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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舞台美术领域我是小白，但非常愿意和大家交流我对
戏曲的舞台美术及其功能的认识与理解。

从一件小事说起。两年前，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张火丁演出
了她的新版程派京剧《霸王别姬》，引起很多的讨论，其中有一
部分讨论涉及张火丁扮演的虞姬手上那把剑。张火丁版的《霸
王别姬》，女主人公用的剑上面有长穗，它有个更专业的称谓，
叫“剑袍”。《霸王别姬》是昆曲和京剧的传统剧目，也是梅兰芳
大师的代表剧目之一，梅兰芳在该剧中创造性地加上了一段
剑舞，从此这段剑舞就成为梅派和《别姬》的象征之一。张火丁
用程派演绎《别姬》，就剧情而言基本是梅兰芳版本的重现，除
了用程派的唱腔演唱，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在虞姬的剑上加了
长穗。

有关虞姬这个人物的身份以及她佩的剑应不应该带穗的
讨论，基本上是个无聊的问题，虞姬多半只是个随军歌妓，《史
记·项羽本纪》的记载是把她和项王的爱马放在一起写的，她
不是带兵打仗的女将，她的佩剑不是用来杀人的，只是一种装
饰，所以有剑穗并无任何不适。但是我所好奇的是，张火丁明
明知道梅兰芳的演出版本里这把剑是没有穗的，她为什么要
在这把剑上加上长穗？我想在这里转述川剧界一位很优秀的
青年演员的感受，她有很扎实的基本功，她从网上下载了张火
丁《别姬》的视频，放慢速度，几乎是一帧一帧地看。在这个流
行“倍速追剧”的时代，她却用慢放来看张火丁的《别姬》，看完
后她对我说，这段视频让她“越看越怕”。

我努力理解她所说的“怕”的意思。她是说张火丁这一段
舞剑的表演，在慢放的视频中简直令同行生畏，因为只有视频
慢放中才会发现，虞姬这段剑舞无论动作疾迟，剑穗飘起来都
纹丝不乱，戏曲的行话叫“一路顺”；而且不只是剑穗一路顺，
她全身的各种“零碎”都一路顺。京剧《别姬》里虞姬的装扮，有
很多悬空和突出的小挂件，戏曲的行话叫“零碎”，她头上戴有
珠翠，服装缀有流苏，虞姬大幅度的舞剑表演中，所有这些零
碎“一路顺”才有赏心悦目之感，尤其是双剑分开时，两条长剑
穗分别飘动，表演者稍有不慎，舞动着的剑穗一旦和这些零碎
缠绕在一起，表演的美感就会大打折扣。如果以挑剔的眼光
看，张火丁这段剑舞并不总是完美的，在上海的演出就有个小
瑕疵，剑穗有一瞬间和头饰有了扯连。但这点瑕疵恰恰提醒我
们这段剑舞的困难之所在——虞姬的两把剑带着长穗舞动
时，既不能有意识地躲着身体上各种挂饰，又不能和身上任何
零碎缠绕，这就是内行眼里“怕”的地方。

说到“怕”，戏曲界有句众所周知的老话：“男怕《夜奔》，女
怕《思凡》”。通常人们对这两句话的理解，只是说《夜奔》和《思
凡》唱做繁重，都是一个人表演的“一场干”，没有一刻能喘气。
《夜奔》里的林冲要唱一大套“新水令”，其间有五个不一样的“走边”，既有连续
性的动作幅度很大的表演，身段繁复，还要完整地唱好这套曲，不能显得气急败
坏，难度可想而知，《思凡》也是这样。这样的理解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张火丁《霸
王别姬》的表演启发我们，“男怕《夜奔》，女怕《思凡》”还有更深一层内涵，让表
演者“怕”的还不只是这两个折子戏的唱做繁重，更让演员“怕”的是《夜奔》里的
林冲和《思凡》里的色空身上全是各种零碎。《夜奔》里的林冲原来戴罗帽，杨小
楼改为倒缨盔，头顶有帽缨，两侧还有两条下垂的牵巾，穿箭衣，黄绦子，有大
带，剑上带穗。看裴艳玲的《夜奔》，脚踢大带，手挑牵巾，加上甩剑穗，整场表演
动感十足，但是无不干脆利落。梅兰芳说他演《思凡》的色空，手执拂尘，后面是
古装散发，胸前有两条长长的线尾子，所有这些在飘动时必须是丝毫不乱的。
这才是“男怕《夜奔》，女怕《思凡》”进一步的含义，不仅是唱做繁重，更需要在
大幅度的身体动作中处理好这些零碎，它们并不由身体直接控制，却需要用内
在的力量让它们向着正确的方向运动，使之看起来就像是身体的延伸。

在戏曲领域，演员的穿戴是舞台美术的职责所在。从脉望馆藏书里的元明
杂剧珍本到清代宫廷的《穿戴题纲》（原文如此——作者注）里所注的演员“穿
关”，既有服装，也有包括林冲的佩剑和色空的拂尘在内的小道具，所以，穿戴的
设计在历史上就是戏曲舞台美术的组成部分。于是，在舞美如何设计人物穿戴
的问题上，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按一般的理解，舞美设计人物穿戴，必须
从如何有利于表演这个角度设计，穿戴不能妨碍演员的表演，因此很自然会首
先想到在服饰上尽量减少零碎，在戏里表演动作幅度较大的人物，尤其是武戏
演员，都不应该有各种零碎。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相反，服饰上缀有大量零
碎是戏曲舞台上极常见的现象，各种各样的零碎应有尽有。小生的翎子，老生的
髯口，官帽的帽翅，旦角的长水袖，等等，都是表演者的肢体不能直接控制的零
碎。然而，假设戏曲舞台上少了这些东西，表演的魅力岂不是要减损很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戏曲演员的穿戴里的这些零碎，基本上明中叶之后才
逐渐出现的，元代戏曲文献的记载中很少看到。可见最初的戏曲服饰设计是充
分考虑了演员表演得更舒服的诉求的，为什么慢慢地会向零碎越来越多的方
向演变呢？从舞台效果看，原因是不言而喻的——戏曲表演中很多绝活都和零
碎有关。这些零碎没有让演员的表演经常受影响，相反，恰恰让表演日益显得
精湛。

既然按一般的理解，舞美应该便于表演，戏曲发展进程中各种新增的零碎
一定是应表演的要求而出现的，在这样的场合，舞美中的穿戴就不仅是被动地
为表演服务，穿戴的演变成了促进表演艺术提升的利器。不带零碎的穿戴对表
演是有益的，而能够刺激演员，使之发展出表演提升观赏性的手段的穿戴，则
是更深层的“益”。服饰上各种新增的零碎让表演手段更加丰富，水袖就是一个
显见的例证，戏曲旦行演员服饰上的水袖大约始于清初，长约两尺左右，20世
纪80年代开始有演员尝试加长水袖，从两尺，到六尺、九尺甚至十二尺。现在
的戏曲舞台上经常可见超过两尺的长水袖，水袖加长的结果是极大地丰富了
它的表现力，它看似只是舞美中服饰的变化，其实还体现了表演艺术的发展，
让我们看到当舞美的演变在表演中发挥的作用。但还要看到，这些零碎提升了
表演的魅力，对演员而言还大幅度地提高了表演难度。杨小楼让《夜奔》里林冲
的罗帽改为倒缨盔，帽檐下多了牵巾，看似只增添两条小小的布带，林冲的形
象更飘逸了，这场戏表演的难度也提高了。张火丁为《霸王别姬》里虞姬的剑加
了长穗，提高了这段剑舞的观赏性，同时也大幅度地提升了演出的困难。从长
水袖到林冲的牵巾、虞姬的剑穗，都是优秀的表演艺术家有意识地提高表演的
难度，追求表演的极限。

从这些例子看，戏曲服饰中的各种零碎，并不是因舞美设计师为美观而添
加，而是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为提升表演的观赏性添加的，在某种意义上，戏曲
服饰里的各种零碎，更多是表演艺术家刻意为挑战自我的增项。其实不仅戏曲
如此，所有表演艺术领域都不乏这样的优秀艺术家，他们主动为自己设置障
碍，然后超越这些障碍，让表演达到一个新高度。因此，戏曲的穿戴的历史，不
只是舞美设计师创造的历史，同时还是舞台美术为提高表演艺术水平而发展
演变的历史。这是中国舞台美术史重要的历史经验与民族特色，本质上也涉及
舞美功能的认知与理解。

由此联想到近年里戏曲舞台上大量出现的台阶与斜坡。戏曲舞台设计从
平面到出现台阶和斜坡，空间更具立体感了，从舞美的角度看当然是有视觉效
果的。但是，台阶让演员走台步时战战兢兢，尤其是穿厚底靴的演员更添畏难
情绪；在斜坡上戏曲演员不能走圆场，更不能做翻跌的动作。那么，这样的舞台
设计是不是因为提高了难度，而推动了表演艺术发展呢？换言之，假如戏曲演
员就像杨小楼在《夜奔》里改用有牵巾的林冲盔帽、张火丁在《别姬》的虞姬剑
上加长穗那样，找到了在台阶和斜坡上更精彩地走台步的方法，这样的舞台美
术新设计才具有丰富和推进表演的作用。舞台上的台阶和斜坡如同林冲的牵
巾和虞姬的剑袍，都是舞美的演变，但是这两类演变的区别在于，牵巾和剑穗
提升了表演的观赏性，因此是好的和正确的；而在戏曲演员创造出平面舞台上
更精彩的台步前，台阶和斜坡就只能是表演的障碍。

戏曲的舞美和表演一定是相关联的，也不是不能变化，底线是不妨碍表
演，高限则是有助于表演。张火丁为《霸王别姬》的虞姬加的剑穗，让我们对戏
曲的美与表演关系，有了更深刻的领会。

新作点评

“一生问卷赶考人，一路答卷到如今”。如果说中国
共产党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那推翻蒋家王朝，建
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则是改天换地的大伟业。央
视一套播出的重大革命历史剧《香山叶正红》站在党的
奋斗成就和历史经验高度，回顾新中国诞生的伟大征
程，重温“赶考精神”，堪称历史观照现实，引领我们继
续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答好人民考卷的闪亮航标。

回望赶考路，重温答卷人的初心使命。2021年11
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
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决议》通篇融汇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践行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所进行的奋
斗、牺牲和创造，深刻揭示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
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剧《香山叶正红》便契合了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以香
山为切口，鸟瞰新中国成立过程，回顾党的奋斗成就
和历史经验，重温了历久弥坚的“赶考精神”。从剧中
我们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立
时代潮头，追求光明和真理，在“进京赶考”过程中，

“绝不当李自成”，考出了人民满意的好成绩。
如何打江山、如何坐江山？这是历史给中国共产

党提出的考题。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共产
党人进了城如何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如何走出
困扰历朝历代的“周期率”，这是人民给中国共产党出
的考卷。进京赶考，考什么？剧中毛主席说：“除了接管
城市，经济关、建设关，每一关都要全力以赴。”《香山
叶正红》围绕进京、和谈、渡江、经济建设、筹备政协、
召开政协等多个事件，恢弘再现了解放全中国、筹建
新中国、搭建起新中国四梁八柱的伟大历史征程，突
显了香山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回顾了共和国
的初心和使命，展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一
代领导集体的优良作风和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深
厚情感，深刻诠释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江
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历史真谛。

无产阶级在建设新世界的同时，也是改造自己的
一个过程。《香山叶正红》的主题思想很明确，就是看
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这个“赶考”有着真实的历史
背景和严密的历史逻辑。该剧以“正在进行时”展现历
史，第一集就以七届二中全会系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

“进京赶考”的现实性和必要性。从乡村到城市，从“打
江山”到“坐江山”，中国革命进入到一个伟大转折时
期，中国共产党将要作答一个个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
幸福的重要考题。正因如此，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
在西柏坡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的战略方针，提出了“糖衣炮弹”论和“两个务必”，庄
严宣布：“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
设一个新世界”。而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敌特疯

狂的破坏活动，也是暗流涌动，让观众深切感受到中
国共产党赶考路上的艰辛。国共和谈、渡江战役、炮轰

“紫石英号”、南下工作团、北平“粮食保卫战”、上海
“银元之战”、筹备政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
领导人解决着一个又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一次次用
行动圆满作答人民的考卷。

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赶考路
是一个不断创造历史、见证历史的光辉历程。《香山叶
正红》剧如其名，“正红”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过程，它是
一种比喻、一种象征，象征着这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诞
生，象征着意气风发、蓬勃生长的开国气象。该剧将浩
浩荡荡的历史洪流与不断成长的人物轨迹有机融合，
形成重大革命历史叙事的恢弘交响；在叙事视角上，

“伟人视角”与“平民视角”平行展开，既有对政治格
局、历史态势以及宏大战略的描摹，也有某场战役、某
个事件、某个人物的细节刻画，多维度聚焦历史中的

“人”，折射他们的思想变化和心路历程。比如该剧生
动表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
共领导者布局决战，设计建立新中国的英明决策；表
现了邓小平、陈毅、陈云、粟裕、叶剑英、李克农等解放
江南，巩固胜利的业绩；表现了宋庆龄、张澜、黄炎培、
柳亚子等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商讨建国大业的热
情；表现了解放军团长姜莱阳、知识分子萧静娴、警卫
战士柳二勇等小人物参与并见证新中国诞生的人民
情怀。可以说，《香山叶正红》从香山看中国，做到了多
维叙事，以小见大、伟大中见平凡、平凡中见伟大、偶
然中见必然。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历史的大势不可阻挡。
《香山叶正红》没有高喊口号，空谈大道理，而是通过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个个生动的小细节，深入人心
地让观众体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赢得人民的拥护
和支持，为什么能考出好成绩。剧中有这样一个令人泪
目的场景：王开山政委牺牲后，他的母亲每天都在村口
大树下等他回家。路边柱子上贴的一张张写着“解放军
王开山，你妈妈在十二里村等你”的留言条，指引着儿
子回家的路。昔日一头黑发的娘如今满头白发，却再也
等不回儿子。当姜莱阳哭着跪下，要给这位老妈妈当儿
子，替战友尽孝时，这位英雄母亲却含泪拒绝，“谁家父
母不想看到自己的儿子。你叫我娘，那你自己的娘呢”，
这就是千千万万无私奉献的英雄母亲，这就是中国共
产党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例证。同样，该剧见微知著，将
历史潮流蕴含在一个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中。剧中，周恩
来在国共和谈期间特别邀请张治中观赏香山盛开的桃
花，临别前还送他一株桃花，“聊赠一枝春”，以景说史，
寓意历史发展的大势不可逆转，中国的春天要来了，充
满了浓郁的艺术美感和历史韵味。

赶考是永远的命题。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
人，人民是阅卷人。《香山叶正红》以恢弘的笔触回顾
历史，深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用行动作
答人民考卷的“精气神”。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香
山革命纪念地时强调，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
发扬老一辈革命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
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永葆党的
先进性和纯洁性，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
的答卷。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重温《香山叶正红》
的“赶考精神”无疑极具现实意义，这将激励我们传承
革命精神，奋发进取，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不忘初
心，继续答出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

《香山叶正红》：永恒的赶考路，永远的答卷人
□李 建

艺 谭

从
程
派
《
霸
王
别
姬
》
谈
舞
美
与
表
演
的
关
系

□
傅

谨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
引领。大学毕业生是经过多年教育的国家和社会需
要的宝贵人才资源，也是祖国的希望与民族的未来。
大学毕业生中，许多激励人心的奋斗故事，正是当下
青年人需要的时代榜样。近年来，许多讲述大学生就
业创业故事、鼓励和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就业，促进以
创业带动就业的影片陆续与观众见面，这些影片从不
同时代、不同领域的故事出发，呈现出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青年不畏困难、积极向上的思想面貌。

大学生就业创业在我国当代影像中最为经典和
典型的呈现，要数来源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奇
迹相关联的一系列奋斗故事。这种故事与精神尤其
体现在陈可辛导演的《中国合伙人》中，三位心怀梦想
的青年从各自的出身和位置出发，开始了一段追寻梦
想的历程：邓超饰演的孟晓骏出生于留学世家，个性自
信张扬，自诩为能代表中国新青年形象的新一代精英
知识分子，却在出国后以甘为人下的谦卑态度从小事
一点点做起，在潦倒的人生际遇中坚持着创业梦想，他
以趋利避害的实用主义原则在受挫中一次次尝试，永
不言弃；黄晓明饰演的成东青出身农村的普通家庭，却
以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不断奋斗，从小镇到北大，再从
北大到美国，以顽强不屈的信念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的原则步步进取，令人为之动容；佟大为饰演的王
阳看似玩世不恭，实则友好善良，对中国走向世界舞
台心怀期待，为此争分夺秒、只争朝夕，在创业之路上
与两位好友一起攻坚克难，终于换得扬眉吐气、衣锦
还乡的成功。青春因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进而升
华。三位中国合伙人的故事，令无数观众泪洒影院。

除青年个人展现出的奋斗精神外，《一点就到家》
将青年的成功奋斗与国家命运相联系，通过现实主义
的创作手法，展现当代青年的精神气质，看到了未来
中国的气质。影片讲述了三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从
大城市回到云南千年古寨，机缘巧合下共同创业，与
古寨“格格不入”的他们用真诚改变了所有人，最后成
功并获得认同的故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
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
脱贫攻坚人民战争。2020年，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全
国人民共同努力，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影片正是在此
背景下，对乡村的建设和发展进行密切关注，同时与
以往表现中国乡村的影片不同，《一点就到家》从一个

全新的角度观察乡村，富有时代朝气的镜头语言给观
众强烈的新鲜感，为中国乡村电影的发展，甚至是中
国乡村发展、脱贫扶贫工作提供更多可能。

创业是困难的，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长影集团
创作出品的《青春作伴好还乡》就深刻反映了创业过
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矛盾，并且强调了人才对于乡村建
设的重要性。影片聚焦于主人公管松江，他放弃大城
市优渥的生活选择返乡拟任扶贫办主任，但却引发了
重重质疑，他在痛苦中不断成长，呈现了以管松江为
代表的返乡创业群体的奋斗精神和不妥协的气质。
影片非常有力地、准确地抓住了当代农村的问题矛
盾。最难能可贵的是，主人公管松江在动摇中坚定初
心，他不是没有怀疑过、动摇过，真实的情感挣扎让人
物真的“立”住了，在为家乡脱贫攻坚的创业路上，遇
到的困难也能够让其坚定初心，管松江这一人物更加
饱满立体，与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在国庆档影片《我和我的家乡》中，返乡创业更是
一代人的奉献。《我和我的家乡》由五个故事组成，其
中《神笔马亮》讲述了画家马亮瞒着妻子放弃了俄罗
斯列宾美术学院留学的机会，到离家不远的贫困村当
了第一书记，在他的带领下，村民一天天富了起来。
观众跟随马亮观察着乡村的变化，从多角度捕捉乡
村振兴的鲜活画面，艺术化地记录着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背景下新时代乡村发展所经历的历史变迁。
马亮的奉献和牺牲并不是个例，而是现实时代下一
个群体的缩影。如果说《中国合伙人》还带有个人传
奇色彩，那么《神笔马亮》则选择集合众多普通人的生
活，强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普通人的价值，最终以最
大程度地情感汇聚让观众在影片中完成对于“家国”
概念的构建。

此外，还有如近期上映的纪录电影《大学》，也跟
拍了一位清华的博士毕业生宋云天。来自河南农村
的宋云天在清华大学水利学院博士毕业后，面临留
校任教还是回到农村基层的人生道路选择。再三犹
豫之后，他还是选择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回到
艰苦的基层政府，为地方百姓尽一分力量。宋云天
心怀大国学者应有的思想与情怀，在平凡的生活外怀
有崇高的理想，为远大目标克服困难，不断奋斗，有力
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精神与勇攀高峰，作风优良
的优秀品质，也诠释着学术的本源和真谛。将这样的
优秀人才拍进电影，也是为社会发展凝聚强大的精神
正能量。

大学生就业创业
在我国当代影像中的呈现

□吴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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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由北京画院主办的“居幽采
真——北京画院园林主题作品展”在北京画
院美术馆与观众见面。展览展出了北京画院
山水组、花鸟组、人物组、油画组的画家创作
的园林主题作品65件套，涵盖中国画、油画
等艺术形式。参展作品中，既有古人造园移
步异景、动静结合的景观描绘，也有对于园中
小景景致的特别关注；既有寻迹故园追忆生
命流逝的情感记录，也有打开思绪拓宽创作
维度的精神表达；既有南北方园林艺术结合
对比的直接表现，也有写生与创作笔墨语言
的探索和转译……不仅表达了画家对于中国
古典园林的形象认知，更具像化了当代人心
中对“桃花源”的向往。同时，展览还呈现了
园林实景原境、画家思考感悟以及古人所作
园诗、园记等。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园林”是极为重要
的创作母题，为历代名家反复描绘。如何以
当代视角审视和表现“传统园林”，创作出与
新时代同行兼具个人独特语言的园林绘画，
成为北京画院画家群体思考、实践与探索的
方向。近年来，北京画院组织画家、理论家赴
全国各地进行采风写生活动，创作出一批优
秀作品。在采风途中，画家们与当地文化艺
术机构的画家、学者进行交流与研讨，探索艺
术的传承与创新之路。他们心怀古意，深扎
园林、静观细察，带着真实的情感体验进行创
作，完成了大量具有鲜明个人风貌的园林题
材作品。画家们笔下的园林绘画，不只是对
景写生的美学再现，更多的是寻求个人与民
族历史的交融、与古代知识分子精神的共鸣、
与生命记忆中情感原点的链接，可以说是承
载着画家个人价值取向的景观理想。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2月19日。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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