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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美的理性创作舞美的理性创作
□蔡体良

■评 点

戏剧艺术的创造是一项综合艺术的创造工程，舞台美术
就是舞台艺术整体创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舞台美术自身
也是综合艺术（含舞台设计、制景、灯光、音效、服、道、化等）。
无论是戏剧演出整体，还是舞台美术，它们都离不开舞台。

舞台美术是为戏剧整体演出服务的，主要任务是创造艺
术的外部形象、视觉形象。但它必须为表演者提供一个立足的
平台，一个容纳的空间，这就是舞台。它可以抛开戏剧的其他
种种因素，没有舞台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是万万不行的。所以，
舞台美术创作与舞台之间是相互依赖、唇齿相依的关系。要演
戏，哪怕再简陋，也得有空间，有个“台”的概念。反过来说，如
果无表演者参与，也形成不了“舞台”的概念。因而，舞台美术
与舞台都是非常艺术化的创造，也是非常物质化的创作。

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观众审美在变化，务必要求舞
台美术创造也要进步、创新、变化，要与时俱进。它不仅仅依靠
自身的创造力，也得依赖、应用各种创造力量、各种因素“为我
所用”，尤其是舞台科技的手段，它的介入增强了艺术表现力，
使舞美创造达到多元化。近30多年以来，舞台美术的创作已迈
上了多元化的征程，已使舞台原有本身的样式、形象发生了极
大的变化。然而，当前的舞台，似乎仍满足不了舞台多元化的
需求，仍制约着舞台艺术的创造和创新，仍难以痛快地迈入艺
术市场的门槛。它们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舞台美术家的
责任，还是出在舞台科技家的身上？这里，我只表述自己的一
个看法。那就是：无论是舞台美术，还是舞台科技，尚缺乏艺术
创作的理性，也缺乏科技投入的理性。

任何艺术创作，都要遵循它的基本规律，舞美创作也不例
外。舞台美术家与任何艺术家一样，需要创作激情、创作勇气，
需要破墙推框。刻板地固守，抱着传统不放不行；弄得太另类、
太前卫，老想去颠覆、去解构，那也是行不通的。艺术家个性太
强，自说自话，自以为是，谁会跟你合作？更何况舞台艺术是整
体的艺术，要与导演共识、同步，要为演出者提供最佳的舞台
空间和样式。我认为舞美创作也要有守得住的底线。话剧、歌
舞、戏曲，它们的舞台需求、舞台语言，有共同之处，也存在着
各自的个性特点，应创造出不同的演出风格。

近20年来，我观看过各种剧种（剧目）和各种剧场舞台上
的演出。凡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或获得成功、成熟的作品，多
数是比较遵守艺术规矩的、比较理性的创作。例如，近期看的
北京京剧院的《屈原》，和半年之前在伦敦看过的一台戏《战
马》。它们的景观创作，有一点是共性的，都十分理性地投入，
各自都寻求到了自己舞台样式的虚实观，找到了自己文化的
文脉，表现了自己的创造精神。

舞台美术创作，宛如是在舞台上“盖楼”，与现实中的建筑

师一样，整个创作的过程是系统工程，是循序渐进的。舞台美
术家和建筑设计家们的创作，可以天马行空，想入非非，但终
究要落实在实处，落在地面上，或落在舞台上。没有理性化的
一步一步推进，只是纸上谈兵，并不是舞美创作的终极目标。

我例举舞台演出中所出现的“大制作”的现象，其中的一
个结症就是背离艺术创作的理性。在 14 年之前，我曾发表了

《舞台演出“豪华版”质疑》等文章，主要是针对当时已开始出
现的这种现象。当时，我还是有所保留地只点了几出戏的名
字，并用较为温柔的口吻写道：“这类热衷于舞台艺术豪华版
的制作，贵族化操作倾向，甚至还有继续在竞相效仿的，我遗
憾地认为，能闻得一股矫情的媚俗的气味，既不完全符合艺术
的创作规律，也有违于当今文化生存的现实‘国情’。”其实当
时实情还要更严重一些。后来又呈现出不可收住之势。譬如近
几年关于LED的应用，一哄而上，带有极大的盲目性。

我常常看到我们的舞台上陷入“悖论”的怪圈。创作了“无
与伦比”的同时，也堆积出不协调的“无与伦比”的垃圾。浮躁、
重复、奢侈、或土豪化盲目的投入，无谓的攀比、矫情的颠覆和
打着“创新”旗号的解构。浪费了我们很宝贵的、也是有限的文
化资源，是需要警醒的。

我对大制作不抱任何偏见。但不能以投入多少去论艺术
的成败、高下。作为舞台艺术创造，应该量体裁衣、量力而行，
绝不能囫囵吞枣，一概照搬或一概排斥，形成一种创作的定
势、一个固定模式，更不能产生非理性化的导向。无论是“大制
作”还是“小制作”，都可用简单的杠杆来衡量：一是，它是否符
合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二是，它是否遵守、适应文化艺术市
场的需求。这才是应抱的理性态度。

多年来，由于某种大气候的使然而导致的推波助澜，这股
以“大制作”为热闹、为方向的声势，似乎有点难以遏制的态

势。尤其是一些应景的晚会，一些迎合评奖的剧目，就做得较
离谱，人为的富态、过度的包装，缺乏创作的自律、自信，将大
把的钱砸到舞台上，浪费有限的文化资源，制造出一堆艺术垃
圾。其结果，是艺术语言失态、走调、扭曲（这里还只限在艺术
的范畴内而言）。如果用当下的标准来说，是土豪们的动作，可
以纳入反“四风”之列。因各种因素推波助澜出现的“大制作”
之风，经过各地大量的舞台实践，经过各类文化市场的检验，
生命力不强、成功的概率不高，已成现实，能够进入文化市场，
能够良性循环，能健康发展的舞台，更是屈指可数。而这一现
象，浪费资源且不论，对本土主创人才、对当地的艺术生态所
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值得关注的。

舞台科技的应用，同样也存在着能否理性化参与和投入
的问题。当代舞台科技的发展，无疑极大地增强了艺术的表现
力。它的进步、它的参与、它的应用，使艺术创造展翅高飞，无
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为。捷克舞台设计家在上世纪50年
代初就预言过：“利用灯光和投影，代替颜料的布景就是未
来。”从一个视角说，科技的魅力，愈来愈展示自己创造的生命
力，愈来愈成为艺术创造不可或缺的伙伴。

舞台科技的全方位参与、投入，也是一个系列的、复杂的
工程。舞台科技是包罗万象的，声、光、色、形以及机械、材料、
器具、控制设备等等。它们并不完全是高、精、尖的，有的甚至
是很大众化的产品。它们在舞台美术创造中，参与是否适度，
应用是否到位，舞台效果是否到位，是否使其转化成了艺术元
素，同样也存在着理性的指数，也存在着硬件和软件的方方面
面。如演出剧场，舞台设备、设置，是相对固定的硬件；演出时
使用的灯光、音响、服饰、道具等是动态性的软件。对软件艺术
化的手段，就属于运用的课题。不同演出的环境、条件，不同演
出的剧目和应用的艺术效果，都存在着理性的创造。如何让舞

台科技真正为演出服务、为艺术添彩，乃至为艺术创造打开一
扇崭新的艺术窗口，营造更开阔的艺术空间，我想表述几点不
成熟的看法。

一是关于剧院(剧场)的建设。进入本世纪以来，各地剧场
建设如火如荼，发展很快，但有的地方，为了显示所谓“地标”
建筑，过分奢华，贪大求洋。尤其在舞台上，过分求全，千篇一
律，设备求洋，超标设置，非艺术功能放在第一位。存在着舞台
功能是为了会议、活动，还是为了观众？市场效应能否形成？文
化资源的配置是否合理等诸多问题。

舞台建设也要多元化、多功能，可关注的课题很多。概括
说，首先，剧场的外部造型、样式需要多样化，要考虑环境因
素，考虑城市化的前景。剧院要有门槛，也可分级。既考虑到社
会活动的需求，更要重视观众的需要。其次，舞台设备配置的
理性化应考虑到它的经济效应、社会功能、艺术考量，以及它
们之间的平衡、匹配和互补的最佳性价比。再次，有条件的话，
可建造专业化剧场。娱乐性和艺术化的剧场是有所区别的。可
尝试建造剧场一条街，大、中、小剧场相配套。如伦敦西区、美
国百老汇。剧场若建在人烟稀少的边缘地域是很难生存的，也
不甚合理。要考虑未来的市场化，搭起演出环境与生存互补的
桥梁。最后，剧场建设要向中型、小型剧场倾斜，同时完备、完
善基本设施和功能。要保护传统的舞台（应以改造为主），保护
农村的古戏台。保护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舞台。

二是舞台设备配置及应用。舞台科技的潜力还没有充分、
有效、到位地得以发挥。硬件与软件存在着不相匹配的问题，除
了集中表现在舞美的大制作上，还缺乏自己创造性的表现语
言，缺乏较高的审美境界，缺乏抵御非艺术因素干扰的能力等。

当代舞台灯光的创作存在三种“70％现象”，一是 70％的
舞台灯光创作没有进入艺术创作层面；二是70％的灯光设备、
器具应用仅停留在照明功能上；三是70％的舞台资源没有真
正使用在艺术自身创作上。这也是值得思考的。

三是演出中应参与的“度”。舞台科技是为舞台创作服务
的，不能本末倒置。任何科技手段的应用，都要用在刀刃上，

“点”到即止。科技应用所表现的语言务必成为演出的语言。我
们应当摒弃“戏不够，景来凑”和“景不够，雾来凑”的惰性模
式，这类非艺术化的应用，对艺术本身带来的必是无形的伤
害。

因此，对舞台科技的投入，包括各类戏剧场馆的建造，无
论硬件也好，软件也罢，都需要实事求是地去考虑、去应用。只
有量体裁衣，因地制宜，才能发挥技能，物尽其用。也就是说，
我们要站在理性的平台上从舞台美术的角度看舞台科技的参
与和应用，使舞台美术和整体的创作日臻完美。

5月 23日晚，杭州剧院里里外外挤满了人，
新编越剧《二泉映月》拉开了贯穿全年的浙江小
百花越剧团30周年庆生的大幕。

一把琴、一轮月、一汪泉，构成了新编越剧
《二泉映月》中阿炳生命的全部内容，并形成了
他灵魂的映像——在清澈的泉水中，涌动着阿
炳一生的悲凉，也象征着生命的永恒。茅威涛
说，“这是‘小百花’成立30年来创作周期最短的
作品，也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对自己‘三十而
立’的一次见证”。

该剧由郭小男执导，并由他和青年编剧罗
周共同编剧。作曲家翁持更、刘建宽，唱腔设计
胡梦桥，舞美设计刘杏林，灯光设计罗林，服装
设计王秋平，造型师毛戈平等一批国内艺术家
倾情加盟。茅威涛、陈辉玲、江瑶等不同年龄段
的“小百花人”联袂主演。

在杭州剧院前厅，记录“小百花”30年岁月的
图片展也随着演出一同展出。“‘小百花’的每一
场戏我都看过。30年啦，‘小百花’还是那么火。”
77岁的铁杆戏迷鲍大爷说，“我觉得这样的创新
挺好，想要争取年轻观众就必须要改革和创新”。

接下来，原生代版本的《五女拜寿》以及经
典作品《陆游与唐琬》，新版《梁祝》、新概念越剧

《江南好人》《春琴传》《孔雀东南飞》、穿·越剧
《步步惊心》将在杭州剧院、浙江省人民大会堂、
浙话艺术剧院先后演出。随后，剧团还将举行电
影新版《梁祝》公益场点映和《五女拜寿》公演；
国家大剧院、上海大剧院、广州大剧院的演出也
将逐步展开。

镜头回放到30年前，1982年，浙江小百花越
剧团的前身“浙江越剧小百花赴港演出团”组
建，近乎“残酷”的短期集训后，带着知名编剧顾
锡东为“小百花”量身定制的《五女拜寿》出访香
港，一炮而红。

“那时候的封闭集训是最最机械与严苛的。
在我们看来，老师们个个都是以往想破了脑袋
都不可能有机会遇见的，何况亲自言传身教，俞
振飞、袁雪芬、尹桂芳、徐玉兰……虽然我们都
是‘带艺投师’，有着数年的学习基础，但向京、
昆学规范，依然是从头开始。”圆场、起霸、走
边……水袖一抬要有多高，拿起折扇五个手指

要 摆 出 什 么 姿 态 ，小 生 的 兰 花 指 要 怎 么 翘
起……一遍又一遍，老师们拿最严格的规范要
求她们。“一整堂课练坐姿，老师会拿一个刀枪
把子贴着脊椎竖好，谁的脊背离开刀枪把子，谁
的头没有和把子在一条线上，就罚。一天下来，
脚肿得一按一个坑是常事。”茅威涛回想起 30
年前的场景仿佛尤在眼前。

“小百花”在香江演出一夜成名后，紧接着
到上海、北京巡演，拍摄电影版《五女拜寿》，浙
江小百花越剧团成立，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 35
周年献礼演出……

“多年后，我才知道，与其说是我们抓住了
‘机会’，不如说是‘机会’抓住了我们，串起我们
这一颗颗满圆珍珠的，是大时代下勇于革新的
这根丝线。”茅威涛感概。

从赴港演出团成立到建团初期，“小百花”
相继排演了《汉宫怨》《双玉蝉》《相思曲》《大观
园》《唐伯虎落第》《双珠凤》《渭水惊魂》等剧目。

1989 年，由顾锡东编剧、杨小青导演、茅威
涛主演的《陆游与唐琬》拉开了浙江小百花“诗
化越剧”的大幕。随后，《西厢记》《红丝错》《琵琶
记》《白兔记》《汉武兴邦》《陈三两》《满庭芳》《赵
氏孤儿》等剧目先后创排，既延续了对“诗化越
剧”的追求，又完成了“小百花”艺术人才的储备
与培养。

1996 年，由郭小男执导、取材于“荆轲刺秦
王”故事的《寒情》开启了“小百花”第二个 10年
的艺术创新之旅。郭小男先后为“小百花”导演
了新版《汉宫怨》《藏书之家》《春琴传》《秋韵·洪
瑛之五个瞬间》《东方奇葩·经典折子戏专场》、
新版《梁祝》《春香传》（中韩同台演出）、《江南好
人》《步步惊心》《二泉映月》等多部作品。揽获了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奖、文华大奖、首届优秀
保留剧目大奖、中国戏曲学会奖、中国戏剧奖等
诸多奖项。2011 年，中宣部、文化部共同发布国
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通知，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因体现“国家水准、民族特色”而成为中国越剧
界惟一的国有文艺院团。

主张中国戏剧现代化，追求传统艺术与现
代审美相统一。郭小男坦言，“在今天的格局下
如何创新，这是我们要担当的。哪个剧种能率先
突破原来的格局，从而转型，对剧种发展和生存
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实践证明，‘小百花’一次次
的创作在迎得老观众的同时也已做好了面对戏
曲未来的准备”。

的确，“小百花”在这30年的发展历程中，一
丝不苟、精益求精的艺术品格，已经融入到了

“小百花”全团上下每一名演职员工的血液里、
脑海中。30 年来，“小百花”的足迹踏遍了新加
坡、美国、日本、法国、西班牙、荷兰等 10多个国
家和地区，它的魅力把越剧推向了更为广阔的
世界舞台。

当下，戏曲仍然生存艰难，“越剧的明天必
定在于创新，我想通过我惊世骇俗的行为向世
人宣布：可以来看看越剧，越剧其实挺好看。”
茅威涛说，“‘小百花’会以从容心态，开放地面
对当下市场的境遇与艰辛，正在建设中的占地
27.5 亩的浙江小百花艺术中心——中国越·剧
场，不久的将来，人们可以在如彩蝶展翅的空间
中游西湖、喝龙井、看‘小百花’”。

三十而立，对一个剧种来说，30年的传承和发
展是一种责任；对一个剧团来说，30年的坚守和探
索是一种信仰；对“小百花”人来说，30年乃至更远
的不离不弃是中国梦的畅想与践行。

浙江“小百花”三十而立：

从困顿迟疑走向从容
□杜俏俏

由中国美术馆和延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大河之
魂——高凤莲三代剪纸艺术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此次展
览通过“厚土”、“乡情”、“传承”三个篇章，汇集展出了高凤莲一
家三代的百余幅精彩佳作。在展览举办之际，高凤莲还率其后代
将80幅剪纸代表作捐赠给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

高凤莲1936年出生于陕西延川，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延川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她的作品线条流畅，造型大胆夸
张，布局饱满、疏密有致，大量运用组合的手法将富有深刻寓意
的符号与形象统一于画面之上，使其作品饱含原始图腾文化的
印迹和对生命繁衍的朴素祈盼。 （徐 健）

中国美术馆推出高凤莲三代剪纸艺术展

《沉沉的厝里情》四场一序，11个舞段，借
一位离乡游子吟述了闽南妇女阿月的故事：这
位自幼在木偶艺术熏陶下长大的女孩儿，嫁给
了发小阿明，生子后丈夫阿明出海一去不归。
阿月在老厝里守候了一辈子，最后化作一句留
在心底的呼喊：回家……

整部舞蹈诗在艺术的表现上有许多可圈
可点之处，其浓郁的闽南风、海峡情，隐含着
对海峡两岸血脉亲情的呼唤，许多不同年
龄、不同行业的观众看得潸然泪下，这实在
是舞蹈演出罕见的现象。依我看，它的成功
至少有如下几点。

其一，艺术表现的真情实感。乡情乡恋的
题材决定了这部舞蹈诗的现实主义定位，讲究
情感的真实，走真善美的路。它遵循人人都理
解的生活逻辑，在平缓的时间顺序中，在惯常
的民俗艺术活动中，穿插进许多真实而朴素的
生活细节，编排了许多实实在在的舞蹈段落，
让观众在自然的民俗乡情里，品味了沉沉的乡
情，与演员共同经历了一次既真且善又美的情
感体验。

艺术化的“真情实感”是拨动观众心弦的
那只手。“等待”、“回家”本是平常，但艺术化的

“真实情感”却在“平常”中呈现出经年回荡于
心底的，咀嚼了人生百味的“深情”。它既是日
常的“真情实感”，又超越了日常，凝聚了创作
者的生命体验与哲思，于“真实”之上更有一番
直指人心的深沉。

其二，合理巧妙地运用民俗艺术。《沉沉的
厝里情》的编导巧妙地运用了闽南许多独特的
戏曲和民俗艺术，收到很好的效果。第一场《乡
趣》中观赏的是福建著名的布袋木偶戏。舞蹈
诗不是简单地再现生活，而是让男女主人公生
活在木偶中，两人对木偶的爱让他们“青梅”时
代的情窦初开，木偶的拟人化，让人形以高甲
戏的动态穿插于他们中间，最后成为他们爱情
的牵线人。这些艺术的编创让观众不时发出会
意的笑声。

“拍胸舞”是福建著名的民俗舞蹈，但因素
材有限，多年未能出现理想的舞台呈现。《沉沉
的厝里情》把它当作全戏的主题动作，从序中
就开始出现。到第二场《良辰锦时》舞段《喜宴
欢会》阿月与阿明成亲时，“拍胸舞”再次出现，
形成了欢舞的热烈场面。加上汇总在这一场面

中的各种民俗象征物：甘蔗的甜甜蜜蜜、猪脚
的顺顺利利、以及赞美勤劳的“火鼎公婆”、铺
红毡、过火盆等，让婚庆充满欢乐与吉祥。第三
场中的《船歌》又一次运用“拍胸舞”元素，表现
了渔家人在造船中的热情与智慧。

其三，精彩舞段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要。
一部优秀的舞蹈诗不仅要有好的结构，还要有
好舞段的支撑。这部舞蹈诗好舞段居然可以达
到半数以上。

最为丰满的是第三场，共 4 个舞段，段段
精彩。小女孩儿嬉闹玩耍中学织网的《网织》充
满了戏剧性和生活色彩；而在强烈节奏中，男
人们抱着木头跳起强悍的《船歌》，豪放风趣
富有活力。在阿月手捧那盛酒的碗望着远去
丈夫的背景下，出现了女子群舞《拾海》，闽
南特有的“鱼谚”和忧伤的歌声配合着极其
简约的动作，表现了拾海妇女们心中的牵挂。
最后当她们抬起希望的头时，是在传达对新生
命和对未来的憧憬。

舞蹈诗的编排遵循着男与女、群与单、独
与双、快与慢、喜与忧的规律，对比鲜明，张弛
有致，一切布局都为最后“回家”的呼喊做铺
垫，有序有意的安排显现了编导的创意。

尤其是最后一场高潮的到来，编导先安排
了老年阿月的独舞。从一般观念上让老太婆独
舞，似不符舞蹈美学原则，然而，编导却将老年
独舞与双人舞放在全戏最关键的地方。首先看
到的是直不起腰却在为人们送茶的阿月，她终
生没有忘记她思念的人，她无论出现在林荫树
下，在房前屋后，还是在石板路上，在乡里各处
都有她心中那个阿明的影子……编导让她与
阿明穿梭在移动的房舍之间，那些具有闽南特
征的影壁、翘檐、屋脊，像是有意在捉弄他
们……然而，观众知道那是老阿月的思绪。在
这样大段的独舞与双人舞中，观众情随影至，
为衔接最后的高潮做了充分准备。

其四，细节也是舞蹈诗的亮点。《沉沉的厝
里情》让人们认识到，舞蹈不是不善于细节，而
在于能否处理好细节。比如在第一场中经过木
偶的牵线，年轻的男女主人公走到了一起，第
一个动作便是阿明拾起木偶戏牌去为正在躲
雨的阿月挡雨。这之后每到表现他们二人关系
的场景，这个动作和道具就要出现，它既可勾
起美好的回忆，也可让人感受人生的变幻。

由中华书局发行的书画家周祥林的“风雅若溪”系列新书发布会在京举
行。“风雅若溪”系列是周祥林近年来创作的书画作品辑，全套共9本，分别
为山水作品集《山川波若》、草书作品集《雪和梅花》、题跋集《松月弹琴》、山
水小品集《望云啜泉》、翰扎集《新溪夜发》、隶篆小品集《金玉良缘》、扇面作
品集《清风明月》、对联作品集《衲词楹帖》、翰扎集《偶思小饮》。从每一本的
书名上都能看出作者独特的立意和晶莹的心思，尽显风雅与浪漫。

周祥林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电视剧导演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
画院周祥林工作室导师，《书法家》杂志主编。具有多方面的传统文化素养。

“风雅若溪”系列正是作者在平日的艺术生活中积累和创作的阶段性汇集，
代表着作者近年来的艺术视野和审美取向以及价值判断，也是作者艺术世
界和精神世界的凝聚与结晶。它不仅是书画作品集，更有大量作者的文字自
述和解读，是一套图文并茂的风雅艺术创作集。 （艺 文）

“风雅若溪”新书发布会举行

舞蹈诗的艺术力量舞蹈诗的艺术力量
——看闽南风情舞蹈诗看闽南风情舞蹈诗《《沉沉的厝里情沉沉的厝里情》》 □□吕艺生吕艺生

舞台美术的创造需要理性，舞台科技的参与也需要理性，理性，是艺术家自信
的表现、成熟的标志。

为支持少数民族地区
舞台艺术事业发展，开发少
数民族文艺题材作品，为民
族地区培养优秀艺术人才，
中国歌剧舞剧院与呼和浩
特市人民政府日前在北京
签约，正式确立中国歌剧舞
剧院与呼和浩特市人民政
府所属的呼和浩特民族演
艺集团的帮扶关系。双方本
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
惠双赢、共同发展”的基本
原则，确立了今后长期、紧
密的帮扶关系。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作
为被帮扶对象，未来将在
各方面获得中国歌剧舞剧
院的大力帮助和指导。中
国歌剧舞剧院将会选派专
人作为帮扶工作的联系
员，并结合各自院团的工
作实际，制定年度帮扶计
划，做到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中国歌剧舞剧院还将
选派优秀教员为演艺集团
提供艺术指导，并执导排
演符合双方特色实际的舞
台艺术作品，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艺
术事业的繁荣发展。 （歌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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