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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电影《梅兰芳》的舞台美术视觉效果

■夏峰华 （滨州职业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山东 滨州　２５６６０３）

［摘　要］　２００８年底，沉寂三年的第五代导演陈凯歌将电影 《梅兰芳》搬上银幕。这部围绕着京剧名家梅兰芳

先生展开的作品，堪称是艺术与商业相结合的典范之作，从最初的宣传到万众瞩目的期待，从影片的上映到后期

的观众评价，无论是舞美设计，还是演员表演，都深受大众的关注，也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时至今日，其中的颜

色艺术和舞台美感，还犹在人们心中回味。本文从电影 《梅兰芳》的舞台美术视觉效果出发，剖析陈凯歌导演的

观点和视线，以舞台为出发点，总结这部影片带给我们的魅力和文化。

［关键词］　《梅兰芳》；舞台艺术；美术；视觉效果

　　随着中国逐步走向市场经济，电影呈现出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景象。为分得一杯羹，许多商业题材、大制作、

大明星、大导演加盟的片子充斥市场，但是无论是从票房

还是内容，如果要想在观众的眼中看到惊喜，心中读出分

量，脑中留下印象，则是乏善可陈。现在衡量一部影片的

优劣，需要多方面进行考量，这其中既要有演员卖力的演

出，也要有导演的总策划、总指挥，还要有技术、设计等

方面的支持。在２００８年底，陈凯歌带着自己的新片 《梅兰

芳》走向大众的视野。该片上映首日便拿下了１５００的票
房收入，首个周末票房更是达到了４２１８万元人民币，成为
众多贺岁片中周末票房最高的影片，一时间人们争相进入

影院，想要一睹影片风采。一般来说，观众在商业化的影

片中，关注的多是大投资、大制作、名导演、名演员、大

宣传、多绯闻的纯商业片。而作为以人物传记为主，类似

于纪录片的 《梅兰芳》，能取得如此骄人的 “战绩”，实在

是不多见，也给纷繁多样的影视片场带来一股新的空气和

生命。其成功的业绩不仅为电影市场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多

元化经验，也为陈凯歌导演的艺术生涯添加上了绚丽浓重

的一笔。

影片 《梅兰芳》讲述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

的故事。梅兰芳人生中的第一个对手竟然是和梅家有着三

代情缘的老艺人 “十三燕”。在双方的 “较量”中，梅兰

芳先是败北，在众人的反对声中，又大获成功，取得胜利。

步入中年的梅兰芳事业如日中天，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阻

挠。但是他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拒绝日本军队的邀请，

不再登台演出。没有紧锣密鼓的钩心斗角，没有灰飞烟灭

的武斗场面，如果单从情节上看，可以说影片并不被大众

所看好。然而 《梅兰芳》成功了，赢得了大众的口碑，也

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我们从中看到了文艺片的复兴，看到

了戏剧的弘扬和传承，看到了既叫好又叫座的好影片，看

到了大众对于影片的渴望。在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影视

文化中，舞台的美术视觉一直是影片的重中之重。要想达

到美轮美奂的效果，达到让观众眼前一亮的目的，需要全

体的制作班底向观众传达美的意蕴和诗一样的魅力。《梅兰

芳》的成功，其舞台美术所带来的视觉效益，起到了推波

助澜、锦上添花的功效。

一、舞台艺术所带来的视觉冲击

舞台艺术具有独特的生命力，它能通过无声的语言，

向观众传达无限的精彩。当前的商业片盛行，舞台艺术也

不仅仅局限在舞台视觉和材质的美感上，而更多地侧重于

如何展现导演的风格和影片所要传递的文化内涵。因此一

方面舞台的色彩设计要与剧作相适应，凸显情境，起到承

前启后的布局特点，一方面还要显示出剧作的特点和性格，

让观者在细节方面找到流行与传统相对接的地方，以使作

品富有生命力，具备鲜明的色彩和强烈的感染力，为观众

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电影 《梅兰芳》不是一部严格追求史实的纪录片，其

中有很多人物，是杂糅了当年一些真实人物的各种面貌综

合而成。作为百里挑一的雀屏中选者，黎明在试装后得到

了一致认可，为了塑造好这一角色，他刻苦训练，学习京

剧艺术。而为了更好地再现梅兰芳时代的恢弘场面，制作

方更是将影片的背景选择了上海，涉及上海的外景镜头都

在上海实地拍摄，还从梅家借来了两挂梅兰芳珍藏的守旧，

堪称京剧界的珍品。怀柔外景地则复制了民国时期北京的

一些古旧建筑和人文景观，特意为孟小冬建立了一座漂亮

的四合院，并仿照原样建造了高４２米的前门，包括同仁堂
药店、瑞蚨祥布店、张晓泉剪子等建筑，投资过亿。这些

布景的设置，为影片带来了极好的铺垫。而为了达到良好

的舞台效果，演员们也都严格要求自己。例如影片中涉及

的一部著名剧目 《三堂会审》，里面的苏三带着枷锁，需要

演员跪着唱完全部内容。影片中专门设计了这一出戏，来

体现梅兰芳对艺术细节的执著。在影片中梅兰芳为了让自

己跪得直挺，不惜用钉子固定在自己跪的位置，常常是唱

完一折戏下来，膝盖都往下淌血。演员们在表演时，舞台

上都使用真的钉子，用镜头来展示这一震撼效果，让观众

在内心纠结的时候，也对梅兰芳的严于律己、追求完美而

心生敬佩。正是这些细节的塑造和严格的要求，使得影片

获得了极佳的赞誉和成功，也由此获得了第１６届北京大学
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等一系列重要奖项，并陆续参加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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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影节，将中国的艺术传递到世界。

二、舞台颜色向观众传递的感觉

舞台美术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创造和组织动作空间，

表现环境、地点，制造情调气氛等多种手段来揭示剧作的

主题思想的。通过这些结合，将剧作的思想内涵融会贯通，

达到思想和艺术的高度统一。舞台要包括背景、灯光、化

妆、道具、效果等进行综合展示，给观众呈现出不一样的

视觉感受。舞台美术需要色彩分类，需要色彩运用，包括

以时间、地点和季节为主的自然颜色，如草地、蓝天、花

木等；包括人物所特有的颜色，如白人、黑人、男人、女

人等不同肤色；包括带有隐喻和象征意义的颜色，如绿色

象征着青春和希望，黑色象征的惊悚和幽暗，黄色象征的

权贵和财富；包括表达情感的颜色，如热烈奔放的红色，

会让人感觉到温暖，灰色则更多的代表悲戚和寒冷；包括

具有美感的色彩，如让人赏心悦目的颜色。这些颜色的运

用会反映出设计者对剧目的理解和向观众传递的那种无言

的微妙感觉，甚至会带动人的想象。因此影片中的舞台设

计所传递的信息，很可能会因为颜色的出众而让人印象深

刻，并铭记于心，为了达到良好的感召力，很多的导演都

对舞台的美术设计格外注意。

俄罗斯著名画家列宾说过一句名言 “色彩即思”，色彩

不仅对绘画十分重要，同样也对舞台设计十分重要。舞台

美术鲜活的艺术生命与动感的灵魂都是被色彩所赋予的，

它织就了台上的亮丽风景和绚丽的艺术世界。舞台的美术

设计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时代性，作为一种文化形态，

它既能造剧情所需的情调和气氛，表达动作的情绪和意义，

又能通过形象的创造帮助演员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剧本

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让艺术形象感染观众。电影 《梅兰

芳》充分运用了色彩艺术，影片的用色是如此丰富多彩，

正如梅兰芳其人，如梅兰芳的戏，纯粹饱满，让人敬仰。

例如我们在电影开场时看到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黑底白

字的字幕，与影片所展现的绚烂的梅式艺术形成鲜明的对

比，也许无论多么闪耀的色彩，对于梅兰芳来说都是苍白

的，倒是这种回归质朴的简单，给人以强烈的反差，造成

视觉上的震撼。黄褐色的旧木箱，暗褐色的旧宅，昏暗朦

胧的光影，这些布景将观众的视线引入到了梅兰芳的童年。

却又忽然被一封来信所引起的回忆打乱：刺眼的光线，身

穿鲜红衣着的官兵，威严的红色幕墙，与大伯的黑色着装

和白色纸枷锁的悲哀形成鲜明对照。

在布景颜色方面，观众对于影片的印象也极为深刻。

当时老百姓生活乏味、沉闷、简陋，因此穿着是以灰褐色

暗淡的粗布着装为主，但是虽然生活在社会底层，却并不

妨碍他们对梅兰芳戏剧的狂热，生活的贫瘠和对艺术的热

爱由此形成极大的反差。而形成对比的，是上层达官贵人

的奢侈和富裕，考究的服饰，华丽的桌椅，显现出上层社

会中男人对于梅兰芳的宠爱和追捧。而梅兰芳的出现，也

是让人眼前一亮。舞台上的大红武装或者裙装，凸显的是

他红极一时的状态。台下则是一袭白衣，衬托出他的轻松

和洒脱。几处室内场景，导演使用了大量的黄褐色基调，

深黄、浅黄、褐色、暗黄；灯光，舞台、廊柱、隔栏、桌

椅，甚至空气中也弥漫着的黄褐色的朦胧。古色古香，底

蕴深厚，古朴中透着大气，又不乏雕龙画凤之精工巧作。

同时，导演特意在此基调中，点缀了红灯笼、红帷幔、红

蜡烛等中国红，与舞台上正在表演的中国戏曲相得益彰，

尽显中国的古典美。看完了 《梅兰芳》，观众就应该能深深

体会到中国美的精髓所在，就如同看梅兰芳的戏，即使不

懂戏甚至不喜欢戏的人也会感觉到其中的美到极致。

三、《梅兰芳》和 《霸王别姬》之比较

谈到 《梅兰芳》，人们难免会拿其和陈凯歌的另一部作

品 《霸王别姬》相比较。男旦作为主角是其中之一，导演

又是同一个人。时隔多年， 《梅兰芳》相较于 《霸王别

姬》，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呢？

在电影中涉及传统戏剧，陈凯歌已经不是第一次。早

在上个世纪的９０年代，一部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 《霸

王别姬》，奠定了陈凯歌第五代导演的地位。但是不得不

说，作为一部独立的电影，《梅兰芳》更应该被认可，特别

是里面的舞台美术设计，更是可圈可点。身在梨园，梅兰

芳固守着自己对艺术的追求，坚持着自己对京剧艺术的理

解，在舞台表演、服饰等细节方面不断改良，推动了京剧

艺术的进步。而陈凯歌的美学功底也在影片中展现得淋漓

尽致，在细节方面，影片还原了北京城的风貌，大到上世

纪４０年代的剧院，小到一个鼻烟壶，都呈现出与人物、情
绪相融通的和谐气氛，为观众呈现出真实的情境。

“梅虽凋零香如故，清韵幽芳醉后人。”影片 《梅兰

芳》为观众了解京戏、了解梅派戏剧打开了一条道路，其

精湛的舞美设计，也让陈凯歌在纯商业片盛行的今天，如

同一匹黑马，赢得了无限的荣耀。

［参考文献］

［１］沈阳．论梅兰芳对戏曲人物造型改革带来的启示［Ｊ］．黄梅
戏艺术，２０１１（０１）．

［２］青水川．也谈电影《梅兰芳》的用色［Ｊ］．现代语文·文学研
究，２０１０（１１）．

［３］吴凌云．试论影片《梅兰芳》贵族精神的建构［Ｊ］．电影文
学，２００９（２３）．

［４］格致．《梅兰芳》实现了陈凯歌的艺术诉求［Ｊ］．名人传记，
２００９（０４）．

［作者简介］夏峰华（１９７８—　），男，山东滨州人，硕士，滨州职业
学院建筑工程学院装潢教研室主任，助教。主要研究方向：室内设计

技术。

１３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