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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论北京人艺舞台美术的创作 

 

（一） 

 

    这是一座令我熟悉的却又神秘的艺术宫殿。 

    这是一次艺术长征中留下的不可替代的足迹。 

    这是一部舞台艺术的教科书！ 

    这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 舞台美术设计作品选（1952--2007）》。 

    我是先从录制的光盘上原汁原味的原始材料中，看到了即将与大家见面的这本书的面貌，一下子将我

带入了这座艺术的宝库。 

    我认为，它不纯粹是一个剧院艺术创作的记录，也不纯粹是舞台美术创作史料的汇编。而是一个剧院

乃至超越一个剧院的一段舞台美术史，一段舞台演出史，一段现当代的戏剧史。 

    作为有国内外影响的、有卓然艺术成就的、也有使命和责任感的艺术剧院，出版此画册的举措，展示

了一道亮丽多彩的风景线的同时，填补了这块往往被人们容易忘却的艺术历史的空白。 

 

（二） 

 

    舞台美术在舞台上，是名符其实的一道风景线，能够展示一个艺术剧院的半壁江山。如果说剧院的艺

术大厦中，有好多支柱的话，那么，舞台美术便是这座大厦中必不可少的支柱。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艺

术大厦中，无疑，除了有精湛的导演、表演艺术之外，还有舞台美术的这一根坚实的支柱，才使这座大厦

巍然屹立。 

    一个剧院的艺术建设，或者说一个剧院的外在形象的塑造，是一项流程漫漫的艺术工程。半个世纪以

来，北京人艺的舞台美术创造的历程，与他们剧院所走过的道路一样，有风亦有雨，有坦途亦有曲折，遇

有阴霭亦享阳光，春华秋实，日积月累，付出了艰辛汗水，拥抱了丰收的喜悦！呈现在人们面前画册，就

成了最好的历史见证。 

    我虽然是这份“历史见证”的观赏者，我也分享了这份“喜悦”。但要让我说点什么，我仍有点诚惶

诚恐。直觉告诉我，我只能从自己一个不大的视角，表述自己的看法和感悟。 

    画册是按照每一出剧目上演的年份，遵照原始面貌严谨编排的。因此，我也尝试按这个序列将北京人

艺的舞台美术创作，简单地分为两个时期：即上个世纪剧院建立初的50年代至80年代的前夕为前期，上个



世纪80年代始至现在为后期。虽然分前后两个时期，但是它们之间不能断然分割的。它们是阶段，是延

续，是发展，从而组成了北京人艺舞台美术整体的风貌。 

 

（三） 

 

    前期的创作，我的直观是，主要以写实、再现、幻觉的手段，创造现实主义为主流的艺术风格。 

    这并不只是北京人艺独家的创作倾向，也是那个历史时期舞台美术创作的艺术现象。扩而大之，更是

当时戏剧观念的反映和制约。其因由、利弊和褒贬，已经由走过来的历史天平，做出了回答。这也是戏剧

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必然阶段。当今不必再去过分的纠缠和权衡，乃至过分去矮化或抹去这个轨

迹。相反，值得回溯和肯定的，它出现了不少出类拔萃的好作品，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至今仍有较高

的审美价值。如《龙须沟》、《茶馆》、《雷雨》、《同志，你走错了路》、《骆驼祥子》等。在这些舞

台上，以质朴、逼真地再现了历史和生活的舞台画面，触发了我们对生活、人性的情感意绪，也启发我们

对历史、对人生的重新审视和思考，体现了舞台美术创造中掘取、把握生活的能力，以及深邃、娴熟的表

现技巧。 

    《茶馆》可以说是前期创作的代表作了。当演出的大幕渐渐打开，生意兴隆、高朋满座的“裕泰”大

茶馆，十分风俗，活脱脱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整个舞台画面和满台的热闹景象，一瞬间把人们带到了清

末民初的、特有的皇城根下的历史环境，令人兴味盎然。这堂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精雕细刻的景观，虽以

钩沉历史生活细节描述见胜，却鲜活地反映了愚昧、落后、荒诞的历史烙印，向人们翻开了一页历史风情

画，经典地凝聚了老舍先生笔下的那个时期的历史生活缩影。《茶馆》舞台美术的艺术生命力，已经得到

了时间和地域的考验。近半个世纪以来，几经搬上舞台，尽管力图突破，但前期“建造”的“茶馆”，依

然推不倒，依然赢得人们的赏识。 

    北京人艺前期的舞台美术创作，也不是一种声音，一种色彩。设计家并不是始终充任沉默者的角色，

他们总是在有限的创作空间中寻找突围的空间。如果说《茶馆》是那个时期写实景观的代表的话，或者说

是一种成功的创作“模式”的话，那么还存在着另一种声音，另一种色彩，一种当时非主流“模式”的创

造。就是运用民族传统的美学理念和审美习惯，写意的表现手法，拓展演出时空的非写实创造，不时地悄

然登场。诸如《虎符》、《名优之死》、《关汉卿》、《胆剑篇》、《武则天》、《伊索》等等，探寻话

剧舞台上民族化的舞台样式。 

    《蔡文姬》的舞台美术创作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该剧本身洋溢着极其浓酽的浪漫色调和主观的情感。

舞台上当然不可能采用比较写实的外部样式，去体现一派塞外风情的舞台环境，去抒发悲情的诗化的舞台

意境。于是设计家着墨于“虚写”，采用以虚代实的我国传统的审美观念，以局部替代整体，藏形匿影，

以一当十，边角一景，对称平衡等，来处理虚实关系、黑白关系，突破了舞台的有限时空，从而使舞台上

产生了一种大气磅礴，气魄雄伟且又诗情洋溢的舞台氛围。设计者曾写道：舞台上“含蓄的虚实关系，给

观众以联想，反而使观众感到更真实、更逼真、更具体；因为这时加上了观众的联想和观众的创造后的真

实感觉，是最生动不过的了。”可见，由于调动了观众的想象力，给他们提供更开阔的想象的空间，舞台

美术足已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非写实的舞台样式，在那个年代是“离经叛道”的，是“标新立异”的。用现在的话说，是属于被否

定的“另类”。虽然其声音很微弱，但这是一种可喜的信号，是一抹曙光，尤其是出现在北京人艺的舞台

上。 

 

（四）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戏剧舞台面貌也焕然一新。北京人艺的舞台也不例外。上个世纪80年代初，



北京人艺的舞台美术创作也与戏剧整体创作同步，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同时也面临了新的考验，新的

挑战。至今，在近30年的舞台创造岁月中，又浓墨重彩，攀登了新的台阶，获得了新的成果。 

我想概述四点： 

一、舞台美术继承传统风格的创造，仍是值得肯定的话题。北京人艺有不少经典性的保留剧目，尤其是郭

沫若、老舍、曹禺等名家的佳作，进入新时期，拨乱反正，又重新赢得了应有的文化地位，重新受到了人

们的关注和喜爱，重新焕发了艺术的青春。恢复、重排了《茶馆》、《蔡文姬》、《雷雨》、《日出》、

《北京人》等剧，舞台美术的创造既保留了传统的风格，又进行了新的开掘。已形成自己创作强势的、成

熟的写实现实主义风格，作了承传和保护。我认为，这类艺术风格并没有过期，仍有较强的生命力，仍有

较高美学价值。同时，艺术贵在创新。对以往的艺术观念和舞台作重新的调整乃至修正中，二度创造敢于

与时俱进，势必让舞台美术的创造中同步跟进，使它舞台形象更能被当代人所读解和深化开掘隽永的美学

价值。因而，《茶馆》、《北京人》等剧目重排中，舞台上作了积极的大胆的尝试，既是十分正常也是值

得鼓励的。 

二、近20多年来，北京人艺舞台上的主流剧目，是反映现代、当代的剧目，而且已有相当的艺术份量的积

累。如果说，郭、老、曹的代表性剧目撑起了人艺舞台的半爿天的话，那末，另一个半爿天，则应该归属

这个时期的主流剧目了。它在艺术创造中，如《丹心谱》、《红白喜事》、《北京大爷》、《天下第一

楼》、《万家灯火》、《南街北院》、《白鹿原》等剧目，脍炙人口，可以说已经营造起一条剧院现代戏

剧的史诗性画廊，已成为它们舞台的品牌了。在坚守写实风格的创造中，与前期相比较，更引人瞩目，几

乎可以组合成一组京城的风情画。说得极端一点儿，舞台景本身已具备自己的独特的观赏性。眼下，现实

生活中的完整的北京四合院已不易找到，人艺舞台上的“四合院”，几乎可以乱真，已经可以激发人们对

四合院的美好记忆了呵！不妨可以说，舞台上的写实感强的、甚至是自然主义作品，也是有审美意义的，

更何况它热情地展示了当代生活为主体的戏剧情景了。 

三、即便是创造现实主义风格见胜的北京人艺舞台，到了变革的新时期，不可能顽固不化的恪守原来的阵

地，不可能一味沿用驾轻就熟的创作模式。承传传统是一回事，变革、变通，寻求多样化，又是一回事。

一个剧院的艺术创作理应是，多元并存的态势。它们之间并不矛盾，不会互相抵牾。写实与非写实、传统

与非传统、幻觉与非幻觉，也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产生的是互补、融贯的正面效应。因而，也

成为这个时期北京人艺舞台美术创作的另一道重要风景线。 

    这里，创作了一批非写实的、非幻觉的种种舞台样式。有《公正舆论》、《狗儿爷涅磐》、《阮玲

玉》、《野人》、《鸟人》、《风月无边》、《赵氏孤儿》、《开市大吉》等剧目，成了舞台美术作品中

多样化的亮点。比前期的《蔡文姬》前进了一大步，也更琳琅满目。如《狗儿爷涅磐》舞台上外在时空的

转换，也象征着狗儿爷命运的变迁；满台红砖铺砌的《赵氏孤儿》的空旷舞台上，正是战国古战场血与剑

相争斗的最好平台；《开市大吉》变形、扭曲的景的结构，正意蕴着那个年代小市民生活的情状和他们的

人生况味；等等。我设想，这些剧目，如以传统的写实手段也是能搬上舞台的。然而，它们采用的既不是

《茶馆》的“模式”，也不是完全的《蔡文姬》的“模式”，而突破陈陋旧习，变革观念，顺应时代和充

分信任观众的观赏能力和审美判断，寻找自己的“这一个”的样式。它们运用以非写实、非幻觉的主体性

语言，推墙破框、虚拟时空也好，承认和运用假定性、借鉴戏曲传统也罢，天马行空，独辟蹊径，极大地

拓展了舞台表现的空间中，开阔和深化了戏剧整体的力度，使戏剧本体和舞台的观赏性，焕发了更大的魅

力。 

四、80年代初的小剧场戏剧崛起，是中国戏剧舞台进入开放变革时期后，必然会出现的戏剧现象。北京人

艺的小剧场舞台也是开先河的领跑者。《绝对信号》、《车站》等小剧场戏剧的上演，不仅是舞台的变革

中，刷新了新的一页，也给舞台美术创作提出了前瞻性的课题。 

    小剧场戏剧空间的不稳定性，容易产生表演的“间离效果”，和更富有实验性等等的特性，同样对舞

台美术的空间营造具有挑战性。也就是说，更需要倾斜或调动非景观的表现功能，运用假定性的因素，去



改造、营造、创造整体的戏剧景观。我几乎观赏过北京人艺演出的小剧场剧目，没有一出戏在戏剧空间的

处理上，是重复的、类同的。从创始的《绝对信号》，它是在剧场三楼不大的观众休息厅一剧开始，直到

近年演出的《无常女吊》、《足球俱乐部》、《心灵游戏》、《家有娇妻》等等，舞台样式千变万化，空

间架构出奇制胜。我每次观剧，几乎没有坐在同一个方位，便可见观演的空间关系是何等可变、何等复杂

了。 

    因此说，它们所表现的题材虽然大相径庭，古今中外的都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展示、把握“空

的空间”中，基本上是非写实、非幻觉、非景观的，真正可以说是做到了“一戏一格”，令人击节称赞

的。我认为，这不仅是舞台美术创作值得总结的经验，也是戏剧本体创造中值得思考的课题。在北京人艺

舞台美术创作的大家庭中，是不应被人遗忘的。 

 

（五） 

 

    在论述北京人艺舞台美术创作的风格和成果时，假如其他的合作伙伴可以忽略的话，与导演艺术家的

合作是不可忽略的。话剧舞台上，导演的中心位置至今还是不能动摇的。北京人艺也有一批出类拔萃的导

演艺术家，成就了这个剧院的风格，这个舞台的光彩。 

    导演艺术家焦菊隐，他即是一位领一代风骚的戏剧家，也是一位与舞台美术合作的真诚艺术家。他的

创作主导思想和舞台风格，在北京人艺前期的舞台美术创作上，烙下了鲜明的印记。他倡导过，导演应该

是半个设计家，设计家也亦然，应该是半个导演。在舞台上，他不是只去寻求一种规范、一种样式、一种

手段的艺术家。从《茶馆》到《蔡文姬》的传世之作，不难看到他创造了两种的极端，几乎是舞台创作的

这一极走到了另一极，影响、薰陶了整整一代，包括舞台美术家在内的人艺艺术家们。焦菊隐的美学意

识、艺术探索及形式的苛求，是很难从单一层面或固定视角可以概括的。用他自己的话来阐明，他的美学

原则是：“似与不似的统一，神似与形似的统一，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有限时空与无限时空的统

一。”好像是针对舞台美术家说的。 

    进入新时期的北京人艺的舞台，导演林兆华也是不能忽视的。与其说，他是北京人艺承传者的话，还

不如说，他是一位当代舞台上的拓荒者、变革者。尽管在舞台上已留下了《红白喜事》、《天下第一楼》

等有口碑的纪录等；但后期以来的《狗儿爷涅磐》、《田野》、《赵氏孤儿》、《白鹿原》等的出现，则

更有艺术意义。从舞台美术家的视角来看，更催化了舞台美术家创造的热情，更体认或张扬了戏剧本体的

生命力。 

    当代，舞台美术与导演整体的、同步的、默契的合作，互补、互动理念和意识的强化，同样成为北京

人艺舞台成败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了。导演艺术家能造就一个剧院的艺术形象，与之紧紧相关联的舞台美

术家，则能影响导演艺术家风格的形成。 

 

（六） 

 

    不言而喻，从画册里，我还能看到北京人艺的舞台美术家们坚硬的创造脚步，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

伍。我看到他们在舞台整体创作中，很有分寸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尊重生活和尊重创作规律，可以

说是主要特色。 

    在艺术创作中，尤其是舞台艺术，对生活的尊重，也是成功之本。艺术创造当然源自生活，高于生

活。每一台戏舞台美术创造，就是展示它的外在形象的缩影。它是与戏剧本体“捆绑”在一起的，必须精

心、形象地读解它的直观形象。北京人艺舞台上，在反映不同时期的京城皇墙根下的风情中，生活气息洋

溢，生活情趣别具一格，令人缅怀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就已经向人们证明，他们既熟悉生活又严谨、准

确地展示了生活，淋漓尽致地挤出了生活的美汁。因而，除了具备精湛、娴熟的工艺表现手段之外，要了



解生活、把握生活，也是设计家的基本必修课。 

    对舞台艺术规律的尊重，也是艺术家要守住的底线。舞台创作有自己的艺术法则，舞台美术创作也同

样需要按照自己的艺术规律去运作。舞台美术是非常物质化的艺术劳动，也是不能停留在纸面上的、最具

实践性的艺术创造。只要遵循艺术法则，是艺术创新的保证。画册中，不少剧目还选入了创作过程中较为

原始的“半成品”的资料，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厚实的基本功底，看到了创作孕育期的煎熬和走向成形、成

熟中的艰辛与付出，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舞台创造的范本。 

    当前，舞台美术创造中，也存在着不少的误区。主要的是创作心态浮躁，非艺术因素的干扰和滥用有

限的文化资源，包装、奢侈、贵族化等倾向。我认为：舞台美术家不仅仅是创造外在的形式，同时，也在

展示舞台美术家自己的精神世界，自己的文化心灵和艺术的良知。在画册上，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坐标。 

 

（七） 

 

    在北京人艺舞台美术的创作中，并不是都得到掌声和鲜花。我已说过，风雨同在，成败相衬。这可能

是艺术创作真正乐趣之所在。或者说，这本画册也将创作“过程”亮出来，便展现其自身的价值，更令我

赞赏的。 

    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有时代共性的，也有局部个性的。如创作过程中，寻找样式的步子可以迈得更大

一些，更极端化一些，让形式风格更加鲜明与个性化，避免互相“撞车”。艺术创作中，是容许艺术家的

“变形”、“变态”，或在创作过程中的“得意忘形”、“喜新厌旧”。又如在固守剧场艺术的同时，走

下自己一方的舞台，走向更大的空间创造。等等。总之，舞台创造的空间是十分辽阔的，可以奔驰，也可

以翱翔。在有限的舞台上，去创造无限的世界！ 

美是生活，美在多样性，美需要创新。在舞台美术的创作阵地上更是如此。 

    一位著名的英国剧作家、诗人本.琼生说过：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世世代代。” 

    我想，这本画册，无疑是属于北京人艺艺术家们艺术创造的记录，然而，又不仅仅是一个剧院的财

富，应该属于我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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