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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看戏的

观众在剧院 3 楼有了新发现——在 3 楼

的落地窗户前，一排排展架整齐地摆放

在前厅，一张张精美的水墨京剧人物画

安静地挂在展架上，但那些宣纸上线条

简单的人物，却仿佛依然站在舞台之

上，唱着未完的西皮二黄，舞着缠绵的

水袖。

这些画中有戏、戏中有画的水墨京

剧人物画出自中国京剧舞台美术设计

的元老、国家一级舞台美术设计师李文

培之手。

现代戏舞美：浪漫主义的写实

从 1964 年自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

毕业被分配到国家京剧院工作，京剧便

成了李文培生命的一部分。“那会儿我

很‘洋’的，在学校里学的都是话剧舞美

设计的方法。来到京剧院之后，发现京

剧舞美和话剧舞美有着天壤之别，一切

都要从头学起。”于是，看戏以及和剧院

的老先生、演员们聊戏，成了李文培的

工作也成了他的兴趣。

上世纪 60 年代，京剧《红灯记》到广

交会演出回京后，得到了江青要求修改

剧本的命令。在江青“要加强武装革命

斗争”的要求之下，《红灯记》增加了第

10 场“伏击歼敌”，而这一场的舞美设计

就由李文培担任。

“《红 灯 记》里 的 故 事 被 设 定 在 北

山，当时有人跟我说，哈尔滨真有个北

山，但我没去过，所以我就找了很多东

北大好河山的美术作品作为参考。”最

终，经过反复推敲修改，这一场的背景

被绘制成了密密层层的松林之中，雪山

隐隐可见的图画。“《红灯记》的背景里，

‘平’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有意加了一

些‘立’的东西，在舞台两边添了高大的

松树。”

而第 10 场中，最精彩的无疑是“神

兵天降”的段落，战士们从由高到低的

3 块石头上以各种技巧纷纷翻下，与日

寇展开搏斗。而就是这 3 块石头，让李

文培费尽了心思。“那时候，塑料这种材

质刚刚出来。我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

舞美工作人员一起找了几块形状漂亮

的大石头，先用喷灯把塑料熔软，然后

再糊在石头上，最终有了这 3 块石头的

最初造型。”李文培介绍，塑料做出的

“石头”非常坚硬，棱角又多，演员很容

易受伤，于是他们最终用纸和布一点点

雕出了“石头”的形象。“当时，江青对

《红灯记》的修改审查非常严格，我们都

很忐忑，结果这个设计一遍就过了，真

的非常庆幸。”

基于对《红灯记》舞美的成功修改

设计，李文培之后又参与了京剧《红色

娘子军》的舞美创作。

传统戏舞美：不喧宾夺主的写意

李文培认为，与现代戏舞美的浪漫

主义的写实不同，传统戏和古装戏的舞

美应该遵从不喧宾夺主的写意的原则。

1996 年，为纪念欧阳予倩诞辰 100

周年，国家京剧院排演了欧阳予倩的代

表作《桃花扇》，由 杜 近 芳 主 演 。 李 文

培 为《桃 花 扇》设 计的舞美非常简单，

舞台背景只是一把巨大的扇子，扇面上

的图案，按照剧情的变化分为 梅 、兰、

竹、菊 4 种。“在设计之初，杜近芳先生对

我说，她希望《桃花扇》的舞美不要去还

原李香君的生活环境，而是要表现她的

才情和忠贞。杜近芳先生对我的设计

很满意，认为我做的舞美设计做到了将

李香君的人物性格准确外化。”

李文培说，他设计的舞台布景，演

出时三四个人就能够完成所有装卸工

作，而现在京剧舞美的大制作化，是对

京剧的亵渎。“我也是学话剧舞美出身

的，但是戏曲的舞美设计与话剧非常不

同 。 京 剧 舞 美 的 大 制 作 是 无 能 的 表

现。”李文培奉劝京剧舞美的设计者们，

要多学习，不要拿京剧“开玩笑”。

对于京剧舞美的设计，李文培曾和

剧作家阿甲有一段对话，令他至今记忆

犹新。“有一次，我问阿甲老师对京剧舞

美创作的看法。他说：‘我反对资本主

义的累赘，也反对封建主义的简陋。’我

又反问：‘那正确的做法您没说啊，应该

怎样做呢？’他说：‘你来探索吧。’”

经过 50 年的创作积累，李文培总

结，京剧舞美的创作应该“若即若离”，

所谓“即”，是要以剧情和人物为根本出

发点；所谓“离”，是指设计前卫不要被

剧中具体描写的场景所捆绑。“故事发

生在皇宫里，就要真的做出一个皇宫，

这是很愚蠢的。舞美设计要站在更高

的角度，对人物、场景进行概括。”

戏曲人物画：水墨诗意的流动

在进行舞美设计的同时，李文培始

终没放下画笔，守着京剧舞台和京剧大

师，戏曲人物自然成了他信手拈来的创

作元素。几十年的创作，也让他的水墨

京剧人物画独具一格。

李文培的水墨京剧人物画融传统

水墨技法和西洋绘画技巧于一体，在追

求形神兼备的同时，用没骨的写意手法

描绘戏中人物。他常用墨之重、水之

晕，让传统韵味寄寓于现代美感之中，

让舞台上瞬间之美定格。“京剧的表演

和水墨有着很多相通的地方，以短打武

生为例，他们常常着黑衣，他们在舞台

上 的 翻 转 腾 挪 就 是 水 墨 诗 意 般 的 流

动。在水墨的可控与不可控之间，表现

人物的律动，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李文培说，为了此次在梅兰芳大剧

院的展览，他整整创作了一年。这 20 多

幅作品是他的心血之作，是他对绘画新

的领悟，也是他对老先生们的追忆。“在

我下笔之前，老先生们的舞台形象早已

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他们的一唱一

舞、一举一动，甚至一个细微的表情变

化我都非常清楚地记得。我只是负责

将他们的这些瞬间保留在宣纸上。这

些老先生或是年事已高，或是已经过

世，我希望为他们留下点什么。”

李文培：“京剧舞美大制作是无能的表现”
本报记者 刘 淼

“白菜青盐糙米饭，

瓦壶天水菊花茶。”幅员

辽阔的中国大地，民间

百姓的饭食生活尽在村

舍市井之间。

纪录片《舌尖上的

中国》自 2012 年 5 月在

中央电视台首播以后，

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

泛关注。该片让我们看

到 不 同 地 域 的 美 食 文

化，看到许多闻所未闻

的精湛技艺，更看到同

一种食材在天南地北之

间的变化。它用味道营

造出了一个个真实的故

事。从传统劳作到食物

创新，生活的艰辛和几

代人的智慧结晶，中国

人“吃”的传承和变化已

经逐渐凸显出它特有的

国人气质。

两年 后 ，《舌 尖 上

的中国》（第二季）回归

荧屏，目前已进入后期

制 作 阶 段 ，将 于 2 月 底 与 观 众 见 面 。

央视纪录频道总监刘文透露，在《舌尖

上的中国》红遍大江南北后，《舌尖上的

中国》（第二季）的发行价格已经远超第

一部。

日前，《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

在广州举办首次主创见面会，现场主

办方播放了几段《舌尖上的中国》（第

二季）片花。谈及其中一段“蜂蜜的故

事”，总导演陈晓卿解说起来：“对甜味

的追求是人类美食最初始的冲动，很

久以前人类就学会了寻找甜的味道，

甜常常代表营养和温馨。”陈晓卿称拍

摄 这 段 用 了 40 天 ，按 照 他 的 解 说 ，

“《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要继续着

眼美食中的人文部分”。

谈及第二季和第一季的区别，陈晓

卿透露，集数、时长均不变，第二季将分

为《时节》、《脚步》、《心传》、《家常》、《秘

境》、《相逢》、《三餐》7集播出，单集 50分

钟，不过节目中会呈现出更加丰富多样

的地域风情和千姿百态的美味珍馐，最

后 一 集 还 有 拍 摄 花 絮 作 为“ 彩 蛋 ”登

场。“这次呈现的区域更加广泛，我们最

后一个拍摄点是青海，基本上全国 30 多

个省区市包括港澳台地区的美食都有

呈现，甚至还拍到新加坡美食。”他说。

此外，央视纪录频道与《舌尖上的

中国》（第二季）同步启动了大型整合

传播活动《一城一味》。这一活动涵盖

了《一 城 一 味》系 列 纪 录 片 的 摄 制 播

出、“舌尖美食达人”网络评选、“全国

美食总动员”主题征集以及一系列多

平 台 、多 角 度 的 网 络 推 广 活 动 ，通 过

“全流程、全媒体”的传播模式，不断扩

大“舌尖品牌”的文化影响力。据刘文

介绍，这一整合传播模式将是纪录片

从传统电视媒体向新媒体实现跨界、

从单一作品转向全媒体文化品牌实现

延展的重要一步。

与 此 同 时 ，随 着《舌 尖 上 的 中 国》

（第二季）的即将推出，央视纪录频道将

以“集群化”的方式，打造一个异彩纷呈

的“2014 纪录大片季”。这些原创重点

纪录片不仅将在全社会产生广泛的影

响力，也会持续进入国际主流电视市

场，成为面向海内外展示美丽中国的一

张张极具传播力的“影像名片”。

《《舌尖上的舌尖上的中国中国》》（（第二季第二季））

续写续写美美味传奇味传奇
本报记者 钱 力

本报讯 （记者马霞）由著名导

演田沁鑫执导的话剧《红玫瑰与白

玫瑰》2010 时尚版近日在北京天桥

艺术大厦进行了两场实验演出。演

出前，田沁鑫还为观众带来了一堂

话剧讲座，分享了她的创作感受。

这部时尚版《红玫瑰与白玫瑰》

延续了“明星版”中二人共饰一角的

形式，不但剧情转移到当代社会，并

且人物性别也完全转换，话题更是围

绕都市白领展开。剧中台词大量融

入“80后”风格的犀利俏皮的语言，表

演形式包含了肢体、说唱等元素，令

年轻观众感觉十分过瘾。然而剧中

反映的夫妻情感、事业压力、生存挣

扎等社会热点问题却和张爱玲原著

如出一辙，情欲与爱情、家里与家外、

刺激与妥协，该如何面对与选择……

据了解，本次实验演出是北京天

桥演艺区文化系列活动的内容之一，

主办方希望通过话剧演出及讲座，让

更多观众有机会走近高雅艺术，近距

离感受舞台魅力。与此同时，随着天

桥演艺区规划建设的不断推进，类似

的惠及公众、品质高雅、形式多样的

演艺活动还将持续上演。

本报讯 （记者钱力）日前，《四

个中国人》新书发布暨作者见面会

在京举行。该书作者之一、纪录片

《扇鼓·乐》的导演焦瑞青，分享了

团 队 在 调 研 与 写 作 中 的 故 事 与 思

考。该书主角之一、陕北老艺人高

喜业也来到现场，令与会者在品读

文字的同时，感受到民间艺术的鲜

活魅力。

《四个中国人》源自清华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清影工作室 2007 年起

进 行 的 非 遗 记 录 与 研 究 工 作 。 自

2007 年开始，清影工作室一直在一

边拍纪录片一边做研究。这期间，

他们在陕西华县遇见了演皮影的吕

崇德，在浙江衢州遇见了打纸簾的

程宵春，在陕西榆林遇见了唱红白

的高喜业，在河北赞皇遇见了跳扇

鼓的池素英，于是诞生了 4 部纪录

片：《戏末》、《一张宣纸》、《喜业》、

《扇鼓·乐》。与此同时，《四个中国

人》也编辑出版。该书以白描式的

手法记录了这四位普通中国人的手

艺与生活，揭示了传统手艺与现代

社会的碰撞与融合，来探究中国传

统文化的传承机制与精神内涵。

本报讯 据透露，获第 86 届奥

斯卡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

最佳影片等 10 项重量级奖项提名的

电影《美国骗局》已经确定于今年登

陆 中 国 ，有 望 近 期 亮 相 内 地 银 幕 。

今年的奥斯卡颁奖盛典将于当地时

间 3月 2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

《美国骗局》由曾执导《斗士》、

《乌云背后的幸福线》的导演大卫·

欧·拉塞尔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

了美国联邦调查局与一名骗术大师

联手调查一起腐败案的故事。“蝙蝠

侠”克里斯蒂安·贝尔、奥斯卡新科

影后詹妮弗·劳伦斯、“新超人女友”

艾米·亚当斯、“鹰眼”杰瑞米·雷纳

等重量级演员加盟。该片于 2013 年

度横扫各大颁奖礼，获得了金球奖

13项提名。 （简 彪）

本报讯 （记者党云峰）“金蛇

辞旧岁、骏马迎新春——北京诗书

画名家甲午新春为农民义写春联”

活动近日在北京昌平区兴寿镇上西

市村举行，来自北京的十几位书画

家为村民现场书写并赠送了春联。

一副副春联成了抢手的年货，

村民根据自己的喜好报上内容，书

画家有求必应，给村民送出了近千

份新春祝福。除了送春联，艺术家

还向上西市村赠送了精心创作的书

画作品。祥和的气氛和浓浓的年味

弥漫在整个村庄。

北 京 东 方 中 国 诗 书 画 院 院 长

刘 迅 甫 说 ：“这 是 我 为 农 民 写 春 联

的第 31 个年头了。艺术的生命力

来 自 群 众 ，如 果 脱 离 群 众 ，就 会 变

成 无 源 之水、无本之木。艺术家只

有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才能永葆

艺术青春。”

本报讯 （记者祝静）“在创作

风格上，纪录片《瓷路》既有历史纪

录片的考证拍摄，也有现实题材的

纪实抓拍；既有设悬念、讲故事的手

法，也有观点与主题的论述，力求有

思想，但更要好看。”《瓷路》总导演

张力在该片看片会中说。

1 月 21 日，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

制作的重点纪录片《瓷路》在京举办

看片会。《瓷路》全片共分为 6 集，每

集 50 分钟，是一部讲述中国陶瓷文

化在全世界传播旅程的纪录片。在

这条神奇的瓷器之路上，充满了探

险、财富、人性、生死、战争和沉船的

精彩故事，从中可以寻找中国文明

和世界文明交流碰撞的火花。

据《瓷路》主创团队介绍，该片

摄制工作历时两年半，摄制组辗转欧

亚两大洲，寻找流落世界各地的中国

瓷器，频繁进出各国国家档案馆、博物

馆、古窑场与私人收藏室，探寻附着于

中国瓷器背后的文化信息，为这段可

以触摸的历史留下珍贵的影像记忆。

正如该片执行总导演董浩珉所

言：“我们的摄制组在过去的两年里，

北到内蒙古、西到新疆、东到台湾、南

到海南，覆盖了中国历史上主要的瓷

器产地和外销路线，在国内18个省近

30个县市以及世界上10个国家进行拍

摄。这可能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投入

最多，以瓷器为主题的拍摄行动。”

据悉，作为央视纪录频道的春

节贺岁大片，纪录片《瓷路》将于 1 月

31日起首播。

本报讯 （记者罗云川）记者从

青岛市京剧院获悉，剧院将于春节

期 间 推 出“2014 新 春 贺 岁 京 剧 演

出”，上演传统大戏《龙凤呈祥》、《玉

堂春》。

“新春贺岁京剧演出”是青岛市

京剧院每年春节期间举行的一项重

要活动，已连续举办多年，今年剧院

组织优秀的中青年演员恢复排演了

两出经典的传统京剧大戏《龙凤呈

祥》和《玉堂春》，将分别于 2 月 4 日

（正月初五）、2月5日（正月初六）晚在

青岛四方剧院上演。其中，《龙凤呈

祥》由青岛市京剧院在全国及省级比

赛中获奖的优秀中青年演员张秀晶、

刘佳、苏旭、巩发艺、朱勇、赵澜、郝

振、包大鹏等担纲主演；《玉堂春》由

该院获得山东省京剧大赛一等奖的

青衣演员赵澜、文丑演员朱勇以及优

秀青年演员郝振、包大鹏、牟晓飞等

担纲主演。

“2014 新 春 贺 岁 京 剧 演 出 ”之

后，3月至 4月，青岛市京剧院将携现

代京剧《红灯记》和传统京剧《望江

亭》赴浙江、江苏两省的宁波、镇江

等大中城市进行巡回演出近 30 场。

下半年，剧院将携京剧《大闹天宫》

赴上海进行 50场至 60场的巡演。

《瓷路》：中国陶瓷文化的世界之旅

田沁鑫携“红白玫瑰”走进天桥艺术大厦

《四个中国人》：描述手艺人的生活

奥斯卡热门《美国骗局》将登中国

书画家为京郊农民送春联

青岛市京剧院两台大戏贺岁

上世纪 80年代的中国，电视是一

件稀有品，是“王谢堂前燕”，轻易不

入寻常百姓家。人头攒动，围在一台

黑白电视机前的情景，相信还是一代

人鲜明的儿时记忆。

1990 年岁末，电视剧《渴望》播

出，万人空巷，这是中国电视剧发展

历史的里程碑，也是那个时代独有的

电视神话。

其实，电视在中国的媒体地位，

直观地体现于电视机在家庭中被摆

放的显赫位置——一般是客厅里最

中心的地方，这不仅出于观看电视的

需求，更是门面展示。

面对新媒体的进扑，很多人把这

点当作电视影响力的论据之一——

互联网确实重要，但终究上不了台

面，电脑最多被置于房间的某个角

落，谁家会将其放在客厅中央？

而新媒体的拥趸只需问一句“现

在有多少人还在看电视”即能让电视

从业者们大惊失色，费力辩驳，因为

这确实戳中了他们的软肋和痛处。

不久前，在中国电视影响力发展

论坛上，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郑维东表示：今天的电视

依然是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媒体类

型。然而，很多人更切身的感受却是

电视的日子不好过了。

电视的收视总量在下降。《2012

年 中 国 传 媒 产 业 发 展 报 告》指 出 ，

2011 年人均每日收视时长继 2010 年

走低后进一步减少，较 2009年的落差

已扩大至 10分钟，观众收视量的萎缩

似乎呈不可逆转之势。进一步调查

发现，观众规模缩小、部分观众离开

电视屏幕是收视总量下降的主要原

因。而这些流失的受众中，年轻观众

是主要人群，15 岁至 34 岁年轻观众

收视量 5年来呈阶梯式下滑。

电视的困境和未来，在典型标本

上也许能看得更清楚。

当我们谈论中国电视时，中央电

视台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1958

年，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

台成立，开始试播。在早期的中国电

视市场，甚至可以这样说，看电视就

看央视，央视几乎等同于电视。中央

电视台播出了大量脍炙人口、影响深

远的新闻、电视剧、纪录片等电视节

目，其开创的“春节联欢晚会”更成为

中国过年新民俗。作为影响了中国

人 30多年生活的国家电视台，央视的

巨大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是一个不

争事实。

当虎嗅网记者撰文称“央视近黄

昏”后，关于电视的争论更加激烈。

时隔不久《商业周刊中文版》又抛出

“央视窘境说”，称央视“既要打鸣又

要下蛋”，处于体制和商业等各种纠

结冲突中。久居庙堂之上的央视，面

对日渐紧张的收视压力、省级卫视的

步步紧逼、新媒体的虎视眈眈，不再

能够轻松度日。无论是“黄昏”抑或

“窘境”，面对困境的岂止央视一家？

互 联 网 正 在 颠 覆 一 切 行 业 。

2012 年 电 视 渠 道 独 享 的 观 众 只 占

35.18%，通过网络收看电视的比例上

升到 20.57%，而手机渠道占有量也有

7.51%。大家或许还在看电视，但通

过电视机看的将越来越少。传统模

式下，电视节目只是单纯为电视播出

生产；而在新媒体的挑战下，电视拥

抱新媒体，传播渠道多元化，多屏收

看或将成为电视未来发展的趋势。

因此，对于面临“黄昏”的电视台而

言，机遇尚在：电视机可能成为历史，

但收看电视的设备仍很丰富。

在内容方面，互联网平台自制内

容发展迅速，如网络脱口秀《晓说》取

得了很大成功；但总体而言电视台仍

具有优势。目前最受观众喜爱、反响

最大的节目《中国好声音》、《爸爸去

哪儿》等都是传统的电视节目，由电

视台独立制作或委托制作。电视台

的根本出路，还是要牢牢把握优质的

节目内容并加强创新。

电
视
的
焦
虑

穆

恩

李文培的水墨京剧人物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