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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戏曲频道直播的《2018 中

国戏曲大会》首场，有个命题当场就

产生了争论，马派名家、现场陪答嘉

宾朱强先生提出了异议，在我们全

国高校京剧联盟（暂名）微信群中也

引起强烈反响。这个命题是：数名演

员戴着红色髯口表演一番之后，主

持人提问，他们展示的是“武生、花

脸、老生”中哪个行当的“髯口功

法”。笔者老眼昏花，在电视上没大

看清，于是发微信请教赵景勃先生，

赵先生的赐复是：“不是指髯口，而

是功法，是盖派功法，舞剧是红三，

戏曲没有。”既如此，这个命题就有

给选手“挖坑”之嫌。题目让选手识

别“盖派（武生）”髯口功法，为何不

戴“黑三”而偏戴戏曲中没有的“红

三”呢？戏迷票友一般都知道只有武

花脸和架子花脸戴红色髯口，如《通

天犀》之青面虎，《连环套》之窦尔

敦，《洪洋洞》之孟良等，在忽略髯口

种类（“扎”或“三”）的情况下，许多

选手就被“误导”进“花脸”这个“坑”

里了。

当然，这一命题的要害尚不在

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它脱离了参与

者的实际。绝大多数戏迷票友注重

的是“唱”，让他们识别不同流派的

各种“功法”，就有些勉为其难。第四

场的王菲从百人团中脱颖而出，实力不俗，但

竟然把“乌龙绞柱”说成“云里翻”，就是一个典

型的例证。再者，此题要选手辨识的还是“盖派

功法”，这就更加匪夷所思了。盖老长期在江南

演出，笔者时年八十有三，自上世纪40年代上

小学起，就常在北京听戏，大凡在北京舞台上

露演过的京剧名角，几乎全都看过，偏偏没看

过盖老的舞台演出，仅仅看过他的电影艺术片

而已。与会的选手多为青年人，甚至还有未成

年的娃娃，不用说盖老的舞台演出，看过其电

影艺术片的恐怕也没有几人，让他们辨识盖派

髯口功法，岂非强人所难？即使用此题考考当

前所有的京剧旦角演员，我敢说也没有多少人

能答得上来。我认为既然举办戏

曲大会是为了普及戏曲知识，就

该注意命题的“常识性”，切忌出

偏题难题。

纵观大会的全部命题，其中

有一些超越了戏曲范围，广泛涉

及语言文学、古代文学史、天文、

科举、法律、民族等多个知识领

域，笔者认为也是不妥的。例如，

对“美轮美奂”的解释；“鲛珠”典

出《诗经》、楚辞还是《山海经》；

《关雎》是十五国“风”中哪一国的

民歌；“魁”是北斗七星中的第几

颗；“到如今是参和商”的“参”与

“商”指的是什么；“解元”指的是

什么；《女驸马》中冯素珍女扮男

装参加科考若发生在现在，触犯

了哪项法律；依据人物服饰辨识

少数民族戏曲，等等。我敢说，大

会的点评嘉宾如果不提前做准

备，也不见得个个都能全部答对。

我们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关

于古典戏曲的知识，亦不宜多所

涉及。一般对青年人来说，必然要

接触古典戏曲者，主要是大学中

文系的学生，选手中会有，但总不

会太多。他们学习中国文学史，元

曲和明清传奇是必不可少的内

容。但中文系讲古典戏曲，其着眼

点在于剧作的文学性，丝毫不涉及表演，他们

也无从知道当时是如何表演的。许多主讲古典

戏曲的教师，对现今“活”在舞台上的戏曲并不

感兴趣，甚至从不听戏看戏，对国粹京剧也知

之甚少乃至一无所知。而广大戏迷票友所熟悉

和喜爱的，恰恰是“活”在舞台上的戏曲，但对

古典戏曲却又少有接触。陈水钟改编的《红

娘》、田汉改编的《西厢记》、王雁改编的《望江

亭》，他们熟悉，会唱，但却少有人读过王实甫

的《西厢记》和关汉卿的《望江亭中秋切鲙》。

表现突出的两位选手面对一道九宫题，连不出

“赵盼儿”的名字，原因就在于他们没读过甚至

不知道关汉卿的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

争 鸣

前不久，“东方之韵，梨园光影——上海戏

曲艺术中心3D电影晋京展映”引起我强烈的兴

趣。这是沪上近几年戏曲电影在京的一次集中

展映，涉及越剧《西厢记》、昆曲《景阳钟》、京剧

《曹操与杨修》，不仅皆为3D制作，而且剧场版

和电影版配套打包，观众可以欣赏完舞台上的

生动鲜活后，转而换一种艺术介质重看这些已

然成为经典的剧种剧目，这样的策划和安排无

疑是令北京戏曲观众们欣喜的。的确，当天每一

场电影放映完之后，都可以从散场的人群中听

到对演员表演的啧啧赞叹。然而，作为一名职业

观众，我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内从中午1点到晚

上9点看完这三部3D戏曲电影后，却觉得：虽

然戏曲电影是随着中国电影的诞生起点《定军

山》一路走来的，但是在21世纪电影技术日新

月异的今天，先撇开检验电影好坏的重要标

准——商业票房不说，单从艺术层面讲，这条从

舞台到银幕的道路也还有很长一段要走，而且

这是一条需要借助戏曲人和电影人共同探索的

艰难之路。

一

法国电影导演罗贝尔·布烈松曾经在《电影

书写札记》中说：“戏剧与电影书写如果强行婚

配，势必会两败俱伤。”这说明无论是戏剧（戏

曲）还是电影都有其无法颠覆的艺术本性，前者

崇尚假定性，而后者崇尚“物质现实的复原”（德

国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语），这两种完全相反甚

至相互冲突的本性，如果将其不加思考的强行

混合，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这次展映中出现的

几部影片或许可以窥得一斑。

在展映影片之一《曹操与杨修》放映之前，

导演滕俊杰做了映前导赏，他说道：“戏曲电影

应以电影为本位，最大化地借助电影手段拍出

戏曲来，然后让更多观众看了电影之后走进剧

场。”应该说，此话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想达到

的效果也是好的。但是，当画面上飞驰的箭，残

破的大船，熊熊的大火、飞翔的乌鸦，从乱溅的

碎石中显现出的郭嘉等特效一个个出现在银幕

上的时候，3D技术的动态拟真和戏曲演员的脸

谱、戏曲表演的程式化交相出现让我产生了强

烈的不适感。刚刚在心中确立求真的电影接受

习惯，突然随着戏曲演员舞台化的妆扮和程式

化的表演而需要迅速调整，待刚刚又调整成戏

曲的接受习惯时，银幕上又出现了白雪皑皑、极

尽逼真的树林，曹操带领着一群人拿着马鞭而

来。以鞭代马的骑马程式在戏曲的“空”舞台上

早已约定俗成，但是放在影像逼真的环境中，则

显得不伦不类。关于在电影中出现的“假”与

“真”问题，布烈松也曾说：“在真实和虚假的混

合中，真实突出了虚假，而虚假阻止人们相信真

实。”这句话无疑非常精准地道出了我看这三部

3D戏曲电影的感受。银幕上，本来最大化体现

戏曲表演魅力的戏曲虚拟、程式、脸谱等等“假

定”在逼真的影像和3D的拟真特效下，不仅仅

显得假，而且也确实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虚假，有

了虚假的观感又怎能让观众被影片中曹操与杨

修这两个灵魂的相互角力而感染呢？此刻，我突

然明白，原来滕俊杰导演所谓“最大化借助电影

手段”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指电影的3D技术，

并非指电影的镜头语言。

二

戏曲电影首先属于电影，这个毋庸置疑，但

戏曲电影究竟应该以电影为主位还是以戏曲为

主位，却值得探讨，这涉及戏曲电影的创作观念

和美学确立的问题。

在谈中国戏曲电影之前，或许近几年在世

界乃至于中国一线大城市掀起的“英国国家剧

院现场”（NTlive）戏剧影像放映活动可以作为

借镜。“NTlive”是2009年英国国家剧院发起的

旨在让英国和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欣赏到它们

的戏剧作品的艺术项目，其手段是通过改变戏

剧的传播方式，让世界更多的人看到更好的前

沿戏剧。可以说，“NTlive”是数字媒体技术不断

革新的结果，高清的影像摄制需要一流的影院

放映技术配套。并且，“NTlive”旨在用丰富的电

影镜头语言重构戏剧舞台经典。这个重构决定

这是一场记录，但又绝非纯粹的记录；同时，这

是影像，但必须尊重戏剧本身。重构，不是增加

戏剧的内容，也不是改变戏剧作品的内涵，而是

选取最佳的观赏视角，或者剧场观众不可能实

现的视角引导观众去看，甚至通过镜头放大细

节、夸张处理，弥补在剧场中的观赏缺陷，其最

终目的是让戏剧人物关系和人物的精神状态更

明晰。从2018年5月来中国上演的英国国家剧

院的《深夜小狗神秘事件》这部作品看，精良的

“NTlive”的确能够达到让看过影像的观众再次

走进剧场的效果。

“NTlive”是英国戏剧电影的案例，我们的

戏曲电影当然有不同。最大的不同是西方戏剧

与中国戏曲虽然都强调假定性，但是前者偏写

实、更生活化，而后者不仅偏写意，重虚拟，尚歌

舞，而且有很多与现代生活距离较远的程式，所

以当古典形态的戏曲与电影语言结合后，难度

更大，还很容易陷入纯粹的舞台记录层面。那

么，戏曲电影究竟怎么让电影手段为戏曲助力

呢？戏曲电影究竟怎么样通过银幕媒介让戏曲

舞台艺术的光芒和魅力彰显呢？对此，郑大圣导

演的戏曲电影《廉吏于成龙》或许能够给我们一

些启发。

三

如何缝合电影影像的实和戏曲舞台的虚之

间的矛盾，是戏曲电影创作是否成功的核心问

题，郑大圣显然是有严肃思考的。他回望中国电

影的来路，发现了电影和戏曲的世界原来是由

一块白布联结起来的。1905年，丰泰照相馆摄

影《定军山》时以一块白布为背景阻隔了现实环

境，而在戏园子放映时又以一块白布为衔接进

入到虚拟世界，“一块白布改变了空间……一个

真实空间，就此遁入了假定性的戏境——戏剧

的境界。”郑大圣将这块意义非凡的白布运用在

了他的戏曲电影《廉吏于成龙》中，最大化发挥

其功能，将虚与实、影与戏的界限打破、混同、模

糊。六块白色纱幕置于影棚内阻隔了外部的现

实世界，而开场时移动的纱幕掠过一位京胡演

奏员的投影，接着由尚长荣先生扮演的于成龙

进入六块白布打造的世界中，唱着“千里跋涉到

海角”上场，此刻，观众认可了这是一个假定的

戏剧空间，所以，当黑牛说“老爷，这里就是福州

城了”的时候，白色纱幕上虽然仅仅只是一棵大

树的投影，观众也可以认定这里就是那个榕树垂

挂的福州城。因为导演已经通过几个镜头很自然

地缝合了现实空间和舞台空间的沟壑。当然，在

解决电影的实和舞台假定之间的矛盾时，郑大圣

也有败笔，或许是担心不够电影化，在整部电影

的序幕部分和尾声部分，他均采用了棚外实景拍

摄的方法，首部是戏外喧嚣大都市的现实空间，

尾部是戏中的于成龙将一抔黄土包裹后离去的

现实空间。这样的首尾处理无疑让整个作品的风

格出现割裂，显得不够具有统一性，而且前后时

空缺乏一致性，似乎郑大圣对自己确立起来的戏

曲电影美学观还不够自信。

戏曲电影的电影化究竟应该体现在哪里？

我想绝不是简单地对舞台世界的复原和再现，

也不是不加思考地滥用技术，而是应该通过变

换的视角、景别，通过摄影机的推拉摇移配合舞

台上的表演，加以照应、放大、贴合、甚至夸张，

赋予戏曲电影性。笔者以为，郑大圣在这方面完

成得很好。

郑大圣用镜头语言重构了舞台上的《廉吏

于成龙》，它不再是自下而上单一的剧场观众视

角，换之以更为丰富的视角来品赏这个舞台空

间。比如，当康亲王出场的时候，在郑大圣的镜

头中，权倾一时的康亲王是通过跟拍、俯拍、侧

拍、正面局部特写等一系列镜头的运动交替完

成的，虽然舞台上演员的表演是一气呵成的，但

是镜头中却包含着中景、近景、全景等不同景

别，以及不同视角的变化。电影的镜头其实就是

导演的头脑，导演通过镜头的运动，将观众代入

到对人物身份以及精神气质的理解中，通过一

系列画面的丰富变化其实最终指向人物内在。

于是，气概凌云、权倾一时的康亲王顿时呼之欲

出。类似这样通过景别和视角变化而增加舞台

感染力和人物表现力的例子在电影《廉吏于成

龙》中可以说还有很多。

与剧场戏剧相比，电影最大的优势就是多

重视点的实现。所以，通过镜头语言助力戏曲，

目的是让戏曲舞台艺术通过另一种媒介得以延

伸，得以更大化的传播。它们既不是各自为政，

相互抵牾；更不是一方臣服于另一方。对于戏曲

电影来说，电影化并不是以毁损剧场性为前提

的，相反剧场性依旧是戏曲电影的根，正如导演

郑大圣所说的：“其实，人们愿意看到的是戏剧

性，甚至是舞台感。影戏，在光影的变幻流动之

中看戏剧，这是一份契约，对戏曲片尤为有效。”

为展示改革开放以来天津戏剧创

作成果，由天津文联、天津剧协主办的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天津市戏剧创

作成果巡礼暨海河戏剧发展论坛”10

月23日在天津举办。此次论坛通过邀

请国内知名专家，采取“一对一”的方

法，即由一位熟悉天津戏剧院团和戏剧

创作成果的专家针对一家戏剧院团改

革开放40年以来的重点创作剧目进行

巡礼回顾，为戏剧院团的发展和戏剧创

作厘清思路和发展方向。

创建于1984年的天津市青年京剧

团，经过30多年的发展，如今已经成为

京剧领域的一块艺术高地。中国剧协秘

书长崔伟将该团的成功经验总结为“传

承的扎扎实实，创造的有声有色”。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孟广禄为代表

的艺术家遵循京剧精神和京剧传统，在

继承传统京剧流派的艺术特色方面，扎

扎实实；二是与时俱进，积极吸收现代

精神，既创作出《郑和》等新作品，也改

编整理了《韩玉娘》等作品，在京剧的创

新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谈到，戏

曲人才如何培养是当今戏曲传承发展

的一大难题。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开创并

坚持“向大师求艺”以及“百日集训”的

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京剧

新人，对其他戏曲院团具有借鉴意义。

成立于1951年的天津人民艺术剧

院艺术底蕴深厚，是话剧创作的重镇。

改革开放40年来，据不完全统计，上演

了100多出话剧，不少作品在全国产生

了巨大反响，甚至成为话剧舞台上的经

典。在回顾剧院近40年创作历程的基

础上，南开大学教授李锡龙表示，剧本，

一剧之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剧本

的核心作用在戏剧领域受到轻视，很多

人只知道这出戏是谁演的，是谁导的，

却不知道它的编剧是谁。他期待未来天

津人艺在原创剧目的创作上重视剧本

的核心作用，注重剧本文学性的打磨和

钻研。“剧本能够在文学史、戏剧史上立

得住，演出就能够在话剧艺术史、演出

史上站起来，这是作品成为不朽的艺术

经典的一个重要标志”。

（津 闻）

业内专家把脉天津戏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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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电影戏曲电影：：是技术重要是技术重要，，还是观念重要还是观念重要
□张之薇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主办、中

国电视艺术委员会承办，以“时代 品质 创

新”为主题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电视剧

创作与展播高峰论坛 10 月 19 日在京举

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剧目的主创

人员、播出平台代表、行业协会代表等参加

了此次论坛。

为做好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电视

剧的创作播出工作，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

遴选出30部相关题材重点电视剧。其中《勿

忘初心》《归去来》《阳光下的法庭》《岁岁年年

柿柿红》《最美的青春》《啊，父老乡亲》《右玉

和她的县委书记们》已在中央电视台或省级

卫视频道播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你

迟到的许多年》《正阳门下小女人》《创业时

代》正在多个省级卫视播出。陆续要推出的

还有《一号文件》《大江大河》《面向大海》《大

浦东》《外滩钟声》《西京故事》《都是一家人》

《谷文昌》《那座城这家人》《风再起时》《奔腾

岁月》《我们的四十年》《姥姥的饺子馆》《你和

我的倾城时光》《花开时节》等等。国家广电总

局电视剧司司长毛羽表示，这些电视剧都有

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其所表现的内容和故

事，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大地上，每天都在真实

上演，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走过历程的缩

影。剧中创业者们激情燃烧、前赴后继地投身

改革开放的创业故事，“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拼搏精

神，正是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集中体现，是

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

论坛上，15部重点剧目的主创代表、9家

播出平台代表从内容生产、传播方式等层面，

围绕电视剧创作个案、选购排播情况、多屏融

合互动等话题进行了互动交流。文艺评论家仲

呈祥对论坛进行了总结，他表示，不流于形式

的作品才能经得住考验，希望广大电视工作者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

使命，聆听时代声音，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

时代。 （徐 健）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电视剧创作与展播高峰论坛举办

《《曹操与杨修曹操与杨修》》

《《廉吏于成龙廉吏于成龙》》 《《景阳钟景阳钟》》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

究院音乐研究所、文化艺术出版社承办的

“《田青文集》首发式”10月26日在京

举行。

今年已届70岁的田青长期致力于中

国传统文化研究，是知名的音乐学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他曾凭借多年的学

术研究与不断的开拓、实践，促进了琴学、

昆曲、原生态民歌以及古老乐种的推广与

传承。此次出版的《田青文集》共九卷，其中

前五卷主要为宗教文化与宗教音乐领域、

中国音乐史论领域、非遗保护与原生态领

域的专著与论文合集；卷六、卷七分别为散

文与评论、文学与创作；附卷一《田青印象》

由张振涛主编，收录了近年来文化界、新闻

界有关田青的研究、评论、采访等文字约

50万字；附卷二《田青年表》由翟风俭编

著，以年表的形式记录了田青自1948年4

月至2018年4月的生活、治学履历。

与会专家表示，田青的文章是学问和

才情的结合，是扎实的、实用的、有真知灼

见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对许多前辈学者的

理论的总结、阐发和宣传，不仅是对他们的

肯定，也是对我们国家优秀学术研究成果

的很好传播。

（路斐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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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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