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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境角度考虑
戏曲影视中“虚实问题"的合理解决
文／韩震

一、戏曲和电影语境的基本特征

(一)戏曲语境的独立性

戏曲的形式特征可以概括为“写意的、虚拟的、

趋向唯美的”，这些特征，决定于它自身的假定性语境。

中国戏曲的舞台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以京

剧《红鬃烈马·大登殿》为例，马达、江海喊： 。万

岁有旨，宣王娘娘上殿。”王宝钏站在上场门唱一大

段⋯⋯这个时候，观众同时看到的是三个空间，殿内，

殿外，这两个是物理空间，在现实中不可能被同时完

全看到：还有一个是王宝钏的“心理空间”——此时

她的唱做都是她的心理活动，这个空间的内容在现实

中更不可能完全看到。

电影中也有这样的时空处理。比如“叠映”、“话

外音”、“配乐”都可达到这个效果。和戏曲不同的是。

电影需要超越现实感官中的时空时，总要借助一些相

应的手段，也就是说总有一些“元素”是和这种假定的

时空关系对应的，而且唯一对应。有人说，音乐音效

不是唯一对应的，画外的音乐有时对应心理时空，有

时就是现实时空。其实，这是两种音乐音效元素，一

种是和情节有现实逻辑关系的(比如一个人在这个时空

中弹琴，然后被推出画外，成为画外的声音)，一种是

没有现实逻辑关系的。后者只代表超现实的时空内容

和现实时空并存在观众视野中。也有人会说，歌舞片

中，把超现实时空和现实时空并存不需要手段，其实，

这类影片中，“歌舞％除恰是这个手段(元素)，一唱一

跳的同时，另一个时空内容出现了。如果这歌舞不是

与情节有现实逻辑的，观众不会认为情节中那个现实

的时空里就是这样又唱又跳，是通过这个手段，心理

时空4叠映”出来了。而且这个手段必定反映这样的时

空关系。戏曲则不然，哪一个手段和元素都不是“必定”

要反映这种时空关系的，这种关系自始至终都在舞台

存在，所有的元素和手段都可以完成这种关系。

事实上，戏曲的所有手段都是电影的“特殊手段”。

戏曲的所有手段和元素都在完成这种时空关系。我们

常说戏曲的时空自由，首先它在视觉上，把模拟现实

时空关系的程度降到最低。如果说点线面等等各种视

觉元素的关系构成空间感觉，并且这些关系在运动中

形成时间感觉的话，戏曲通过减少视觉元素和变形视

觉元素，消解了空间的视觉感，从而让“空间”中的“间

(隔)”模糊化、透明化，消解——直至少到只看见“空”，

让“空间”在舞台上有了无限多的可能：通过增加、

变形各种视觉元素关系的运动，消解了时间的视觉感，

从而把现实语境下“时”与“时”之中固定的“间(隔)”

弹性化、多样化；增多——直至多到看不清“时”，让“时

间”在舞台上有了无限多的可能。至此，戏曲舞台的

时空在视觉上完成再造——视觉存在转化为逻辑存在，

之所以能被人接受和理解，在情节中，时空逻辑符合

情节中的逻辑，情节中的逻辑在假定语境中自圆其说，

而假定语境即便是“无厘头”或“超现实”，也需要

在抽象的本质上符合现实语境中的基本逻辑，否则就

变得“不懂”和“没意义”。这个假定时空关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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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贯穿作品的整体，要不作为一个局部，但对应特殊

的手段(提示出它与整体的不同)。否则就违背了现

实逻辑的根本基础。戏曲既然没有为它创造独立的对

应元素，就必须在整体上都遵循这种时空关系。

为什么戏曲没有为它创造独立的对应元素呢7所

有古老的展示过程的艺术形式，都有一个共性，那就

是它们形成之初(照相技术发明之前)，再现一个过

程时，都很难在视觉上模拟出现实时空，但时空又是

过程中最根本的元素。所以，中国戏曲、古希腊戏剧、

印度梵剧、日本能剧等等在形成过程中，都面临着假

定一个舞台时空的任务，但后来走上不同的道路。中

国戏曲接受了这个现实，并把所有舞台元素都在这个

事实基础上统一起来。根据物质情况既然只能塑造出

这样非现实的时空关系，又要让人认同它，索性就把

所有的元素都和这个时空关系对应起来，都同现实的

形态拉开距离，从而让这个假定的语境自圆其说。话

剧、音乐剧等舞台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现实时

空关系，当需要打破这种时空关系时，需要借助一些

手段——光、音效、歌舞、变化了的动作元素、虚拟

动作等等。戏曲则是让所有的动作(包括语言)都脱

离开现实的形状，都带有歌舞的性质，并且这种性质

成为“戏曲化”程度的一个标志。即便在戏曲化程度

不高的形态中(如北京曲剧等)，也不是只有在需要

表现心理时空时才出现情节以外的声音和节奏，这种

与现实不同、与情节逻辑无关的声音和节奏自始至终

无所不在。戏曲为了获得最大的时空自由，形成了一

套完整的舞台语汇。所以这套语汇成为了这个艺术种

类不可分割的重要元素和标志。这套语汇必须有距离

于现实，不管距离多远，它都要是自成体系的——语

素和语素间有着固定的关系原则，这个原则不是建立

在现实语汇基础上的，也不随现实语汇关系变化而变

化。比如，一个身段和一个锣鼓的关系是固定的，这

个原则和现实生活没关系。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写意

性、综合性和程式化。

(二)电影语境的开放性

电影源于照相技术的出现，它在处理元素与元素

之间的关系时，就是遵循现实语境中，一般的视觉原

则和逻辑规律。同时，它在每个独立作品中，使用“内

容”假定出这一作品内部自圆其说的逻辑关系。

由于电影复制影像的特征，人们一般认为电影的

品艺长廊．，
Art Salon bb

语境就是现实的，但并不等于说电影就是“写实”的，

就是现实的再现。这种再现影像的特点，恰恰可以使

它塑造各种“语境”，前提是遵循现实的视觉规律。

所以，在语境层面，戏曲与电影的结合，实际上，是

利用影像材料和原则，模拟戏曲语境的问题。

之所以很多时候，要求电影跟着戏曲走，是因为

电影作为一个门类，它的语境更多是在技术、材料层

面的，而戏曲语境则关乎所有元素间的关系原则——

本质层面的。二者并不冲突。常说电影是写实的语境。

实在是个误解。只是因为，电影多数时候都是以复制

现实语境的面貌出现，树就是你看到的树，山就是你

看到的山，除非被内容赋予了其它的意义。而戏曲让

人看到的所有元素，都区别于现实语境，不是有着特

别的形式，就是有着特别的意味。这些都营造了一个

非现实的时空环境和语素关系。改变这种时空环境和

语素关系，戏曲就完全是另外的样子了。戏曲是以形

式定义的，电影是以材料定义的。

时空关系是戏曲语境的根本问题，戏曲所有的元

素的创造、发展、变化都和戏曲语境中特有的时空有关。

电影模拟戏曲语境，而又不改变戏曲本体，就不应该

改变戏曲特有的时空。这个时空自始至终都是把强烈

的主观色彩涂抹在抽象的现实时空上的。但是如果不

改变戏曲中的所有元素和关系。就真的只是。忠实记

录”了，戏曲也因为形式材料的变化，使原有的审美

度大打折扣。所以，关键是改变哪些元素，如何改变，

才能使戏曲的假定语境依然成立，如何利用电影的视

觉原则，又不破坏戏曲的审美规律——两种审美语境

如何重叠7

二、戏曲电影假定性语境的完成

(一)戏曲语境的模拟、更新，而不是颠覆

戏曲语境，其实就是戏曲中各种元素发生关系的

原则。这个关系网是立体的，是在形式的、逻辑的、

意识的各种层面同时展开的。往往置换一个元素就意

味着关系的改变。现实语境中的那个关系之所以在假

定语境中被屏蔽掉，是因为，这个关系在假定语境中，

对任何其它关系都没影响，情节顺利进行，形式上的

对应完全统一。当我们把真实形状的墙放到戏曲语境

中时，这个新的元素同其它元素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它在现实语境中对应的是现实空间，这个关系在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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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中同样存在，所以这个关系也还起作用，由于这

个作用，假定语境中现实时空和心理(写意)时空的

距离就受到了影响，现实时空加强了，同写意时空的

距离拉远以至排斥。于是，在原来假定时空基础上的唱、

做等等元素就变得和这个改变后的语境不协调了。

所以，戏曲中的元素要被置换的话，新元素在现

实语境中存有的那些关系，在戏曲语境中，能否与其

它关系保持协调和统一很重要。简单说，生活中是什

么在戏中还是什么的话，这个元素要根据整个语境抽

象化程度做戏曲化的改造：如果生活中这个元素在戏

中被完全假定成另外的元素，它在现实语境下的各种

关系在戏中都不能存在，比如说竹竿可以假定为马，

但牛不能假定为马。戏曲在自身发展中，置换各种元

素时自觉地遵守了第二条规律，戏曲在走上银幕时，

却并不是都能明确第一条规律。现在很多戏曲电视剧，

比如豫剧《仁长霞》，演员竟在办公室演唱，这样的

方向是音乐片不是戏曲片，这意味着戏曲本体元素的

大量流失。戏曲音乐片脱离了戏曲语境，走进现实语境，

最终为了更好地适应现实语境，戏曲音乐的元素也会

越来越少，最终成为和戏曲没什么关系的样式，其实

还不如起先就自由自在地音乐片去。戏曲的本质决定

了，戏曲假定的就是非现实的语境。它在一个超越现

实表层形态的层面上，和现实语境发生关系。

戏曲搬上银幕，面对着银幕上大片的空白，材料

变了，保持原有的语境，一些元素也要有所改变。比

如《野猪林》“大雪飘”一段和《智取威虎山》“打

虎上山”一段，交代环境的视觉元素在屏幕上是具象

化的。我们假设现实语境中存在这样的场景。它被复

制到戏曲语境中时是如何“戏曲化”的呢7其实，有

些元素在现实时空的语境中存在，在心理时空的语境

中同样有它的意义。除去现实的所指外，它还有意识

中的含义——意味。这样的元素本身就是诗化的。放

在现实语境中，它是具象的雪，放在一个意义关系更

多的非现实语境中，它可以是抽象的存在。这种元素

本身在现实语境中存在，但它丰富的潜意义，具有把

它同现实语境拉开距离的余地。所以，当它加入到戏

曲的诗化的语境中时，所谓“改造”并不是形式上的

写意化处理，而是通过戏曲的语境，把它现实语境之

外的意味凸显出来。

戏曲是通过减少元素间的“间隔、边界”——减

少界定空间的视觉元素——来再造多重时空并存的语

境的。电影在这方面的长项是增加这种“间隔、边界”。

最简单的就是“叠画”，快速剪辑同样能完成这个效果。

京剧《徐策跑城》的戏曲语境中，标志时空的视觉元

素可以有多种置换方案，比如把“圆场”抠像处理在

多重叠画的背景上：或者在保持动作连贯性的同时，

为一组动作切换不同背景——把不同空间的动作连缀

一体，当然，这是最麻烦也最不容易的一种，演员、

剪辑、舞美都要高度准确，并且增加成倍的工作；还

可以把摄像机作为圆心，360度跟摇演员360度的圆场，

而在最外一圈做一幅360度的写意画卷：还可以把画

面处理为天地一色的水墨画等等。当然，每一种方案

中的元素所标志的时空关系，都既要符合戏曲语境，

又符合这个作品本身的语境，也就是说，不同段落中

的时空关系都是在同一程度上戏曲化了的。

(二)两种语境下的审美原则

我们的讨论，都是在保持戏曲语境的前提下进行

的。戏曲和电影的视觉材料不同，所以审美的侧重点

也是不同。镜头的变化代表了一个视角，一个关照的

重点，以至代表了一种态度、意味，所以，镜头同样

是承载意义的一个元素，这个元素加入到戏曲语境中

来，依然要求它不改变戏曲语境中各个元素间的关系，

并且在所表达的意味上，具有与现实时空语境同样的

距离。

同样的圆场，由立体的、实在的肢体语素，变为

屏幕的视觉元素后，原有的视觉力量受到影响，镜头

应该在不改变这些元素关系的基础上，做一些补偿，

以致于增加这种力量。镜头把一些元素加强、一些元

素减弱、一些元素删除，如果它加强、减弱、删除的，

正是戏曲语境中重视、忽视和忽略的元素，那么它没

有改变原有的关系，以至是加强了戏曲元素问的关系。

这就要求它遵守戏曲语境的“非现实”的基本原则。

戏曲的本质是诗化的，电影也不等同于“记实”，

诗化同样是电影的长项。所以，不应该人为地在两个

语境中设置思维障碍。戏曲可以通过戏曲电影，以一

种完美的艺术形式延续，根本问题的解决，在于东方

诗化语境在大众语境中的觉醒。图

韩震，中央新影集团戏曲节目部制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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