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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舞台高于舞台——探索戏曲电视创作     

 

○ 西安市儿童艺术剧院  □ 孙美群 

 

孙美群在《沧海桑田一百年》中扮演紫燕 

 

    中国的戏曲艺术在世界的艺术宝库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被誉为东方的艺术明珠。利用
现代化的传播媒体宣传我们的民族文化，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但是用什么形式传播戏曲？
怎样传播戏曲才能让观众认同？这是我们应该探讨的话题。从目前创作的戏曲电视来看，更多
是偏重戏曲电视剧，而戏曲电视剧则更多是以电视剧为本体插入戏曲唱腔。这种创作方法不能
体现和概全戏曲艺术，它不应该是最高的唯一创作模式，更不能成为戏曲创作的主流。 

    众所周知，戏曲是表现性艺术（它是在生活原形的基础上提炼、加工，甚至变形），而影
视是再现性艺术（它是对生活的模仿，让观众产生生活的幻觉，是对生活客体的再现）。两种
不同的表演形式能否融合在一起，需要较长时间的探索。 

    戏曲从宽泛的角度上说是“以歌舞演故事”，正像著名戏剧理论家齐如山所说，戏曲的表
演艺术是“有声必歌，无动不舞”。有些学者把戏曲归纳为几个特性：写意性、夸张性、虚拟
性、抒情性、程式性和节奏性。戏曲本身就是“剧”，是以综合性的艺术手段来讲故事的，在
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对戏曲在剧本体制（分场，上下场的时空处理）、角度行当（类型化人物
与技艺化表演的结合）、文武场面（管弦乐与打击乐配乐体制）、表演技巧（四功五法）、舞



台美术（服装、化妆、道具）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全面、完整，写意的表演艺术体系，它的
各个艺术侧面、艺术因素、艺术语汇在不同的剧种、剧目中有不同的展示，而且往往互相制
约、互相推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特别是戏曲表现体系的写意性和形式美与写实的电影、
电视有很大的距离，这个距离可称为“艺术的距离”、“审美的距离”，往往艺术成份越高与
生活的距离就越大。戏曲“唱、念、做、打”的完整表演体系如果只保留唱腔，起码失去了舞
蹈化的形体动作。如果再过于强调生活化的表演，还将失去写意境界，自由时空、念白的韵
味、色彩鲜明的脸谱以及强烈的锣鼓从而引起观众心灵震撼的快感……从整体的戏曲艺术来
讲，这样的“失去”未免太多了。仅从这一点来说，目前，所看到的生活化的表演加戏曲唱腔
的戏曲电视剧就不应该成为创作的主流。虽然对于“戏曲电视剧”没有一个定位，但是“话剧
加唱”或者说“生活化表演加戏曲唱腔的作品似乎更多些。”有些影视作者认为：戏曲的程式
性太强了，与生活的距离拉得太远，所以，在戏曲电视剧中尽可能减少或削弱戏曲的程式，这
也正是戏曲电视剧只保留唱腔而失去其它表演形式的重要原因。 

    戏曲的程式是中国戏曲表现形成的一种美学抽象和归纳。用美学的角度来解释，程式也是
中国戏曲形式美的体现。程式是戏曲艺术的一种综合。可以说如果取消了程式，戏曲就不能称
之为戏曲了。其实戏曲电视剧所保留的唱腔也有严格的程式，虽然，因剧种不同而曲调有变
化，但是都离不开固定板腔体的规律，不管是西皮、二簧、导板、回龙都必须受板式节奏的制
约，而唱腔的激昂与抒情又必须在严格的板式中表现和展示。可以说没有程式，戏曲本身就不
存在了。纵观历史，在世界的三大戏曲（希腊悲剧、印度梵剧、中国戏曲）中，只有中国的戏
曲能生存下来，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程式性。 

   戏曲与影视的区别，归根到底可以说是舞台与非舞台的区别（或是虚与实的区别）。戏曲
舞台从属于表演艺术，它承认舞台的存在，承认舞台上的表演是“假”戏真做。并公开告诉观
众：演员的胡子是挂上去的，在规定的情景中，演员还要舞动胡子，以此来表现人物在矛盾冲
突中的激情。观众对于演员的这种表演不但不反对，反而认同，因为观众能从胡子的舞动中得
到一种美的享受。戏曲的形式美、记忆美、写意美都是在舞台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在程式规范
中体现的。 

    中国的戏曲剧种有300多个，许多地方戏与现实生活是较贴近的，有些以唱腔为主的剧种
更适宜与电视剧为本体的联姻，以近几年戏曲电视剧的创作来看，有些作品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也得到了专家们的好评。从这一点来看戏曲与电视剧的联姻要“因剧种而异，因剧目而
异。”但从宏观的创作来看，不妨参照电影已经有过的探索： 

    舞台纪录片——以舞台戏曲为本体，原汁原味地将戏曲舞台艺术搬上荧屏（它是给后人的
主要资料）。在这里，电视主要体现的是摄录功能和摄录技巧（如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戏曲
以及音配像的录制，都属舞台纪录片）。 

    戏曲艺术片——以电视艺术为本体，重新架构戏曲。既可尊重舞台，也可以摆脱舞台。虚
实结合，灵活设定电视时空，从电视艺术的角度来体现戏曲艺术的光彩（这里所说“艺术”，
既包含电视艺术，也包含戏曲艺术）。但戏曲的基本特色必须保留：从整体来讲戏曲艺术片应
该是对戏曲舞台艺术的再升华。 

    戏曲电视剧（电影称“戏曲故事片”）——以电视剧为主体，将戏曲处理为非舞台的实景
拍摄和生活化表演，适当运用戏曲唱腔和戏曲表演技巧。 

    就以上三种类型而言，笔者更赞同第二种“戏曲艺术片”。戏曲与电视剧各自都有自己的
风格和特点，同时都有各自的观众群。如果从市场这个角度去考虑，这二种类型哪种更受观众
欢迎，只能拿到市场上去经受检验。 

    我之所以认同戏曲艺术片，就在于它不仅能保留戏曲艺术的完整性，而且在于它借用声、
光、电的现代化手段对戏曲进行再创作后的艺术升华。但是，创作戏曲艺术片和戏曲电视剧同
样存在一个“虚”、“实”结合的问题。虚与实是创作的根本差异，但二者的结合不是“加”
和“减”的关系，是水和乳的交融，是虚与实的有机结合，是戏曲之上的提炼。 

    戏曲艺术和电视剧相比较，在时空和节奏上有它的局限性，在表现人物内心情感上，电视
的表现手段比戏曲似乎更丰富些。但是如何运用电视的特有手段达到与戏曲的和谐统一，这里
又不能不强调整体风格，这种整体风格其实还是虚与实的结合问题。有些古装戏曲电视剧，在
设置场景时把人物放在真实的自然景中表演，身穿戏剧服装，勾着脸谱、迈着台步，总觉得人
物与景不协调，使人看了很不舒服。戏曲的扮相和表演程式只有在舞台和特定的演出氛围里才



能品味出其美感，如果失去了应有的环境，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艺术价值。 

     从1905年为谭鑫培先生拍摄的京剧《定军山》算起，以及后来拍摄的《生死恨》、《霸
王别姬》和众多艺术名家所拍摄的《群英会》等等，已有百年的历史。影视与戏曲的联姻并不
是什么新事物，许多艺术前辈都为之付出过努力。《野猪林》、《杨门女将》等影片为我们提
供了学习和研究的范本，但也不是唯一的模式。近年来，很多影视导演在积极探索戏曲电视的
发展，在虚与实的结合上，在整体风格的把握上都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横向学习、纵向发
展，无疑会对我们戏曲电视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有人说当戏曲舞台剧被拍摄成戏曲电视剧的时候，戏曲电视剧从本质上就已经不是舞台剧
了，而进入了戏曲电视剧这个审美的系列。作为创作者来说，将其纳入何种系列并不重要，那
是理论家们研究的话题，关键是要把标准定位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以什么为审美的标准。 

    影视与戏曲结合的目的也在于更好地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并给后人留下从影视角度所创
造的戏曲艺术精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戏曲电视剧化，还是把电视剧戏曲化，都较为偏颇。
我以为二者的结合点应该是：在不失戏曲艺术特色的前提下，发挥电视的最大极致——源于舞
台，高于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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