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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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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场景是电视美术重要的组成部分。电视美术作为造型设计专业，为时不长尚属年轻。与当今整个

文化艺术界及设计领域热衷于理论研究的风气不同，电视美术似乎把满腔热情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实践中

去了。就目前理论研究的情况而言，我个人认为，尚未建立起公认的体系。从本专业的称谓、术语上来

看，绝大多数是延用或借用于传统的舞台美术、成熟的电影美术以及造型艺术中的称谓术语。 

    由于电视美术中的称谓源于两个体系，于是在实际的工作中，两个等位的称谓往往会并列使用，如：

电视美术中的场景，在舞台美术称布景，在电影美术中称场景，为一致起见，在本文中就称为场景设计。 

    电视是视听综合体。从视觉的角度而言，不论什么内容、什么表现方式，最终是通过图象来体现的，

都是以形状、色彩呈现在荧光屏上的。 

    就最广泛的意义而言。一切在荧光屏上所显示的形象及其相关的因素，都可归人广义的造型范畴之

下，也就是说都应属于电视美术讨论的范围。那么电视场景作为电视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职能范围

亦是普遍而宽泛的。然而电视的功效、作用、目的、意义是各不相同的，表现形态又是迥然各异的。体现

在图象上的场景的设计，它的境况是非常复杂的，广义上的电视场景在不同类型不同片种中，它的效用、

所处的位置差异甚大，有些是显性的、有些是隐性的，有即时的(现场发挥)也有设计的。 

    本文所谈及的电视场景的范围，只就自己的工作范围，仅限于在演播室或剧场内录制的各类电视节

目。并且是指从构思设计至制作搭装，从意象至物化的完整过程。     

视觉与造型 

    俗话说“眼见为实”，看见了才是可信的。并且总是希望“先睹为快”。电视之所以如此成功，是由

于它能及时地使人看见，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电视作为视听综合体，首先是满足于视觉的。其它因素的拓展终究是以图象为核心的。并且“电视画

面(图象)是组成电视节目的基本单位。”(《中国应用电视学》第411页) 

    如果说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是缘自感官的话，那么，视觉就是最为重要的途径。早在文艺复兴时期，

达·芬奇就在他的手稿中赞美我们人类眼睛的神奇，“被称为灵魂之窗的眼睛，乃是心灵的要道，Jb灵依

靠它才得以最为广泛最宏伟地考察大自然的无穷作品。耳朵则居次位，它依靠收听肉眼目击的事物才获得

自己的身价”。(《达·芬奇论绘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9页) 

    电影理论家查希里扬在论述视觉形象时写道：“视觉对于人类具有重大意义，人的脑子接受来自眼睛

的信息，平均大约三十倍于另一最重要器官——耳朵。我们主要是靠视觉来感知周围世界的空间关系的，

而感知运动，视觉并不亚于听觉。”(查希里扬：《银幕的造型世界》电影出版社第7页)我们总是说：

“看电视”，“看电影”，不论是电视还是电影。我们看到的往往比听到的要多。 

    由于本文已限定了论及的范围，此间图象所显现的形象(人像、物象等)，除了人物自身以及肢体动作



和表情之外，基本上是由电视美术——场景、光效、化妆、服装、道具、特效等这些实在的三维手段，以

及虚拟演播室、字幕、动画、片头片尾等虚拟的三维、二维手段，它们所创造和提供的。由此看来，我们

有理由这样认为：电视美术是电视图像造型最为直接的提供者，是节目视觉形式和录制空间最为重要的组

织者和创造者。 

    当我们谈论某座城市的景观；当我们赞叹黄山的秀美景色；当我们欣赏莫奈的风景画时……这些景

观、景色、风景以及景致、景象、景物等概念，都是对视觉方式而言的。那么场景呢?当然也是诉诸于我

们的视觉。从人的视觉感知方式而言，电视美术与绘画、雕塑、建筑以及舞台美术、电影美术等在这个层

面上都是一致的、互通的。从它们的思维方式、创作方法，运用的材料和表现手段上看，都可归属于造型

的大范畴之内。当然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造型艺术，即绘画、雕塑、建筑与作为艺术造型设计的电视美术

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差异和区别。然而，就一些最基本最普遍的方面而言，仍然有着亲密而自然的联系。以

造型艺术的原理、准则和方法来进行电视美术的场景设计，不仅是可以的，还应是必须的。 

    此外，从实践的经历来看，新兴的、年轻的电视美术也无法凭空创造出一套切实有效的方法，它的发

展与进步，总是建立在对传统和历史的继承延续的基础之上的。 

什么是电视场景 

    电视场景是电视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电视图象造型的基础之一。是组成电视节目不可或缺的

表现手段，是节目内容得以进行和展开的基本条件，是承载人物活动的物质基础或可视空间。(以虚拟技

术体现的，则不在本文论及的范围之内) 

    在电视节目的创作中，场景设计是录制空间——演播室中的造型艺术。 

    场景在电视美术中属于景物的造型(还有灯光、道具等，因另有文章专论，此文不再涉及)。场景设

计，往往也被称为美术设计。它在电视美术中时常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往往具有把握整体视觉形式及风格

的作用。 

    场景设计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放置一些悦目的景片或是背景和平台的组合，它所体现的不仅仅是审美

价值，还完成诸多功能上的需求。如：它是电视节目中人物动作的载体，也是灯光等体现手段的媒介物。

在电视节目制作中所形成的这些关于场景的观念，不是谁主谁次的排位，而是源于造型艺术统一和谐原则

的需要。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来自舞台美术的传统和影响。 

    法国的舞台美术理论家德尼·巴勃莱在《20世纪舞台设计之革新》一书中讲到：“早在1850年，瓦格

纳就提出了‘整体艺术作品’的设想—一种拥有音乐、诗歌、表演、建筑以及’风景画’的艺术综合，这

最后一种’风景画’是为要给予戏剧一点造型意味。一个关键性的观点是从德国的浪漫主义得出的，它的

意思是要把所有组成布景的各种因素统一起来，要求他们完全和谐一致。”(吴光耀译：《西方演剧艺

术》上海文化出版社第535页)这种关于艺术统一的重要观点，至今仍是我们进行艺术创作的原则。电视场

景在电视美术中所处的位置和作用，可以看成是其思想的延伸和具体体现。“布景并不限起背景的作用，

不管布景因素的极端精简，它仍然提供了一个综合的图象。”(吴光耀译：《西方演剧艺术》上海文化出

版社第603页)在我国舞台美术界也具有这种观念，“把舞台设计理解为舞台美术的总体设计，普遍则把布

景设计称为舞台设计。’布景’一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布景只限于景片、幕布和平台等搭配成的

景物的实体。按照狭义的理解进行布景设计是行不通的。”(《美术辞林·舞台美术卷》山西人民美术出

版社第23页) 

    在电视节目的创作和制作中，场景与其它电视美术造型手段：光效、化妆、道具、特效(以及虚拟的

片头和片尾、三维和二维动画、字幕)等，互为作用影响，相辅相成，共同完成节目所赋予的任务，创造

内容所需的内在的和外部的视觉传达。因此在我看来，孤立地探讨场景设计也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在专业

分工较为精细的今天，整体的设计观念仍然是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职能与作用 

    “当大幕升起，是布景决定了一个戏的基调。”这是美国著名舞台设计家埃德蒙·琼斯在他的《戏剧



的想象》一书中所写到的，这便是布景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作用 

    在电视中也是如此，当你打开电视，看到图象，首先感受到的是整个画面所显示的视觉风格及造型的

形式感。至于内容及声音，则需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知道。视觉的方式拥有其它方式(语言、文学、音乐等)

无法比拟的优势，它能在瞬间提供大量清晰明了、生动准确的信息和符号。虽然人在视觉接纳时总是有所

选择的，然而通过短暂的环视或扫视可以得到一个总括的印象。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电视节目所要表达的

信息，首先是依靠图象上的那种“基调”得以表达的。 

    电视场景设计的职责，就是在录制空间中创造符合内容需求的景物和空间环    境的造型形式，并由

造型形式所产生的“意味”来确定一个节目的视觉“基调”。场景设计的过程，就是将内容中抽象的思

想、观念精神上的情绪转化为可由视觉接纳的形象的过程。让我们来看看巴勃莱对现代舞台布景创作的总

结，(这也将极为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电视场景的职能与作用。)他写道：“现今的倾向是，把舞台布景看

作向观众施加影响的整个视听图象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论风格上千差万别，当代的布景已成为戏剧的解

释者，也可认为它是向观众传话的一个‘演员’，因为它同时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观众的感受。当然，布

景仍可指点动作所发生的地点，或按照某种演出风格的要求而参与创造赏心悦目的场景，但主要的是，布

景体现、加强或揭示了作品的戏剧意义。”吴光耀译：《西方演剧艺术》上海文化出版社第648页 

    电视场景，既然应是节目内容的“解释者”和特殊“演员”，那么它就应该“言之有据”、“言之有

理”，而不可“自言自语”甚至“胡言乱语”。当电视作为综合艺术时，在“整体艺术”的观念下，电视

美术和它的场景设计，应与内容和风格需求以及表现的形式相一致，还应积极的、具有建设性地为节目的

展开，提供合理而有效的帮助和支持。场景设计是有前题讲功效的，如果脱离了整体，它是无法独立地存

在的。 

    场景的价值和作用，在录制空间中(演播室或剧场)具有双重性——表现性和实用性，它们是难以割裂

的，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这种力量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均等的，由于节目需求的不同设计者风格的差

异，其侧重面在不同的作品中亦有所不同。 

表现与实用 

    当我们把舞台布景与电视场景相比较时，可以看到电视场景在“赏心悦目”的成分上往往多于舞台布

景，换言之场景的装饰性往往强于布景。在我个人看来，这主要是电视的大众化通俗性所导致的。还应该

注意到电视的观众在观看时的随意性，以及图象转眼即变的流逝性等，也会从一些方面决定了电视节目不

易于表达深邃的思想，不易以纯粹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其内容。电视节目似乎更易于采用寓教于乐、轻松愉

快的表现形式。因此，电视场景具有显著的视觉愉悦性，如果不加以注意，很容易步人为装饰而装饰，为

悦目而悦目的误区。在我看来纯粹的装饰、无目的的美化，无疑是使自己脱离了整体，这时的场景再也不

是内容的“解释者”，而成为无足轻重的“旁观者”或是与人物争夺视觉注意力的“抢戏者”。并且，脱

离主体的“抢戏者”，它的炫耀所产生的损害与它的强度成正比。 

    电视场景需要视觉的愉悦，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设计师应该努力寻找到与内容贴切恰当的形式语

汇与表现手段，并且谨慎地把握好尺度。就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琼斯的见解，他说：“我不喜欢看一组布

景，仅仅因为它漂亮、或新奇、或潇洒，一组告诉我它是新式样的布景。……我愿我的想象为舞台上所见

的东西所激发。但一当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别出心裁，一种着意加工，我的想象就得不到激发，而是感到受

饥挨饿．……设计者必须经常注意避免过于外露。好的布景并非一幅画。它可以眼见，但它又要意会，这

是一种感受，也是一种唤醒。”(吴光耀译：《西方演剧艺术》上海文化出版社第151页) 

    倘若我们真心追求琼斯这样的设计目标，就不应令场景的形象停留在外在的华丽或廉价的献媚上，不

应以莫明奇妙的怪异或是哗众取宠的所谓“创新”去抢夺人们的注意力。要让场景的表现力能够融人到节

目其它因素的表现力之中，通过相互作用共同创造出合乎内容的审美价值。一个真正优秀的设计作品，人

们往往难以看到它的“作为”，但是它所作出的贡献总是无所不在的，超出它自身的。场景设计在合乎内

容前提之时，它还将向我们呈献出那种唯有造型的形式才具有的审美意味。 



    图象是由形象所组成的，而任何形象都可以理解为通常所说的视觉元素所构成。它们是点、线、面、

体、色彩、光、肌理等。现代绘画，特别是抽象画派的发展，以及现代绘画的理论研究都证实了造型形式

本身也具有非凡的审美价值。 

    在场景的设计之中，我们完全有理由去追求那种被众多艺术家、设计师们所推崇的“视觉音乐”的审

美意味。那些表面看来迥然不同的艺术形式以及造型设计领域，其精神本质应是相通的。我们在赞叹一首

音乐作品时，常常会说它具有“诗情画意”，歌德把建筑称为“凝固的音乐”。一个能激起我们想象力的

设计作品，往往也会表现出它的“形外之音”。 

      阿庇亚、克雷、盖地斯、斯沃博达、柯尔泰、李名觉，他们的设计风格显然是有着不小的差异，他

们的观点和设计方法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对于空间构筑的高度重视则是一致的。这正如我国著名舞台美

术理论家胡妙胜在《阅读空间——舞台设计美学》一书中所讲的：“舞台设计是空间的创造者，这也许是

一切舞台设计者的共识。”“组织动作空间，这是舞台设计最原始的，也是最基本的功能。” 

    空间的组织不仅是舞台布景和电影场景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电视场景设计的重要任务。在电视节目

的录制中，你可以不要立面的景片，可以取消任何美化及装饰的因素，也可以不要灯光而在露天用自然光

拍摄，也可以不用化妆，并且让人物穿上他日常生活中的服装，但是，仔细想想，你唯独无法回避的是—

—必须提供一个可供人物站立和活动的空间。(还应包括摄制人员和设备器材所需的空间) 

    场景设计不仅完成审美作用，同时还完成组织、构筑录制空间的功能作用。依据不同节目所需的场面

调度、动作支点，将录制空间中的景物(立面的和平面的)作分隔的或融合的、合围的或开放的、平展的或

分层的安排，从而使节目得以合理而顺畅地进行。 

电视场景的空间思维和构筑方法在本质上与舞台布景是基本一致的、互通的。但是，许多电视节目内容的

构成具有显著的综合性、片断集合性和章回性，并且所运用的表现形式和手段不尽一致，而是多种多样

的、复杂的。因此，在录制空间的组织和构筑上更强调空间的适应性和宽容性。在许多设计中，设计师们

倾向于将整个空间结构塑造成通用的，而不是只适应于某个段落所专用的空间。借以空间的不确定性所产

生的灵活性，来保证不同体裁、不同形式的内容在同一演播室内得以顺畅地展开。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电视的图象是经由摄像机的镜头来体现的，因而，空间的构筑有时是具散落性

的，我们在努力探索电视场景的空间特点时，应充分体现它的功能价值和审美意味。在场景空间的思考

上，布莱希特的那句话仍然是要时刻铭记的：“决定演出空间的是人物之间相互的位置，以及他们的活

动。”(胡妙胜：《舞台设计美学》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5页) 

    肩负着图象中景物造型的设计家们，都非常清楚电视作为艺术，具有鲜明而突出的大众化和通俗化的

特征，由此也决定了电视场景的设计，在取向上较为温和、唯美。极端的视觉样式、偏激的表现手法，以

及过度的个性追求，恐怕并不多见。在创造电视图象的审美意味时，更多地是立足于普及，在此之上再进

行渐进的提高。目前，商业价值、市场规律的渗透，广告效应、收视率逐渐成为节目重要的评定标准，在

这种情况之下，场景的价值也在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就我个人认为，只要还把电视作为提高民众文化素

养的有效手段的话，那么，对于造型设计家来说，不论在怎样的情况下，依然负有引导、提高民众视觉审

美能力的职责和义务。 

作者：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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