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创少儿京剧《兔儿爷》讲述了爷爷和孙儿小宝

由于对兔爷不同的态度产生了争执，睡梦中小宝遭遇

了老鼠绑架爷爷的危难，好友蜘蛛侠和兔爷联手帮助

小宝进入鼠穴营救爷爷的故事。本文从创作选题、确

定主题、人物设置、剧本架构以及舞台二度创作等方

面，阐述作者的创作构想和创作过程。

关键词：戏ItttJL童剧传统文化儿童审美心理兔

爷童言童趣戏曲武打

一、剧本创作

少儿京剧《兔儿爷》的创排，源于学院导演系与

北京什刹海地区共同合作的一个项目。在接手这个项

目时，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写一个关于兔爷的儿童

戏曲。这给艺术创作带来了自由的创作空间。但是没

有束缚的创作也是有一定的难度。

(一)主旨立意

此剧所面临的受众群体是儿童，那么故事情节一

定要有意思，要有童趣，要适应儿童特有的情趣、心

理状态及对事物的理解，也正因为是对儿童剧进行艺

术创作，在创作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趣味性，同时更

需重视人文关怀与人文思考。主旨立意要真诚、善良、

积极、阳光，要歌颂一切美好的事物。通过活泼鲜明

的形象和生动有趣的情节，对他们进行美的感染。培

养他们积极的创造精神，发展他们的想象力，尽可能

让他们正确认识现实世界与周围事物，给他们更多智

慧的、健康的东西，引导他们在活泼、自由、纯真的

天性中去学习。

一直以来，面对当代青少年漠视、甚至排斥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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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现状，我内心深处埋藏了一颗创

作的种子。这颗种子时逢《兔儿爷》这一创作土壤。

在创作始初，我坚信这颗种子，(即唤醒当代青少年

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漠视)能在《兔儿爷》的

艺术创作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二)人物设置

在明确创作的主旨立意后，爷爷和孙儿小宝这两

个主要人物形象应运而生，爷孙两人与兔爷一起在这

个故事长河里遨游。爷爷和孙儿小宝面对兔爷，有着

各自不同的认识(坚守与摈弃、专注与漠视)。这种

认识本身就具有矛盾冲突，相互作用，不断推动故事

持续发展。至此，《兔儿爷》--iN的故事情节，围绕

着爷爷和孙儿小宝认识上的不同这一主要矛盾冲突慢

慢开展。

探寻、思考这三个人物设置的理论依据，(兔爷、

爷爷、?JdL JJx宝)发现lJJ、,IL／J＼宝对免爷的认识和态度，

以及这种认识的形成理由不能给观众有直观的感受，

舞台呈现略显单薄，无法强有力的支撑着孙JL／J x宝这

个人物作为矛盾冲突的一方对立存在。故事里需要有

一个角色出现在≯．1dLdx宝的身边，这个角色从内到外，

都支撑着矛．kJL／J＼宝作为矛盾的对立方存在。蜘蛛侠，

这样一个深受孩子喜爱的英雄形象被请到了兔爷的故

事里，他站到了小宝的阵营中。他是小宝心中的偶像，

小宝为此痴迷，导致在中西方文化的认同上出现了偏

差。

如何纠正这样的偏差，如何解决认识上的矛盾冲

突?需要架构情节，需要设置角色。这些设置要紧密

相连，环环相扣。需要某人、某事深深触动到孙jL sJ x

宝的内心，才会有契机改变小宝的认识。换句话，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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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改变兔爷在小宝心中的固有认识，兔爷必须要面临

挑战，而这种挑战，需要直接关系着小宝及其亲人爷

爷的命运。传说中的兔爷是奉旨'flii界下凡人间祛除瘟

疫，造福百姓。老鼠的出现给爷爷和小宝带来了威胁，

兔爷面临着一场艰难挑战，同时也给兔爷提供一个机

会，一个让小宝重新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的机会。

剧中所有角色设置完毕。他们是：兔爷、爷爷、

孙儿小宝、蜘蛛侠，还有老鼠。

(三)剧本架构

儿童剧的创作要寓教于乐，但过于强调教育功能，

便会i4tlll趣味性。因此，故事的编排需要寻找一个点，

一个能引起孩子们共鸣的点，从形式到内容，要让孩

子喜欢。孩子天生是爱幻想的，想象力不受任何束缚。

基于这样的思考，决定在剧中设计一个环节，设计一

个梦幻般的情景，在这样一个梦幻的情景里，会出现

一些现实生活中难以发生的事情。梦里，爷爷作为捏

兔爷的唯一传人被老鼠绑架，老鼠打着如意算盘，一

心认为绑架了爷爷，便无人传授技艺，没有人捏兔爷，

便可以为所欲为了。为了营救爷爷，兔爷、蜘蛛侠与

孙儿小宝生死与共，深入鼠穴奋战老鼠。危难之际，

兔爷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射向小宝的暗器，以自己的

身躯保全了小宝的安危，三人齐心协力，与老鼠斗智

斗勇，最终战胜老鼠，成功营救爷爷。

故事的背景简单，线索清晰，情节梦幻，角色可

爱，符合儿童的审美情趣。

(四)台词设计

少年儿童——这一特定对象的年龄、生理与心理

特点，使得儿童剧有着自己特有的审美需求和审美情

趣。因此在台词设计、语言风格的把握上，亦要表现

出自己独特个性。设计的台词要赋有儿童的情趣、要

含有强烈的动作感，语言风格需极富色彩。

二、二度创作

有了人物，有了情节，有了事件，有了矛盾冲突。

接下来就是选择何种样式、风格在舞台上进行二度创

作。

(一)舞台样式

老舍先生对于儿童剧说过这样的话： “一定要用

儿童的心灵去感受，深入到儿童的内心世界，然后深

入浅出地展现给小观众。”

深入到儿童的内心世界。在孩子的眼里，一切都

是那么纯真，没有太多的错综复杂。简洁明快、天真

浪漫。思考至此，一个干净简洁且诗意风格的舞台浮

现在脑海中。遵循戏曲艺术的虚拟性，把舞台更多地

留给演员去表演，不要忽视孩子的想象力，给他们更

多想象空间。大写意小写实，虚实结合，充分发挥戏

曲表演手段，以技撼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美

育人。

(二)人物造型

《兔儿爷》是京剧，是儿童京剧，是现代儿童京

剧，是带有童话梦幻色彩的儿童京剧。因此剧中人物

的造型设计应是有戏曲特点，是贴近现代生活的戏曲

特点，且是可爱的、活泼的、经典的、时尚的。剧中

人物不多，但形色各异。有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老

爷爷和N、JLsJx宝，有拟人化了老鼠，还有传说中的兔

爷，更有漫威漫画公司旗下的超级英雄——蜘蛛侠，

古今中外，汇聚一堂。这对人物造型设计是一个挑战，

必须在保留角色特点的统一风格，否则舞台上略显杂

乱。创作时，有很多设想，推翻、重来，几经周折，

乐此不疲。最终，统一规范力求形似，更求神似，在

一致的基调下找到各自独有特征，点缀在服装造型上，

突出表现，使得观众一目了然。

(三)音乐唱腔

《兔儿爷》是以京剧的艺术形式来呈现在舞台上。

京剧艺术在舞台上的表现手段非常丰富，唱念皆传情，

做打亦显功夫。

全剧的一共有三段唱腔，中规中矩，朴实大气。

没有华丽的行腔，更像是行云流水般的交谈，贴近生

活。

第一段是爷爷上场唱的西皮原板。主要是介绍兔

爷，并从内心深处感谢兔爷造福百姓，Ⅱ昌腔中一高一

低的拖腔进行对比，最后结束在较为高亢的散板拖腔

上，表明要把捏兔爷的传统手艺传承下去的信念。

《诗·大序》日：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

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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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之也。”

第二段是爷爷和孙儿小宝的对唱，采用了西皮流

水的板式。开始于正常的流水速度，随着两人认识上

的不同发生争执，速度渐快。在唱腔结束后，还是无

法达到情绪的最高点，但在语言上已经无法再去表达，

只能用肢体语言来抒发各自内心感受。在爷爷的唱腔

结束后紧接了一段快速激烈的音乐、曲牌，爷孙两人

在曲牌声中，手舞足蹈，是突出表现爷孙俩之间的冲

突，也可以视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两种态度。音

乐在兔爷被小宝推落在地的瞬间戛然而止，舞台上一

次大停顿，一把大提琴SOLO，配弦乐队铺底，抑或

悠扬的京胡之声缓缓奏来，从音色、速度、音区等方

面与之前的唱腔形成鲜明对比。如泣似诉，是爷爷的

内心的痛，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痛。清澈悠扬的

京胡声恰似拨动了孙儿小宝的内心，也是被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触动后的若有所思。最后采用大提琴拨奏技

巧将音乐引入梦幻情绪。兔爷和蜘蛛侠各自立于舞台

两侧，似乎有所动弹，也似乎是孙儿小宝有些困倦，

眼睛发花，渐入梦乡。

第三段唱腔是一段西皮快板，描写爷爷被老鼠捉

走后与老鼠据理力争和对老鼠的不屑一顾。这段唱腔

节奏很快，色彩鲜明，朗朗上口。最后结束没有拖腔，

干净利落，戛然而止，表现出爷爷坚定的意志。

对于老鼠出场的音乐设计也很巧妙，老鼠上场时

以小锣无规律的敲击，配合演员舞台动作，上场后有

一段节奏活跃的三弦SOLO，意在运用三弦独具的滑

音来衬托老鼠的滑稽。之后转到老鼠的念白，采用唢

呐吹奏。借助于京剧弹拨乐器，如月琴、三弦、阮等

特有音色和弹、拨、滑等演奏技法，把老鼠的蹑手蹑

脚、贼眉鼠眼，稍遇动静便四下逃窜的诙谐场面营造

的惟妙惟肖，幽默风趣。

全剧剧终时，音乐上用散节奏的导板过门引入，

并加花过门突出故事的起伏。每一个剧目都有一个主

题音乐，本剧也不例外。老北京有个童谣，唱的就是

兔爷。“月亮鞋，中秋节，吃月饼，供兔爷，穿新袜，

换新鞋，跟奶奶，拉姐姐，上趟前门，逛趟街。”本

剧主题音乐是采用传统京剧四平调式加以变化，与童

谣一高一低，此起彼伏，一唱一和，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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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舞美灯光

儿童剧的舞美设计是舞台美术设计中最难的，既

要符合剧情、服务剧情，又要符合儿童的审美心理。

对于设计者来说需要站在儿童的角度思考问题，充分

了解儿童的心理和儿童对世界的敏锐的感受力。儿童

剧的舞美设计、灯光设计无需过多考虑流派、风格等

问题，只要是营造了符合剧情能够引发儿童无限想象

的舞台梦幻空间就是成功的。

舞台上由若干屏风自由组合穿梭，时而室内、时

而室外、时而现实生活、时而梦幻世界。这样灵动的

舞台，既能营造剧中规定情境、情绪气氛，还能在创

作时提供给舞台调度更多的时空选择。

(五)导演构思

《兔儿爷》是一出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题材

的儿童京剧，在进行导演构思艺术创作时，我们不懈

地寻找童心、童趣、童言，力求达到好听、好看、好懂。

(1)找角色特点，塑外在之形。

首先，将剧中人物分成三个类型。通过对肢体不

同的要求，让演员们在舞台上先有个形似的基础，在

外形上找到感觉。

爷爷、孙儿小宝。(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类型)

兔爷、蜘蛛侠。(中外传说中的形象类型)

老鼠。(现实生活中动物被拟人化的类型)

这三个人物类型在人物塑造、设计舞台动作及形

体要求都略有差异，各有偏重。爷爷和孙儿小宝是现

实生活中存在的人物，在设计舞台动作时，形体上的

要求相对生活化些，是对生活动作的戏曲)JUT，即相

对削弱传统戏曲的程式感。再有老鼠这一类型，也是

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在舞台上(不仅仅戏曲舞台)有

过老鼠角色的出现，给我们提供了参考。在剧中针对

老鼠的动作设计，必须要有鼠的特点，它们胆小谨慎，

善于暗中行动，不易被发现。因此对扮演老鼠的演员，

要求在舞台上需要提气、梗脖。行动过程中肢体上要

求动作短促，有间断感，亮相时要多寻找舞台支点进

行躲藏、掩护，力求形似神似。而兔爷、蜘蛛侠这一

类型人物，真实的生活里是没有，兔爷是我国封神演

义中的长耳定光仙，蜘蛛侠是漫威漫画公司旗下的超

级英雄，他们都深受人们喜爱。是一种被演绎了的、

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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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艺术加工了的角色，在对这一类型的人物进

行创作时，肢体上更多的是要求戏曲程式规范了的

偶人，即要求舞台上有较强的造型感。

(2)找舞台行动。创人物个性。

分析剧本，寻找舞台行动，通过剧本提供的人

物行动线，探究人物的内心活动，揣摩动机，逐步

确立角色形象，找到一个符合剧本且属于自己的具

有个性的人物形象，立体的呈现于舞台。

在排练营救爷爷的戏中，兔爷为孙儿小宝挡住

了老鼠的暗器，身负重伤，小宝在鼠穴也迷失了方

向。这里，我突然想起了年幼时生病了，会做一些

奇怪的梦，在梦中总会觉得两腿难以前行，似乎没

有可以借助发力的地方，每每至此，我就会找到一

处类似墙壁的地方，用脚借助墙壁发力，或是像在

水中游泳一般，漂浮空中前行。这场戏孙儿小宝不

正是在梦中么，老鼠虽被打跑，兔爷却为自己受伤，

爷爷和蜘蛛侠也不知去向，独自一人在黑漆漆的鼠

穴里，难免孤单害怕。此时，想逃出鼠穴，双腿却

难以动弹，心急如焚。此情景也最适合戏曲的表现。

孙儿小宝一个人在舞台上载歌载舞。爷爷，您在哪?

兔爷，受伤了。好朋友蜘蛛侠，也不知在何方。想

跑，跑不动。想叫，喊不出。边唱边跳，圆场、跪

搓、翻身等戏曲技巧可以充分利用起来，整个舞台

都属于孙儿小宝。最后，跌坐在地被老鼠发现，眼

看即将被擒，兔爷不顾安危，强忍伤痛，顽强作战，

最终打败老鼠，救出爷爷。小宝内心被兔爷的行为

深深打动，为兔爷的伤势担忧。叫道，爷爷，爷爷l

此时，梦醒!衔接爷爷上场。

(3)拢生活逻辑。化传统武戏。

本剧由于情节的需要，在舞台上运用了戏曲武

打技巧。戏曲武打也叫武戏，是在戏曲舞台表演的

要求下应运而生的，是武术的一种表现形式。戏曲

是通过歌舞的语言和身体的表演艺术来演绎故事情

节，刻画人物形象。戏曲武打形成在戏曲表演的歌

舞过程中，更确切地说是包含在“舞”的内容之中。

戏曲武打是戏曲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

程式化特征。我的导师吕锁森老师在《中国戏曲武

打概论》一书中，给戏曲武打做了比较详细的解释。

他将戏曲武打概括为在戏曲表演中为了刻画人物形

象，烘托演出氛围，增强戏曲表演的艺术观赏性而

出现的舞台武术表演形式，具有明显的表演性和程

式化特征。

那么，针对本剧中的武打设计时，本着遵循生

活逻辑和角色之特点，不能为打而打的设计原则，

在排练过程中再三琢磨、仔细推敲。最终秉着“打

出角色之特点，打出儿童之趣味”这样一个创作思路，

设计了一些武打场面，以及确立了角色在武戏中刀

枪把子等道具的选择使用。

例如，兔爷在武戏里使用的道具，在一开始用

过大刀、单枪、甚至还想过使用萝卜。通过泥人兔

爷的造型，深受启发。最终决定使用兔爷背上所插

的两面旗子，而且在传统戏曲中水旗子程式套路的

运用已经很成熟，这样兔爷的武器也很合理，从而

很自然的解决了武打设计上的难点。

再有，蜘蛛侠这个角色，是西方的漫画人物，

传统戏曲中从未出现过。这给我们在武打设计上出

了个大难题。本着遵循生活逻辑，角色特点的创作

原则，我们在排练时找蜘蛛侠的特点。生活中，蜘

蛛吐丝织网作为它生存的手段。那么，丝绳或网是

它的武器，由此我们产生了绳子作为蜘蛛侠在武戏

中的武器道具。在武打设计过程中，我们把生活中

孩子们经常玩的跳皮筋、跳绳的游戏融入戏中。以

此来增强武打的趣味性。在一开始武打的设计中，跳

皮筋、跳绳的场面设计却有些尴尬，似乎没有找到

合理出现的契机。反复思考、琢磨，理清了思路，

即蜘蛛侠在与老鼠打斗过程中过于轻敌，自己吐丝

织的网被老鼠抢夺过去并用来对付自己和小宝。熟

不知这张网的主人是蜘蛛侠，想要用网来收服蜘蛛

侠有些班门弄斧了。小宝在蜘蛛侠的引领下，轻松

的逃出蜘蛛网，并联手蜘蛛侠夺回丝网，将老鼠收

入网中。此段情节武打场面处理(其中运用了跳皮筋、

跳绳的游戏)就合乎生活的逻辑，并遵循了角色的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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