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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长河中，往

往因为一个偶然的拐

点，使历史改变了方

向。两干多年前那场被

后世所熟知的著名晚

宴上，如果项羽手中的

酒杯如之前范增所布

置的那样摔在地上，那

么今天，呈现在世人面

前的，也许是另外一部

完全不同的中国历史。

秦以前的中国，

经历了夏、商、周三个

分封制的朝代，终于在

贵族精神的崩塌
——新编京尉《项羽》舞美创作漫谈

房岷

秦始皇的铁蹄下，完成了统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全

彻底的统一，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秦始皇的丰

功伟绩和他的残虐暴政一起永远地写入了中国历史，这位中

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被后世称为“祖龙”。而之后，刘邦所

建立的汉朝，真正奠定了华夏民族在这个世界上强悍的霸主

地位，同时也让华夏民族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汉族。“犯我

强汉者，虽远必诛之!”这豪气干云的铮铮誓言，伴随着大汉

民族走过了两干多年的风雨历程，至今仍掷地有声地敲击着

每一个华夏子孙的心灵。然而，如果鸿门宴上刘邦被项羽杀

掉，历史就将戛然而止，上述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今天的中国，从塞北大漠到富饶江南，从东海之滨，到

雪域高原，对统一的大中国的认同感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

血液之中。但是，在秦朝建立以前，无论是中国最早的朝代，

由著名的先贤大禹建立的夏朝，还是后来的商和周，都是由

许多诸侯国组成的分封制的国家，这有点象今天的联邦制国

家，诸侯国都有着自己的国号、文字、货币、和计量单位。而王

室，只是诸侯所共同尊崇的权利象征，所控制的范围非常有

限，据统计，夏商周三朝最多时有八百多个诸侯国，而到了战

国后期，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诸侯国，当时的

人们对国家的认同还仅限于齐人、楚人、秦人等诸侯国的认

知。随着秦国的不断强大，公元前221年，最后一个诸侯国齐

被秦所灭，从此在中国大地上统治了一千八百多年的分封制

宣告结束，统一的大帝国时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直到两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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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的武昌起义，中

国的帝国时代才告结

束。在当时，所有的秦

统治下的臣民，对这个

新兴的统一的帝国制

度非常的不适应，这其

中也包括秦始皇本人。

一切都在摸索中前行，

而那些被秦所灭掉的

六国贵族们，在并不稳

固的帝国大厦的根基

上，寻找着将大厦倾覆

的机会。最终，六国贵

族们在一个叫项羽的

楚国贵族的带领下将这个新兴的大帝国推翻，之后，项羽自

封西楚霸王，并分封十八路诸侯，试图恢复先秦的分封制度，

京剧《项羽》便是从项羽进入咸阳火烧阿房宫开始拉开了楚

汉争霸的序幕。

从三年前的《重瞳项羽》到今天的《项羽》，自从进入到

这个题材的排练，我们便开始了对那段历史的不断追问，项

羽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打天下却不坐天下，他坚信分封制才

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他所代表的是怎样一种文化?他一生短

暂而壮烈，戎马八年历经七十余战，只有一败，却自刎于乌

江，他是怎样从盛极一时走向穷途末路，他为什么致死不肯

过江东?对这些问题的诠释与理解，直接决定着用什么样的

视觉语言和符号去完成对舞台形象的塑造。

先秦时期，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贵族和平民是有

严格区分的，整个社会的权利、财富、文化，都是由贵族阶层

掌控，平民甚至连上阵打仗的权利都没有，只能生活在社会

的底层从事耕种、手工业等基本的劳动，这就是为什么陈胜

大泽乡起义时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原因。项羽出身楚

国贵族，项羽的爷爷是赫赫有名的楚国大将军项燕，在秦灭

楚的战争中，项燕帅军抵抗秦军，最终兵败身死，以身殉国!

项羽出身名门望族，血管里流淌着先秦贵族的血液。先秦贵

族分为王、诸侯、卿大夫、士等阶层，他们遵循礼制、讲究诚

信、胸怀宽广、敢作敢当，但同时却又狂妄自大、不可一世，可

以说项羽的身上鲜明地体现了先秦贵族的这种性格特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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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他对面的刘邦，则是先秦平民阶层的代表，他出身贫寒，

地位卑微，生存是他活在世上的第一要素，对他来说，礼制不

能当饭吃，他不遵循规则，背信弃义，反复无常，不择手段，但

同时他坚韧顽强，不屈不挠，有一线希望也绝不放弃。可以

说，项羽和刘邦，代表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层和利益集团。

初期，他们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成为盟友，那就是推翻秦皇暴

政，但是他们的初衷却完全不同，项羽所代表的贵族阶层是

为了恢复被秦灭掉的诸侯国，为了恢复自己世代享受的特权

生活，而刘邦所代表的的平民阶层，则是为了生存，为了活下

去才揭竿而起。而灭秦之后，项羽想要恢复周制，分封十八路

诸侯，自封西楚霸王，如同之前的春秋五霸一样成为诸侯共

举的霸主。而刘邦则想像秦始皇那样成为天下唯一的君主。

正因如此，在项羽分封诸侯后不久，这对当年的结义兄弟不

可避免地走上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之路。

三年的楚汉战争，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画面，项羽所向

披靡，刘邦屡战屡败。刘邦数度身临绝境，化险为夷后又屡败

屡战。项羽总是不听军师范增进言，刘邦兵败时求和，他便同

意签约，甚至将刘邦的老父妻儿等人质全都释放回家，刘邦

毁约，项羽就再度应战。仿佛项羽是一个有勇无谋，被刘邦玩

弄于掌骨之间的愚人，这与那个在灭秦战争中破釜沉舟、屡

出奇谋的项羽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其实，这一切都是项羽的

贵族性格使然，尤其是灭秦之后，他更加狂妄自大、不可一

世，在他的眼中，刘邦不过是一市井无赖，堂堂西楚霸王根本

不会把刘邦放在眼里，不管你刘邦使什么样的阴谋诡计，最

终还是要到战场上决定胜败，明知道你求和是为了保存实

力，为了休养生息，那就放你回去，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你敢

卷土重来，有我西楚霸王在，你永远都是我的手下败将。这就

是项羽，一个顶天立地，自信到自大，对一切阴谋都嗤之以鼻

的项羽!正是这种性格，才使他在前面说过的鸿门宴上没有

将酒杯摔在地上，因为他不肖用这种手段除掉对手，有本事

战场上见。正是这种性格，让刘邦在屡败屡战中逐渐积攒实

力，将刘邦培养成了一个最终无法战胜的对手。正是这种性

格，让项羽知错难改，不纳忠言，最终走向了穷途末路!也正

是这种性格，让项羽兵败乌江后，宁可自刎也不肯回江东东

山再起。“士可杀，不可辱!”这是“气节”。有这样一个故事，

孟尝君养士三千，每天都在其家中吃饭，其中的一个士被安

排在角落里，因为没有灯，看不见自己吃的东西，他误以为自

己吃的肯定没有其他的士吃得好，这是有意让他看不清楚。

于是他站起来宣布绝食表示抗议。孟尝君端着自己的盘子走

过去说，这是我吃的。这个士一看孟尝君吃的跟自己的一模

一样，并没有歧视自己，于是谢罪自杀了。可见，在先秦贵族

中，气节比生命更重要!“士”是先秦贵族当中最低的阶层，更

何况王、侯、公卿。项羽一死，他所代表的先秦贵族精神轰然

崩塌，自战国后期就已崩坏的礼乐，自此彻底被刘邦所代表

的市井文化所取代，正如某位历史学家所说：“汉以后，只有

贵族，绝无精神!”

舞台艺术首先是视觉语言，舞台美术就是用特定的视

觉符号去传递剧本所要表达的内涵。在先秦文化中，最具代

表性的视觉形象当属青铜器。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青铜时

代的国家之一，其青铜器种类繁多、多制瑰丽、花纹繁缛、制

作精湛，构成了我国无可替代的青铜文化。在青铜器中，最重

要的是“鼎”，先秦时期，“鼎”是立国之重器，是政权的象征。

前面说过，先秦贵族分为王、诸侯、公卿大夫、士等阶层，根据

地位的高低，用鼎的数量也不同，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

夫五鼎，元士三鼎，士一鼎，各安其位，不得僭越。也就是说，

“鼎”是最能代表贵族精神的视觉形象，而“鼎”上面的纹饰，

以饕餮纹最为著名。饕餮，读音t a o d e，是传说中龙的第五

子，是一种存在于传说、想象的神秘怪兽。饕餮性好食，故立

于鼎盖。它最大特点就是能吃。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一个

大头和一个大嘴，十分贪吃，最后把自己都给吃掉了。

青铜——饕餮，这样的视觉形象是对项羽所代表的那

个贵族阶层的最好诠释，高傲、华丽、有气节而又贪婪、迂腐、

不计后果。经过反复斟酌和探讨，我们最终确定用青铜器的

质感和饕餮纹饰作为视觉符号组成舞台形象，并将其作为传

统戏曲舞台上的守旧使用，同时以黑红相间的汉代漆器纹样

作为点缀与青铜纹样产生强烈的视觉反差，使整个舞台形象

始终处于青铜与漆器的对抗之中，青铜和漆器所代表的两个

阶层、两种文化、两种信念，交相辉映，熠熠生辉。

在中国传统戏曲的舞台上，舞美从来都不是对戏剧环

境的简单交代，舞美是对剧本内涵的视觉化传达的延伸解

读，是用典型性的视觉语言将观众引入剧本所要表达的特定

环境之中。我们用几块锯齿状的黑色景片将作为守旧的青铜

饕餮纹根据不同的场景进行遮挡和切割，造成似墙非墙，似

帐非帐的视觉效果，前区则是以漆器纹组成的由传统戏曲一

桌二椅形式演变而来的不同形状的景片和支点组合，配以简

单的典型道具，力求在保留传统戏曲舞台的简约、空灵的基

础上，在不妨碍演员程式化表演的前提下，将剧本所要传达

的精神层面的信息，通过特定的视觉语言，呈献给观众，从而

提高本剧的观赏性和视觉冲击力。

全剧最后，项羽自叹：“三十一载春秋写，能否迈步从

头越。傲立雪中真如铁，生生死死一人杰!”这是项羽一生的

真实写照，随着唱腔的推进，升降台缓缓将项羽托起，唱毕，

项羽拔剑自刎，他背后的青铜饕餮纹大背景，在一声炸雷声

中轰然崩塌!

(作者单位：济南市京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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