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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超越传统与渗透电影元素的戏剧新形态
———从成功范例《延安保育院》看戏剧前景

陆显禄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当代戏剧艺术发展陷入了困境，戏剧如何现代化一直是戏剧学界关注的热点。舞台剧《延安保育院》，在戏剧里
流着中国艺术的血液，在借鉴中寻找自己的艺术创造，是戏剧现代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它大胆超越传统戏剧、积极主动渗透

电影艺术元素，它有着“室内影视基地”的舞台时空场景，它运用电影本质叙事范式来讲述整个故事，使其达到了一种新的艺

术境界和全新的高度，从而形成了一种戏剧电影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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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戏剧与世界戏剧在发展碰撞中融会交流，
需要扎根民族现实，并积极主动现代化。正如著名

戏剧影视学家胡星亮指出的：当下现实的情形，“使

得戏剧思潮的发展总是处在两难的境地———戏剧的

社会审美与艺术审美，戏剧审美形态的话剧、戏曲与

新歌剧，中外戏剧交流中的借鉴与继承，戏剧创作方

法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等问题，始终困扰着戏剧

界。也正是在这里，它给予人们关于戏剧现代化与

民族化的诸多思考。”［１］这种思考是深层次的，它涉

及到具体戏剧的现实化探索。

戏剧是表演给观众看的，如果戏剧不能与时俱

进，不能反映时代的要求，就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在严格意义上说，戏曲的生存危机……主要是戏

曲本身的价值体系以及其艺术意义上的生存空间受

到破坏造成的。”［２］这要求我们对传统的戏剧（或者

戏曲）思维范式本身，作批判的反思和改造的传承，

因为戏剧要有生命力和出路，就必须颠覆千篇一律

的“程式化套路”，用“革新的眼光”、“推陈出新的视

角”现代化。观看《延安保育院》舞台剧①之后，我感

觉创作者们是带着一种对新事物的热情向往和孜孜

不倦的追求精神来进行思考与创作的，他们就是新

时代“戏剧现代化与民族化”前瞻性的先锋和榜样，

不仅感觉戏剧表演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而且醇香醉

人，令人回味无穷。究其原因在于：它丢掉了传统戏

剧的“拐杖”，②加入了电影元素，让戏剧形态发生了

质的飞跃。这种大胆超越与渗透电影艺术元素的尝

试，让我看到了戏剧新形态的前程和美好光景。可

以说，它是努力形成戏剧电影美学新形态的一个成

功范例。

一

“戏剧”一词，最早见于晚唐杜牧《西江怀古》

诗：“魏帝缝囊真戏剧，苻坚投瞂更荒唐。”其本义为

玩耍儿戏或者开玩笑。但现代意义的“戏剧”，是指

由演员扮演角色在舞台上当众表演故事的一种综合

艺术。它是以语言、动作、舞蹈、音乐、木偶等形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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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网络诸多介绍文章中，多数称《延安保育院》为歌舞剧，但经过笔者专题研究发现，称舞台剧更精准。

此系借用电影学家白景晟的提法。具体参见１９７９年《电影艺术参考资料》第１期《丢掉戏剧的拐杖》一文。



到叙事目的的舞台表演艺术形式的总称。文学上的

戏剧概念是指为戏剧表演所创作的脚本，即剧本。

戏剧的表演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话剧、歌剧、舞

剧、音乐剧、木偶戏等等。而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的电

影，它在发展过程中，也综合了戏剧、文学、绘画、摄

影等艺术的某些元素，但是它和戏剧是有区别的，它

主要是用背景、特效、灯光、以及道具等等来表现艺

术，它是一种视觉综合文化艺术。“综合性反映了

电影这门艺术的特点，没有综合，就没有电影。不

过，电影的综合性，不应当机械地理解为文学、戏剧，

音乐、美术等等的总和，而是一种化合。”［３］坐在延

安圣地大剧院观看舞台剧《延安保育院》，感觉不是

在看戏剧———舞台剧，恰恰相反，好像坐在电影院看

了一场气势恢宏，真实感人，充满人性大爱，彰显人

文情怀的红色历史电影。

首先，它以电影式的背景为景。在这里，有娓娓

道来、时时怀念的延安唯美风光，也有战机呼啸而

过，三维浪漫星空穿越硝烟弥漫的悲惨战争场面，还

有当年延安艰苦的生活情景和人们积极向上、企盼

和平的生活心境再现；同时，也可领略到黄土高坡的

牛羊、高亢悠扬的陕北民歌和安塞腰鼓激情迸放的

舞台背景，这些已经让观众体会到了浓浓的陕北味，

以及极具活力的民风、民俗、民情……毫无疑问，时

而缓缓流动的诗意电影式画面，时而激情澎湃而大

气磅礴的背景音乐烘托，时而匠心独具的带来足够

艺术享受的３Ｄ电影视觉震撼场面，无不是复制电
影背景获得的果效。

其次，它运用了电影的特技效果。电影特技就

是以视觉传达设计理论为基础，掌握线性和非线性

设备的影视编辑技巧，能够进行影视特技制作的技

术。在《延安保育院》官网里有这样的文字：“《延安

保育院》剧场有效运用奥运会中最为先进的舞台理

念和设备，声、光、电、水、雾、乐、舞、歌创造出无数身

临其境的梦景，国内首款能整体、分体垂直升降的全

自动化舞台。”［４］这充分说明，他们在“电影特技”运

用于舞台艺术的整合设计上是下了大功夫的，就这

两项舞台的设计和技能，在国内是超前和领先的，没

有哪一个剧场可以与之媲美。延安圣地大剧院就是

原来的延安保育院所在地，这个剧院不是大众化的

室内剧场，它只为一部舞台剧，即《延安保育院》的

演出而设计，其舞台理念和设备，只为《延安保育

院》独享，这也为它能加入影视特技制作技术的电

影元素创造了独特的条件和理想的空间。

其三，它引进了电影的“镜头”概念。在电影

里，一个镜头就是摄影机或摄像机从开拍到停止所

拍下的全部影像。在这个戏剧里，没有摄影机或摄

像机，但影像绝对是有的，这影像就是根据戏剧场景

的推移和变化，现场观众在场和观后的想象和条件

反射。马塞尔指出：“不应忘记，我的思维首先来自

情感，来自对情感及其显现的反射。”［５］由于这个剧

场可整体前后左右推移，可以分体垂直部分或升或

降，可以借助图影的放大与缩小，也可以用放映机做

投影背景，给人的想象和反映就像一个镜头，可以有

一景或者多景，可以由“全景”推出中景、近景甚至

特写，还可以实现由特写拉成的近景、中景乃至远景。

可以说，拍摄电影的长镜头原理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

运用，使其具有了电影的功能诠释和语境意义。

最后，它具有早期的电影观念及其审美追求。

电影人都知道，电影是１８９６年从西方传到中国的，
当时《申报》刊载的中国最早的电影广告，就称之为

“西洋影戏”，后亦称为“影戏”（ＭｏｔｉｏｎＰｉｃｔｕｒｅ）。
１９２６年，学者侯曜在《影戏与人生》认为，“影戏是由
扮演的戏剧而摄成的影片”，“影戏是戏剧之一种，

凡戏剧所有的价值他都具备。他不但具有表现、批

评、调和、美化人生的四大功用，而且比其他各种戏

剧之影响更来得大。”“影戏不但是一种极好的娱乐

品，而且是教育上最好的工具。”［６］在这里，侯曜强

调了五点：影戏是影片，电影是戏剧，电影是扮演的

戏剧而摄成的，电影还是最重要的戏剧，影戏具有娱

乐和教化功能。其实，如果观众有兴趣的话，用手机

或者摄像机纪录《延安保育院》的整个戏剧的表演

过程，你会惊讶地发现，它就是一部经典的革命历史

片，或者叫歌舞片，或者叫诗意情感片，侯曜强调的

影戏的五个方面的基本要点，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

二

从上面的论述可知，如果《延安保育院》摄录下

来的话，是可以叫“片”的。为什么能称它为“片”

呢？因为它有着与传统戏剧截然不同的“室内影视

基地”的时空场景。

首先，这部舞台剧———《延安保育院》，丢掉了

传统戏剧的拐杖和外衣，完完全全地打破并超越了

传统戏剧的表演形式和规则。王国维在《宋元戏曲

史》中有所谓“真正之戏剧”或“纯粹之戏曲”之类的

区分，他说，“我国戏剧，汉魏以来与百戏合，至唐而

分为歌舞戏及滑稽戏二种；宋时滑稽戏尤盛，又渐借

歌舞以缘饰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戏不以歌舞为主，而

以故事为主，元杂剧出而体制遂定。南戏出而变化

更多，于是我国始有纯粹之戏曲。”［７］我理解，“纯粹

之戏曲”就是传统戏剧。它的基本表现手法无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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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唱、念、做、打”，它遵循的舞台表演原则是高度

虚拟化的，其道具简单，时空场景狭小，“除了简单

的一桌两椅和少数必需的道具，戏剧故事的空间与

场景往往都通过演员的虚拟性表演和唱词、念白向

观众交待，所以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可以自由流动与

变化。比如演员走一个圆场（在舞台行走一圈），就

可以表示跋涉了千山万水。”［８］舞台剧《延安保育

院》完全打破了传统戏剧的旧式套路和理念，其舞

台表演风格非常逼真和现实化，时空场景宏大，有波

澜壮阔之感，其演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场景也在不断

变化。这种场景就是电影元素的场景，它使舞台里

的山、水、人、窑洞、土地、树木、战场、空气等等都沉

侵在画面和音乐的和谐美之中，带给观众的是视觉

的陶醉，心灵的震撼。正如有的网评所言，“《延安

保育院》带给游客的是‘鲜活、生动、立体’的红色教

育体验，更是一种感动与精神”［９］。的确，《延安保

育院》带给观众的是一种饱食“贵宾盛宴”的美好精

神享受，它挖掘史料、传递大爱、鼓舞意志、净化心

灵、彰显人性、追忆感动、坚定信念、弘扬精神，已经

成为现当代中国超越历史的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这种辉煌和成就无不与它敢于颠覆戏剧传统，以及

“敢为天下先”的超越与创新精神有关。

其次，它有着浓缩的叙述故事展开的“室内影

视基地”的时空场景。对于拍摄影视，叙述故事的

情节与结构是非常重要的。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

士多德就在《诗学》中谈到这些问题，故事情节的内

容不仅仅“是行动的模仿”，而是指“事件的安排”，

即包含了时空顺序安排的结构问题。亚里士多德指

出：“既然摹仿通过行动中的人物进行，那么，戏景

的装饰就必然应是悲剧的一部分。”［１０］美国学者吉

安乃蒂曾指出：“一部影片的结构是指它的结合原

则———一部分如何同整体相结合。所以一部影片的

情节只是一种结构———一种强调事件和各事件之间

因果关系的结构。”［１１］在影视剧中，情节和结构之间

同样存在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需要一定的时空场

景来完成。《延安保育院》如同拍摄影视，整个故事

的叙述和展开都是借助于延安圣地大剧院这个舞台

时空场景来展示的，犹如一个“浓缩”的叙述故事的

“室内影视基地”。我在这里用“影视基地”几个字，

因为它的场景复杂，变化多样，有点像是在影视基地

表演的拍片场景。我用“浓缩”来表示，因为它的场

景经过精心打造、专门设计，分幕分场时间短，甚至

有时候看不出来，而且所有的叙述故事展开的场景

都是在这无限和有限的交替时空中来完成它的杰出

创作的。

最后，它具备影视拍摄基地的基本特点。对于

拍摄影视剧的场景选择，我们习惯了室外的影视基

地，其亮点在于占地面积大，高投资，厚回报，景点感

强烈，有看头。殊不知，为演出《延安保育院》，延安

圣地大剧院也成了一个“浓缩”的视觉文化盛宴大

厅，我把它称其为“室内影视基地”。

为何称其为“室内影视基地”呢？这是我考察

和对比分析“室外影视基地”的发现，它具备室外影

视基地的诸多基本特点和共性：一是有道具（Ｐｒｏｐ
ｅｒｔｉｅｓ）。装饰、布置用的可移动物件丰富而具有其
特殊性。例如，它众多的“红色”道具和其他影视的

道具是一样的，足以让观众把整个“革命战争年代”

和“红色延安精神”串联起来，正如习近平在多次

“红色和感恩”活动中强调的：“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二是有景

点。根据戏剧的幕和场，有影像和不同图像，当然这

个景点是不断变化的，需要每一出戏来展示。它实

现了室内搭景，有室内情景喜剧、肥皂剧（ＳｏａｐＯｐ
ｅｒａ）、“电视小说”室内剧一样的因素和场景。但在
我看来，如果要形成固定的景点，还有待于进一步挖

掘和研究开发；三是有早期影戏拍摄场景。早期的

影戏是根据戏剧的表演拍摄的，舞台就是“拍摄基

地”。而《延安保育院》的舞台要比那个时候的舞台

大很多，摩登很多，现代化很多，这个“拍摄基地”拍

出的戏，也要好看很多，大气很多；四是其专业化。

它专为《延安保育院》现场视觉艺术而设立，它运用

多种多样的造型手法，塑造了可为观众观看的直观

艺术形象，也综合了绘画、雕塑、建筑艺术、实用装饰

艺术和工艺品等艺术形式，并围绕其演出提供相关

服务，形成了一条集创作、演出、营销并且相对比较

完善的服务体系。

三

对于电影的本质，获得过众多大奖的日本电影

大师黑泽明提出了自己从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结

论：在电影中构造运动！简言之，电影的本质是运

动。“电影运动”可以激发创作者超人的理解力和

穿透力，它能让电影画面拥有与奇妙音乐相同的饱

满质感。黑泽明大师的魅力在于他在众多作品中展

现了“电影运动”这个本质元素，对每一不同类型电

影运动都能做到变化多端。例如，根据风、水、火、

烟、雪等强烈的背景视觉，都可以找出环境变化的趣

味性，就算人物是静止的，只要从运动的视角去把

握，用运动的意象来创意、构建和诗意化，就能抓住

电影的本质，就会让镜头紧紧吸引观众的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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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保育院》和其他传统戏剧的一个最重要的不

同就是：黑泽明电影大师的“电影运动”本质理论得

到了充分体现，让戏剧“运动”起来，运用电影的“运

动”特征元素来叙述整个故事。

首先，《延安保育院》的“运动”是通过场景变化

来实现的。它的大小场景很多，就大场景来讲，包括

第一幕回家，第二幕是成长，第三幕是转移，第四幕

是东渡，再到尾声。其场景的变化，就像一条水上

“运动”的波浪线，环环相扣，景景生情，既把宏大的

场景展示在观众眼前，又把生动活泼、激动人心的故

事直击人心。前面讲到的一景或者多景的“电影镜

头”，或者“全景”推出的中景、近景甚至特写也时有

出现，渲染了浓浓的不是电影的电影色彩。

其次，“戏剧蒙太奇”对于体现该戏演出的“电

影运动本质”起到了重要作用。被电影人时刻挂到

嘴边的蒙太奇（Ｍｏｎｔａｇｅ），原为建筑学术语，后被延
伸到电影艺术之中。巴拉兹在《电影美学》中谈到

剪辑时这样说：“即使富有表现力的拍摄角度也不

足以充分而全面地在银幕上表现出拍摄对象的含

义。要彻底做到这一点，唯一办法就在于，把各个镜

头联结起来，按照一定的顺序把它们装配成一个统

一的更高级的有机体。在影片的创作过程中，最后

一道程序就是剪辑这项极为重要的工作。”［１２］我想，

《延安保育院》把“戏剧电影化”了①，运用蒙太奇剪

接原理改造了戏剧。在戏剧中的这个“蒙太奇”电

影原理，我姑且叫它“戏剧蒙太奇”。因为它开初也

应该是碎片（ｆｒａｇｍｅｎｔ），是断裂的、间断的，不具有
连贯性和有序性。用创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一

个宏大的设想逐渐成型，历时三年的思考、走访、讨

论”［１３］。又据赵浩杰等撰写的《延安保育院中国首

部大型红色历史舞台剧》：“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

边区儿童保育院为培养革命后代建立了不朽功绩，

被誉为‘马背上的摇篮’。为了缅怀这段红色历史，

延安保育院组织采访了２００余名当年在保育院工作
过的保育员和那些‘孩子’们，依托大量珍贵史料编

创了《延安保育院》。”［１４］可见，为了彰显无畏的牺

牲精神和无私的大爱传统，其材料筛选工作也是巨

大的，只有经过“剪辑”和“选择”后，演出画面通过

顺序编排才能产生这种预期效果。另外，它的特写

“剪辑”“镜头”也很见功底，例如，在演到当时共产

党领导人对延安保育院的关心和爱护时，特别凸显

了毛泽东给延安保育院孩子代表的题词：“又学习，

又玩耍”。我看这种“选择”或者叫“剪辑”的处理颇

为到位：一是这个口号的童心情愫悬浮抑或是烙印

在观众心里；二是毛公的字迹也颇具童心的情趣，这

和毛公平时书写和题词判若两人，很值得细细品味；

三是送给孩子们的礼物极具真实性，是一笔宝贵的

精神财富。据考证，毛泽东的题词是赠送给当时９
岁的孩子金德崇的，而且这个红绸面烫金字的笔记

本现在还保存着。［１５］

最后，让声音音像像电影一样运用到戏剧舞台

的运动艺术中。蒙太奇使电影时空产生了吻合观众

的想象意指的意义，使电影时空演绎有了连贯性的

运动场景。声音音像进入电影艺术，又使蒙太奇的

性质发生了变化。《世界电影百科全书》对音乐的

作用有这样的解释：“电影音乐作为电影作品的构

成部分之一，器乐和声乐可在影片中起各种作用，对

角色、事件发生的时间、环境做出说明，表达某一动

作或整部影片的感情色彩，揭示作者对表现内容的

态度，表现作品的构思、影片编剧和导演的构

思。”［１６］在电影里，视觉上时空不统一的段落可以用

实际的声音统一起来，各种声音例如对白、音响和音

乐的作用各不相同，但严格把声音和形象的关系处

理得当，把听觉和视觉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会

形成和谐的整体运动的美感来。这些电影的运动美

感处理元素，在《延安保育院》舞台剧里也得到了合

理与和谐的运用：一是对白。即画外音，包含旁白和

内心独白，都是《延安保育院》叙事、抒情的重要方

面，甚至在个别关键地方，它还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

用；二是音响。如果幕与幕之间，没有音响的连接，

观众的想象意指就会被切割，就没有电影的效果；就

是在一幕之中，音响对气氛烘托、刻画人物、形成立

体感和层次感，都很重要。例如，“东渡”一幕，院长

为救起落水孩子而自己的孩子宏远永远地消失在汹

涌的河水中而配置的音响，就充分表达了妈妈面对

滚滚的河水撕心裂肺的矛盾心结与最后抉择，其情

节悲壮，感人至深；三是音乐元素。如，剧中的陕北

民歌，会让观众触景生情，即便当时生活条件艰苦，

观众还是蛮向往那种即兴编唱，高亢、豪放、粗犷、悠

扬的风土人情。再如，剧中唱的当年保育院的院歌，

５５

①“戏剧电影化”概念是俄国著名的戏剧大师梅耶荷德首先提出来的。他强调用蒙太奇剪接原理改造戏剧，通过场景划

分，对戏剧作不同程度的结构调整。遗憾的是，由于他提出“戏剧假定性”理论，犯了所谓“形式主义”的“错误”而受到政治迫

害，他没有机会在戏剧变革中渗透和实现他的“戏剧电影化”。当然，《延安保育院》的“戏剧电影化”和梅耶荷德大大的不同，

后者是“多场景”，前者则力求把“多场景”变为“一场景”，最好是让观众看不出幕与幕的间隔来。



绝对是让观众的想象意指飞越到了那一段尘封已

久、惊心动魄的历史岁月，让心灵、情感有了一次水

乳交融的交流、沟通和碰撞。

中国戏剧，自“五四”以来的近百年，既是彷徨、

困惑的历史，又是不断探索、不断现代化的奋斗史。

其间包含了批评、扬弃、肯定、转换、创新与构建的历

史使命，其张扬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戏剧思想的现代

化与解放。正如卢卡契所言：“真正的影响永远是

一种潜力的解放。”［１７］《延安保育院》受到热烈追

捧，正是“戏剧现代化与解放”的结果，这和创作者

们积极注入电影综合艺术元素是分不开的。

事实证明，戏剧只有在艺术的不断革新与变革

中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也只有在尊重传统、在忧患

的危机意识中艰苦的创新、探索和现代化才会迎来

真正的艺术春天。《延安保育院》自２０１２年７月１
日在延安圣地大剧院演出以来，已经历经数载，虽然

社会各界人士好评如潮，但他们还是走在超越、超越

再超越，创新、创新再创新的戏剧“运动”的道路上，

从设备、场景、演技、内容、宣传等方面，在不断的完

善和提升它。这种戏剧现代化的新形态的有益探

索，将是戏剧演艺实践上的一座丰碑，也为戏剧影视

科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素材和精神财富。舞台剧

《延安保育院》，既是一种延安精神的高扬，亦是一

种戏剧突破式超越与创新的现代化精神，它是属于

延安的，也是属于中国的，更是属于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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