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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小机械的运用

来源：中国舞台美术学会 日期：2007/9/24 23:47:47 

  从我开始学习到从事舞台美术专业至今已有五十年了，回过头来看一看，我的设计里有一个小小的特

点，就是偏爱舞台小机械的运用。我所以称之为舞台小机械，是它有别于建剧场时就已经有了的大型国定

舞台机械，例如转台、升降台、移动车台等等。我对这些大型舞台机械没有丝毫反感，相反，从我上个世

纪六十年代初参加工作时起，我就一直梦想我所在的剧团能有一个像样的现代化的剧场，也一直嚷嚷着要

盖一个这样的剧场，然而，我退休都快十年了，这个剧场至今仍然停留在图纸上。为此，我常感到遗憾、

无奈和郁闷。 

  大家知道，由于种种历史的、国情的、体制方面的原因，我们的剧团大多没有自己的固定的剧场，没

有实行西方戏剧发达国家几百年来行之有效的演出年（季）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保留剧目轮换上演制，

有自己固定的剧场是实行上述机制的必备前提。舞台设计家有自己固定的剧场，也就有了自己的实验基

地，对剧场硬件条件有必要的投入和维修。不能打阵地战，就只好打游击战，我就是一个老游击战士。没

有“洋”的，就只好来“土”的，剧场固定的大型机械 是“洋”设备，为某个特定剧目自己制作的机械

设备就是“土”的，用上个世纪五八年大跃进的说法叫“土洋结合”、“土法上马”。这是被逼出来的，

然而“土”也有“土”的优势，其一是创作的自由度比较大，其二是经济，在安全的前提下，不必严格按

国家机械制造的规范走。第三，不受具体剧场条件限制，便于搬迁。就我所知 ，目前大多剧团排演剧目

围绕各种“节”的周期性评奖活动转，过年、过节和过日子的关系是被颠倒了的。各种节的调演往往只给

很短装台对光时间，剧场条件也是事先不了解的，有的甚至是节前抓阄来定的。与这一现实相对照的是，

我们国家各地都在争先恐后地盖剧场，盖大剧场，功能要求要一流的，推拉升降转样样俱全，这些盖好了

的剧场也往往不归剧团所有，场租昂贵以及按此剧场设计别的剧场不一定能演出等原因，设计者也不能将

其作为设计前提来考虑，造成这些先进设备的利用率极底，资源惊人的浪费。往往只能被财大气粗的各种

电视晚会所利用。对此，我们无法改变，无奈之余，我们选择小机械，不失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 

  就是实行固定剧场制，现有的大型舞台机械局限性也是很大的，艺术创作贵在创新，假如说我们有一

个十八米直径的转台，一个戏用它，二个戏用它，尽管戏的不同，可以玩出不同的花样，用多了难免会重

复，重复多了让人烦，你不烦，导演不烦吗？观众不烦吗？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随国家大剧院建设考察团

出国考察时，有的外国朋友就向我们介绍过这类情况，说有的剧场盖了几十年了，有些大型机械只被用过

一二次，有的根本就没有被用过。据说，国内现在也有类似情况。剧场不归剧团所有，发生这类情况就更

不足为奇了。所以小机械的运用，在国际上已成一种趋势，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大型机械设备也可以

和小机械结合起来用。我这里丝毫没有反对现在盖剧场搞大型舞台机械设备的意思，对设计者来说，多一

种可能性就是多一条路。硬件是软件开发的前提。任何舞台硬件的完善，会更有利于设计者智慧的开掘和

提升。 



  就我个人舞台美术创作实践而言，我总喜欢为多场次或无场次戏搞一个基本装置，利用小机械的运动

使基本装置产生变化，来适应不同场次的需求。例如，我为话剧《阿Q正传》搞了两个倒八字方向运动的

车台；为《灵与肉》搞了两个扇型转台；为豫剧《刘胡兰》横向推移的车台；为话剧《我认识的鬼子兵》

搞了一个横向推移的车台和一个扇形转台的组合；为话剧《浮士德》高了一个大型天车从台口地面向舞台

深处上方后墙天桥移动；为豫剧《程婴救孤》搞了两个带楼梯的转台和一个纵向推移桥组合装置；为吕剧

《海殇》搞了一个可调节不同坡度的斜面舞台；为话剧《红尘》搞了两个从舞台左右两侧可开启的门洞中

可进出的车台；为小剧场话剧《死无葬身之地》搞了一个在二楼天骄前沿组装的折叠式舞台。设计这些小

机械努力追求如下几个特点： 

 （一）  功能性。它在舞台上对表演而言是实用的，如果这种机械运动是暴露的，只有当观众解读到了

它的实用性，即能为某种特定戏剧目的服务了，才会认同它。如果失掉实用性，观众就会从心理上排斥

它。 

 （二）  节律感。小机械运动是沿一定轨迹运行的，或急或缓，无论在空间构成上还是在时间的延续过

程中，都会产生某种节律。它 应具有一种运动的美感，参与了全剧节奏的营造，这里有与表演的契合、

场景的切换等等。戏剧的魅力，在于它产生的过程，过程是全部，结果是零。 

 （三）  变化与统一。小机械的造型是全剧舞美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全剧是和谐统一的。小机械的

运动造成了统一中的变化。 

 （四）  科技与艺术的结合。这种舞台小机械在舞台设计中的应用，与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的工业设计有

共通之处。实用、合理性和审美性是相互关联的，互补双赢的关系。前者要求运用科学的方法使技术完

善、工艺合理、经济可行、便于操作、便于按装和运输、减少噪音、保证安全。后者是指运用艺术法则，

其造型的构成要具有魅力、张力和美的表现力，使机械物“人文化”。满足戏剧的需求是设计的起点和终

点。不断发展的科技和新工艺、新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创造空间。 

 （五）   强化个性，追求独特。为具体的特定剧目独特的需求而设计的小机械，自然要竭力避免重复他

人和重复自己。这种独特性正是小机械的独有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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