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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出神、發聲 ─— 朗誦輔導簡要 

蔣治中 

 

朗誦介於朗讀與戲劇之間，它既具有朗讀的語言藝術，又具有戲劇的創作和

表演手法。這是一門獨特的語言表演藝術。藝術源於生活，因此朗誦必須遵循生

活語言的規律，通俗地說是要學會「說人話」。「人話」的特點，首先是「動心」；

其次是「有目的」，最後「有過程」（感覺→思維→判斷→表達）。藝術又高於生

活，因此朗誦語言是加工了的生活語言。它更精鍊、更典型，是一種藝術化的書

面語言。因此它需要適當地加工提高，甚至誇張，使其具有抑揚頓挫的韻律美；

同時由於朗誦是當眾表演，它又需具有生動感人的形象美。 

 

這樣的標準也許定得太高，其實只要老師們遵循客觀的規律去指導學生，學

生是可以做到的。 

 

一般而言，老師指導學生朗誦，往往從要求學生背誦文本開始，其實這並非

好的或正確的方法。這會限制學生對作品的想像空間，甚至養成刻板機械的腔調，

使以後的訓練更加被動，受到局限。 

 

我的方法很簡單，只有三個詞：入境、出神、發聲，即三步曲，既簡單清晰

又易於掌握，而且行之有效。這就是遵循朗誦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的原則總結而

成的。朗誦者首先必須深入作者的創作源頭，明白了他要表達甚麼，明白了他的

情感是如何產生的，才能與作者同步─—去感受，去思考，去表達，從而說出動

心而有目的、情真意切的話語來。下面就這三點分別介紹。 

 

入境：就是解讀作品，了解作者的意圖，明白觸發作者情感的情境。這是十

分重要、甚至可以說是關鍵的一步，是以後步驟的指引。以林徽因詩作《深笑》

為例： 

 

深 笑     

林 徽 因  

是 誰 笑 得 那 麼 甜 ， 那 麼 深 ，  

那 樣 圓 轉 ？ 一 串 一 串 明 珠  

大 小 閃 着 光 亮 ， 迸 出 天 真 ！  

清 泉 底 浮 動 ， 泛 流 到 水 面 上 ，  

燦 爛 ，  

分 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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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誰 笑 得 好 花 兒 開 了 一 朵 ？  

那 樣 輕 盈 ， 不 驚 起 誰 。  

細 香 無 意 中 ， 隨 着 風 過 ，  

拂 在 短 牆 ， 絲 絲 在 斜 陽 前  

掛 着  

留 戀 。  

 

是 誰 笑 成 這 百 層 塔 高 聳 ，  

讓 不 知 名 鳥 雀 來 盤 旋 ？ 是 誰  

笑 成 這 萬 千 個 風 鈴 的 轉 動 ，  

從 每 一 層 玻 璃 的 簷 邊  

      搖 上  

雲 天 ？                     

1936.1 

 

如果我們不知道這是作者為悼念徐志摩所作，就只能概念化地去歌頌那種

「深笑」，網上有指導文章分析這是一種「唯美、純真、純美」的笑，不知朗誦

者如何去表達這樣的笑。只有從作者的生平中，了解作者是如何深情懷念徐志摩；

從友人們懷念文章中，明白了徐志摩的為人：熱情、多情、奉獻，我們才可能知

道詩中所有詞句的含意（何謂「明珠」、何謂「好花兒」、何謂「百層塔」），明白

三段詩作中情感的不同（從「深甜」到「留戀」到「搖上雲天」）。因此解讀作品

是往往被忽略，卻是關鍵的第一步。 

 

出神：這是朗誦屬於語言表演藝術的特點，是朗誦者必須掌握的手段。朗誦

者應該通過想像，將作者當時看到的、聽到的、感受到的都化成栩栩如生的畫面，

猶如自己身臨其境。當我們明白了作者產生情感的源頭，深入到作者當時所處的

情境，就自然會激起共鳴：眼神、表情、姿態就會自然真實地流露出來。這一步

我們稱作「二度創作」。 

 

老師們也許要問，在這個階段要不要誦讀文本。我的方法是讓學生用自己的

話語來講述文本，最好的方式是與學生一起創作場景。再以《深笑》首段為例：

徐志摩與朋友約會，他未到達時，房中安靜甚至沉悶，忽然徐風風火火地衝進來，

以他的方式打招呼，東摸一下，西拍一下，誇張幽默地講述着有趣的見聞，伴着

童貞般的笑聲，室內升溫，引出一片朗朗笑聲……。
1
 此時學生眼中有人、心中

                                                      
1 此處參見譚 鍾 慶 先 生 《 談 林 徽 因 的 《 笑 》 與 《 深 笑 》 二 詩 》 一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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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臉上有神，這就是此階段的目的：引導學生進入「朗誦狀態」。 

 

這是朗誦區別與朗讀的重要一步，也是進入藝術境界的一步，需要老師與學

生充分發揮想像力來努力完成的。想像得越豐富、越細膩、越生動、越興致勃勃

越好，因為這將關係到最後的成果。不少老師只注意語言而忽略神態，或知道神

態的重要而不知如何入手，或擔心學生不會運用表情。唯有重視這一階段，重視

想像、信任學生、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克服以上困惑，達到自然真實感人的理想

狀態，以進入最後的合成階段。 

 

在朗誦比賽中往往出現一篇作品多人參與的情況，輔導老師常感到為難。但

如果根據每個學生不同的想像而產生不同的效果，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所以

要鼓勵誦者自由投入地、積極大膽地去想像，老師只是起啟示、引導的作用。 

 

發聲：我們將有聲語言放在了最後一步，這是有充分依據的。語言只有帶有

真情才會產生魅力，才能感染觀眾，不然只是空洞乏力或虛情假意的音響。那麼

如何完成語言創作呢，如果能夠很好地完成上述兩步，朗誦者應該會產生有情有

意的有聲語言。 

 

老師們輔導時要引導學生進入作品所處的情境，我們稱「規定情境」。讓他

知道在甚麼情況下，為了甚麼而說，也就是語言目的。這就是戲劇語言的三要素：

說甚麼（台詞）→為甚麼說（目的）→怎麼說（技巧）。生活中同樣一句話，由於

處境不同說出來的語氣是不同的。好比「打招呼」，面對不同對象的語氣都會不

同。朗誦語言也一樣，誦者要清楚這句話的目的、對象、處境，就會找到正確的

語氣和相應的輕重、節律、速度、抑揚、張弛等。尤其進入了朗誦狀態，明白每

個字詞後面所蘊藏的含意、畫面，詞語就會生動起來，語言與神態會同步顯露。

如《深笑》中第一段的活潑輕快；第二段的溫柔深情；第三段的敬重頌揚，都是

在面對不同處境時的自然反應。當然語言要不斷錘鍊，除了語言技巧，還要注意

吐字、力度、共鳴等技巧，才能進一步達到高於生活的韻律美。當然這是需要長

期訓練才能見成效的。 

 

其實出神與發聲是相輔相成的，對於有經驗的老師可以合而為一，同步進行。

就是在發聲時啟示想像，引導學生進入情境，再完善技巧。但對於缺乏經驗的老

                                                      
「 梁 實 秋 先 生 在 《 關 於 徐 志 摩 》 一 文 上 說 ： 『 一 個 能 使 四 座 並 歡 ， 並 不 專 靠 恭

維 應 酬 ， 他 自 己 須 輻 射 一 種 力 量 ， 使 大 家 感 到 溫 暖 ， 徐 志 摩 便 是 這 樣 的 一 個

人 。 … … 他 有 時 遲 到 ， 舉 座 奄 奄 無 生 氣 ， 他 一 趕 到 ， 像 一 陣 旋 風 卷 來 ， 橫 掃 四

座。又 像 是 一 把 火 炬 把 每 個 人 的 心 都 點 燃，他 有 說，有 笑，有 表 情，有 動 作，… …

弄 得 大 家 都 歡 喜 不 置 。 』 韓 湘 眉 女 士 在 《 志 摩 最 後 的 一 夜 》 一 文 裏 說 ： 『 想 起

你 ， 未 進 門 來 ， 笑 語 先 聞 。 一 進 門 後 ， 屋 內 頓 時 變 熱 ， 連 一 桌 一 椅 甚 至 於 壁 上

掛 的 畫 ， 都 從 你 得 了 特 殊 的 生 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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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還是按部就班為好，多用一些時間，引導學生進入朗誦狀態，以後會取得事

半功倍的成效。 

 

綜上所述，訓練朗誦既不是難以登天，也不是簡單輕鬆。只要踏踏實實，認

認真真地進行，就可以達到理想的成果。如果老師們掌握了這方法，就會享受到

師生共同創作的樂趣。 

 

請記住：眼中有人、心中有情，這就是朗誦。 

 

當然也要記住：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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