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剧舞台道具在民族题材

剧目中如何体现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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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京剧的舞台道具在反映少数民族现实和历史生活题材的剧目中，要服从整个剧目整体构

思的需要，要为创造规定情景，塑造人物，揭示主题服务，而不是生活用具和历史文物的照

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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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舞台的道具在京剧艺术二百多年发展的历

史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审美价值、形象功

能和程式，同时它既有相对的稳定性，又有不断发展

的变异性。随着时代和京剧艺术不断的发展，反映

的生活领域越来越宽，舞台道具的表现空间和作用

也越来越大。而用京剧这种艺术形式来反映边疆少

数民族生活和历史是云南省京剧院的一贯宗旨，也

是京剧事业的一种发展和创新。同时必须不断解决

如何才能使京剧艺术的表现手段同少数民族文化艺

术完美溶合所带来的许多问题，这对作为戏曲综合

艺术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舞台美术中的道具同样

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我在参与本院所创作排演

的一些剧目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了一些新的

探索和尝试，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其中有成功地也有

失败的。对于成功的经验应该认真的总结，并从中

找出规律性的方法，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借鉴。因

此我想就其中一些问题谈一点自己的体会和经验。

以往，在一些少数民族题材剧目，特别是反映少

数民族历史题材题目中的道具使用上，只要是少数

民族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用具和实物、能从资料中找

得到的文物、图案或者功能相似的物品，就按原样搬

上舞台，最多稍加一些装饰，即使制作也基本按实物

原样制作，很少经过艺术再创作和艺术处理，有的青

铜器具甚至连颜色都是按文物出土后的颜色来处

理。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真实，但恰恰缺乏了舞台

艺术的真实性和舞台艺术的美，让观众觉得剧中人

物好像在拿着比他还要早几千年的遗留下来的“文

物”在表演。这就不可能与戏曲的表演程式和服饰

融为一体，甚至还破坏了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有

另一种情况就是过分地强调道具在舞台上的重要

性。每一位舞美工作者都总是千方百计地企望自己

的设计、作品参与、介入演出并取得成就。无疑这个

愿望是正确的。但是参与、介入必须适合舞台艺术

的整体规则。有的道具不从舞台整体着眼，一味只

强调自己的创新，如把本来就艳丽的民族色彩夸张

得毫无道理，有的还无限度地加大外形尺寸，生怕观

众看不见自己的“杰作”，最终在舞台上只会显得格

格不入．破坏了舞台的整体艺术效果。

对矛道具创作，我觉得首先要明确道具在整个

舞台美术中的从属位置，自觉地纳入导演、舞美的总

59

 万方数据



《民族艺术研究))2001年第5期

体构思中，否则越是创新越是失败得不可收拾。所

以创新的成功与否，首先在于它能否准确而有分寸

地找到自身在综合艺术中的位置。我觉得在今后的

创作中我们应该对这些问题加以重视。

云南有着极其丰富和绚丽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

艺术资源，为我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创作素材和创

作空间。对于这些素材并不是说一概不能原用，很

多少数民族服饰、图案、生活用具都具有很高的审美

价值，有的甚至可以直接用于舞台演出，而关键是要

看它是否符合剧目本身的创作和舞美设计、舞台样

式、风格的整体要求。舞美设计包括道具设计，之所

以称为设计，就是因为它不只是根据剧本所提示的

环境、用具去图解，而是根据剧中环境，为剧中人物

提供准确创造艺术形象的规定情景，通过形象来揭

示剧本的主题。观众到剧场是来看戏而不是来游览

历史古迹、民族村寨或参观博物馆。舞台道具也就

不能只是一些简单机械的生活照搬或“文物复制”。

素材应该经过精心创作设计、为塑造人物服务，这样

道具才能发挥它本身的功能，体现审美价值，并真正

的成为舞台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在进行京剧《梦断碑寒》道具设计的过程中，

对京剧如何来表现古滇民族文化方面作了一些新的

尝试，也得到了一些新的认识。《梦》剧通过讲述唐

开元末年，古滇近百年的南宁州爨姓，因权力争斗发

生内乱，最后导致灭亡的悲剧结果，给人们留下了历

史的思考和启迪。导演要求在创作中表现出历史的

厚重感和地域特色的同时，还须解决以往京剧与民

族特色不能很好结合的问题。剧中有一个为公子守

隅举行成年大典的场面，舞台上除了平台外没有过

多的景物来烘托大典气氛，这就必须借助手持仪杖

的武士在舞台上的调度，来表现大典的宏大氛围。

因此仪杖的设计就显得很重要!我选择了几件具有

浓烈古滇民族特色的青铜器造型为原型，加入了一

些唐代中原的造型风格，并结合京剧仪仗的特点进

创造，造型上既保留了它原有的古滇民族特色，也体

现了剧中的时代感和古滇与中原文化的交流特征，

同时也更适合京剧表演的审美需要。并使纹样装饰

和色彩表现同本剧舞台美术精美、庄重的总体艺术

风格保持协调一致。在制作过程中力求工艺精细，

采用了许多京剧道具传统的制作工艺、装饰技法。

虽然是古滇仪杖，因为溶入了一些京剧道具的表现

手法，在舞台上让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是京剧舞台道

具。既符合历史背景又有民族地域特色，成功的为

剧中人物创造了一个特定的典型环境，收到了很好

的舞台演出效果。

在武打道具设计上除体现上述意图外，还充分

考虑了京剧武打、舞蹈程式化表演的特点。将少数

民族砍刀演化成了大刀的形式，长刀演化成了单刀，

户撒刀演化成了佩剑、吞口演化成了盾牌。让每一

件道具都能在舞台上发挥作用，帮助演员完成身段、

武打、舞蹈技巧，而不是成为演员的负担和累赘。道

具的目的就是为了参与表演，向观众传达出一种感

受，这才能使它产生生命力，震撼力和冲击力。没有

表演用途的道具，就没有在舞台上存在的理由。

在京剧舞台形式感中，图案纹饰的应用十分广

泛，几乎无处不在。民族题材剧目中在道具的创作

时，也应特别重视民族图案的恰当运用，不能只局限

于外部的形式，而要善于用艺术家的眼光来发现并

抓住民族图案中的精神内涵、审美和象征意义，以及

表现手法，并恰到好处地溶合于艺术构思中，使之与

演员的表演风格和其它舞美部分浑然成一个有机的

整体。其次还应注意造型语言简炼、不堆砌，不能因

为是少数民族题材就恨不得把所有美的民族图案都

用上。同样京剧的舞台美术历来也就是讲究以少胜

多、以虚拟实。

随着京剧艺术的不断向前发展，在反映少数民

族生活、历史题材剧目中舞台美术包括道具如何更

好地体现民族性，特别是如何体现中华民族的共性

和民族精神，为振兴京剧艺术服务，为宏扬民族文化

做贡献，也将是一个长期课题。我们必需把握住戏

曲艺术审美的变化趋向，满足审美要求的不断变化，

坚持不懈地追求、创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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