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衰，如京剧折子戏《李逵探母》、

《贵妃醉酒》、《杀惜》、《别姬》等，这

更进一步说明了文本与整个戏成功

的关系二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经

典之作，经过无数年观众的提纯，早

已距离最初文本甚远．甚至早已远

离J，初始编剧的旨意而经典起来

的。这些经过观众提纯的戏，最突出

的特点便是：好看好ssLIL，有情有趣

儿，有绝活有玩意儿而新创剧目往

往就缺二，了这些东西一新O,JfAIJ目太

过理性：’．不像那些在观众中常演

不衰的剧目，那些剧目可不考虑你

跑没跑三题，他只在乎观众喜不喜

欢看。这就是中国戏曲，于舞台小天

地中，嬉笑怒骂，不拘一格．这里有

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说穿r就是

观众埘戏曲的参与创作．一_L{{能够

流传的夭￡，无不吸纳J7观众的创作

智慧，而新创剧目缺的正是这一些：

因此，过分在剧本上纠缠，不如到观

众中去打磨二

有人会说．戏曲文本原本就有

案头与场上之别：案头文本只供阅

读，不求演出：然而．在进入当今多

媒体时f-：．案头文本早已远离了市

场．像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曾经发生

的“花雅之争”，或日“汤沈之争”，在

今天看来，早已是毫无意义的r一更

何况，理性言传的李笠翁与感性意

会的汤显祖相比，李笠翁只是留下

了只言j-。语的戏曲理论，却没留下

一部像#!的戏曲文本．反过来，汤显

祖却用1：的“I【缶川I四梦”，至今还在

告诉我们“花雅之争”的最终胜利者

究竟是谁j这里不难明白，胜利者的

秘密武器就在于汤显祖讲的“情不

知所起，一往而深，生可以死，死可

复生：生不可逾死，死不可复生，皆

因情所不至也：”可见．“情”是戏曲

生存之根本．是观众能够产生审美

满足之根本在戏曲舞台上．为了

情，一愎皆可发生：

因此，我们大nf不必过多地夸

大剧本在戏曲创作中的作用其实，

剧本并jj一剧之本．剧本的“本”并

不是那个根本的“本”、

(作者单位：驻马店市豫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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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
影视艺术与戏曲艺术的

说起来，将舞俞戏曲搬_J二银幕的

历史已经是很长r，iil-以说，f{从中国

有J’电影之后，便开始了戏f}11电影的

历史巾围电影在每一个发展、转变的

历史阶段，都旧戏I：}}I结下不解之缘=

1905年-l，围人尝试拍摄的第一

部无声电影，就是北京丰泰照相馆摄

制的京剧《定0：山》片段．

1931年蝴蝶主演的中同第一部

有声电影《歌女红}t：Tg-}虽是故事片，

但其中穿捅J’京剧《玉春堂》、《穆柯

寨》等大段口吕段，使观众第一次在银幕

上欣赏到戏曲艺术的优美唱腔

解放后，我国拍摄的第一部彩色

电影，就是越剧《梁LIJf白与祝英台》：

ar见，[{II司电影在起步之初，就与

民族戏曲艺术密切结合，而这种现象

的发生绝不足偶然的一方面，传统戏

曲为影视技术、艺术潜力的充分发挥

提供r广阔的天地；另一方面，影视的

视听下-段也给戏曲艺术广泛传播提供

了充分的条件戏曲电影、电视剧已成

为我们民族优美而独特的艺术品种

。t

要拍好I垃曲电影、电视剧，必须在

对戏曲艺术特性和影视特性充分研究

的基t71ti上．努力找_If{它们之问的交叉

点来．下．方盯汁地使两种艺术形式和

谐地融合在一起拍摄戏曲电影、电视

剧的一个基本原则应该是：一定要在

尽IIf能保留舞台艺术精华的基础上．

充分洲动影视的视听艺术、技术手段，

使它b延为既1：姓“戏”，又不姓“电”，而

是完全和谐、统一的新的艺术形式：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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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地强调“戏曲化”或“影视剧化”，都

是片面的二

任何一部戏曲作品要搬上屏幕，

都存在一个影视化的问题．到底该怎

么化?化到什么程度才能既保留原剧

的戏曲韵味，又能通过视听手段予以

强化和发展，使两者交融为一体?这就

是拍摄戏曲电影、电视剧首先要探求

的课题：

研究这样的课题，离不开具体的

剧种、剧目、演员的表演风格等二譬如

一些像京剧等程式化很严格的剧种或

者一些写意性较强的剧目，如《拾玉

镯》、《藏舟》、《挂画》等，它们舞台呈现

的核心就是演员的虚拟表演，剧中的

典型环境的描写．Ij寸IN空间的转换，全

是通过唱、念、做、打(舞)虚拟性的表

演来体现的这一类剧目，人与景的矛

盾十分突H{，一般说来，它们适合以舞

台纪录片的形式拍摄而不适合以戏曲

影视剧的形式表现，更不适合用实景

拍摄。另外一些剧种、剧目，如越剧《红

楼梦》、豫剧《倒霉大叔的婚事》等，由

于戏曲表现本身相对写实，搬上屏幕

时虚实之间的矛盾就显得缓和些二当

然，在这些戏中，场与场之间的虚实对

比关系也并不是完全平衡的二

所谓影视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

仅仅把某一场戏的时空拉开，也不能

简单地理解为把某些唱段或幕后、过

场戏变成画面图解或说明性的场景

影视与戏曲的区别不在技术上，而在

美学观念上

戏曲足以演员为中心的艺术，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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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电影《桃花庵》剧照 路振隆提供

中的环境气氛、情节展开等，全是基于

演员表演的，即主要通过演员表演来

实现剧本意图。而电影、电视的视听

手段丰富，并不存在仅仅靠演员来表

达剧作意图的问题。因此，在从戏曲

改编为影视作品时，必须重新用影视

的造型意识进行构思，通过表演、场景

气氛的渲染、道具陈设、光色表现手

段、音响效果，以及伴唱和独唱、主观

和客观唱词的有机结合等多种方式，

构成一个个蒙太奇段落及影片的总体

格局。一句话，将戏曲从舞台搬上银

幕的过程，也是二度再创作的过程，它

涉及到剧本的改编、表演、场景设置、

声腔处理、画面造型等各个方面，可以

说是一个系统工程。

首先是剧本的改编。在舞台戏曲

搬上屏幕的过程中，除了对演出本从

剧作角度予以加T、提高之外，在两种

艺术形式融合方面，从剧本改编这一

环节就要开始。

对于舞台演出的精华部分，一定

要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尽可能予以保

留；对舞台戏曲演出的韵味，要十分明

确地予以保留，即所谓“取其形，留其

韵”。

同时，要删去舞台中的一些上、下

场和纯属交代性的场景和手段，包括

一些交代性的唱词，使场景之间更准

确、更简洁地衔接起来，加快推进剧情

的节奏。当然，有减必有增。为了增加

反映生活面的广度和深度，增加生活

实感，扩大视觉信息量，就要采用多空

间的组合?

影视艺术的特点是时空转换自

南，所以在剧本改编时，可以把舞台戏

中由于受演出和分场的局限而不得不

放在一个时空里的内容，按照生活的

逻辑，重新放置在更合适、更能充分体

现剧作意图的场景气氛之中：

在进行剧本改编时，还要尽町能

避免舞台演出与影视表现之问虚实矛

盾难以调和的场景，如在有群众背景

的环境里的演唱等．庙会或观灯这样

的场景经常出现在戏曲舞台上，演员

在舞台上边走边唱，“人走景移”是完

全能够做到的，因为背景本身就是虚

的，那些人山人海的热闹气氛是通过

演员的表演诱发观众联想fi{来的j而

拍成戏曲影视剧后，既不可让人物在

拥挤的群众场面中边走边唱，又不可

将后景搞得空无一人而单单只让演员

表演。因此，类似这种场面在改编时

就要想法把它避掉：

一个舞台戏搬上屏幕，究竟是在

什么样的风格环境中拍摄，也是必须

要很好解决的问题。景的风格处理是

关系整个戏的格调是否和谐统一的重

要因素之一：

是否利用实景拍摄戏曲电影、电

视剧，这要依据具体剧目进行具体分

析。有些戏可以在实景巾拍，有些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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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一定可以，但不管实景或搭景，都

要在剧作、表演、景的设计与加工诸方

面做大量的融合、协调工作：

戏曲毕竟是戏曲，在实景拍摄中

如果处理不当，会使演员的表演同具

体的自然形态环境产生矛盾。这就要

求在景的选择与加1二、画面造型方面

尽可能讲究形式美，尤其是对唱腔部

分的环境背景处理，尽可能避实就虚，

使面面造型因素尽量单一。在实景中

拍摄戏曲电影、电视剧，是同纪实风格

的故事片、电视剧有着严格区别的，必

须把演员的表演同景的选择和加T同

时纳入总体构思中，进行通盘考虑。

虚实结合，以大虚为背景中加入小实

的具体细节，会产生协调的艺术效果。

戏曲电影、电视剧的光影气氛处

理，也是很重要的体现两种艺术融合

的创作手段。我们知道，戏曲艺术的

美，产生于审美活动之中而不是在审

美活动之前，它总是千方百计激发观

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戏曲创作在

观众参与下最后完成。

那么，在进行光影气氛处理时，就

既不能放弃光影的造型功能，仅仅起

照亮演员的作用，又不能像故事片或

电视剧那样，把光影气氛搞得那样逼

真。戏曲电影、电视剧强调环境气氛

处理得相对实～些，人物光的处理相

对虚一些。一个场景的气氛主要靠背

景光的处理来实现，而人物光无论是

日、夜还是晨、暮，都不应悬殊太大，讲

究柔和均匀，在古装戏中更是如此。

这样处理，更符合戏曲艺术的审美特

性。因为戏曲美学一个基本原则，就

是对观众坦白承认是在演戏，而演戏

是对生活的表现而不是对生活的再

现，因此它彻底扔掉了模拟生活自然

状态的包袱。

演员表演是一部戏曲电影、电视

剧的核心。戏曲舞台表演与影视表演

有着根本不同的美学追求，那么在拍

摄戏曲电影、电视剧时，两种表演风格

也就需要融合统一。

这就要求戏曲演员要适应视听艺

术创作的整体性。因为影视艺术在实

现其构思时，其着重点不像舞台上那

样全力集中在演员身上，而是关注整

个银幕的画面造型。所以，演员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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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必须在纳入总体蒙太奇结构之后才

能正确评定其价值演员在处理角色

时，不要一味追求和强调表演自身的

完整性fii排斥使用其他视听手段，

由二F二景的空间的真实性，戏曲演

员要克服表演时和与观众交流的习

惯，要按着角色的心理逻辑去做、去

说、去行动．要尽可能将台词、唱腔融

于生活z力作之中，通过贼予角色的多

种生活动作，使自己以生活形态⋯现

在镜头前一

影}也艺术的镜头处理有使观众近

距离观i}的特点，演员就要避免外部

动作的{笋张表演而应着力于人物内心

世界的刻画，细腻地把握人物心理情

感变化的层次：当然，在戏曲演员表演

贴近生活的同时．也要注意不必完全

遵循故i；片和电视剧的表演要求I大1

为戏曲ii演同音乐、唱腔的节奏和韵

律往往±％合在一起．一旦失去表演巾

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将失掉戏曲艺术

的整体美．

唱腔艺术是戏曲艺术的核心．能

否使戏曲与影视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关键还在于处理好唱腔部分与环境之

间的矛盾。对于剧中叙述性的唱腔，唱

前要注意营造好唱的氛嗣．真正做到

让人物有感而唱，水到渠成．达到所谓

“长言不足则歌之”的境界二而对于人

物之间的对唱．从唱词到唱腔设计都

尽可能[]语化，流畅上口．如说如诉，

剧中人物抒发内心情感的唱段．可以

采用旁口吕相引、心声伴唱与人物自我

抒发相结合的结构形式．犹如故事片

和电视剧中的插曲，使观众感到协调．

从而容易接受：

不论哪一类唱段．一定要情重于

腔，在音量控制和用嗓行腔方面，都要

根据规定情境或轻或重、或强或弱、或

扬或抑、或吟或诵，克服舞台演⋯耶种

都用大音量的习惯性唱法：

唱腔部分的进∽瓿，即唱腔头尾

与台词部分的关系也是需注意的 为

了使比较生活化的台词部分和具有假

定性唱腔部分浑然一体，音乐过门r，r

以采用d1无到有、南-g,目N强渐入的方

式，也iT以采用音乐提前进入．然后再

顺势上板起唱，而每当唱完之后，尽町

能少用收板乐句，将音乐延伸，把观众

再带同到对白部分较写实的情境之

中

为‘r发挥影视视听艺术手段，对

于自然音响的运用，要给予充分的重

视，自然音响运用得当，不但可作为假

定性的环境设计的补充，增加生活实

感，而且叮以扩大JⅢ．面空间，增加imi面

的张力和信息量=

影视艺术是由一个个镜头组接而

成的．所以，戏曲电影、电视剧的镜头

处理也应区别于一般的故事片和电视

剧而体现出独有的艺术美学特色：

首先是镜头的节奏与韵律人们

在进行审美活动时，当审美对象所产

生的客观节奏和观众的主观心理节奏

处于同步状态时．人们就会感到和谐

愉快．产生共鸣与美感二在镜头处理

时，作为审美对象的视觉节奏．一般受

以下诸闲素影响：

(1)拍摄对象本身的内容和外部

运动节奏二

(2)厕面切换的频率。

(3)向面景别跳跃及方位变化的

对比度

(4)画面的运动方式及节奏

(5)面面的光学透视比的变化。

(6)光影、色彩、影调变化的幅度

与运动节奏

(7)l画面的前景的运动：

(8)imi面衔接技巧的变换与PMii]

字幕隐现的节奏

以上八种因素，也可以说是摄影

造型艺术赋予银幕视觉节奏的手段

戏曲艺术，是最讲究节奏和韵律的艺

术：它的美学原则之一，就是把演员的

全部表演【即唱、念、做、打)甚至一个

眼神，自始至终全部融化在严格和谐

的韵律、节奏和音乐旋律之中，是全部

音乐化了的：因此，戏曲电影、电视剧

的镜头也,JZ、须相应地音乐化一在处理

每一场戏、每一个蒙太奇句子、每一个

画面时．都要根据上述的八种因素肜

成与内容相吻合的外部节奏和韵律

感，使之同整个戏的音乐节奏同步起

来=特别是富有鲜明感情倾向的iml面

运动方式和节奏，一定要和人物在规

定情境中的情绪节奏、音乐唱腔的节

拍极其默契地融合在一起．以达到潜

移默化地帮助观众感受和理解剧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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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产生愉悦美感的H的：

戏曲艺术在把自己的舞台行动诉

诸于舞蹈艺术的M时．还很讲究捕捉

生活、思想、情感最珍贵的瞬间，动态

的造型中创造富有雕塑感的停顿．这

种动与静的对比，最大限度地展现了

人物的造型美 冈此．戏曲电影、电视

剧ftgimi面构图，除一股地强调绘画性、

装饰性、虚与实、冷与暖对比之外，还

要处理好动与静的关系：一方面通过

镜头的运动和角度的选择突f{{人物，

注意动态美和音乐和谐的流动性 同

时．也要处理好人物那些相对静止瞬

间的造型，这些瞬问往往既是人物情

绪发展的凝聚点，又是舞蹈和音乐结

构巾的“标点符号”

一些武打与舞蹈场面，可通过选

择适、与的角度和构冈．表现其群体美

和调度的完整性同时，也可通过插进

若干局部镜头来加强其场面的动势和

某些瞬问的造型美这种镜头运用的

动与静的有机结合，ir以最有效地体

现戏【街艺术的美学特性．

总而言之．将戏fl}1艺术搬上银幕，

在虚与实、人与景，两种艺术形式的融

合方面，郁存在很多复杂的问题、创作

者必须l司戏制宜．闲人制宜．勇于探

索，敢于创新一否则．一味追求“影视

化”，『ni不颐戏曲艺术的特点削足适

履，以致拍成电影、电视剧加唱，就不

能称其为戏曲电影、电视剧了：当然，

走向另一极端，缩手缩脚将舞台戏原

样照搬，不敢发挥影视表现手段的能

动作用．也不是我们所追求的Pl标．

戏曲电影、电视剧作为中同独有

的艺术种类，在今后的发展中还需大

量的探索和创新探求两种艺术形式

的融合统一，将足一个需要不断推进

的课题

(作者单位：河南电视台)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