？ 

（ｂ）剧本对观众、演员及导演有没有挑战性？ 

（ｃ）角色有多少？剧团是否有足够演员或可以演出某角色的演员？ 

（ｄ）演出场地对剧本是否适合？ 

（ｅ）演出费用是否足够？ 

（ｆ）演出场地设备（包括前后台）是否足够？ 

（ｇ）是否足够时间排练？ 
 

（3）遴选与角色分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如果角色分配得好，对演出将有极大帮助。如果选错

了演员，演出将会大打折扣，排练也会倍感困难。 

遴选方法普遍有三种： 

（ａ）公开遴选：演员自己可以选择喜爱的角色参加遴选。 

（ｂ）邀请遴选：导演可邀请某位演员作个别遴选。 

（ｃ）指定角色遴选：导演指定某演员遴选某一或某些角色。 

遴选可分初选及复选，导演作出最后决定后就可以宣布角色的分配。在某情况

下导演可能需要考虑Ａ、Ｂ角的分配，或后补演员的分配。 

（4）剧本的演绎 

（ａ）剧本的时代背境及有关政治、经济、社会、道德观念等问题均要多多了 

解，并要作必要的资料搜集。 

（ｂ）故事的起、承、转、合要清楚知道。 



（ｃ）剧本的主题和结构。 

（ｄ）每一场戏的气氛和节奏的快慢。 

（ｅ）剧本的语言和风格。 

（ｆ）每个角色的背景、关系、行动、目的及发展或转变。 
 

（5）排练过程 

通常一个两小时的演出需要一百廿小时的排练。剧本的难度与工作人员的熟练

程度会令排练时间有所增减。音乐剧则需要更多时间排练。 

排练过程通常分九个阶段： 

（ａ）开场白：介绍作者、剧本、设计、导演意图等。有些导演会做游戏或即 

兴练习等。 

（ｂ）围读：可围读一至三次。全部演员在场。 

（ｃ）开台位：可全剧开台位后再行排练及修改。有些导演会喜欢边排边开台 

位。 

（ｄ）粗排：将剧本分开若干大段排练。 

（ｅ）掉本排练：要定下日子掉下剧本排练。 

（ｆ）细排：集中排练“关系”、“潜台词”、“意思”、“角色发展”及“节 

奏”等。 

（ｇ）串排：以上（ｄ），（ｅ），（ｆ）各阶段均应有不同的串排。最好不 

要打断排练。写下问题，排练后再讨论。 

（ｈ）技术排练：主要是排练技术上的东西，包括灯光、服装、道具、转景、 

音响效果⋯⋯等。 

（ｉ）总排练：许可的话应分三次进行。第一次注意技术上的问题。第二次注 

意技术与演员的问题。第三次应该当是一次演出去排练，甚至可以用作

预演场。 
 

（6）演出 

演出之前导演属于后台，可以作任何排练上的最后决定。演出时导演的位置应

在观众席，从观众角度看戏及留意观众对演出的反应。导演应保持冷静及理性的反应，

坚持演员照排练的情况演出，任何修改应得你的同意。 

 

（7）舞台调度 

（ａ）了解舞台特性：如镜框式，四面观众，三面观众，突出式等等。 

（ｂ）了解布景设计及风格。 

（ｃ）了解平面图及布景的的演区划分及出入口。 

（ｄ）调度时留意人物构图。 

（i） 画面与布景、道具等关系。 

（ii） 人物之间的关系。 

（iii） 画面说明了甚么。 

（iv） 画面的情绪反应感觉。 

（v） 画面风格上的统一。 

（vi） 调度须显得自然——特殊风格或需求例外。 
 



（8）导演与演员 

导演要启发及帮助演员表现得最好，导演与演员的关系可以是教师，朋友，启

发者及批评者。演员通常是非常感性的人，各有长短处，有演员由内至外创造角色，

也有由外至内创造角色等。你要懂得如何控制及启发各种不同的演员，全部负面批评

并不是好的批评，对演员打击很大。批评时要提出解决办法，没有解决办法就不要提

出全面负面批评。这样只会引起反感和不安。 

 

（9）导演与设计者 

导演要与不同的设计者紧密合作，包括布景，灯光，服装，道具，音响效果，

化装等。戏剧是综合艺术要各部门大家合力创作，才能达到理想效果。舞台种类，布

景设计，剧种，导演意图都会影响设计者。最后的演出要和各个不同单位达至统一和

谐。 

 

（10）导演对平面图的理解 

（ａ）建筑学的逻辑。 

（ｂ）出入口的数目和位置。 

（ｃ）观众视线是否受阻。 

（ｄ）视觉上是否太单调或太复杂。 

（ｅ）台阶或不同层面的演区是否足够。 

（ｆ）大道具（如沙发、茶几、、椅等）的排设及主要集中点。 

（ｇ）大道具及出入口的位置是否能够令演员自由走动。 
 

（11）导演与监制及后台工作人员 

导演与监制要时常沟通，艺术立场与行政立场很容易产生问题和矛盾。要衡量

轻重去坚持和让步，导演不能忽视后台工作人员的重要性，要了解及配合不同部门的

工作，导演要与监制及各部门筹划排练及工作进度的日期表。 

 

（12）导演音乐剧 

作为音乐剧的导演，工作更为繁重，导演更要与音乐指挥、作曲、作词、编舞

等充份合作。排练时间要更长。音乐剧对导演来说，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导演的能量、

控制、技巧、人际关系均需求更大，但满足感也大。 

 

（13）检讨 

导演要懂得自我检讨，也要能够接受正确的批评。能多看好的演出，更能培养

出判断好坏的能力和尺度。 

 

（14）多看，多读，多做 

做了数十年的舞台导演及电视编导，我觉得导演的成长没有快捷方式。一定要

多看，多读及多做，这样才能令你分出好坏，吸收到新知识及获得实际经验，令自己

有所改进。 

 



（15）后记 

我这篇文章当然不可能包括了全面的导演须知，不过我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

从这里可以再加深研究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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