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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西北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

一样，一直笼罩在疫情的阴影之下，学生演剧

活动相对于往年也大幅度减少。但是，这一年

又恰逢陕西省举办第八届校园艺术节（戏剧

节）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因此，西北

地区的校园戏剧舞台仍然非常热闹。在这一年

演出的剧目中，大部分都可以称为“红色”校

园戏剧。［1］因为这些剧目有的属于民主革命历

史或社会主义建设题材。如西北民族大学满天

星剧团的《映山红》反映的是土地革命时期江

西苏区的革命斗争。青海师范大学“我们”戏

剧社的《永怀之歌》讲述的是“两弹一星”元

勋郭永怀为科技强国而奋斗的故事。这类剧目

还有《战火青春》《共产党宣言之黎明前夜》

《国茯》《光从地下来》《庄严的审判》《生

命树》《红旗赋》《风吹唢呐枪声响》《红军

粉的故事》《共产党人在新疆》和《共产党宣

言》。这些剧目中还有一类是在思想内容上表

现出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如西安外事学

院春秋戏剧社的《西行·初心》讲述的是张骞

校园戏剧舞美的新态势

——2021 西北“红色”校园戏剧舞台美术简论

黄世智

摘  要｜在戏剧界和教育界的共同努力下，2021 年西北地区红色校园戏剧的舞台美术不仅绚丽多姿，

而且出现了不少难得的创新之作。有的呈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有的在建筑物的虚实关系

方面设计十分巧妙，有的则完全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这些舞台美术当然也还存在

着一些不足之处，如有机性不强，风格不统一和内外景关系不明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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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刘 彦 君 、 廖 奔 ： 《 中 国 戏 剧 变 革 中 的 红 色 戏

剧》，《中国文艺评论》2021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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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西域的故事，表达了“一带一路”政策的

历史渊源及其正确性。这类剧目还有《小院往

事》《大河的源头是冰川》和《活法》。本文

只是阐述对这些红色校园戏剧舞台美术的一些

思考和看法。

一、绚丽的舞台

与当今的主流戏剧和商业戏剧的舞台美术相

似，在视觉文化环境，特别是影视艺术的影响

下［1］，2021年西北地区的红色校园戏剧舞台美

术的首要特征就是“绚丽”。在这些校园戏剧

中，大部分剧目的舞美都使用了LED屏幕、先进

的灯光设备，或投入大笔资金制作了精美的布

景、道具，有的剧目还使用了多媒体设备和虚拟

成像技术。西安音乐学院实验剧团的《战火青

春》（6月23日，西安音乐学院歌舞剧厅）的布

景全部是由电子屏幕组成，台底一个卧式条屏，

两翼各两个立式条屏。屏幕上的画面根据不同场

次而变换，只在暗场时更换或移动很少的道具。

电子屏幕上的写实影像构成的空间和真实的布

景、道具空间之间结合紧密，电子屏幕的亮度和

舞台照明的光比也恰到好处。该剧的舞美还将这

些写实的布景、道具与革命历史题材的诗意表达

很好地结合起来，既承载有历史意蕴，又与戏中

人物的情绪、心境相交融。不同电子屏幕显示的

房屋建筑、街道、山野在纵向的舞台空间形成

不同的演区，既为舞台调度和演员表演提供了方

便，也丰富了戏剧的思想内容。西北民族大学满

天星剧团的《映山红》（6月9日，西北新村校区

大礼堂）的布景也主要是由台底和两翼的电子屏

幕组成，台底一个卧式条屏，两翼各三个立式条

屏。相较于《战火青春》，《映山红》的舞台美

术不同屏幕的画面之间衔接有错位，屏幕大部分

时间都太亮。在戏的结尾，当歌声响起时，屏幕

上显示的一些电影片段是余赘。在梁玉梅祭奠

烈士时，桌子上盖着灰色或白色的布幔也略显虚

假。该剧运用电子屏幕最精彩的一笔是，当梁玉

梅为了向游击队发信号自伤手臂时，所有电子屏

幕同时呈现出一片红色，不仅表现出梁玉梅勇于

牺牲的精神，也突出了歌颂革命先烈的主题思想

并把剧情推向高潮。青海师范大学“我们”戏剧

社的《永怀之歌》（4月27日，城北校区学生活

动中心）的布景是由台底的电子屏幕和一些真实

的布景、道具一起构成的，如郭永怀在美国时的

工作、居住环境，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北京

跃进中学大门前，青海国营综合机械厂等。“为

了在舞台上最大限度地呈现出历史沧桑感，剧组

在舞美、演员服装上，集思广益，精益求精，力

求实现完美的舞台效果。舞美组从每一幕场景的

细节考虑，从大道具的构思到小道具的使用年代

都做了详细的构思，利用课余时间跑旧货市场，

收集煤油灯、长椅等老物件，克服重重困难，完

成了舞台大道具几十项，小道具70多项，场景电

子屏幕背景制作十多幅，充分满足了话剧舞台的

道具需要；服装组依据档案照片材料提供的信

息，在120套服装、数百件围巾、手套、鞋子、

袜子等服饰的制作上，精雕细琢，不断尝试，在

舞台上还原了一幕幕真实历史色彩。”［2］除了

具有真实性、生活化的艺术效果外，《永怀之

歌》的舞美还有两大亮点。一是表现郭永怀一家

三人相互思念时的场景设计。台底电子屏幕上显

示的是星空，一家三人成对出现在舞台的不同区

域，其中一个独白时，另一个或独白，或在工

作。二是电子屏幕前多级台阶的使用。这个多级

台阶不仅成为大部分场景的有机组成部分，还巧

［1］周安华：《论当代中国戏剧的电影化倾向》，

《文艺研究》2002第5期。

［2］梅岩：《永远的记忆 不朽的精神——青海师范大

学原创话剧〈永怀之歌〉创作纪实》，《青海党的生活》

2019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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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地增强了屏幕虚拟空间和真实布景空间之间结

合的有机性。但该剧的布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

内景与外景的关系不清；郭永怀与警卫员在兰州

机场候机时坐的连椅下放一个有挡板的木台没有

必要；表现飞机坠毁的电影片段也应该用画面来

代替。兰州交通大学晨曦剧社《共产党宣言之黎

明前夜》（6月15日，该校大礼堂）的布景也主

要是由台底电子屏幕上的写实影像构成。但屏幕

前近一米高的长台使得屏幕中的虚拟影像与真实

的布景、道具之间出现明显的断裂，屏幕中的画

面与剧情有时也不一致。该剧舞美之所以出现较

多且明显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剧社各部门之间配

合不好。在戏剧的创作演出过程中，如果舞美设

计者和编剧、导演、演员都只关注各自的专业理

念，无意或无能力参与对戏剧整体的把握，舞美

设计就可能只是停留在一个空洞的概念上，就可

能因为各要素之间不融洽，使得戏剧艺术的整体

归于平凡、平庸甚至不协调。

除了以上四个剧目外，西北大学小黑剧社的

《红旗赋》，西安欧亚学院EU剧社的《共产党

宣言》，陕师大剧团的《生命树》，铜川职业技

术学院青年剧社的《风吹锁啦枪声响》，新疆大

学火蜥蜴剧社的《共产党人在新疆》也都使用了

台底的电子屏幕，并在舞台美术方面呈现出“绚

丽”的特征。

在2021年西北地区的这些红色校园戏剧中，

一些没有使用电子屏幕的舞台美术也可以用“绚

丽”来形容。咸阳师院剧社的《国茯》（11月24

日，该校艺术演播厅）就是这类剧目的代表。［1］

该剧舞美使用的全是真实的布景、道具，而且制

作精致、华丽。《国茯》的布景主要有四个：穆

家客厅、崔家客厅、崔家茶坊和茶神庙内。这些

布景都设计得真实、细致，尽可能还原二十世纪

二三十年代关中平原一般乡绅家的客厅、制茶作

坊和寺庙内部的真实环境。这种写实主义风格舞

美的好处是代入感强。在灯光营造的不同气氛

中，观众感受到舞台上就是高速运转、充满活力

的茯茶厂房和热闹的斗茶现场。为了使崔家客厅

与穆家客厅区别开来，崔家客厅的设计不仅在家

具款式和墙上字画方面与穆家不同，还使用了淡

红色的暖光来表现女性生活环境的特有气质。这

几个布景整体呈现出来的效果都很好，它们与剧

情及表演的关系也很融洽。《国茯》的舞美还运

用了大量民族元素，如水墨画、书法、传统纹样

等，既烘托了人物的身份、地位、个性，也增加

了舞美的趣味性及华丽色彩。除了《国茯》外，

没有使用电子屏幕，也以绚丽的视觉感受为特征

的剧目还有春秋戏剧社的《西行·初心》和《小

院往事》。特别是《西行·初心》的舞美，不仅

绚丽，而且总体上呈现出大气、厚重、朴实、浓

重的审美基调。

二、难得的创新

“贫困”是校园戏剧的特点之一。在校园戏

剧活动中，需要一定资金投入的舞台美术要想有

所创新也具有较大难度。但是，2021年西北地区

的这些红色校园戏剧中，有些剧目的舞台美术却

颇有新意。新师大剧社的《光从地下来》（6月

9日，温泉校区昆仑讲堂）的舞台美术是这些红

色校园戏剧中创新程度最高、艺术价值最大的一

个。在景物造型方面，《光从地下来》主要使

用一些中性元素营造剧情需要和演员表演的环

境、气氛。该剧的布景主要是由放在舞台后部及

两侧，并分为上下两层的24个方框组成。每个方

框的立面都有一人多高。有一定深度的可以作为

演员表演区，没有深度的可以作为背景、多媒体

影像投放面，或安装小块电子屏幕的地方。这是

［1］边龙：《陕西省第八届校园艺术节在西安落下帷

幕》，《当代戏剧》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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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少见且十分巧妙的布景设计。在人物造型方

面，几位主角的服装完全是按照二十世纪二三十

年代的款式设计的，他们的妆也细腻、逼真。这

种装扮不仅可以帮助演员塑造角色的外部形象，

有助于演员融入自己所塑造的角色中，还可以让

观众沉浸在剧情的时代背景中。在灯光设备上，

该剧使用的主要是电脑灯，以便于根据剧情需要

进行颜色和角度的变换。在演出过程中，《光

从地下来》的各种舞台语汇不断组合、移动，

并在彩色灯光配合下，把一个个绚丽的戏剧场

面不断地展示在观众面前。在传送情报的关键

时刻，舞台上空用全息投影技术显示出一个巨

大时钟正面的虚拟影像。而此时人物的高度还

不到时钟半径的一半，很好地表现出剧情的紧

张气氛。与其他剧目的舞美相比，《光从地下

来》还使用多个演区，善于用少量必要的环境

标识来再现历史真实，根据剧情需要投放一些

先期拍摄制作好的电影画面。总之，《光从地

下来》的舞美敢于打破常规戏剧结构，站在制

高点上俯视舞台面貌，从自身统一的基点上总

体介入，追求一种强烈、多元的视听氛围，确

实是一台新意颇多的舞台美术。

西北政法大学南山剧社的《庄严的审判》

（12月4日，该校长安校区小剧场）的布景是由

电子屏幕画面和一些真实化的桌凳组成，其舞美

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灯光、音响的运用上。在

黄克功与刘茜谈话的场景中，大面积的紫红色

调加上蓝色逆光映衬出黄克功作案时的心理，

正面打来的偏黄色光则象征着正义。当黄克功杀

害刘茜时，光线由温和的淡黄色骤然转变为强烈

的红光，表现出了两人当时的情绪：黄克功的压

抑、愤怒和刘茜的害怕、恐慌。在枪声将响未响

之时，舞台上大片红光一闪一灭，红与黑的对比

及明暗的转换就像跳动着的心脏，极大地强化了

舞台上的紧张气氛。在黄克功独白时，大量的蓝

色逆光表现出黄克功内心的自我反省，而红光与

蓝光的不断变换则表现出他紧张、恐惧、痛苦、

后悔的纷乱心情。当黄克功接受审判时，象征着

正义的偏黄色光笼罩台面，也向观众传递了一种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寓意。南山剧社从2017年有

了较齐全的灯光设备后，就一直重视运用灯光参

与舞台形象塑造。但与其他同类剧目的灯光运用

相比，“《庄严的审判》的用光写意色彩更加浓

厚，渲染了戏剧氛围，较好地控制了演出的节

奏。”［1］在效果方面，当黄克功与刘茜在延河

畔见面时，阵阵风声呼啸而过，既表现出两人所

处的地理环境，也为他们后面的争吵做了铺垫。

在审判黄克功时，外面传来阵阵萧瑟的雨声，强

化了黄克功此时复杂的内心。《庄严的审判》在

音乐运用上也颇有创意，全剧贯穿着一种忧伤的

音乐，为故事一步步走向悲惨的结局做了铺垫。

当内白为毛泽东回信的声音时，一种庄严肃穆的

音乐一直伴随着。当黄克功被押赴刑场后，一段

抒情的、透露着淡淡悲伤的音乐缓缓响起并一直

持续到闭幕。

西安外事学院春秋戏剧社的《西行·初心》

（10月13日，西安外事学院雨花厅）在舞台美术

方面也有许多创新之处。［2］第一，粗犷、写意

的画景软幕消除了幻觉痕迹，强化了“陌生化”

效果。该剧的布景主要是由台底的画景软幕和两

翼的透明纱幕组成。软幕上的图案粗犷、抽象，

带有明显的西域民族特色，而两翼的纱幕在不同

颜色灯光的映照下与台底的软幕一起表示不同的

环境。舞美设计者在布莱希特叙事剧理论指导

下，结合戏曲艺术的表现特点，从历史细节和传

统文化遗产中吸取精髓，以装饰性表现方法和假

［1］林舒琪：《以史为鉴，融法于戏——评南山剧社

的校史剧〈庄严的审判〉》，《艺术评鉴》2021年第5期。

［ 2 ］ 《 西 安 外 事 学 院 举 办 第 四 届 “ 鱼 化 龙 ” 戏 剧

节》，《当代戏剧》2021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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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口的间离效果，创造出一种深沉雄浑、富丽辉

煌，又具有强烈民族特点的布景。第二，道具制

作遵循真实化、生活化、艺术化原则，再现了戏

中人物的生活环境。舞台上有代表游牧民族生活

习性，用动物骨头做成的用具，胡人擅长使用的

长鞭和身长肚圆的酒坛。还有宫中常见的灯笼、

旗子、盾牌，以及街头普通百姓使用的提篮、背

篓、手推车等。第三，化装真实、细致，符合人

物的民族、身份、年龄和性格。该剧中有穿着简

便大方的汉人，也有身披兽皮的胡人，有彩裙飘

飘的宫女，也有铠甲明亮的士兵，有粗布麻衣的

百姓，也有服饰华丽的贵族。但各个角色的服装

都符合他们的民族、身份、个性。张骞头上一直

戴巾，他在经历了长途跋涉后蓬头垢面的形象也

被化妆人员很好地塑造出来。第四，灯光单纯、

写意，与布景一起再现了戏中人物的生活环境。

《西行·初心》灯光的总体特点是颜色单一，但

斑驳不匀。这种具有写意特点的灯光看似简单、

粗陋、呆滞，但却能与其他舞台元素及戏的整体

风格和谐一致。该剧的大部分灯光偏于暖色，意

在模拟黄沙漫天的西域景观，或再现皇宫中的生

活环境。在大单于帐篷中的舞蹈表演过程中，扮

演舞姬的演员身着白色为主色的舞裙，一旁扮演

胡人的演员则身着褐色兽皮和深蓝色裤子。两翼

纱幕是斑驳的金黄色，舞台背后悬挂的则是以白

色为底色印有蓝色和红色图案的画幕。在演员表

演舞蹈时，只有三排紫色顶光照亮整个舞台，再

配以西部风格的音乐，让观众感受到了一种独特

的异域风情。该剧的舞美设计者善于用单纯而写

意的灯光把各种舞台语汇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第

五，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大写意的舞台美术。《西

行·初心》的舞美设计者对舞台上的建筑和物件

进行变形处理，形成了充满趣味的写意风格。有

的场景是以浅线条勾勒的舞台景象置于异域风格

的软幕前，给观众以简洁、明快、抽象、多义的

视觉感受。设计者还用灯光对舞台进行分区切

割，让演员穿着大红大绿的服装表演。整个舞台

结合中国古典舞蹈和古代诗词意象，给观众带来

了立体、唯美、意境深远的视听享受。这种舞台

美术既不是现实主义的，也不同于中国传统戏

曲，而是一种中西结合、古典意蕴和现代美感兼

备的舞台美术。

除了以上三个剧目外，陕师大剧团的《生命

树》［1］和小黑剧社的《红旗赋》的舞美也有一

些新意。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创新是指一种超越

以往作品的新创造。实际上，2021年西北地区红

色校园戏剧的大部分剧目的舞台美术都值得肯

定。这些剧目基本上都是原创的，它们的舞台美

术当然也都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

三、情景交融的效果

舞台美术设计不仅要营造一个特定的空间，

而且要注重对人物心灵、情感的视像化表达。有

才气的舞美设计者还会在设计中留下了一些细

腻、意味深远、并能表现出个人风格的内容。合

格的舞台美术与演员表演一起呈现出来的效果应

该是“情景交融”。情景交融既是一种舞美设计

参与戏剧全方位解读的舞台效果，也是一种戏

剧意境。在2021年西北地区的这些红色校园戏剧

中，《生命树》《国茯》和《红军粉的故事》的

舞美设计都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

陕师大剧团《生命树》（6月25日，陕西

师范大学终南音乐厅）的大背景比较简单，主

要是由台底电子屏幕画面、屏幕前的低矮平台

和悬挂的树枝构成。电子屏幕上的画面一般是

用简单的图案和色彩表示出来的天幕。戏中的

歌队大部分时间都是穿着黑衣站在舞台后部，

［1］卢柯含：《陕西校园剧社的后起之秀——评陕师

大剧团》，《参花》2021第9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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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起着一定的背景作用。舞台上的农具、桌椅

和画板等真实化的道具不仅为表演提供支点，

也营造出了人物生活的具体环境。在桃儿的故

事中，电子屏幕画面是像水泥墙一样斑驳的墙

纸，表现了民国时期农民生活的环境特征。桃

儿穿着简陋的粗布服装，舞台后部的歌队重复

着桃儿说的话，一种悲伤的音乐也一直伴随着

桃儿。舞台上浓厚的黑色给桃儿的命运打上了

一层悲剧基调，红色头巾则晕染出了桃儿想要

反抗却又无力反抗，想要获得帮助却一次又一

次失望的心情。《生命树》的第二个故事开始

时灯光明亮，白色的面光全开，给观众一种轻

快的感觉。但当汉奸麻雀出现时，舞台开始变

暗，只有几束白色的点光。当游行队伍举着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标语出现时，白色

面光转为红色面光，意在表现抗战形势逐渐严

峻，剧情这时也开始紧张起来。这种灯光运用

既增添了舞台的氛围感，也达到对人物心灵和

深层情感视像化效果。阿郁与其他同志被抓

时，舞台被分为两个不同演区，左边是宁死不

叛党的阿郁给父亲和梁写最后的信，右边是梁

坚信阿郁的忠贞和周围人对阿郁的质疑。两个

演区不同环境和剧情的对比也形成一种独特气

氛。第三个故事的人物是支教老师木棉。木棉

讲述桃儿和阿郁的故事时，舞台上组成歌队的

黑衣人随着点光一个一个出现，用吟诵配合木

棉讲述的内容。歌队的吟诵虽然有叙事作用，

但主要是用来抒情和营造气氛。

总体上看，《生命树》的布景接近中性。这

种布景与道具和演员的表演结合起来，既达到了

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也具有一种“历史感”。

这种“历史感”既是一种历史真实，也是全剧体

现出来的一种气质。这种布景，除了具有为演员

表演提供支点，推动剧情发展，烘托情绪气氛的

作用外，还组织、塑造出了一种具有个性特征的

动作空间。这种动作空间既是指人物行动中的物

质环境，也指人物内心感觉的心理环境。《生命

树》的这种舞美设计，不仅增加了它的表现力，

也扩大了它的创新手段，丰富了它的语汇。这种

舞美无须去构成具体环境或对形象作具体描绘，

只通过它的形状、色彩、灯光和演员动作等因素

给观众在视觉形象上造成特定情绪、气氛，是一

种具有写意特点的舞台美术。

在这些红色校园戏剧中，《国茯》的舞台美

术也达到了情景交融的效果。该剧在灯光的灵

活运用上非常突出。在穆家客厅里，灯光分布

充足均匀，整体为亮白色，照亮了每个角落。

这种灯光映射的是泾阳两代茯茶人的正直品

性。在崔家茶坊制作茶叶的过程中，灯光集中

在制茶人身上，把制作茶叶的全过程完整地呈

现出来，突出了制茶过程的不易及制茶人的勤

劳。《国茯》中人物的服装都以黑色、灰色为

主，很少出现鲜艳的颜色。但女主角崔再冰有

时却穿着红色旗袍，这种设计意在表示她的出

现给人带来光明、温暖和希望。后来剧情的发

展也反映出她的思想性格，她与其他茯茶人一

起努力，携手支援抗战。

宁夏师范学院山花话剧社的《红军粉的故

事》（5月6日，成都市音乐厅）没有使用电子屏

幕，台底的天幕始终是暗黑色一片，布景是一

个农民家的院子。院子中有粉条架、石磨、水

桶、桌凳和簸箕等真实化的大小道具。这些物

件不仅再现了农民的生活环境，也为舞台调度

和演员表演提供了支点。几个年龄不同、性别

不同的农民造型逼真。特别是老大爷的造型不

仅真实，而且生活化。有补丁的灰色衣服，几

乎全白的短发和胡子，有点微驼的背，让观众

忘了他是演员扮演的角色。该剧的灯光以照明

为主，真实地呈现了几个表现军民鱼水关系，

情景交融的场景。优秀的舞美并不在于营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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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的场面，也不在于显现出多大的气派，而

是能在最简约的舞台语汇中展现出最丰富的戏

剧空间，努力创造出准确而精美的舞台样式，

精湛地表现和推进剧情，揭示内涵，并构成真

正能打动和征服观众的艺术神韵。《红军粉的

故事》虽然只有一堂简单的布景，但却体现了

这种艺术追求，虽然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

四、虚实相间的建筑

在戏剧舞台上，作为一种抽象艺术形式的建

筑物也常常成为舞台美术的组成部分。建筑物不

仅可以营造人物的生活环境，也可以反映出戏

中的经济、文化等社会状况，甚至可以表达出舞

美设计者的艺术观念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是进

步的还是落后的。设计者的情怀、思维也会随着

演员以建筑物为支点的表演呈现在观众面前。

在2021年西北地区的这些红色校园戏剧中，除了

《红旗赋》《光从地下来》和《生命树》外，其

他剧目的舞美中都设置有建筑物。

《国茯》布景中的建筑物主要是室内环境。

穆、崔两家的客厅，崔家的制茶作坊及茶神庙都

是用硬片制作而成。崔再冰家的客厅和制茶作坊

制作茶叶的过程都使用灯光来营造室内环境，以

便于呈现出墙面和大道具上虚的部分。崔再冰的

客厅被用灯光呈现出一种暖色调，这样既可以区

别于穆家客厅，又凸显了女性居住环境的特征。

制茶作坊中的灯光则营造出一种热气腾腾的劳动

氛围，茶神庙中的灯光也营造出了热闹的斗茶气

氛。不同颜色的灯光使《国茯》中每一幕的布景

都呈现出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观众可以从这些

真实、明显的景物造型中感觉到超出这些景物的

延展内容。

《风吹唢呐枪声响》（7月5日，铜川职业技

术学院学生活动中心）布景中的建筑物是室外环

境。舞台上营造出了赵陆登和强德玉两家的院

子及其周围环境形状。设计者把台底电子屏幕上

的画面作为远景，显示的是天空、云和太阳。作

为近景的院子与屏幕之间是山石、树木等组成的

中景。中景和远景都设计得灰、暗、淡，轮廓较

虚。两家院子作为近景，设计得明、亮、显，轮

廓较实。因为两家贫富不同，农民赵陆登家的院

墙是土坯垒砌的，院子中间主要是一个石碾盘。

而强德玉是保安团长，他家院子的门楼和砖墙都

很精致，院子左边还有树木和装酒的翁、坛等。

两家院子都只用院门和一段院墙表示整个院子，

这样设计可以在立面中间为中景和远景留出较大

的空间。《风吹唢呐枪声响》舞美中的建筑物在

虚实关系方面处理得十分巧妙，但台底天幕与天

幕前的山石、树木之间的层次没有拉开。特别是

大树的设计，只有顶天立地的树干，接近写意的

表示，影响了整个布景的统一性。

春秋戏剧社《小院往事》（10月14日，西安

外事学院雨花厅）的舞美再现了一个农家小院的

真实环境。舞台后部是房屋的正前面，墙上有红

色、蓝色的门帘，还挂有辣椒、玉米、簸箕等，

具有虚实相间的视觉效果。舞台上没有院墙，但

院子中间的桌凳、自行车、水桶等道具让观众想

象出“画框”外的院墙。演员的表演效果也让观

众想象出屋内和小院周围的一些环境状况。因

此，《小院往事》中的建筑物也主要是运用了虚

实相间的设计方法。兰大剧团《大河的源头是冰

川》（6月18日，该校榆中校区闻欣堂）的布景

主要由10多级台阶、巨大冰块和台底天幕构成。

冰块也被设计成多级台阶的形式。台阶和冰块的

高矮、前后错落有致，景别有远有近，产生一种

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这样的设计既营造出了

南极冰天雪地的环境气氛，又将舞台分割成了多

个演区，为演员提供了多个动作支点。西安欧亚

学院EU剧社的《共产党宣言》（5月28日，西安

欧亚学院体育馆）中有建筑物的布景是邝家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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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狱。［1］监狱的内景和外景都设计得较好，

有虚有实，为演员呈现审讯场面和行刑场面提供

了较好的表演空间。但邝家客厅的设计没有处理

好电子屏幕上的画面与真实的布景道具之间的关

系，虚拟空间与真实舞台空间没有结合成一个整

体，两部分内容处于仳离状态。

戏剧是综合性艺术，通过整体向观众说话是

戏剧艺术力量的具体表现。舞台美术设计者在

戏剧创作过程中，必须在导演的指导下，从整

体构思入手，把握整体创作流程，并检验整体

的艺术效果。从整体效果来看，2021年西北地区

红色校园戏剧的舞台美术中有建筑物的这几个剧

目，《国茯》的艺术水平最高，完全达到了虚实

结合、相生相融的效果。其他几个剧目的建筑物

设计有的偏实，如《小院往事》，有的偏虚，如

《大河的源头是冰川》，有的虚实关系没有处理

好，如《风吹唢呐枪声响》和《共产党宣言》。

五、浓郁的地域特色

在戏剧艺术中，舞台美术的基本功能就是呈

现戏中故事发生的地点，并为演员动作提供空间

和支点。一堂合格的舞台美术都或多或少的有些

地域性特征。但是，2021年西北地区的这些红色

校园戏剧中，有的剧目在舞台美术设计上特别突

出、强调了表演环境的地域特色。

《活法》（10月21日，西安外国语大学实

验剧场）借鉴话剧《白鹿原》的做法，在舞台

美术方面有意突出了地域特色，再加上演员的

方言和具有关中特色的形体动作，使该剧成为

校园戏剧中的一部“西部戏剧”。《活法》的

时代背景是民国时期，戏中的布景、道具、服

饰等都以民国时期关中农民的真实生活为参

考。舞台上铺满台面的麦秸秆，真实化的道具

和服装近乎复刻了民国时期关中的农民形象

及其生活环境，也将观众带入到故事发生的那

个年代。演员在表演过程中不仅都使用关中方

言，还融合了关中地区特有的民俗文化，用带

有地方特色的情感表达方式，以具象手法呈现

出戏中人物的真实生活。这样做不仅使演员更

容易化身为角色，表演更加自然、生动，也能

更好地让观众进入设定的戏剧情景。戏中使用

的道具有关中人的主食白馍，具有时代特征的

水壶和青花瓷碗，富有年代感的竹椅等。这些

道具唤起了同样作为关中人的大部分观众的归

属感和亲切感，拉近了剧情与观众距离。最能

体现《活法》地域特色的是戏中的音乐。音乐

擅于表现人的情感、情绪状态及其运动过程，

还可以用于调节气氛，达到一种让观众身临其

境的感受。《活法》的配乐多以华阴老腔、陕

西板鼓为基调，这种音乐不仅与其他舞台元素

一起创造出与剧情相应的气氛和情调，也与戏

中的关中文化相呼应，表现出这个地区特有的

民族风情。

新疆大学火蜥蜴剧社［2］的《共产党人在新

疆》（6月28日，校本部大学生科技文化活动中

心）的布景与其他大部分剧目一样，也是由台底

电子屏幕的画面和真实的布景、道具构成。但布

景中独特的维吾尔族建筑、服饰、台布、食物和

新疆特有的树木使其舞台美术具有浓郁的地域特

色。如屏幕上显示的葡萄架和舞台平面上的绿

树、维吾尔族座椅和上有葡萄的桌子构成了维

吾尔族同胞的日常生活环境，屏幕上的建筑物和

舞台平面上售卖馕、水果的摊位一起构成新疆市

镇的街景。此外，该剧在不同舞台空间之间的结

合，屏幕亮度和舞台照明的光比处理方面也有较

［1］刘凤恕：《话剧〈共产党宣言〉的灯光设计》，

《演艺科技》2014年第7期。

［2］王慧、叶震、邹娟、胡敏：《新疆高校话剧社团

剧目选择因素分析——以石河子大学“燃尘”话剧社为中

心》，《山东青年》2015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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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艺术水准。但《共产党人在新疆》的舞美总体

上有机性不强，和故事内容的统一度也不高。这

与相关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及剧社经费不足有关，

时间紧、任务重也是该剧服、化、道方面出现一

些漏洞的原因之一。一堂舞美设计既要有所创

新，也要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也是一个舞美

设计创作团队艺术水准的体现。艺术形象完整性

体系中一般有四个统一，即“理性因素与情感因

素的统一、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统一、意识因

素与潜意识因素的统一、个别因素与一般因素的

统一”［1］，用这四个统一来要求一个校园戏剧

舞美团队有点过于苛刻，但它起码应该成为校园

戏剧舞美设计者的目标和追求。

六、科技的影响

21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艺

术领域的应用，戏剧舞台美术的面貌也发生了明

显变化。当今的舞台美术往往成为工业技术、传

统工艺和艺术创造相结合的产物。裸眼3D、全

息影像、AR技术、VR技术、MR技术、透视屏

幕，机械舞台数字化、电光源的进步、灯具的革

新、调光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数字化网络系统的

进步，使得舞美设计者对舞台的一切想象都能实

现，赋予了舞台视觉艺术体系新的生命力。“贫

困”的校园戏剧舞美虽然稍晚一步，但也同样受

到科技发展的影响。在2021年西北地区红色校园

戏剧中，大部分剧目都使用了LED屏幕、动画投

影、电脑灯等高科技手段或器材。这些高科技手

段和器材的运用，有的恰到好处，但也有少数剧

目使用不当，降低了戏剧的艺术水平，也影响了

具体演出活动。

《活法》在灯光运用方面体现出科技的力

量，使先进的灯光设备以艺术的形象和表现方式

感染观众。该剧使用了多台电脑灯，灯光明亮且

总体上偏暖黄色，意在刻画主人公敢于反抗家庭

和命运，面对各种挫折仍然坚持追求自己理想

“活法”的形象。在多角度、有层次的明亮灯光

照射下，舞台上人物的面部表情细节明显，不同

空间反差强烈。这种灯光既烘托出一种强烈氛

围，表现出旧社会底层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也表

现了关中人豪迈、奔放的性格特征。《战火青

春》《生命树》和小黑剧社的《红旗赋》（11月30

日，西北大学郭超人报告厅）的舞台美术主要得

益于电子屏幕。电子屏幕的布景正好适合《战火

青春》的音乐剧形式。《红旗赋》和《生命树》

都恰到好处地使用了虚拟影像和多媒体技术。

《共产党人在新疆》“第五场和第九场的艺术手

法受到了话剧《九三年》的启发：两种相同性质

的对话在舞台左右同时发生，两边通过不同的主

题表现出相同的意志”［2］。这种艺术效果的产

生建立在用灯光对舞台演区进行分割的基础上。

《西行·初心》的史诗剧效果，除了大投入、大

制作的原因外，没有先进的舞台设备和科技力量

的帮助是无法实现的。但舞台科技的力量运用效

果最好的还是新师大剧社的《光从地下来》。

在科技的影响下，2021年西北地区红色校

园戏剧的舞台美术总体上呈现出丰富、多元的

状态。有些舞美在介入戏剧总体的创作过程

中，自身的统一意识和风格也得到了加强。相

对于传统的、仅仅把舞美作为演员表演环境

的观念，这种现象也是舞台美术观念发展变化

的具体表现。尤其是《西行·初心》的舞台美

术，在西部校园戏剧史上前所未有，在校外戏

剧界也难得一见。长久以来，布景替代舞美整

体创作的狭隘观念一直主导着校园戏剧的创

作，这既不利于戏剧创作的多样化，更无视舞

［1］［苏］鲍列夫：《美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6，第271页。

［2］郁浩：《论红色话剧创作的意义——以〈共产党

人在新疆〉的创作为例》，《今古文创》2020年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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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科技的发展。舞台科技虽是介于艺术与技术

之间的边缘学科，但舞台的材料、器械、音

响、控制设备的进步，大大地加强了舞台美术

及整个戏剧语言的表现力。舞台电光源和控制

设备的进步，也极大地增强了塑造舞台形象的

能力。《西行·初心》景物造型中别具风味的

中性造型所产生的现代人才能理解的抽象和

韵律，已不是过去守旧的审美目光可以欣赏的

了。《光从地下来》中新技术的运用和新颖的

视觉呈现方式也让表演更加立体生动，真正打

破了舞台时空局限。校园戏剧的舞台美术工作

者应成为自觉清醒的变革者，使校园戏剧舞台

美术能牵动观众的情绪，让他们沉浸其中。

当然，舞台科技只是艺术创造的手段和工

具，不能代替艺术本身，更不能依赖科技的运

用而忽视艺术创造的生命力。舞美设计者不能

简单地炫耀技术，而应该注重设计本身，要以促

进舞台技术和艺术深入融合为己任。在戏剧创作

演出过程中，舞美设计者要思考科技与艺术如何

衔接、如何融合，如何让科技传达出深刻的情

感。特别是以“贫困”为特点的校园戏剧，更不

能依靠舞台科技。校园戏剧社团大部分没有足够

的物质条件，也缺乏这类舞美设备及相关人才，

不能有依赖先进科技的心理。［1］在2021年西北

地区红色校园戏剧中，一些剧目的舞台美术在高

科技的使用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就是

因为设计者有依赖先进科技的心理。如LED屏上

的画面过繁，舞台表演区道具过简；LED屏面积

太大，光线太亮，而演员则偏黑、偏暗。特别是

大部分剧目电子屏幕显示的画面不是电脑绘图，

而是直接取自摄影图片，缺乏艺术想象力和必要

的艺术处理，无意中使舞台的绘画性、艺术性缺

失，审美韵味大打折扣。对于校园戏剧来说，最

值得提倡的是写意舞台美术，特别是使用中性

布景。这种舞美不仅适合校园戏剧的客观物质条

件，也有利于校园戏剧的实验创新。艺术创作并

不一定需要神奇的手段，有时最传统的方法反而

能够体现创新能力。只有辩证地对待传统，不断

在继承中创新，戏剧的未来才会有无限可能性。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科技进步不断赋予戏

剧舞台更多可听、可看的内容，又创造了更多可

以摸索、探索的空间。未来的戏剧可能是多维的

时空叙事，剧场也会有沉浸式、互动性、随机性

等特点。舞美工作者需要在艺术创作中探索技术

与艺术如何互相配合、互相包容，并找到平衡的

空间。［2］校园戏剧的舞美设计者也要重视科技

的发展与应用，在遵守艺术创作本体规律的前

提下，让科技赋能校园舞台，追求深刻的精神表

达，创作出更多思想深邃、艺术精湛的校园戏剧

作品。

七、结语

2021年，西北地区红色校园戏剧的舞台美

术，大部分都能站在戏剧创作整体性立场上，遵

从戏剧艺术本体审美规律，根据剧目的题材、内

容、主题、结构和内涵来设计，有的还从剧目的

意蕴乃至美学追求来构思、寻找独特的舞美样

式，以达到较好地表现人物和推进剧情的目的。

他们设计的舞台美术大多数都能为演出寻找到恰

当的外部形式，恰到好处地运用物质手段和舞台

科技，恰如其分地掌握继承与创新的分寸感，构

建出具有美学韵味的表演空间。一些舞美设计，

如《西行·初心》和《庄严的审判》，还做出了

不少创造性的努力，并取得不错的艺术效果。有

些有才气的舞美设计，如《光从地下来》和《生

命树》，还能协调表现形式与内容之间关系，实

［1］谢建华：《当代戏剧：视觉化生存抑或电影化想

象?》，《艺术广角》2006第3期。

［2］刘姝：《“双减”背景下红色校园戏剧课后服务

实践探析》，《新课程评论》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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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己的戏剧美学追求。但在视觉文化成为强势

文化的今天，特别是在影视艺术的影响下，借助

舞台科技，依靠物力投入，并以绚丽的视觉感受

为主要追求成为这些舞台美术的共同特点。这种

现象虽然是校园戏剧舞台美术的发展与进步，但

也暗含着错位的舞美观念，预示着一种危机。因

为，这种趋势会助长校园戏剧创作主体轻视艺术

创造而依赖物质技术的思想，最终必然会给“贫

困”的校园戏剧带来生存与发展的危机。舞美的

样式与风格多种多样，华丽、好看只是其中的一

种，而且不应该成为校园戏剧舞美的主潮。舞美

样式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一出戏的成功与否也不

取决于它采取什么样的舞美样式，而是要看这种

样式反映生活的深度，是否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

完美统一，并产生感人的艺术力量。只要有校园

戏剧的存在和发展，其舞台美术也必然随之存在

和发展，校园戏剧的舞台美术之花也必然是“百

花齐放”。

在疫情严重的2021年，西北地区演出的这些

红色校园戏剧，许多剧目的舞台美术也存在着或

多或少的缺点、偏颇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有的剧目“声”“光”“电”流于粗俗、浅薄和

外在化；有的舞美妨碍了演员表演，损害了戏剧

的整体美；有的舞美设计表现手法未形成统一的

艺术语汇，导致前后风格不太一致；有的不太注

意景物造型和人物造型之间的关系，出现风格不

统一、不和谐现象；有的舞美设计者只是单纯从

画面出发，设计出来的画面与演员表演不协调；

有的舞美既无统一形象，又缺乏传达某种情绪与

气氛的基调。这些不足往往会造成舞台形象与造

型语汇的互相排斥与否定。出现这些缺点，有个

人原因，有舞美各部门不统一的原因，有的则是

编剧、导演、演员、经济条件、材料的使用等方

面的不协调造成的。戏剧作为综合艺术，单靠舞

台美术本身是完不成创作任务的。在诸多不协调

因素中，导演和设计者在戏剧观念和美学原则上

相同与否、合作关系如何是关键因素。如果导演

缺乏处理舞台美术的经验，缺乏整体形象构思，

缺乏用自己鲜明而富有特色的构思去激发、启示

舞美设计者的能力，舞美设计就可能会出现各种

问题。因此，优秀的舞台美术也只有在实行导演

制并在优秀导演的指导下才会出现。

［黄世智  西北政法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