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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舞美园地上的一枝奇葩

来源：中国舞台美术学会 日期：2007-11-23 10:42:42 

 一一 漫 谈 梁 三 根 

 

（一） 

    刚迈上新世纪的台阶，广东的文化部门领导就率先支持广东舞台美术学会举办“广东舞台美术学术研

讨会”，拉开了21世纪舞台艺术创造的序幕。与会的除了舞台美术的同行外，还有方方面面的戏剧界朋

友；研讨的话题也已超越了三位舞台美术家艺术创作的范畴。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只是看成广东省舞台美

术界的一件盛事，应该看作是中国舞台美术界的盛会。21世纪的广东戏剧活动的大舞台，首先将舞台美术

推出亮相，是并不奇怪的。广东自80年代初以来，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哨阵地，广东的新时期戏剧也

一直十分活跃。活跃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舞台美术的创作，既产生了一批成熟的作品，又出现了自己土

地上成熟的舞台美术家。我有幸前来参加这样的研讨会，便感到格外的高兴。 

（二） 

    梁三根同志就是南国这块生机盎然的土地上的一位已获丰收的成熟的舞台美术家。通常，舞台美术家

在舞台艺术创造所处的位置中，只是被喻为“绿叶”；但在艺术创造绽放的绚丽花朵中，我以“奇葩”来

形容舞台美术工作者，我认为也并不过誉的。 

    关于梁三根同志的舞台设计创作活动，坦率地说，我没有更多的了解，没有更多的思考，再加上对粤

剧艺术也不甚了了的了解，因而，我是没有更多的发言权的。昨天的研讨发言中，对我来说，是一边听一

边在学习，一边是在我的脑海中，捕捉和勾画这位设计家的“整体形象”呵！ 

    讫今止，尽管我只听了部分同志的发言，尤其是与他多年合作同志的发言，已经让我揣摸到梁三根的

人缘和人品。只是从他与众多合作者如此和谐、默契的合作，就为他设计创作的成功，至少奠定了一半的

基础。我听了很感动，让我倾刻浮想联翩。从而，一个舞台设计家的“艺术形象”以及作为艺术家的人格

魅力，在我的脑海中较为生物地浮现出来了。 

    我最初“认识”梁三根，照例是从他的作品开始的。1994年我参加“学会奖”评选时，才真正开始了

解的。当年的“学会奖”，一个年度只评选出一件作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梁三根高超的绘景艺术，

充分展示了他扎实的基本功和他艺术的表现能力，渐渐地引起了我的关注，乃至一年前在梅州观看《深宫

假凤》时，才有了进一步的相对的了解。 

    然而，这几步“了解”的过程，当然还是停留在“初级阶段”，更没有深入地作理性的审视和思考。

我想，针就梁三艰的设计创作的人文环境及其历史的、时代的背景，谈谈我自己的两个看法和认识。 

（三） 

    其一，是关于梁三根自身创作之外的问题，即就是从他近40年的创作生涯中衍生开去，我认为在广



东，已经可以创立舞台美术的“岭南学派”的时候了。在古往今关的历史上，文学、绘画诸领域中关于

“岭南学派”作如何的界定，我没有研究过，但从舞台美术的视角来看，勇于创立自己的学派，强化地域

的文化特色和艺术的表现手段，并上升到可以界定、可以理论的高度，似乎在广东这方风水宝地上更有可

能性。 

    戏剧新时期以来，我看过不少广东舞台的演出，给我似乎有一种朦朦胧胧的印象，包括梁三根众多的

作品也如此，这就是：(1)它呈显现的观念上，众采博长，有较强的应变能力；(2)它在表现的形式和样式

上，精美明快，简洁透剔，富有传统意韵又有当代民间俚俗的风情；(3)在处理、把握观演关系上，关注

市场，关注娱乐性、观赏性。可以说更主要的是重视市场效应而不是关注“官场”效果，而表现出他们对

艺术的自信和一种相当平和的“平民心态”。 

    从上述3点而言，我想在舞台美术创造上尤为特出，已经可以粗略地勾勒出未来广东舞台美术“岭南

学派”的轮廓来了。当然，这只是一种感晤，更需要大量的实证，需要进一步完整理论的框架。我之所以

冥生出这个想法，就是从梁三根等广东设计家的创作实践中，得到启发的。 

（四） 

    其二，从梁三根自身的艺术创作实践中，给我一种突出的印象是平民化的风貌。刚刚提到的岭南戏剧

及舞台美术的特色中，有一种相当平和的“平民心态”，是比较典型、集中在梁三根的创作上。昨天，在

他本人的发言中，着重谈到自己的创作的个性问题。他说：“我在舞美艺术的天地里，以坚韧不拔的精

神，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日子，在舞台上留下了艰辛的足迹。我热爱民间的故事、诗歌、歌谣和美术，这是

我戏曲文化的背景。执著的求知、求实、求新欲望是我艺术表现的推动力，构成一个乡土气息非常浓厚的

幼稚的自我个性。”我认为这段自我的剖白，可以看到他的生存环境、创作的空间，是来自相当普通的环

境和空间，就可以判定了他创作个性中平民化倾向了。 

    我纵观梁三根的作品，这个烙印是相当鲜明的。传统的粤剧《情僧偷到潇湘馆》的舞台，并不铺张之

中，营造了大观园的情景；民间性的《魂牵珠玑巷》粤剧中，朴素地牵发了炎黄子孙寻祖问根的爱国热

忱，描述了“民间有真情”的美感。这些作品，多为比较清丽、朴质，诉说着自己的艺术理想，或者说平

实地在表现自己的艺术功能。设有渲闹的声音，没有脂粉气，设有矫情和矫饰，它摒弃了不必要的富丽和

豪华，也就是摒弃了没落的“贵族味”。亲切和平等地提供了整体舞台演出所需的艺术语言；扩而大之，

也是亲切和平等地交给观众去鉴赏、去评判、去赢得审美的愉悦。关于平民化。我认为我们传统的戏曲舞

台，本来就是它固有的、重要的、代代相传的属性之一，这样才能广泛地被众多的普通百姓所接纳。用现

代的话说，能真正地走向文化市场，能形成良性的艺术生产和演出机制。 

    梁三根的作品，它的涉及面主要还是在粤剧舞台上。他立足在这块养育他的舞台上，才使他成为一名

舞台设计家。同时，无论是早期的《柳毅传书》、《搜书院》、《关汉卿》、《山乡风云》等一大批成熟

形态的写实化作品，还是后来的《魂牵珠玑巷》、《伦文叙传奇》、《铁血红伶》等倾向写意性的设计，

他在保持平民化的创作个性中，没有走极端而陷入误区，才使他的艺术获得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自己发展

的生命力。 

（五） 

    我认为，在平民化创作的运作中，往往易走两个极端，或者说两个误区。 

    一个是平民化不等于是贫困化，不等于因陋就简而缺乏审美的价值。眼下，观众的观赏水平已大大的

提高，审美的口味也愈来愈“刁”。正如大家所介绍的，即便到了农村，太简陋的舞台景观也是越来越不

受欢迎了；即便是普通的农民观众，也需要样式包装上更美、直观性更强的演出了。梁三根的作品，是能

满足这个审美需求的，也是顺乎时代发展的潮流的。他作为舞台设计者，几十年来摔打滚爬在这个舞台

上，是谙熟此道的。他没有放弃和理应创造的舞台美的责任。 

    另一个是平民化也不等于排斥大制作。在有条件、有必要、有可能的创造基础上，节制而又谨慎地投

入大制作的运作，也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我想说的是绝大要盲目投入大制作，从而又陷入与“贫困化”



相对应的另一个误区。近年来，个别地方、个别创作出现了一些大制作大投入的现象，就我的观察，成功

者少而失败者多，造成此状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也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大气候”的不成熟因素，也有

“小气候”操作上的因素；既有违背自身艺术规律的因素，也有种种非艺术的因素。例如有急于求成、好

高鹜远的心理状态等等。我在这里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障碍。 

    首先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障碍，或者说矛盾。演出大制作的运作，无疑需要大的经济投入。按目前演

出团体的经济条件，以及观众消费的承受能力、文化市场的运行机制，这些一环扣一环的问题，还不十分

成熟，还不能良性互动和循环，达到有效回报的目的。这个大投入的市场尚需要培育的过程。其次，大投

入的大制作在艺术上，包括体现或表现的技术工艺上，也没有足够的艺术思想上的准备。其中对大制作的

创作观念，也没有疏理清楚，或只是停留在外表的认识上。对艺术生产的静态和动态机制，对剧目本体的

考察，对观众审美能力的判断，等等，必须作出评估，打出综合后的分数是否能达标？才能付之实施。我

认为大制作并不等于形式或样式的放大，更不是外在的包装。如果达不到艺术上的“放大“或升华，这样

的创造是劳而无功的。我近期看到一出大制作的舞台，就是越剧《红楼梦》。如果有它成功的一面，则就

是经济能够捞回投入。不过是一个个例而已。它借光了丰富的“红楼”文化的底蕴和影响，几百年以来的

文化铺垫，电影等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几十年的薰陶，几代人的一定的明星效应，才使这个大制作的舞台

打下了先天的成功的基础。不过从艺术创造的视角，或从就景谈景的范畴，也只是一种放大，一种奢侈的

包装，而缺少了真正意义上的创造，说得再重一些，阉割了原有艺术的精粹。 

    梁三根的创作，至少还未循入这个误圈，保持着平民化的风格，是难能可贵的。例如，当他感悟到粤

剧的程式化的表演，置放在写实化形态的布景环境中，产生许多的局限性时，他通过不断的实践，加以变

革和变通，往往采用装饰化的手段，或单纯化的形态，依然保持平民化的格调。如《唐太宗与小魏征》、

《霓裳情怨》的设计中以装饰手法见胜；在《睿王与庄妃》、《深宫假凤》中，简洁大方见长。并没有沉

溺在堂皇的繁琐的历史描述上，正是平民化的创造观念的使然。人们往往容易跟随时尚，随波逐流，假如

逆向思考，反之而行动，个性化的作品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尤其是深受地方基层观众喜闻乐见的剧种剧

目，平民化的介入，使他找到了创造艺术生命的支撑点。梁三根从平民化入手，容而又游刃地遵重艺术规

律的操作，正是他的作品获得合作者乐意合作、观赏者乐意观赏的重要因素。 

    近期，我看了不少的戏，从舞台美术的角度来说，真正称得上上品的作品不是太多。它们的舞台，有

的并不是少了资金的投入，有的也不是完全属于设计者的责任，其因素同样也是复杂且又多元性的。观剧

中，已给我造成一种非正常的心理定势：每当大幕打开的时候，舞台上呈现的越是富丽堂皇的景象，越使

我产生一种莫明其妙的提心吊胆的感觉，马上在脑子里盘算起来，“这得化掉多少的钱呀！”有点儿“杞

人忧钱”。然而，当看到的是一台相当平实、质朴景物的时候，我的观赏心态反倒也跟着平实、质朴起

来。即便演出在艺术上还稚嫩一些，或者还存在一定的缺憾的地方，我感到自己反而与舞台没有距离感，

更增加了几分亲近，看梁三根的舞台便是这样。 

    总之，无论从那个视角，我看到的梁三根其人其作品，还是十分粗略和浅表的。用他自己的话来描

绘：“构成一个乡土气息非常浓厚的幼稚的自我个性”。不过，他的作品与他的人缘一样，也是十分平民

化，我已经感到没有距离感，没有给我带来审美负担。这就是他最大的艺术个性，也是他最大的艺术成

果。 

 

                                                          2000年1月7日夜，草就于广州湖滨宾馆 

作者：蔡体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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