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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电影《霸王别姬》是国内首部采用 3D全景声技

术拍摄的戏曲电影，京剧名家尚长荣、史依弘扮演楚霸王、

虞姬在银幕上再现了这部慷慨悲歌的百年名剧。京剧是古

典艺术的“活化石”，但它从不故步自封，而是顺应时代，敢

于充当“弄潮儿”。自 1905年戏曲联姻电影揭开中国电影

大幕之始，电影的每一次革新几乎都有戏曲的参与，从《定

军山》（1905）到《歌女红牡丹》（1931），从第一部彩色戏曲

片《生死恨》（1948）到第一部 3D戏曲电影《霸王别姬》

（2014），戏曲从未脱离科技发展的轨道。

在现代传媒艺术的冲击下，戏曲艺术失去了曾经的

“大众性”，逐渐成为戏迷爱好的小众艺术。倘若这样的趋

势得不到改变，传统艺术势必越来越式微，振兴戏曲除在

舞台本体之外，需要借助现代影视技术手段，激活古典艺

术精神，寻求与当代共通的审美因子。3D技术与传统戏曲

的牵手是合之双美的创新，是对戏曲电影的一次具有重要

美学意义的革新。《霸王别姬》拍摄完成后便应美国电影艺

术与科学学院的邀请，在奥斯卡剧院进行了海外首映，不

久又摘得了在美国素有 3D电影界“奥斯卡奖”之称的“金

卢米埃尔奖”。影片艺术上的成功具有开拓意义，在其影响

下上海戏曲 3D电影工程计划将在 3到 5年的时间，拍摄

10部 3D戏曲电影，陆续问世了《萧何月下追韩信》、《勘玉

钏》等片也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霸》片承继传统、融汇

技术，实现传统与现代共通的体用之道值得剖析。

一、京剧为体，技术为用：3D点亮国粹承继戏曲电影拍摄

传统的体用之道

戏曲电影的拍摄长期存在争论，主要是围绕着戏曲与

电影谁应该为主体，并由之形成了“以影就戏”与“以戏就

影”两种影片类型，各有可取之处，亦不乏经典的影片。前

者以大陆拍摄的戏曲片为主，诞生了《野猪林》、《十五贯》、

《红楼梦》等经典影片。后者以香港的黄梅调电影为代表，

有《梁山伯与祝英台》、《貂蝉》、《三笑》等被观众熟知的佳

作。所谓体用之道来源于老子思想，“虽贵以无为用，不能

舍无以为体。”①体与用两者是相互关联，不能轻易偏废，正

所谓“体用不二”的理念，影片的拍摄立意直接决定了作品

最终的艺术面貌。

《霸王别姬》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经典名剧，取材于《西

汉演义》，最初由尚长荣的父亲尚小云和杨小楼改编成《楚

汉争》，后又经梅兰芳艺术锤炼，才成就了这出传唱至今的

经典剧目。《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下集）中记录了梅先生表

演虞姬的舞台片段，至今仍是梅派后辈遵循的模仿范本。

京剧《霸》是一部传承有序、不易随意改编的表演典范，银

幕化的演绎应该以保存与传承为主，侧重表现京剧名家的

表演唱念做打的技艺风采，采用“以影就戏”的方式更为恰

当。导演滕俊杰接受采访时坦言“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始终

坚守京剧文化精神”，契合了拍摄时以京剧为体、电影为用

的立意。对剧本的改编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以梅兰芳的演

出版本为底本，前后创作了五稿，沿用了楚王项羽刚愎自

用、轻信李左车误入汉军圈套、末路英雄慷慨悲歌、虞姬为

情拔剑自刎的感人故事，保留了霸王出征、虞姬劝谏、韩信

出兵、出征折旗、楚汉对阵、误中奸计、垓下被围、虞姬悲

歌、乌江自刎九场戏的情节布局，仅在节奏和情绪上做了

紧凑的电影化处理。

滕俊杰认为：“京剧本身的魅力和大银幕叠加，再加上

3D技术的助力，能够带着京剧走得比较远，它不属于偶像

剧，是经典的现代演绎，可以久远地放下去。”从这段论述

能够看得出导演重视传统的态度。和其他艺术的创新不

同，戏曲艺术的每一次创新都是建立在对传统深刻理解的

基础之上，正如梅兰芳先生面对京剧改革时谈到“移步不

换形”，任何形式的京剧革新，不能轻易更改戏曲本体，用

到 3D戏曲电影的创作同样适用，银幕化处理戏曲要遵守

戏曲的程式化、虚拟化等艺术特征，遵循戏曲电影的拍摄

传统。针对戏曲片的拍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戏曲界与电

影界持续召开了三次戏曲电影座谈会，就戏曲片拍摄的美

学风格、创作手法展开讨论，最终在保留戏曲传统方面达

成了共识，“电影要服从戏曲，不能离开戏曲这个基础，既

要保持舞台风格，但在一定程度上又要打破舞台框框。要

利用电影的表现手段，更加发挥戏曲的艺术特点，力求做

到虚实结合、情景交融、优美动人。”②这是大陆戏曲电影拍

摄的一贯传统，也是前辈电影人摸索多年总结的经验，在

戏曲电影的黄金时代有丰富的案例可供借鉴，是一笔宝贵

财富。3D全景声电影沉浸式的视听体验能够为戏曲电影

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其创新是融合传统与现代、科技与艺

术于一体的新形式，也是促生戏曲艺术迸发出新的时代审

美气质的大胆尝试。但创新绝不能够轻易颠覆体用之道，

需根据舞台剧目的特点确定影片类型和具体拍摄手法。该

片的拍摄采用新技术、新手法为京剧表演服务的理念，充

分发挥尚长荣铜锤架子“两门抱”的表演特点，史依弘唱念

作舞传神的梅派风格，兼顾了视听享受与表演技艺的统

一。

炼意于美 化技为艺
———3D京剧电影《霸王别姬》的审美探微
阴 付桂生

摘要院3D京剧电影《霸王别姬》是探索 3D技术与戏曲艺术相结合的创新实践，是具有时代拓新意义的佳作。它承继了大陆

戏曲电影“以影就戏”的体用之道，有创新意识地将 3D技术虚实统一的融入式体验优势，应用进戏曲电影拍摄实践，是链接传

统与现代、科技与艺术于一体的新形式，是促生戏曲艺术迸发出时代审美气质的大胆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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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D技术与戏曲体用结合的平衡点：“虚实统一”的银幕

假定性
3D技术是数字立体的虚拟技术，利用人左右眼睛的

生理间距来模拟三维立体成像，通过数字环绕立体音频技

术，配合特殊的 3D银幕和 3D立体眼睛，让观众进入虚拟

的真实场景，实现融入式的审美体验。这种“虚拟现实强调

的是沉浸式的体验，而不是趣味性或者艺术性等其他要

素，其目的是让观众产生一种身临其境、触手可及的沉浸

感。”③观众与演员之间在剧场中直接的审美体验，正是戏

剧艺术的魅力所在，这种特殊“审美场”的真实感，正是 2D

舞台电影的局限之处，3D技术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缺。从技

术转为艺术，缝合舞台艺术与 3D影像艺术之间的矛盾，也

涉及到一系列技术难题，既要发挥两种艺术的特点，又要

实现两者的统一性。尤其是“要注意到京戏的特殊表演方

法，所谓特殊，就是从服装、化妆到全部表演都是夸张的、

写意的、歌舞合一的，歌唱道白都有音乐性，一举一动都是

舞蹈化，还有些虚拟的身段，例如上马、下轿、开门、登舟

……都是用手势脚步来替代实物”④，而“电影这个概念与

完整无缺的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所形象的就是再现一

个声音、色彩和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在世界的幻境。”⑤

戏曲与影像结合的戏曲片，始终没有解决的矛盾是银幕假

定性。戏曲片作为华语电影中特有的影片类型，不同于一

般电影用真实性的动作营造叙事幻觉，戏曲动作是程式化

的唱念做打，替代日常生活的肢体语汇。戏曲演员的表演

区别于电影演员生活常态的幻觉营造，一招一式、一言一

行均是在高度的程式规范下完成，这种虚拟的表演也能够

制造观剧的幻觉感，但是与影像的逼真性相结合，实现“虚

实相生”的美学境界，是戏曲片创作中着重需要突破的领

域。戏曲表演的虚与电影镜头的实，一桌二椅的写意象征

与日常生活的逼真再现等等，戏曲手法与电影手段是相对

的，戏曲是以“虚”代“真”，电影是以“实”为“真”，一个是以

简练的肢体语汇自由灵活地于方寸舞台时空中书写人生，

一个是以镜头的切换组合随意表现万千世界，“虚”与“实”

相统一的银幕假定性是戏曲影像创作的基础。两方面处理

不统一就会破坏影片的整体意境，即便是一些经典的戏曲

片也难以避免这一问题，《周信芳的舞台艺术生活》中，周

信芳在《徐策跑城》中精彩的绝活“涮步”与写实的布景明

显相冲突，徐策边走边舞的步伐是虚拟的程式表演，与身

后静止的宫殿和楼梯，一静一动明显的反差显得很不协

调。而类似的问题在《霸》片则可以很好地解决，比如项羽

出征时背后江水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流动图景的虚拟效

果，人物与画面前后层叠的景深处理，很好地实现了环境

衬托气氛虚实相生的美感。

戏曲作为写意的抽象艺术，处处以虚拟的审美态度表

现生活；电影作为写实的生活艺术，时时以假定性审美特

性再现生活，两者都以生活为创作基础，存在共通之处，那

就是戏曲的虚拟性与电影假定性的辩证统一。戏曲舞台作

品银幕化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处理舞台时空虚拟性与电

影时空写实性之间的关系，戏曲的虚拟性是戏曲电影假定

性的基础，电影的假定性则为戏曲创作提供了自由创作的

可能性，戏曲舞台是客观存在的“框框”，但舞台时空是自

由的，可以根据创作者的拍摄思路与演员的表演需要自由

假定，根据戏剧剧目的情节特点，在现实时空中虚拟还原

场景，演员置身其中表演，通过写实环境中烘托虚拟的程

式表演，恰当处理好镜头语言的介入，能够营造出舞台所

不能传达的虚实统一的视觉效果。《霸》处理虚与实的手

法，可以说是从大与小两处着眼，大指的是空间处理的特

点，突破了舞台的局限性，丰富了场景的变化和纵深感的

延伸，比如在楚军误入汉军埋伏的山谷，浓郁的中国画意

境的山景，以透视感的方式营造了空旷、纵深的真实感，为

演员的表演提供了表演空间，很好地烘托了两军对阵的紧

张气势。小的指的是局部细节甚至是表情的处理，比如舞

剑之前霸王与虞姬之间的对饮，两个人都明白这将是最后

别离，彼此心照不宣。霸王说“如此，拿酒来”，虞姬道“大王

请”时，导演有意随着情绪节奏，把镜头推至项羽与虞姬的

面部大特写，项羽英雄末路的悲泪，虞姬生死难舍的情泪，

两人内心情感剧烈宕荡，又都不点破那层窗户纸，这种“隐

忍”的情绪表达，仿佛洪水决堤之前的激荡，紧紧抓住观众

的情绪，持续推动到虞姬剑舞的别离。“悲歌别姬”的重场

戏是全剧情绪的顶点，“夜深沉”、“哭相思”的曲牌悠远悲

鸣，虞姬的剑舞美不胜收，剧中用长达二十分钟的时长完

整地保留了这段表演，史依弘扮演的虞姬柔媚自然，舞中

带悲，3D技术的烘托下起舞的虞姬，仿佛是在观众面前左

右起舞，营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浸入式美感体验。

三、结语

总的来讲，3D《霸王别姬》是戏曲与电影结合寻求构建

形态新突破的成功范式。在现代传媒语境下，传统艺术应

该尝试以新的视觉表意方式，激活戏曲古典艺术精神，在

传统与现代中架起戏曲艺术审美当代性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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