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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京

剧作为中国戏曲艺术品类中的一颗璀

璨明珠，承载着很厚重的文化价值和

民族精神。电视媒体作为社会文化的

主流传播渠道，对于传播京剧艺术

自然责无旁贷。然而，多年来受制

于创作者主观认识和技术条件的种种

制约，以纪录片的形式对京剧艺术的

呈现则少之又少。2013年5月，央视

一套《魅力纪录》栏目推出了中央电

视台重点立项的8集原创纪录片《京

剧》，全剧用急管繁弦的乐器，高亢

悠长的曲调，美轮美奂的扮相，典雅

华丽的舞美引发了广大观众的收视热

潮。该片用大量不为人知的梨园往事

和京剧百年发展中的种种曲折经历和

极富画面张力的影像带领观众回顾了

京剧百年变迁中的精彩往事，体验到

了京剧艺术多舛的行进历程，深刻感

知到京剧作为“国粹”的独特的艺术

精髓。纪录片《京剧》无疑成为一部

在我国大众媒介上完整记录、精彩

呈现京剧艺术发展脉络的经典电视

纪录片。

	

	创新手法虚实间建构作品

2012年，随着《舌尖上的中国》

的热播，中国纪录片的社会生态与媒

介生态得以迅速改善，原来公众眼中

曲高和寡的形象开始变得时尚、流

行；原来行业眼中只有文化而缺乏市

场的形象开始追逐资本、活力十足。

作为央视纪录频道继《舌尖上的中

国》之后又一部力作，《京剧》尽管

也存在争议，不过首先得承认，以

“国粹”京剧为题材创作纪录片，描

述京剧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普及京剧

文化，这种担当精神非常难能可贵。

由于大众娱乐方式的多元化，京剧早

已面临观众锐减、市场狭小、传承存

在断档之虞，而此时用纪录片的形式

大胆创作，确实存在很大的风险。

《京剧》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观众的

认可，是该片创作者在深入探索如今

中国纪录片市场的社会生态和媒介环

境才能取得的成绩。

这部片子最令人感慨的地方就在

于对人物命运的描绘，编导用社会学

的视角，记录了时代摧枯拉朽的变革

之际对与京剧相关人物命运的影响。

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对京剧的喜爱，

有了谭鑫培等名角登上宫廷戏台的辉

煌历史。随着清朝统治的崩塌，京剧

又成了胡适、周作人等精英人群指责

的对象。但京剧已经成为了人们的一

种生活方式，随着民国的开化，又有

了梅兰芳、齐如山等戏曲改革的顺风

顺水之势，但也不能摆脱地位低下的

命运，军阀、帮会地头蛇等从没有减

轻对伶人的压榨。但随着新中国的诞

生，京剧又重获新生。该纪录片一共

采访了近180位社会学者，这里面包

括京剧名家、京剧名票、专家学者，

也包括逝去的京剧大师们的后人，他

们用个体对京剧的认识和自己的人生

体会，汇集成了京剧百年来的集体意

识。这是一种尊重，一种对人、对生

活的尊重。正如《京剧》总导演蒋樾

说：“京剧的历史，就是由这一个个

人所构成的。通过讲述一个个故事，

让观众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用命运

的离合悲欢勾勒出一段京剧发展史和

时代变迁史。”	这种社会学家现身讲

故事的方式，充分调动观众的听觉去

召唤视觉形象，进一步增强了纪录片

的可信度。

纪录片关注的是人，是人的一

种生存状态，它必将融入创作者诸多

的主观因素。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冲

击，纪录片创作者开始注意到，影像

除了“呈现”以外，它的“表意功

能”同样是其本质特征之一。纪实作

为纪录片的基本手法毋庸置疑，但是

有些生活的本质仅仅靠生活的直接再

现是无法传达的。于是纪录片的创作

即需要“呈现”，也需要“表现”，

这样就将纪录片界定在了“表现事

纪录片《京剧》的创作特色
文/张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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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范畴里，于是使用戏剧化的叙

述方式成为了如今大量纪录片的创作

手段之一。正如导演之一的康健宁所

说：“希望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来

展示京剧的起源、京剧的遍地开花、

京剧艺人的生存地位、京剧女艺人的

出现等。通过故事化的方式，让观众

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用命运的离合

悲欢勾勒出一部京剧发展史和时代变

迁史。”导演在讲述中用故事贯穿历

史，并且注重叙事技巧，突出戏剧矛

盾。秉承着这样的创新理念，《京

剧》将8集分成8个大故事，溯源、

呐喊、传承、绽放、抗争、坤伶、

江湖、新生，8个段落串联起百年风

雨梨园，展现了京剧在历史发展中

经历的传承流变，并由此折射出时代

变迁、家国兴衰和个人命运之间的关

系。每一集中针对重要史实、人物生

平又展现了若干小故事，此举不仅令

人倍感新鲜，“呈现”与“表现”

的虚实之间也增强了观众身临其境

的感觉。

蒋樾在拍《京剧》之前，已经

是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纪录片导演

之一，是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重要人

物，他的作品如《彼岸》《我们的土

地》《幸福生活》关注的都是普通民

众的生活，总结蒋导这类作品的创作

动机，他一直坚持着	“真诚的态度、

实际地推进”。秉承着一贯的创作理

念，蒋导在当下大众文化的视野中将

社会学家现身口述的故事与戏剧化叙

事裹挟在一起，虚实间又为纪录片创

造一种新的讲述方式。

	融入现代视听语言创造作品

从纪录片《故宫》开始，在纪

录片的创作中便有了“景观电影”的

美学诉求，镜头以审美需求为主，精

致地追求形式上的华美与震撼。《京

剧》在影像的形式上继续实践着这

一原理，不过在此基础之上又有所创

新。该纪录片完美地将

中国画意美学的诸多元

素融入到现代的视听语

言中，做到含蓄内敛、

虚实相生。每个民族都

有自己的审美传统，它

来源于本民族的文化心

理和思维方式。在这点

上该片堪称将中国传统

的画意美学在电视纪录

片中发挥到了极致，水

袖圆场、西皮二黄，只要声韵乍起，

现实与舞台空间便如添万束追光，如

同一幅幅中国传统画卷。镜头里不管

是景物还是人物，都以审美需求为主

导，利用影像元素的多元化和丰富

性，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

意境、强调思想情感的投入和体现，

从而满足观众对传统视觉美学的现实

诉求。如片子中风吹花飞的画面，名

角儿荡秋千的画面，海岸古月的画

面，人物景物都将唯美理念发挥到了

极致。纪录片《京剧》中的画面继承

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传统，汲取传

统美学元素，创造出具有中国美学的

审美与表意特征的作品。中国著名摄

影师陈复礼先生认为：“在色调运用

上，在空白布局上和散点透视上，中

国画可以同画意摄影相通。”这句话

同样能运用于现代视听语言的造型风

格中，在《京剧》所呈现的画面上，

中国传统色彩体系青、白、黄、朱、

玄五色在片子中的大量运用。在场景

设计上，空荡荡的长城、空无一人的

剧场、皑皑白雪的大地、空荡荡的小

巷深处、老城门楼上、太和殿前的广

场等场景作为舞台上演着各种京剧片

段，寂寞荒寒的空间意境和孤独冷僻

的艺术造型，与之表达的内心世界融

为一体，写意与写实相结合成为表达

内心情感的语言。这一幅幅如中国写

意画般，伴随着优美的旋律虚实间展

示极美的意境画面，造成一种穿越时

空的写意般艺术美感，凸显了中国画

意美学的艺术审美核心。民族的就是

世界的，只有将其发挥到极致才能跨

出创作瓶颈，创造出具有中国色彩的

视觉作品。

	情景真实与情绪真实的“再现”

纪录片《京剧》在影像本体上的

探索继续着如何做“再现”，如何来

保持真实性。虽然有很多学者对情景

再现的真实性持反对意见，对如何把

持一个情景纪录片与历史影视剧的区

别存在争议。但面对情景再现，业界

还是有一种普遍的认识，如朱羽君教

授所说，“作为电视纪录片的创作，

总要有一个可以验证的‘事实核心’

作为一切叙述（包括虚构）的基础，

这个‘事实核心’再加上历史的、现

实的存在‘物证’，以及创作者的纪

录精神与职业道德，就足以构成判断

事实真实的基础。这‘事实核心’也

就自然地成了虚构的底线”	。情景再

现的段落如果太像影视剧了，戏剧化

表现冲突太激烈了，一旦让观众游离

在影视剧与纪录片之间，整个片子的

真实性就会大打折扣。这个“事实核

心”的界限保持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纪录片《京剧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

一种再现影像语态上的探索。

首先，情景真实的再现与情节

性、情感性的再现相结合。纪录片

《京剧》的再现部分镜头使用了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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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的再现方式，即再现和扮演以虚

化的方式出现，整体影像效果只作

为一种符号出现。在此基础上，该纪

录片同时将情景再现部分又融入新的

探索，即实现了对人物和情节的剧情

化处理，这样使得再现情节更富故事

性，人物更富个性特征。如第一集中

讲述慈禧太后以京剧政治反讽作用来

警告大臣，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的场

景，前景是舞台灯光照射的京剧演员

的表演，后面是慈禧太后稳坐中央的

剪影，两边是大臣们的旁观，整个过

程都是以虚化的方式呈现，这样既保

证情境再现的客观性，又使观众对于

这个历史事实有所了解。但在这个场

景最后一个镜头给了慈禧太后演员表

情的一个特写镜头，对人物的情绪进

行了正面的描述，给予观众极强的戏

剧效果。情景真实与情绪真实营造戏

剧式的情景再现，在客观性的基础上

保持情感的真实性，让观众不知不觉

地完成对历史的阅读和思考。

其次，情境再现中加入舞台元

素，既是具象场景又是抽象的表现。

舞台生活化，生活舞台化，这对再现

方式又是一次创新。如第一集中程长

庚和卢胜奎讨论京剧的改良，两个

演员被置身于一个虚拟的舞台空间

中，用灯光打出背景，用舞台置景做

出室内装饰，通过灯光的造型和景别

的变化，营造出历史人物在室内讨论

的情境，再配上若有若无的对白，使

情境变得更加丰满生动。这样不仅赋

予了历史事件鲜活的生命，同时也保

持了影像不同于影视剧的符号意义的

表达。又如，在表现61岁的杨小楼阖

然长逝的场景时，空无一人的大街，

大逆光的光影效果，穿着戏服的人物

背影，大踏步地走向光线的深处，即

实又虚地表达出此时此刻人物难以言

说的命运。其实，京剧本身的命运以

及京剧演员本身在生活中的冲突与交

锋，在此与虚拟的舞台幻化成了一

体。每一个角色的再现，都像在舞台

上一样，通过咏叹调表达了来自内心

的冲突。

再次，人物形象之虚，原声再

现之实也是在视听效果上的又一次探

索。制作者除了在情境再现部分采用

人物演绎，近130人次出演之外，还

使用了当时各个名角录制下来的声

音，有的配以照片，有的配以影像，

听其声观其“相”，多层的视听触觉

仿佛真得把我们带到了那个时代、那

个舞台，而当时的那个人真的就如同

在我们眼前。这样高水准的艺术化再

现手法在声光交错中，令观众沉醉。

	技术美学成为纪录片创作的时

代标识

在如今消费型社会大当其道时，

影像也不例外地成为一种消费对象，

在视觉文化逐渐成为如今消费型社会

典型的文化特性后，制造视听奇观、

制造视觉新鲜感是目前纪录片制作者

们千方百计、挖空心思斟酌的一个问

题。如何利用各种新的影视技术、新

的拍摄手段、新的媒介形式制造出不

断刺激观众的视听效果，成为目前纪

录片在创作中的必要元素。画面品质

和视听效果的极致化追求是目前纪录

片的普遍诉求，技术美学如今已然成

为宏大类纪录片的必须。技术美学不

是单纯地研究纯物质特性，而是研

究它与人们构成的审美感受和审美经

验。它正在颠覆着人类对“真实”的

理解，技术所营造出来的真实比现实

的真实还要“真”。它带来的不仅是

技术上的改善，而且正在改变人类的

观看方式和认知方式，发展出新的美

学意识和艺术观念。

纪录片《京剧》在大量详实的

历史材料基础上，以内容唯实和技术

唯美的呈现方式成为该片真正成功的

动因。《京剧》使用了4K影院级的

影像标准，大规模采用奥林巴斯的高

速摄影机拍摄以及精致的三维动画、

传神的模型置景等等，超高清的画质

效果，细致丰富的色彩层次，逼真的

场景还原，所营造的视听空间将京剧

中的唱、念、坐、打等用高科技的镜

头记录方式，突破了常规我们观看京

剧的视效领域。片中京剧舞蹈的慢镜

头、极度危险的高台上“吊猫”中的

惊鸿一跳，高速摄影给我们带来的质

感和凝固的瞬间，更加的唯美，以更

加单纯的方式刺激人的感官，使人们

从传统艺术的观看方式中解放出来，

接受真实的、纯粹的形式、色彩、运

动等元素的刺激，从传统古老的京剧

中看出一种新意，从而获得视听官能

的觉醒。这种声光的刺激，使观众得

到一种震撼，激发出观众从未有过的

想象力。以技术美学为支撑的艺术的

震撼力和想象力取代了传统艺术对现

实的品位与感悟，可以说是一种人类

视听欲望的狂欢，也可以说技术美学

使纪录片的表现空间进一步拓展，使

纪录片的艺术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审美

世界，使作品更加具有艺术内涵。

在现代技术美学的推动下，团队

创作取代了以前纪录片的个体创作。

在传统的纪录片创作中，个体的创作

体验，思路，视觉审美都带有个人的

审美倾向，甚至成为成败的关键。但

随着技术美学的引入，纪录片的创作

特别是视觉影像上完全变成了群体制

作的形态。有着丰富摄制经验的《京

剧》创作团队，拥有总导演、编剧、

采访导演、再现导演等创作人员，前

期摄影团队、后期数字合成团队等，

从长长的片尾制作人员名单中即可看

出团队制作的实力。在技术美学的指

导下将影片内容更多地融入硬件的参

与、团体的制作，最终将这些转化成

影片的艺术形象，这是目前纪录片大

制作所追求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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