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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戏剧的衰落与京剧艺术的继承

马鸿盛

摘 要 长期以来
,

人们对所谓
“

京剧危机
”

的成因众说纷纭
,

但大都集中在对京

剧 自身不 足的批评上
,

而忽略其外在因素
。

本文指出京剧
“

危机
”
只是舞 台戏剧总体衰

落的一部分
。

电视的冲击和京剧等舞台戏剧与屏幕艺术不相适应是京剧等舞台戏剧

衰落的最主要 的原 因
。

作为我国民族艺术瑰宝之一 的京剧
,

必须继承
、

创新和发展
。

在

当今 电视时代
,

京剧与其他舞 台戏剧面临着既要与电视争观众
,

又要与电视相结合
,

运用 电视手段发展 自己并达到群众喜闻乐见的双重课题
,

这是一个长期艰苦探索
、

研

究
、

实践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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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起

早在80 年代初
,

当人们看到我国优秀民族

艺术
、

被誉为
“

国粹
”

和
“

国剧
”

的京剧演出日渐

稀少
,

观众锐减
,

演出质量下降时
,

即纷纷惊呼
“

京剧危机
” 。

之后
,

一些人又发出
“

振兴京剧
”

的呼声
。

从十几年前人们惊呼
“

京剧危机
”

到近

年来的
“

振兴
”

活动过程中
,

一些人接连不断地

在报刊上载文
,

探讨和分析
“

京剧危机
”

的成

因
。

有人认为
,

京剧剧 目大多内容陈旧
,

没有

时代感
,

与时代精神不能合拍
,

因而失去了观

众
;
有人认为

,

京剧节奏缓慢
,

跟不上现代生活

的快节奏
,

因而不能吸引新一代观众
;
有人认

为
,

京剧那些 固定的表现手段和表演方法如
“

程式
”

等陈旧
、

落后
,

束缚了内容的发挥和展

现 ;
有人认为

,

京剧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产生并

发展起来的
,

以表现历史题材为主
,

不宜表现

现代生活
,

因而题材狭窄
;
有人认为

,

京剧的音

乐和演唱不能专剧专曲专调
,

因而音乐不够丰

富
,

太单调
;
有人认为

,

京剧的唱词和念白不易

听懂
,

影响了它的普及
;
还有人认为

,

京剧编
、

导
、

演队伍不得力
,

旧剧目的整理与改编及新

剧目的建设跟不上形势
,

演出质量下降
,

等等
。

我认为以上各种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
,

但

也都存在着一些偏颇
,

不够准确
、

全面
,

没有抓

住问题的症结
。

首先
,

上述对
“

京剧危机
”

的成因分析
,

着

眼点大都集中在京剧 自身
,

几乎没有涉及外部

因素
,

而分析任何事物的变化
,

都应当观照内

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个方面
。

其次
,

所谓
“

京剧危机
”

的提法本身
,

只是

孤立地着眼于
“

点
”

上的问题
,

没有把这种现象

放到相关事物的系统中
,

即
“

面
”

上进行考察
。

我们知道
,

京剧只是我国舞台戏剧的一种
,

此

外还有数百种地方戏曲以及话剧
、

歌剧和舞剧

等
。

这些舞台戏剧的总体状况如何呢 ?它们大

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景气或者叫做不同程

度的
“

危机
” ,

这是有 目共睹的
。

所以
,

京剧
“

危



机
”

只是舞台剧总体
“

危机
”

的一个组成部分
。

只是因为京剧的影响大
,

波及面广
,

因而最为

显著罢了
。

再次
,

上述原因分析还有不够准确之处
。

且看两个事实
:

一是已经有人针对分析的原因

把京剧的那些缺欠加以纠正
,

改编或新编了一

些新剧 目
,

将某些
“

现代意识
”

等融入其中
。

结

果如何呢 ?我们未见哪出戏被人们像 当年对

《甘露寺》
、

《借东风》
、

《玉堂春》等那样有 口 皆

碑地赞誉和传颂
,

恰恰相反
,

它们不但未能争

取到一批新观众
,

甚至连一些旧观众也失掉

了
。

这里笔者无意否定有关人员的探索和努

力
,

只是想说明相应的分析并未切中要害
。

二

是话剧
、

歌剧
、

舞剧等从国外传入的新戏剧也

颇不景气
,

甚至连这些戏剧发祥地的西方一些

国家的舞台戏剧演出也不景气
。

著名话剧演员

右维坚为交流话剧艺术曾赴西欧访问
,

他在英

国十余日竞连一场话剧也未看到
,

看来国内外

的舞台戏剧都存在
“

危机
”

了
。

这些戏剧与
“

陈

旧
” 、 “

节奏慢
” 、 “

程式化
”

等并无干系
,

可见一

些论者所指出的那些
“

原因
”

显然不够用
,

他们

的分析欠准确了
。

综上所述
,

京剧的
“

危机
”

只是舞台戏剧
“

危机
”

的一个组成部分
。

因此
,

我们在谈论京

剧衰微
、

分析京剧
“

危机
”

的成因时
,

不能不看

到舞台戏剧总体衰落这个
“

面
”

上的大问题
。

二
、

舞台戏剧衰落的主要原因

导致京剧等舞台戏剧衰落的首要因素是

什么呢 ?笔者认为
,

是现代科技的冲击
,

具体地

说
,

是作为现代科技杰出成果之一的电视和声

像技术的普及
,

使京剧等舞台戏剧跌入了低

谷
。

这本来是个尽人 皆知的现实
,

然而这个明

显的事实却被不少论者忽略了
,

至少未见有人

在报刊上专门论及此事
,

有些文章偶尔提到
“

再加上近年来电视的普及
” ,

也往往一带而

过
,

没有把它放在重要位置上
,

更未加进一步

的探讨和分析
,

其至连舞台戏剧的衰落或
“

危

机
”

的提法也未见诸报端
。

电视走入亿万人民的家庭
,

给人们了解和

认识外部世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

也大大丰富

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

人们安坐家中
,

可以自由

地选择数十台不同的文艺节 目
。

在这种情况

下
,

舞台戏剧受到冲击
,

屏幕艺术近乎淹没舞

台戏剧
,

是势在必然的
。

不是可以把京剧等舞台戏剧搬上屏幕吗 ?

效果却大不一样
。

很多人
,

包括笔者这个当年

京剧的旧观众
,

都宁愿看一些质量并不很高的

影视剧而不愿再看京剧等舞台戏剧的转播或

录像了
。

原因何在 ?我们知道
,

舞台剧是一种通

过剧场演 出的舞台戏剧 艺术
,

而不是通过镜

头摄制剪辑而成的屏幕 (或银幕 )艺术
。

如果把

舞台剧原封不动地
“

照
”

入电视
,

又用屏幕艺术

的欣赏标准去衡量和评判它
,

人们会感到处处

不习惯
,

处处不合
“

标准
” 。

因为舞台剧从其一

产生便是为剧场舞台演出设计的
,

而不是为适

应镜头拍摄和屏幕播放需要设计的
。

即使是与

影视戏剧较为接近的话剧
,

若原封不动地搬上

屏幕
,

也会有很多不适应的成分
,

所以
,

话剧搬

上屏幕或银幕往往也需要重新加工
,

甚至改编

成电视剧或电影
,

以新的面貌出现
。

至于京剧和地方戏曲搬上屏幕的难度就

更大了
。

京剧等中国戏曲
,

被西方人称为中国

的歌舞剧
,

它集话剧
、

歌剧和舞剧于一身
。

京剧

等戏曲歌舞化的特点
,

决定了它的写意性
、

虚

拟性及夸张性等特色
,

它与极注重写实的影视

剧有着巨大差异
。

在京剧舞台上
, “

四兵丁
”

或

,’/ 又龙套
”

代表了千军万马
。

观众完全可以理

解
,

再大的舞台也不可能容纳下整团整师的军

队
,

也无必要
。

观众也不会考虑其可信度有多

少
。

搬上屏幕就不同了
, “

带领三千人马
”

怎么

才四个人 ? “八十三万大军
”

怎么才八个人 ?以

影视剧的写实来要求
,

起码要表现出
“

浩浩荡

荡
”

才行
,

这不是与实际情况相差太远
、

太不符

合
“

标准
”

了吗 ?京剧还善用夸张手法
,

如剧中



人物的大笑和痛哭
,

常用三段笑法和拖长的哭

腔
,

这是由歌舞剧特色形成的整体风格的一部

分
,

是生活的提炼和艺术的升华
。

这些如通过

镜头在屏幕上展现
,

再以写实的
“

标准
”

来要

求
,

将会被认为是极荒唐可笑的
。

虚拟手法是

京剧等戏曲的又一特色
。

舞台上角色的一个
“

跑圆场
”
表示已走过万水千山

,

然后仍站在舞

台原来的位置上
,

说道
: “

来此已是⋯⋯
” 。

连背

景也无任何变化
,

却表示到了千里之外的某

地
。

对此
,

观众不会有人说是否符合实际
。

观众

在关心剧情进展的同时欣赏了其优美的身段
、

动作
、

台步和舞姿
,

并且剧情和歌舞艺术欣赏

二者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
。

这种虚拟手法如

果在屏幕上出现
,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 ?

原地不动
,

硬说是到了千里之外新的某地
,

太

不可思议了 !离开了对剧情的思考
,

剩下的只

是欣赏那些断断续续
、

很不连贯的舞姿身段

了
。

剧中人物还要唱
,

如果单欣赏唱
,

听听录音

也就可以了
,

何必还要看 电视呢 ?动作和唱段

又延缓了剧情
,

势必
“

节奏缓慢
”

了
。

这样
,

京剧

等戏曲融歌舞
、

技艺于剧情及人物的综合性特

色等优点反而变成了它的缺点
。

再加上演出质

量下降
,

无怪乎很多人要另选频道了
。

京剧等

舞台戏剧与屏幕艺术相互的不相适应
,

是舞台

戏剧搬上屏幕不易被人们接受的一个重要原

因
。

此外
,

京剧等舞台戏剧还极注重剧场效果

和演出气氛的烘托
。

在剧场演出时
,

每当演到

高潮或戏剧冲突顶点时
,

演出与剧场内的气氛

形成一个整体
。

例如
,

当年京剧艺术巨星裘盛

戎在《铡美案》演出中
,

每当演唱到
“

将状纸押

至在某 (我)的大堂上
”

时
,

矛盾冲突达到顶点
,

其声如洪钟的动情唱腔
,

一大段排山倒海般声

讨陈世美的
“

快板
”

演唱
,

和与之珠联璧合的器

乐演奏同时嘎然而止
,

瞬息剧场内掌声
、

彩声

骤然而起
,

涌泉般进发出来
,

观众几乎是情不

自禁
,

不能自已的
。

观众由屏住呼吸欣赏扣人

心弦的演唱到感情潮水般地涌泄
,

此时台上台

下浑然一体
。

艺术家精美绝伦的演唱激发起观

众的激情
,

观众的激情又激励演出者更加投入

地演出
,

这是屏幕和银幕艺术所难以做到的
。

这也许就是今天我们观赏众星合作的电影艺

术片《铡美案》反而不如倾听他们当年的剧场

实况录音
,

这也是后者更感人更动听的原因之

所在吧
。

京剧等舞台戏剧的艺术家们为剧场舞

台精心设计的表演方式和表现手段
,

不一定能

适应镜头拍摄和在屏幕(或银幕)上的映现
。

舞

台戏剧与屏幕 (或银幕 )戏剧存在着表现手段

的差异和互不适应
,

二者之间的磨合绝非轻而

易举朝夕可成的
。

笔者之意并非反对 目前在 电视中转播或

录制京剧等戏曲及舞台剧
,

只是想指出京剧等

舞台剧与电视戏剧艺术要达到完美的结合
,

中

间还有个长期研究探讨的课题
,

有个艰苦探索

实践的过程
。

京剧等舞台戏剧的衰落当然还有其他因

素
,

如人们欣赏情趣的变化
,

社会风气走向
、

导

向
,

管理的因素
,

艺术人才流向以及京剧艺术

自身的内在因素等等
,

对于这些因素本文暂不

探讨
。

笔者认为首要因素是电视走入人们的家

庭及舞台剧特别是京剧等戏曲与电视艺术的

互不适应
。

这是导致京剧等舞台剧出现不景气

现状的总根
。

其他支脉和局部的问题当然也要

解决
,

但它们是处于从属地位的
。

认识了总体

原因和解决问题的难度及艰巨性
,

才能决定采

取何种相应的对策
,

而只按原来的步子
、

尺度
、

标准作局部的修修补补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的
。

对京剧等戏曲来说
,

更要下大力气
,

要

有一个长期的艰苦探索和反复实践的过程
。

三
、

京剧的继承和关于
“

京剧危机
”

成因说的几个问题

前面谈了在电视的冲击下舞台戏剧的衰

落
,

以及京剧等舞台剧与电视艺术相互结合的

艰难情况
,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不要继承京

剧艺术遗产呢 ? 回答是肯定的
,

当然要继承
,

并



且还要使之继续向前发展
。

京剧是我国民族艺术的瑰宝之一
,

是历代

无数艺术家辛勤耕耘的结晶
,

同时也是世界戏

剧艺术宝藏的一部分
。

京剧等中国戏曲具有悠

久的历史
,

源远流长
,

它是在宋元杂剧
、

元明南

戏及明清传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中国古典

戏曲与古希腊的悲喜剧
、

印度的梵剧被并称为

世界三大古典戏剧
。

京剧等中国近世戏曲以其

独具的特色
,

又成为近代世界三大演剧体系之

一
。

它既不同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再现现实

生活
、

追求
“

幻觉共鸣
”

的
“

体验派
”

戏剧
,

也不

同于布莱希特主张
“

间离效果
” , “

不要求观众

感动
,

只要求观众思索
”

的
“

表现派
”
戏剧

。

京剧

等中国戏曲的歌舞化特点
,

其写意性
、

虚拟性
、

夸张性等特色使之与生活拉开了距离
,

它公开

承认舞台的假定性
,

但要求
“

假戏真作
” ,

既表

演情节
、

人物
,

又表演艺术
。

观众明明知道剧中

人不可能在悲愤到极点时还能唱能舞
,

但它却

能使观众相信其真
,

产生感情的共鸣
,

甚至还

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

京剧等中国戏曲以其独

具的特色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

从而丰富了世界

戏剧艺术宝库
,

使世界戏剧 艺术更加绚丽多

姿
、

异彩纷呈
。

所以我们不但不能在新形势下

因其出现衰落就予以指责或轻视
,

而且更要继

承
、

改革
、

创新和发展它
。

有人对京剧的写意
、

虚拟等手法提 出非

议
,

认为它与以写实为主的话剧和影视剧相

比是落后的
、

非现实主义的
。

我认为这种看法

是片面的
。

各种戏剧都是在一定条件下
,

以其

特有的形式和手段反映生活的
,

而且
“

写实
”

与
“

写意
”

也是相对而言的
。

京剧以写意为主
,

但也有写实成分
,

如以鞭代马
,

以桨代船
,

以

车旗代车
,

以四或八兵丁代表千军万马等等
。

其 中马是虚
,

鞭是实
;
船是虚

,

桨是实
;
车是

虚
,

车旗是实
; 千军万马 是虚

,

四或八兵丁是

实
。

话剧
、

影视剧主要写实
,

但其中也有
“

虚
”

的成分
, “

十万大军
”

难道真的一个不差 ?炸平

某一城镇就真将该城夷为平地吗 ?写意与写

实有个为主为辅的问题
,

有个表现方法和表

演体系的问题
。

写实戏剧多注重摹仿和再现
,

而写意戏剧则多注重虚拟和神似
。

京剧中的

开 门
、

关窗
、

骑马
、

进殿
,

上楼
、

下船等大都通

过虚拟动作来完成
,

而话剧
、

影视剧则要出现

实物或通过音响效果来实现
。

京剧 的写意特

征很类似于中国画的写意特征
。

齐白石画虾
,

画面上没有水
,

甚至连水纹也不出现
,

以虾的

动态使人感到水的存在
。

京剧不讲求酷似生

活
、

再现生活
,

而是要求对生活进行提炼
、

加

工
、

美化达到传神
,

一些动作来源于生活又艺

术化地 高于生活
。

戏曲理论家王骥德在《曲

律 》中说
: “

戏剧之道
,

出之贵实
,

用之贵虚
” ,

又 说
: “

以实而实也易
,

以虚而实也难
’,
¹

。

王

国维在《宋元戏 曲史 》中说
: “

元剧最佳之处
· · · · ·

一言以蔽之
,

日 有意境而 已矣
’, º 。

可见

虚拟和写意有传神之妙
。

京剧可以在 同一时

间
、

同一舞台实现多重空间
。

这是其他写实戏

剧所难以实现的
。

如在同一舞台上 同时出现

的两个或两组人物却能视而不见
,

一个说
:

“

贤弟在哪里 ? ”一个说
: “

仁 兄在哪厢 ? ”然后

走到假定的门内才激动地相见
,

而写实戏剧

则要通过换幕换场或变换镜头背景才能完

成
。

京居J写意还有更神奇之处
,

如《三岔口》
,

在耀眼的灯光下
,

却能表现伸手不见五指的

黑夜
,

它是通过一系列摸黑对打的动作来实

现的
。

观众未觉其
“

假
” ,

而是把观剧与欣赏惊

险精彩的演艺紧密结合在一起
。

再如京剧脸

谱
,

它是人物性格某一侧面艺术化的展现
,

如

张飞的笑脸
,

加上粗犷又有几分诙谐
、

粗中有

细的表演
,

生动可爱
,

没有人产生这个人物像

不像小说或历史上的张飞面孔的想法
。

相反
,

对影视剧中的人物
,

人们往往倒要品评一番
。

“

虚
”

反而
“

实
”

了
, “

写意
”

反而
“

真实
”

了
,

这

就是相反相成
。

所以
,

京剧写意
、

虚拟等特色

有其独到之妙
,

是自成体系的
,

我们不但不能

轻视它
,

反而要深入地研究其内在的功底和

学问
,

很好地加以挖掘和继承
。



一些人在分析
“

京剧危机
”
成 因时提到

“

程式束缚
”

的问题
。

笔者认为
,

对这个问题也

应辨证地分析对待
。

我们应该承认 问题是存

在的
,

程式不但对内容的展现有所束缚
,

也使

京剧剧本的改编和新编工作受到局限
,

增加

了难度
。

新剧目的缺少
,

又造成了它的
“

陈旧
”

和缺乏
“

现代意识
”

等问题
。

但是我们也应看

到问题的另一面
。

所谓
‘

程式
’ ,

也是来源于生

活的
。

它是把生活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进行

提炼
、

概括而形成的较为规范的表现手段
,

经

过美化而达到艺术升华
,

如
“

亮相
” 、 “

起霸
” 、

“

走边
” 、 “

趟马
”

等等
。

虽然这些程式在很多戏

中都有运用
,

但依据不同的剧情也是变化多

端的
。

即使是行路 (台步)
、

上马
、

登船
、

哭笑以

至对 白 (念白)等习用表演程式也是 因人而

异
、

因事而异的
。

例如《群英会》中对
“

火
”

字一

场
,

同是
“

三笑
”

的表演
,

却表现了三个剧中人

物的不同心情和神态
:

周瑜是欣喜见解一致
,

增强取胜信心 的快慰之笑
,

孔 明是早在预料

之中的淡淡应和之笑
,

鲁肃则是出乎意外惊

喜见解巧合的放声大笑
,

三个人物神采各异

地展现于观众的面前
。

《沙家洪》中
“

智斗
”

一

场
,

运用了传统的
“

背躬
”

的程式
,

真切地表现

了阿庆嫂
,

刁德一和胡传魁各 自的心态
,

表演

时谁有戏
,

雄即占据舞台的中心位置
,

其他人

则 自动移至一侧
,

轮番调换
,

类似于影视剧的

蒙太奇手法
。

没有人认为这一程式束缚 了剧

情的展现和发挥
,

反而成为精采的一场
。

很多

艺术家灵活地
、

创造性地运用程式使人物栩

栩如生
,

情境多姿多彩
。

可见灵活地运用程式

又不拘泥于程式
,

有创造性地发挥
,

更能增强

其表现力
。

至于京剧不能
“

专剧专 曲专调
”

问题
,

对

此也应辩证地分析
。

其实
,

这也是个程式问

题
。

京剧的唱腔音乐都有较为固定的曲调和

板式
,

被称为
“

板腔体
” 。

其常用的曲调也只有

二黄
、

西皮和它们的反调等几种
,

连同他们下

设的各种板式及杂曲加在一起
,

其常用者也

不过只有数 十种之多
。

这与千变万化毫无拘

束的歌剧
、

舞剧
、

交响音乐及现代音乐等相比

可以说是太
“

单调
”

了
。

我们应该承认这个
“

现

实
” 。

但是这 只是
“

现实
”

的一面
,

还应看到另

一面
:

同是一段二黄导板
、

回龙
、

原板
、

快三眼

或散板
,

在不同的剧 目中又是那样千变万化
、

异彩纷呈
;
同一出戏的同一段西皮慢板或流

水板
、

二六板
、

快板
、

摇板等又有马派
、

谭派
、

余派
、

言派
、

高派
,

骥派与杨派
、

奚派等迥异风

彩 ; 同一段反二黄
、

四平调
、

南梆子等又有梅
、

尚
、

程
、

荀及后来居上的张 (君秋 )派等多姿多

彩的展现
,

若不是因舞台剧的总体衰落
,

恐怕

还会更加丰富
。

向宏观世界 自由驰骋的歌剧
、

舞剧
、

交响乐及现代音乐令人心驰神往
;
向微

观世界精 心探索的京剧 音乐也使人拍案叫

绝
。

宏观世界是丰富多彩
、

千变万化的
;
微观

世界也是婀娜多姿
、

千姿百态的
。

我们不妨再以我国的新诗和古典格律诗

词的情况作为喻例
,

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

新

诗没有格律韵仄的束缚
,

自由奔放
,

而律诗只

有五律
、

七律
、

五绝
、

七绝及排律等几种形式
。

词 的格式虽有数百种
,

但较常用的词牌也只

有数十个
。

然而
,

就是这几种或数十种格律诗

词却产生了我 国历史上辉煌的唐诗宋词
,

无

数诗词精品和众多伟大的诗人
、

词家
,

当代有

不少人还时时写些格律诗词
,

其中也不乏名

篇佳作
。

相反
,

人们对一些新诗 熟悉者却甚

少
,

至于能随口吟诵者则更为罕见
。

京剧的程

式及其音乐
、

唱腔和现代歌剧
、

舞剧
、

音乐等

相比较与之有某些相似之处
。

京剧的唱
、

念
、

做
、

打等都有一定的规范
,

但就是在众多的规

范下却产生了多姿多彩的艺术精品和艺术表

演
。

在京剧发展史上谭鑫培
、

杨小楼
、

梅兰芳
、

马连良
、

谭富英等等艺术名家层出不穷
,

群星

灿烂
。

他们锐意创新
,

达到京剧艺术的高峰
。

他 们非但没有被程式所束缚
,

程式反而成为

他们进行创造可资利用的手段
。

可见
,

关键在

于怎样对待和处理程式
。



四
、

出路何在

在当今电视时代
,

京剧和其他门类的舞台

剧面临严峻的挑战
,

面临着既要与电视争夺观

众 (哪怕是一部分 )
,

又要与电视相结合
,

运用

电视手段发展 自己并达到观众喜闻乐见的双

重课题
。

要把观众争夺到剧场中去
,

京剧非有高质

量的舞台演出不可
。

高质量
、

超水平是吸引
、

征

服观众的关键
。

京剧在以往的发展及其与其他

戏剧门类的竞争中
,

是不断适应形势需要
,

在

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的
。

例如它不仅继承流

派
,

还不断创造新流派
:

谭鑫培之后出现了众

多的生行新流派
, “

四大名旦
”

之后出现了
“

无

腔不学张 (君秋 )
”

的局面
,

金少山之后呈现了
“

十净九裘
”

的新潮等
。

在当前形势下
,

应当有

更大力度和全方位的创新举措
。

京剧在微观方

面的努力不能停止
,

向宏观方面的探索也不可

偏废
。

从剧 目
、

表演
、

唱腔
、

念白到器乐
、

舞美
、

灯光以及最新科技成果的运用等都是如此
。

西

方国家有些人已不满足于只在家中观赏电视

节 目
,

开始重返剧场或其他娱乐场所
。

如果京

剧舞台演出有了超水平的艺术发挥
,

并在改革

中逐步适应新一代观众的欣赏情趣
,

争夺观众

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

京剧与电视相结合是又一个大问题
。

一方

面是 电视转播和录像如何适应京剧艺术的表

现特点
,

克服只是
“

照像
”

过程的作法
。

除镜头

的伸缩
,

全景
、

近景及特写境头的变化外
,

现代

影视摄制技巧如何反映京剧艺术特色
,

应成为

一个研究
、

实践的重要课题
。

另一方面
,

京剧工

作者在研究如何进一步提高舞台表现水平的

同时
,

还要研究如何适应屏幕
、

镜头摄制的学

问
,

研究解决如何在电视屏幕上展现的问题
。

二者的结合是一个长期艰苦摸索实践的过程
。

另外
,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
,

在电视时代
,

我国的影视艺术同样存在本身如何学习
、

借鉴

和继承京剧等民族艺术的精华
,

以创作出具有

民族特色的影视精品的问题
。

近年来有几部电

视连续剧曾引起轰动
,

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

一

部《包青天》
,

以明快爽朗的民族风格吸引了亿

万观众
,

它不仅人物的服饰
、

造形
、

动作
、

话白

等较成功地融入了京剧的手法
,

而且在情节
、

场面的处理等方面对京剧艺术也有所借鉴
,

如

宋仁宗议事只有包拯
、

王延龄等几个与该事有

关的人物出场
,

突出了主线
;
它不讲排场

,

不搞

劳民伤财的大场面以追求所谓的
“

历史真实
” ,

用的都是类似京剧的简炼写意手法
。

《戏说乾

隆》中一把扇子具有神奇力量的夸张手法
,

《新

白娘子传奇》中唱
、

舞结合的表演生动活泼
,

受

人喜爱 ((( 白》剧的后半部有些
“

添足
” ,

属情节

安排问题 )
。

这几部电视连续剧继承
、

借鉴了京

剧等民族艺术的传统
,

具有较鲜明的民族特

色
。

电视时代应是一个艺术腾飞的时代
。

我们

的影视剧应当继承
、

借鉴京剧这个民族艺术瑰

宝的精华
,

这是我们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

这种

借鉴与继承不应是俯身采集式地摘取其一招

一式来进行自我点缀与装演
,

而应是深层次

的
。

创制民族艺术的新杰作
,

为世界戏剧艺术

事业作出新贡献
,

应是我们坚持不懈地探索和

实践的奋斗目标和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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