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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艺术是一种综合艺术形式，需要编
剧、导演、演员、舞美、服装、化妆等众多
部门密切配合，共同来完成。这样在编排、
表演过程中，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就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值得每一个从事编
导工作的人认真思考。

舞台艺术形象的塑造能否成功，是一部
戏成败的关键，那么是不是说演员的创作就
高于一切呢？并不是这样。艺术创作最终需
要通过形象来感染人、打动观众，只有所有
环节共同努力，才能表现出令人信服的人物、
情节、舞台气氛，从而共同完成舞台形象的
塑造。所以，编导与演员的通力合作非常重要。

在排练演出活动中，众多部门虽然分工
不同，职能作用不同，但大家都是平等的，
创作目的都是一个，所以应该互相尊重。从
分工角度来看，编导是艺术创作的领导者，
因为他是在充分领悟了剧作者的思想和创作
意图之后，才承担起将剧本搬上舞台的重任。
他用自己的情感、想象、审美能力以及对生
活的理解来体现和充实剧作家的文学作品，
使之更富于思想深度，更富于血肉和生命，
最后达到感染人、教育人的目的。所以说，
编导自身的文化修养、审美水平、技巧功力，
都会直接影响作品完成的质量。

编导，尤其是导演，在接受剧本之后，
需要进行严格的艺术结构。一些很有水平的
导演，一般都是那些有着强烈个性，对社会
对人生、对艺术形象有独立思考和深刻感受
的人，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和对人物的把握具
有独特的视角，对作品的整体风格、节奏变
化，对每场戏、每个角色都会认真分析，仔
细思考和安排。为了表达出作品的艺术精髓，
刻画完美的艺术形象，会设想种种表现手段
和处理方案，事先会在心里形成未来舞台所
要呈现的画面。但是，这一切设想和主观意
图能否被其它创作人员理解并采纳是很重要
的，而且编导对舞台意图的创想，更会影响
到每个演员的创作热情。作为演员，接到剧

本之后，同样也有一个对剧本和对自己想要
扮演的角色理解的过程。一个高瞻远瞩、有
思想有见地的演员，会有他的艺术个性和对
社会、对人生严肃的思考和审美态度，会凭
借自己对剧本和人物的分析想象来塑造人物
性格，刻画剧中人物的多种侧面。这样，人
物在演员头脑中也就有了生动丰富的轮廓，
之后，他才能自信地投入到创作中去。但是，
他们对作品的理解以及对人物的表现方法是
否就能够符合导演的要求哪？这就要有一个
编演双方共同探索和认识的过程。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好编导和演员的
合作关系哪？首先，在创作过程中，应该明
确剧本是创作的依据，导演的构思是体现作
品思想的行动指南。演员以及其它部门的工
作人员都要在导演的统一构思下进行工作。
其次，导演的心中要有全局，他想到的不是
一、两个人物，而是剧本提供的所有人物。
对这些人物的安排处理，对他们在每场戏中
应起到的作用，都要有统一的安排；而演员
是剧中某一个人物的扮演者，他的责任与思
考的范围毕竟是局部的。当然，有很多时候，
演员会提出与导演不同的看法，因为导演思
考的是全局，常常会忽略细节，所以，导演
应该鼓励演员的这种主动性和工作热情，接
受正确意见，使舞台表现更加完美，使人物
形象更加充满魅力。

无论是导演还是演员，他们的工作都非
常辛苦。为了艺术，许多人经常会废寝忘食，
很少计较个人得失，从这一点来说，他们非
常令人尊敬。导演和演员的合作，其实没有
什么深奥的道理可讲，概括起来，深刻的思
想，丰富的生活积累，高度的艺术技能是奠
定导演和演员良好合作的基础，哪一方面缺
乏都令人遗憾。愿我们的编导和演员都能不
断的提高自己，创造出更多光彩夺目的舞台
艺术形象奉献给广大观众，使他们通过观看
戏剧表演，获得更多的艺术欣赏的快乐。                                             

责任编辑　刘　红

谈编导与演员的配合
 张　薇

打击乐在京剧艺术中的地位及作用

中国戏曲艺术历史悠久，一向以“歌舞
演故事”闻名世界。而戏曲表演艺术中的语
言、行为、时间、空间乃至仿声等一切活动，
都离不开打击乐的伴奏。京剧是中国人最喜
爱的国剧，是世界戏剧百花园中独树一帜的
娇艳玫瑰。应该说，这一切都与打击乐密切
相关。打击乐是中国戏曲综合艺术中的主体
和重要元素之一，它的每一次击打都关乎剧
情和人物的命运。所以有“一台锣鼓半台戏”
之称。可见，京剧的打击乐在整个戏曲表演
中占有突出地位，它往往控制一部戏的节奏，
并从头到尾一线贯穿到底，既要紧扣剧情发
展，又要钳制剧情的发展，用不同的打击音
响制造出不同的戏剧气氛。

在传统的京剧科班中，打击乐队中的司
鼓者往往被尊称为“老大”或“龙头师父”。
这表明“司鼓”的职位在京剧乐队中的重要
性以及在演出中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事实也是如此，演出中乐队伴奏的节奏、速
度快慢、感情变化等准确与否，以及演员演
唱及身段表演是与锣鼓经、敲打配合的默契
程度、与击鼓者的经验掌握分不开的。

外国人曾把中国京剧院团中的司鼓称为
“西洋歌剧中的指挥”。一点也不错，但他
比西洋乐队的指挥还多一样本领，那就是他
还兼作中国京剧打击乐队中的演奏员。承担
板鼓演奏角色，需要一定的演奏基础与演出
经验。因此，乐队司鼓人员的选择要十分谨
慎。京剧是世界上艺术综合程度最高的艺术
之一，前场的技艺、后场的音乐及其整场演
出的协调与综合，或者说演出时统领整个演
出过程的中心点，就是京剧打击乐队中的司
鼓。无论是散文的说白、韵文的唱念、舞蹈
的身段、武技的打斗，无不以打击乐队音乐
锣鼓分其顿挫，渲其气氛，抒其情怀。不仅
如此，京剧舞台上情节的转换、人物的交替、
气氛的张弛、场次的变更，都需要司鼓的协

调和渲染，司鼓是京剧演出中艺术综合的一
大枢纽。 

锣鼓点统称“锣鼓经”，它的名目繁多，
运用范围广泛，几乎任何一种戏剧情景，在舞
台上出现时都有相应的锣鼓经可供应用。如『急
急风』是一种紧张的锣鼓点，配合小堂鼓演奏
时更能突出战斗的气氛。『紧锤』也是一种
常用的锣鼓点，比如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痛
说革命家史》一折，当铁梅唱完，“我这里举
红灯光四方”后，乐队奏紧锤，然后接着唱“我
爹爹像松柏”一段快板，紧凑急促的锣鼓节
奏配合激发出刚劲的唱腔，把铁梅决心继承
父志的革命豪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小锣平板夺头也是[四平调]的入头，
但和平板夺头相反，多用作大过门的入头。例
如《梅龙镇》李凤姐第一次上场唱[四平调]时，
即使用这个锣鼓。小锣平板夺头又可作为[吹
腔]的入头，如《奇双会》中李桂枝第一场唱段。 
大锣单楗凤点头，用于台上开唱的[摇板]、[流
水]的入头，但凡是凤点头均不作上场开唱用。
例如《打渔杀家》中李俊唱完“手搭凉篷用目
瞅”之后，接一凤点头入[摇板]过门，倪荣
再接唱“柳荫树下一小舟”等。         

小锣凤点头也是[摇板 ]或 [流水 ]的
入头，多用于比较文静的场面。例如《捉放曹》
中陈宫与吕伯奢对唱时所起的[流水]，即是
小锣凤点头。大锣双楗凤点头也叫『纽丝凤点
头』，多用于开唱之前动作不多的表演。如《空
城计》中诸葛亮唱“退司马保空城全仗此琴”
的[西皮散板]，即用大锣双楗凤点头开唱。         

散长锤凤点头是散长锤的结束部分，作
为 [散板 ]的入头。如《法门寺》中宋巧姣
唱的 [ 西皮散板 ]：“唤一声好一似鹰拿雀
燕”，即用散长锤凤点头作为入头。         

在京剧舞台上打击乐演奏员必须具备的
要素就是与剧情同步合拍。《雁荡山》就是
个典型的实例，全剧不用唱念，（下转 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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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使情境与动作完美结合，情境既成为激
发动作的原因，又成为使动作连续发展的动
因，并使情境影响与改变人物的动作方式。正
因为洪水的威胁这一情境，才决定了裴乐的
求贤之举，并出现异乎寻常的钻狗洞、抬轿、
赌命自刎等动作方式。二是使情境与冲突完
美结合，既使情境成为冲突迅速爆发、展开的
契机与动力，又使情境成为更加尖锐、更加复
杂的驱动力。正因为洪水威胁，顿时便于、裴
和刘、荣的冲突迅速爆发，并围绕洪水威胁使
这种戏剧冲突不断发展、不断尖锐，不断复
杂、直到以死相拼的高峰。

综上所述，《无刃刀》（又名《沙河情》）确
确实实是一部“多刃性”的难得的力作，它能
搬上戏剧舞台并获奖是必然的。当然，若严
格要求，仍有美中不足，尚有修改加工的空
间。例如整体上写得比较“满”，含蓄性不够，
但这均属于美玉微瑕，无伤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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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艺术性。在事件设置上，以“赌命求贤”为
中心事件，围绕这一中心事件，表现出不同人
物的不同心态、不同思想、不同感情。又通过
“试探一下，看县大老爷求贤的心诚不诚”的
“无刃刀”，进一步推进了事件的进展，实现了
作者“这场假戏非儿戏，百姓有情法无情”的
创作初衷。在环境的营造上，使环境的概念不
仅具有地点、场合等狭义内涵，而且包括时
间、条件的限制等广义内涵。从而达到了黑格
尔提出的情境的美学高度：“艺术的最重要一
方面从来就是寻找引人入胜的情境，就是寻
找可以显现心灵方面的深刻而重要的旨趣和
真正意蕴的那种情境。”剧中的情境，是洪水
威胁，而且步步紧逼，层层深入，通过雷声、闪
电、苦雨、涛声、风声一阵强如一阵，并通过丁
根、衙役的三次险情报告，把危险性推向最高
点，形成了戏剧的“紧张场面”和“巨大悬念”。
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才上演了一出好戏。与
此同时，剧作还充分发挥了情境的艺术作用：

前文已指出，李慧娘作为贾似道的姫妾，

她对于被豢养的现实，有着一种不快乐的顺

从，有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沉沦。而贾似道“座

有金钗十二行”，内心不仅没有半点温慰，

反而像捧着一盆祸水，对这些姬妾戒备而猜

忌。从其所言所行不难看出来，他占有这些

美丽的女人，比我们今天养宠物还不如。许

多养宠物者，将情感寄托于斯，到可笑的地

步。而他不仅不喜爱这些美人，反而对她们

有一种说不出来由的厌恶。这是贾府半闲堂

中，占有者与被占有者的实质关系。

在这样一种畸形关系表象下，他们各自

的心理状态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李慧娘心如

止水，如果没有游湖望见裴生这回事，她会

把这种媵妾的日子永远过下去。但此种现实

生活并不能泯灭其潜意识中的本能。所以看

到断桥上的裴生后，她会凝视出神，会脱口

而出“美哉一少年也”。然而这不意味着反

抗与背叛。说了这样一句赞美的话，心的涟

漪微微泛过，之后李慧娘仍然心如止水，回

到被人占有的尤物生活中。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红梅记》中的

贾似道，是一个写得颇有个性颇有深度而又

有心理问题的权臣。游湖时他于船中看见断

桥上站两个书生，马上问：“桥上何人，敢

不回避？”一个“敢”字，将权倾天下的势

焰跃然纸上。其手下答道：“是两个秀才，

那一个胡子是个学霸，最要管闲事，老爷不

要理他罢。”贾似道即便吩咐“转船回去”。

（见周朝俊《红梅记》，王星琦校注本，上

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 页）贾似道

对于自己以外的世界有着一种强烈的敌意与

戒备。与此同时，他将其政治生活中的人际

关系评估标准，也带入到家庭生活中，认为

李慧娘等从本质上就有背叛情结。作为占有

者，他有着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李慧娘那

偶然的一声赞叹，被贾似道说成：“你的心

事尽在这一言中了。”于是起意要将她“轻

轻断送”，无论李慧娘怎样辩白解释，他嗜

杀之念强烈而坚决，最后慧娘抱住他的腿苦

苦哀求，他说：“放手，放手，过来对天赌

下一誓，我饶你罢。”（见《红梅记》，版
本同前，第 14 页）于是李慧娘跪下去发誓，

他从背后一剑，还是杀了她。这场面残忍而

血腥。杀一个人，也如施展政治权谋一般。

它一方面是权臣与姬妾这样一种畸形关系的

产物，贾似道拥有绝对的判决权、生杀权，

同时也是两个人不一般的心理关系的产物。

即占有者对占有本身，其实有着非法非道德

的自我认定，因此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和敌

对感。大凡独裁者，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

因为是鬼戏，所以残杀李慧娘，并不意

味此人物终结，倒是标志着这条动作线上危

机情境的生成。

前文在谈幻觉中的戏剧人物时，曾经涉

及戏剧的危机情境问题。为了表述方便，我

们简单重复危机情境的概念，及其作为编剧

技巧的功用。

所谓危机情境，是指戏剧情境在某个剧

情段落中的一种存在形态。具体地说，就是

剧 本 剖 析
 剧作原理及技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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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21 页）以京剧形体舞蹈和武打翻扑

技巧等肢体语言来表达剧情 。音乐则以京剧

锣鼓、笛子、唢呐等演奏曲牌，营造出一幕威

武雄壮的战斗场面。大幕拉开，敌兵头领贺天

龙慌乱中在『乱锤』锣鼓点中上场，人物情绪

显得十分沮丧与慌乱；他与在『急急风』的锣

鼓点里上场的孟海公的镇定机智、细心大胆的

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向观众清楚交代了战

争双方的基本阵容，准确无误地表达了戏剧所

要展现的爱憎情绪。其中不仅是舞台场景、演

员表演给予了明确的交代，而音乐表现尤其是

打击乐不同内涵的锣鼓点，也为剧情氛围营造

视听的音乐效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真切地反映战争场面，前辈京剧打击乐

演奏的老艺术家们，对上山、追击、夜袭、水战、

攻城等大段落表演进行了大手笔的铺垫，时而

如风暴雷霆，时而如山雨倾泻，曲折惊险 ，

悬念丛生。甚至，在京剧剧目的演出之前，就

要确定一个或激烈或抒情的舞台氛围，这就是

京剧锣鼓中常说的“一颗菜”的感觉，层层包裹，

步步填充，于和谐完整中体现不同剧目的不同

风格。

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一折,

幕间音乐打击乐运用出色。这场幕间音乐是一段

短小的器乐作品,计有175小节,一气呵成,层

次分明。它通过铿锵多变的节奏、热情奔放的旋律、

震撼人心的气势,抒发了杨子荣不畏艰险、勇往

直前的英雄形象。在激昂的打击乐引入后,响起

简洁、凝练的旋律,描绘了杨子荣由远及近、迎

风斗争的形象。琵琶的轮扫,中提琴节奏性的反

复,似蹄声哒哒、战马飞奔。低音部配合着打击

乐“撕边”,惟妙惟肖地演奏了峡谷深渊的音调,

生动地描绘了杨子荣扬鞭策马飞越峡谷深渊的情

景。然后是圆号吹奏出第2分旋律,曲调舒展宽广、

逐层上扬、从容坚定,抒发了杨子荣要智取威虎

山的战斗豪情。最后是急促奔腾的曲调,力度多

次变化,充分发挥了“三大件”和中西混合乐队

的特点。其中的打击乐运用,有力地烘托了杨子

荣穿林海、跨雪原、打虎上山的紧张气氛。虽然

此时舞台的帷幕尚未打开,人物尚未出场,但音

乐的渲染已然将一个英气勃勃、豪情满怀的侦察

英雄的高大形象展现在观众面前,很自然地缩短

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

综上所述， 京剧打击乐虽然是辅助京剧

表演的伴奏乐器，但它确实是戏曲表演中不可

或缺的中坚力量，发挥了“七分锣鼓半台戏”

的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人们的艺术审

美水平不断提高。那些缺失内涵、欣赏价值低

下的东西，必定会被观众们所抛弃。我们京剧

打击乐的专业演奏员将面临着更艰巨的挑战。

我们要潜心研究本专业的技术，提高自己的艺

术表现力，打出铿锵炽热、节奏鲜明的京剧锣

鼓韵味，为京剧艺术永远传承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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