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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剧舞美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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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粤剧舞台美术的表现形式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写实性·绘画性（包括写实性·亚装饰性）；二

是写意性·表现性。在我所看过的粤剧中，第一类代表作品如《魂牵珠玑巷》、《唐太宗与小魏征》、

《伦文叙传奇》、《中英街传奇》等。这一类作品比较受欢迎，其原因是画面比较美，比较适合粤剧观众

的口味，有时幕一打开，观众就鼓掌：“哗，布景好靓！”《伦文叙传奇》第一景的三座神像就画得非常

好，用色非常准确逼真，没有一笔颜色是多余的，而且使人感到殿内的空气如烟霞在流动。北京有位教授

在台下看了神像，以为是用泡沫塑料雕成的，上台一看，才知是绘景。剧中“惜别”一场占有整个舞台的

江边卧榕，搞得很大气，也很美，枝干穿插有意，须叶点染含情，给离别远去的剧中人，也给观众留下难

忘的印象；御花园那棵古柏树，造型十分苍劲奇特，很具观赏性，使人感到只有皇家庭苑才能拥有这样的

奇花异草。这种写实性、绘画性的布景，是由洪三和、何碧溪、南陀等老一辈粤剧舞台美术家奇妙的舞台

构思、精湛的绘画技巧创造出来的，后来的设计家的贡献是从色彩上、造型上、黑白灰关系上使舞台布景

更像一幅幅美丽的中国山水画。  

  在艺术创新面前，这种被称为“第二传统”的布景，有无存在的价值呢？回答还是肯定的。一、这种

风格的布景与当前的粤剧是匹配的，并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并不是什么“旧瓶装新酒”。因为当前的粤剧

还处在“超稳定”状态。二、这种风格在国内是有些特色的，与别的剧种的舞台美术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保持这种距离是重要的。通过“微调”拉大这种距离，可以形成更具岭南特色的舞台美术。三、这种风格

的最大特色是画大景（又称画大幕），粤剧观众都喜欢看画大景，我们不妨保留这道“粤菜”。我的意见

是：a、如果是写实性的，可以再多吸收一点中国画的“空白”，使画面更空灵。b、亦可增加表现成份，

把焦点透视改为散点透视，或把多组不同性质的景物集中在一个画面上。上海周本义教授设计的黄梅戏

《红楼梦》第一场大观园的那一景，背景就是用散点透视的方法，由大小不一的几个高高低低的月洞门组

成的画面，很有新意。它既表现出大观园之大，又暗示出戏剧的复杂——每个月洞门里都有几个辛酸的故

事。c、把写实性、绘画性改为表现性、绘画性。不用写实的方法绘大景。最近我看了在美国工作的云南

画家丁绍光的画。他的画中国人喜欢，西方人亦喜欢。他连续三年被选为联合国代表画家，他的画许多背

景都是非写实的深色背景，他被认为是中、西绘画语言拼撞，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成功范例。我曾这样想：

如果把他的绘画方法用到舞台大景上，不是很好么，既可表现深刻而复杂的思想内容，又很美，很新，很

现代。采用“表现”的手法，可以从超现实主义那里吸取营养，即单元形象是写实的，组合和配置是荒诞

的。或写实的形象，荒诞的处理等等。写实主义仅仅是一道菜。拓宽视野，会使我们的表现形式丰富起

来。d、应该承认，粤剧的内景，搞得好的不多，平台和道具都显得多而杂，缺乏中国建筑的美感，缺乏

刻划人物形象和催化戏剧情绪的力度……这些，都是要努力提高的事。 

  第二类的作品有《霓裳情怨》、《睿王与庄妃》、《金陵残梦》、《莲花仙子词皇帝》等舞美设计，



这类作品可冠以“写意性”，以区别“写实性”。其实，用“表现性”这个词可能更恰当。这是一种向兄

弟剧种学习，打破粤剧观众欣赏习惯的尝试。色彩以黑当白，有美感，也有一定内涵，收到以一当十、突

出主体形象的效果。舞台干净了，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６０年代初我用这种风格搞过几个戏，如上海戏

剧学院的《八一风暴》，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一、选取主体形象很重要，一定要有较强的“表现意

味”（如刻划人物、表现历史、暗示命运、象征哲理等）。二、要弄清主体形象与周围环境的生活联系，

通过人物活动带出整个环境来，虽然没有实景，观众却感到实景的存在。这是著名戏剧家朱端钧先生的意

见。三、既要考虑粤剧观众的欣赏趣味，又要拉大与同类手法的距离：a、不要给观众产生黑舞台或黑布

景的感觉，《金陵残梦》的界画，《莲花仙子词皇帝》的发光颜料的运用，都取得很好效果，应继续试验

下去。b、加强灯光的表现性，强调光束的表现力和审美情趣。学会表现性灯光，将造就一两个粤剧“灯

光诗人”。 

  粤剧是我国目前生存环境最好的剧种之一。但不能自以为是各方面水平最高的剧种。２１世纪的观众

是文化知识较高的观众，是被现代文化与科技的斑斓色彩、炫目图像所包围的观众，又是喜欢娱乐与思考

的观众。为了寻找面对这样观众的新形式、新舞美，我认为要重视以下几点： 

  第一、打破写实性是唯一最好的表现形式的艺术观。现在不少人还认为，布景搞得逼真才算最美。其

实这是很错误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许多写实布景已经搞得千篇一律，成为一种“新程式”了。现代戏

的村头景：解放前是左一棵大树、右一间破屋；解放后是左一棵柳树、右一间新屋。古装戏的室内景：

（中堂）两边各一蝴蝶幕，中间格扇，前面一桌两椅；或（官堂）中间一大屏风，小平台上放一官案。许

多设计图集几乎像是一个人搞的。这个问题在舞美理论界虽已初步解决，但部分领导、演员还未充分认

识。比如，门与窗之间怎么没有墙？大树后面怎么不是天？能发射的大炮怎能是一张旧照片？天上的太阳

怎会是绿色的？地上的青草怎会涂上黑色？六月的天空怎会突然下雪？……我们崇尚现实主义，但无数实

践已经证明，非写实手法往往是对现实主义的加强。我们虽然不同意西方评论家所说的搞写实是“艺术家

低能的标志”（贝克）。但拉开与生活原形的距离，采用“表现”的手法，向变形、重构，甚至抽象的方

向走，已成为当今造型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许多美术家的追求。 

  第二、更新知识，应用当代造型设计语汇和学术成果，营造２１世纪舞台新景观。陶瓷是中国传统产

品，但百姓往往更喜爱日本和韩国的工艺（生活用瓷），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产品无论在造型还是纹

样上，都运用了当代造型的观念和语汇，给人一种新颖而具时尚的美感。２０世纪初发生的新美术运动，

使一批美术家对视觉美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探索。他们从点、线、面的构成入手，逐渐扩大到空间、形式

等方面，去探求形与色的表现方法，极大地丰富了造型艺术设计的手段，为产品造型设计新辟了一个崭新

天地。而我们的一些设计人员，还是沿用图案时代的思路去走——仅仅知道：单独模样、二方连续、四方

连续等。最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的《形态构成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现代艺术设计的平面构成、色彩构

成、主体构成、空间构成、肌理构成等原理，对了解现代美术的形态构成很有帮助。据说我国的一些美术

院校不论是工业设计，还是绘画、雕塑都开此课，这是迈入现代设计之门的必修课。粤剧舞美设计要使自

己的作品具有现代感，应该补上这一课。 

  我们应当关注一下后现代主义的设计，这可能对开拓新思路有启发。二战之后，由建筑设计开创的后

现代主义是现代工业设计的主要倾向，香港中银大厦、北京香山饭店的设计者贝聿铭就是后现代主义大

师。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思潮，对我国的设计思想已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扩大了中国设计界的创作视

野，使我国的设计也开始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９０年代后，我国许多漂亮的新商厦、新住宅、新楼群

就是在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影响下设计出来的。大家只要回顾一下５０年代那些千篇一律的“火柴盒”大楼

和前苏联电影《命运的捉弄》，就会知道后现代主义的功劳。后现代主义特征就是以一种不寻常的形式来

表现我们所熟悉的平常的式样。他们提出：宁要不成熟、有疏漏，也要有所创新。他们主张：在保证功能

的基础上以更多的形式美感来满足人们精神上审美与怀旧的需求。他们的追求是：不同文化阶层都应能看

懂并欣赏设计艺术的美感，专家和设计师们能体会其深层的含义，而普通百姓也能得到感官的愉悦。可见



后现代主义追求的形式新颖、色彩艳丽、构思奇特很适合当代粤剧观众的审美需求。但后现代主义是建立

在物质极其丰富、科技非常发达的社会基础上的，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于他们要求的过分装饰和华丽

要有所保留。 

  第三、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后现代主义奠基人查尔斯·詹克斯给后现代主义下定义时说，它“是现代

技术与别的什么东西（往往是传统建筑）的混合物”。后现代主义建筑师“受当代技术的约束，又面对当

今社会，这种约束足以把他们与复古主义者和墨守成规者区别开来……所以可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创作

家，都保持着‘现代’意识……”。这段话的意思是现代设计一定要与不断发展和更新的当代技术相结

合，当你的设计与当代技术相结合并受它“约束”，你的设计便可保持着“现代”意识和品味。这是一段

精辟的科技与艺术关系的讲话。所谓“约束”是指设计者要学会运用新技术，开发新技术潜能为戏剧服

务。１９世纪末，电灯的出现，改变了舞台整体面貌。由于国际级大师斯沃博达充分利用现代光学与镜

面，才创造出具有世界影响的舞台景观。现在无论电影、电视、音乐、杂技、魔术都与高科技挂上钩，唯

独舞台剧好像还停留在“刀耕火种”，“一根扁担一把锄”的阶段，天幕还是静止的，７２平方米天幕还

是要人去画，平台十分笨重，软景像块皱巴巴的布，３０平方米的台板还是那样冷冰冰地面对观众……舞

台美术家的许多奇思妙想受到限制……。 

  灯光对人物性格的刻划和空间形象的塑造，对观众感情的煽动和美的愉悦作用越来越清晰，有人预

言，未来的舞台演出，除了演员就是灯光了（道具还是要有的）。光束将像一支有灵性的画笔，在舞台上

任意挥洒。具有现代意味的戏曲舞美一定要和现代灯光艺术相结合。我们的设计人员不能像《大雷雨》里

那位愚昧的俄国老太太那样，咀咒火车的出现。新技术将会促使舞台新语汇、新景观的创造，新技术将使

艺术插上翼膀。 

  好的粤剧舞美应该是美的，新的，粤剧的。粤剧《伶仃洋》是一部反映鸦片战争的戏，舞美设计者用

一张发黄的清朝旧地图包围舞台四周，给人一种闭关锁国、作茧自缚的感觉。戏，就是在这样一个沉闷的

环境中发展，但当戏要结束，一大批少年弟子赴洋留学，图谋兴国图强时，那些包围舞台四周的地图突然

被风吹开一条一条裂缝，这股风愈吹愈强，裂开的布条也就愈裂愈大。一张横列整个舞台的，我国第一批

留洋学生的旧照片在舞台中景的位置显露出来。这个设计还运用了大量放得和实物一样尺寸的历史旧照来

代替实景，如抗英的大炮，鸦片烟馆的烟鬼等等，既使观众引起历史的联想，也和导演设计的、很有表现

力的、写意性的舞台动作和场面调度非常吻合，这是一个与表、导演有机结合的颇有新意舞台美术，这种

独具匠心的处理有力地揭示了剧目的主题。然而这么一个较能表现戏曲内涵的作品，却不受一些粤剧观众

的欢迎，剧团要设计者一改再改，还是不满意。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主要是不合乎粤剧观众的欣赏习

惯，即所谓不是“粤剧的”。那么什么是“粤剧的”呢？我认为，一是重时尚。粤剧文化的特征是它的开

放性、兼容性和娱乐性（有人说是商业性）。历史上，粤剧无论剧本、曲调、器乐、舞台都明显地反映这

个特点。例如从热门的电影或话剧移植剧本，小提琴、色士风、时代曲、机关布景加亮片等等追求时尚的

新、奇、美。二是“戏曲的”，即程式性、虚拟性、装饰性、观赏性。虚拟和程式两性在美术里可翻译为

写意性和表现性。第三是地域性。广东过去是个商埠，所谓客自四方来。广东同时也是亚热带地区，老百

姓一年四季看到的，除了滚滚而来的境外文化，就是蓝天、绿树、红花。这与北方的黑沉沉、灰蒙蒙的落

叶、枯树、黄沙不同，美术家很少见到高级灰的调子。广东地域的色彩是鲜艳、亮丽的。由此引伸到粤剧

舞台的色彩，便是倾向艳丽。一句话，所谓“粤剧的”应该是追求新、奇、美，重观赏、重亮丽。而《伶

仃洋》的舞美过于沉闷，缺乏变化，缺乏观赏性，色彩的运用也不对……这仅仅是一个例子，以前，粤剧

舞美也曾请过几位“外来和尚”帮忙，但都很不如意。 

  比较成功的粤剧舞美证实了粤剧舞台作品一定要是“粤剧的”。只有尊重了“粤剧的”，才能提高

“粤剧的”舞台美术。粤剧舞台美术的创新或走向，都不要忘记这个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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