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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电视艺术片《鸟尊记》导演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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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鸟尊记》的拍摄，使我感觉又回到了学生时代，记得在大学时，排练作品都要自己动手，从构思到创作，

再到做道具，搬景片等，这次我们也基本如此。《鸟尊记》定位为新京剧，从唱腔曲调来说，这部新创作的京剧曲

风清新明快，道白简短清晰可辨，且富有节奏感，整个唱段一气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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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电视艺术片《鸟尊记》其实是一部实验性的

片子，对于这部影片的创作，回想起来是成功与遗憾

并存。 《鸟尊记》定位为新京剧，从唱腔曲调来说，这部

新创作的京剧曲风清新明快， 道白简短清晰可辨，且

富有节奏感，整个唱段一气呵成，没有令人产生疲惫

的拖腔，高亢音调，如行云流水，时刻调动着观众听

觉。 从灯光、布景、服装上看，已经跟以往固定化、程序

化的京剧有了差别， 且在舞美上有一些不一样的实

验。 从表演形式上来看，演员表演时的动作、表情以及

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话剧、歌舞剧的表现

手法，尤其是对角色的心理活动，都作了细致的揣摩，

并最终在表演上得以展现。 这部《鸟尊记》的拍摄是戏

曲与影视的结合，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是继承与创

新的结合。 拍摄中既不是单纯用现代影视设备对戏曲

舞台版本的简单录制， 更不是追求改变戏曲表演规

律、表现形式的所谓的创新。

剧中主要人物———赵武灵王，在历史上的影响是

巨大的，梁启超曾将他评为“自黄帝以来第一伟人”，

观众们对他的胡服骑射也是耳熟能详的，除了蕴含着

后人对赵国历史文化的追思与传承外，该剧所包含的

改革创新思想，于今也是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剧中

所钩沉出的历史画卷，让观众感受到在纵横捭阖的战

国时期，邯郸这片热土上曾经发生的故事，听到了当

年的金戈铁马声， 也似乎品尝到了赵国美酒醇醪飘

香。

这部剧的主要人物的扮演者是青年京剧演员储

兰兰，及青年京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马力。

这是两位有激情、有才华、有创作力的演员，面对一部

新戏，他们的表演游刃有余，他们的敬业精神可圈可

点。

还记得在

2013

年春，当老姚跟我说起这个戏时，

还只是一个故事提纲，剧本、演员、服装、音乐、唱腔等

都没有定论，连剧本也是在创作当中。 我的第一感觉

就是，要拍摄，各方面难度都会很大，需要有魄力、胆

量和体力来完成。 因为凭着多年的拍摄经验，我知道

戏曲的拍摄较之于电影和电视剧，要复杂得多，在没

有足够资金的情况下， 想要创作一个全新的戏曲片，

难度可想而知。 虽然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接了下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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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很简单，出于对戏曲的一种执着和热爱，总是希望

会在此做些什么，哪怕是一种艰难的尝试，也应该去

做。 于是，我开始筹建拍摄团队，这是很关键的一步，

既要好，又没有多少经费，所以在找这些老师时，我很

难为情，没想到从舞美、道具、灯光到摄像，每个人都

是那么支持我，大家首先都表示愿意来帮忙，尤其是

舞美和灯光，把预算降到了最低，他们甚至亲自动手

来做，我一直把这份感谢放在心底，我们的灯光郭维

均老师已经近

70

岁了， 舞美李兴洲老师也

60

岁了，

可是他们依然是那么的敬业和热情。 借此机会，我要

对这些亦师亦友的老师和朋友们表达我真诚的谢意，

如果没有他们，这部戏很可能无法拍摄成功。

《鸟尊记》的拍摄，使我感觉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记得在大学时，排练作品都要自己动手，从构思到创

作，再到做道具，搬景片等，这次我们也基本如此，还

记得一件趣事，试机的那天，投影仪不够理想，需要调

换投影仪，可是没有人手，而我和李兴洲老师也搬不

动，于是，我就到学院的路上，看到男同学就急忙过去

打招呼，然后说：“同学，你现在有时间吗？ 能不能帮我

们一个忙……”如此找了几个男同学来，几位同学非

常热情的帮我们搬完了沉重的东西。 想想确实有些好

笑，但也很有意思，真是校园独有的风景。 晚上，拍摄

结束后， 我和李老师准备第二天拍摄要用的景片，即

使到很晚，也要去做。 其实，不管创作的过程有多苦，

回想起来都是甘甜的， 那是一份值得珍藏的记忆，因

为我们在辛苦中也获得了创作的快乐。

这部片子在舞美上，我们采用的是一种虚与实相

结合搭建的方法，因为是第一次采用投影的方法来处

理背景，因此在拍摄当中需要不断的磨合，从片子中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哪些是头几天拍摄的，哪些是后

几天拍摄的，前后在光与景上都有一些差别，如，第一

集的村口外景就是头几天拍摄的，而赵王宫则是最后

一天补拍的，在细节上明显就好了很多，光与景的比

例也找到了更加融洽的方式。 演员的表演也是如此，

第一、二天拍摄的戏在后期编辑时，基本都没有使用，

因为各方面的状态都不对，各个部门的配合及演员的

表演，都没有找到感觉，之后就越来越好了，直到拍摄

快要结束时，大家渐入佳境。

这出戏， 大部分演员都是在拍摄现场背词对戏，

演员们对戏非常的生疏，这其实不符合戏曲的表演规

律，熟戏生唱是戏曲的特点。 像主演储兰兰、马力，扮

演相国的冷雨佳、扮演韩文的牟锐琦等演员，他们虽

然很用心，但是很多的台词都背不下来，可能因为排

练的时间太少了， 以至于每段戏我都要拍摄许多遍，

一小段一小段的拍， 有一盘

60

分钟的带子居然只拍

了

5

分钟有用的戏，我的焦虑可想而知。 时间不等人

啊，只有八天的拍摄时间，在第五天时，由于有的演员

第二天不能来拍摄，按计划必须在这一天把他们的戏

拍完，于是我咬牙不准任何人走，一直拍摄到第二天

早晨

5

点，扮演奶奶的刘振芳老师，还有扮演爷爷的

刘勉宗老师一直在静静的配合着， 他们都是大学老

师，年龄都五六十岁了，这样的认真精神，令人敬佩。

凌晨，等待拍摄的同学们都在地板上睡着了，看着他

们，我有些心疼，这样的教学实践对老师和同学，的的

确确是一种考验。 在早晨，稍作休整后，我们又开始接

着拍，同样要赶完这一天原定计划的戏份，演员都是

凑来的，订好了时间，就必须完成，这样又拍到第二天

早晨

4

点。 即使这样，也没有听到怨言，大家都在尽本

分做好自己的事情。 还记得在现场，我最怕的就是听

到有人说：“老师，明天时间有些冲突，我来不了”。 如

此一来，我就得改拍摄计划，换演员，像戏里的黑衣人

和比武的两个武士，就是换了演员的，当时接到演员

统筹杜文君的电话说，演员的时间有冲突，来不了，需

紧急换演员，我一听着急万分，马上就要拍摄了，怎么

办，也亏了杜文君能够及时找到替换演员，用她的话

说，这部戏几乎把她所有同学都翻了一遍，第二天演

员来了，都不知道演什么，现场琢磨身段和表演及锣

鼓经，所以我们的这些演员也是很了不起的，他们都

很有才华，也很有创作力。

《鸟尊记》的后期编辑，是我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

难，镜头之多，之短碎，令我头疼不已，一个镜头拍摄

十几条，戏曲表演有身段、动作、唱腔、锣鼓等，这些都

是接镜头的难点，很多时候出现动作不接，或者情绪

不接，或气口不接等，所以，后期的编辑是我非常痛苦

难熬的一个过程，好在终于把它编辑出来了，而且效

果基本还不错，这令我感到十分欣慰和高兴。

这部戏的拍摄手法采用的是现场切换，这也是我

再三斟酌后定的最终方式，基本按照室内剧的拍摄手

段进行，对于现场切换我是比较有信心，所以整部戏

由我担任导播进行。 由于我们的工作人员极少，一个

人往往要担任几项工作，像徐璟即担任场记，同时又

要协助舞美老师进行图片设计，负责修图等，演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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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剧务、场务等工作，辛苦程度可想而知，我想一个

朝气蓬勃的剧组必定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无

论片子成功与否，这份积极向上的情怀一直让我不能

忘怀。

在镜头设计方面，这部戏没有采用移动轨，也没有

摇臂等高角度拍摄，基本上以固定机位完成，所以在镜

头的角度上缺少变化和丰富性，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

憾，棚内条件所限，当时我们也没有精力去解决这些问

题，精力更多的是放在解决表演和舞美的难处上了。

整部戏中有几段唱腔非常好听，作曲在创作时倾

注了不少心血。 如：当赵武灵王（马力饰演）看到了美

丽、善良的民妇苏阿女（储兰兰饰演）时，“怎舍得天赐

娉婷”，将人物内心的波澜变化浅唱而出。 赵武灵王和

苏阿女在各自家中分别感慨的一段唱，“今夜又无眠，

风起云淡水浴清蟾”；苏阿女（唱）“今夜亦无眠，叶喧

凉吹桂宫带寒”，拍摄做了特别处理，尤其是灯光的布

置，更是以突出人物为主，营造唯美的氛围，这段唱演

员的面光都是单独布置的，画面干净、通透。

当苏阿女在公堂上被赵武灵王救下以后，情绪复

杂，感慨万千“说什么念我赤诚王心有愧，一时间热泪

盈眸有言难回……”曲风深情，感人肺腑，令人感觉一

股清新扑面而来，可据为整部戏的经典唱段。

《鸟尊记》拍摄完成后，北京大学周建波教授看样

片后，说：“全新的京剧艺术推广形式是我国传统文化

与世界接轨后必然的发展趋势之一。 传统艺术形式的

现代化也是传统艺术形式在走向世界过程中的必须

经过的过程，该剧的是京剧大众化从形式上到内容上

一次实验性的整合，意义十分重大。 ”

这么多年以来，我拍摄的戏曲电视节目也有四五

百期，电视剧也有很多部了，像这样与老师、同学们一

起创作的新戏还是第一部。 我觉得在这部影片里，我

既是导演也是学生，再一次跟这些前辈老师们学习了

很多知识，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敬业、认真、节约、积

极向上的美德，像郭维均老师，曾经拍摄过很多经典

影片，如样板戏，还有荣获华表奖的纪录片《梅兰芳》

等，是一个懂戏的灯光师，他的灯光总是能够把演员

最美的一面展示出来，郭老师很希望能够为戏曲的拍

摄尽一份力量，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戏曲电视艺

术的拍摄方法，虚与实的结合等，他总会给我指出一

些拍摄上的不足和意见，是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 这

次，我也采用了郭老师的一些建议，如储兰兰在公堂

上的唱段、马力在比武前上场的唱段，都是用单机拍

摄，灯光也是单独布置的，所以拍出来的效果也是不

同。 这也是戏曲的一个特点，允许人物暂时跳出发展

情节，用一个优美的唱段把人们带入一种美妙的欣赏

享受中，所以唱腔是戏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唯美也

是戏曲的最高追求，如何在拍摄中突出这种唯美和意

境，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鸟尊记》这部戏能够顺利拍摄出

来，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大家的努力有目共睹，在这

个剧组里， 我看到了大家齐心协力忘我的工作精神，

看到我们中国戏曲学院很多老师和同学的闪光点；看

到了老一辈电影工作者的敬业精神；看到了这些热爱

戏曲的年轻人那蓬勃的热情和才华。 虽然这是一部小

成本制作，有很多的不足需要总结，但这也是一个好

的开始，创作带给人的快乐是无止境的，因为戏曲，我

们走在同样的路上，因为戏曲，我们一起热血沸腾，为

了戏曲，我们快乐的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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