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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舞美的发展与未来展望
陈世元

（南京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舞台美术的发展往往依托于剧本、表演的巨大变化而发展。而哲学思想又往往领导着剧本、表演的变化。进入 21世纪，

哲学已经有了巨大的转变，由过去的主客二分的哲学体系渐渐转变为“人——世界”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天人合一”

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对中国人产生了影响，一直传承至今。在经历了近代的对主客二分哲学体系的大学习后，中国的“天人合一”

思想较先秦时期乃至整个封建时期更为先进。在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发展新式“天人合一”（称它为“民胞物与”）式戏剧舞

美的基础。戏剧的源头——诗（文学）是讲究“天人合一”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中西方有了不同的发展：中国重整体，封建时期

的新的文学形式的创新也还是未离开诗的基本形式，中国所创的戏曲也还是以“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艺术形式为主导；西方重分析，

诗渐渐成了独立的文学形式，直白说理性质的文学形式渐渐成为了主导，而说理多是个体主观的审视、研究客观世界，西方的戏

剧也是受这种“主客二分”的思想所引导。“天人合一”是无法直接发展成为“民胞物与”的，其必须需拥有成熟的“主客二分”

的思考才能由“天人合一”进化为“民胞物与”。但是，如果仅有成熟的“主客二分”的思辨，却没有成熟的“天人合一”作为基础，

那势必不会发展成为真正的“民胞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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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元论与戏剧的发展

柏拉图哲学与剧本学，戏剧与哲学，相互区分、相互对立、

又相互统一。古希腊时期是西方戏剧与哲学最早的文字记载起

源以及发展的黄金时期。诗则是戏剧与哲学的本源。早期人类

文字还未发达，于是记载民风、祭祀、历史多用用词精炼富有

诗意的诗来传播文化历史，诗意能够使人进入审美体验充分发

挥人的想象。而这种想象和审美需求恰恰满足了正处于拜物教

时期的人们的精神需求（此刻人们的物质生活匮乏，导致精神

空虚、孤独）。由于交流多是发展在辛苦劳作或是捕猎终于成

功的祭祀时，没有人希望在劳累过后去听无聊乏味的纯粹说理

式的历史知识，而是希望获取的是既能发挥人的想象使人进入

审美体验当中又能对世界多一点了解的内容且形式利于传播或

劳作时哼唱，于是历史以诗的形式附上了拜物教的性质。

哲学，最重说理，它往往为少数精英人服务，用于思考、

分析世界。戏剧，即重说理也重诗意，它这一性质是产生于

由部落转入城镇的人们的精神需要。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人类

由部落群居转到了城市聚居。在城镇中由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

展，交流在人们生活的重要程度渐渐超过了劳作（劳作多交给

奴隶）。文字开始飞速发展。信息传播的方式也发生了分化。

城镇中以及商品交换中最重要的是契约精神和秩序，于是说理

的、法律的、客观的、精准的文字重要性超越了含蓄的、感性

的、主观的、诗意的诗。于是除了诗本身独立出来后，又衍生

出了戏剧和哲学。哲学引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戏剧将这种认

识诗化，通过舞台上的表演传播给观众，即戏剧的教化作用。

古希腊时期，对世界本质探讨最为流行的是柏拉图的摹仿

说，即现实世界是对一个理念世界的映射（即摹仿）。在戏剧

方面，最为流行的是其弟子亚里士多德的另一种摹仿说。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

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种部分使

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

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净化。

  柏拉图的摹仿说与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是西方“主客二

分”思想在哲学和戏剧学方面的集大成的开端和基础。

二、黑格尔哲学与表演艺术

19 世纪，“主客二分”思想成熟于黑格尔之手。他不在

追求主与客的绝对对立，而是将主与客辩证统一于“绝对精神”

内。同时，在戏剧方面，黑格尔提出：“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

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

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同样戏剧也是一

个完整的世界，演员的作用也至关重要。

表演需要很大的才能、知解力、坚持的毅力、勤学苦练的

广泛知识，乃至要达到顶峰还需要一种丰富的天才。演员不仅

需要深入体会诗人和所演的人物的精神，才可以使自己内心和

外表的个性完全和这种精神相称，而且还要凭他自己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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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弥补缺陷、填塞漏洞，找出剧情的转变。总之，要通过演员

的表演，诗人的意思才会明白，诗人的一切最深奥的意图和一

眼不易看出的巨匠手腕才会揭示出来，成为可以理解的生动现

实。

人本身（主观）与现实世界（客观）相互对立，又统一在

“绝对精神”中，人可以通过主观的不断认识和思考客观世界

达到认识最终的“绝对精神”世界。在戏剧方面，演员可以主

观地通过对客观剧本人物世界的不断认识和体验最终达到一个

圆满的戏剧审美体验。

三、马克思哲学与舞台美术

19 世纪末，西方世界已基本完成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

社会的转型。圈地运动导致农民失地，加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使得这些失了地的农民进工厂内做工。资本家是靠剥削劳动者

来获取暴利的，工人每天都要承受着非人的压迫。这时旧式的

仅限于精英以及自由人的哲学思想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巨大转

变，时代所需要的是适用于世界大多数人的哲学思想。马克思

哲学思想便在此时代背景下诞生了。

成熟的“主客二分”论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根基，与西方

传统哲学不同的是，马克思非常重视整体。即，人是主观的人

也是客观的人，人之于自己的思想以及对世界的认识是主观的，

而人本身、思想以及对世界的认识的形成则都是客观的，形成

于历史、社会、环境中。世界也是主观的与客观的，世界本身

内在规律是主观的，片刻的世界对于人则是客观的。这样的人

和世界便组成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在戏剧方面，克雷在

《论剧场艺术》一文中指出：

戏剧艺术既非表演，也非剧本，也不是布景或舞蹈，但包

含了组成这些的一切因素：动作，它是表演的精髓；语言，它

是剧本的实体；线条和色彩，它是布景的核心；节奏，它是舞

蹈的真正实质所在。不论哪一个因素都不比其他的更重要些，

正像对一个画家来说没有一种颜色会比其他的颜色重要，对一

个音乐家来说没有一个音符会比其他的音符重要一样。

完整的戏剧审美体验，必定是剧本、演员、舞美的高度统

一，即没有哪个比其他的更重要。剧本的呈现需要演员的演绎

以及舞美的烘托，演员表现剧中角色需要剧本的引导和舞美的

协助，舞美的再现需要剧本的描述和演员的搭配。

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李尔王》便是完整的戏剧。《李

尔王》是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剧作家萧伯纳曾

评价这部剧：“没有人能写得出比《李尔王》更好的剧了。”

李尔王由安东尼·谢尔饰演，他准确地把握和演绎了年老昏聩、

恣肆暴戾的君王从唯我独尊到崩溃发疯的过程。舞台选用伸展

式舞台，观众三面环绕而坐，舞美形式简约，材质与细节则极

其奢华，恰恰暗示了李尔王复杂对抗的内心。剧场的灯光、音

响会随着李尔王的心态变化而变化，如李尔王在诅咒的时候，

李尔王在野外遭受雷暴的时候。完美的剧本、体验认识丰富的

演员、合适再现的舞美相统一，彼此融合便产生了完美的《李

尔王》。

四、新世纪的展望

（一）马克思哲学与观众

中国“天人合一”思想最早起源于老子，倡导个体与自然

的合一。后来儒家思想吸收了老子的“天人合一”发展出了兼

容并包、融会贯通的思想特征。在明代王阳明时期，“天人合

一”达到了巅峰，演化成了人与世界的合一。近代西方列强对

中国的殖民侵略，使得中国人寻求个体思维的觉醒，于是开始

大范围、全方位地学习西方“主客二分”哲学。马克思哲学是

最成熟、开放的“主客二分”，并注重实践，这契合了中国人

迫切寻求的思想与民族解放。在戏剧方面，马克思哲学强调戏

剧的表现不是封闭的、孤立的，而是与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等

息息相关。特别是观众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从前的观众都是被

动地接受“教化”，马克思提出，世界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

代的观众对同一戏剧的审美体验和反馈是不同的，这种审美体

验和反馈将推动剧本、表演、舞美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

实践方面，现在中国最流行的戏剧艺术主张为“打破第四面墙”

即观众可以直接参与到戏剧表现中去；对于舞台设计，常用“黑

匣子剧场”来增加观众与演员的互动，使第四面墙消失。

（二）“民胞物与”与新戏剧展望

进入到 21 世纪，生产力飞速发展，信息革命带来的人类

间距离的缩小，“主客二分”式的认识世界已经满足不了人们

的精神需求，人们渴望的是一种使个体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哲学

思想。西方哲学体系推崇的是海德格尔的“人——世界”说，

中国推崇的则是张世英的“民胞物与”。西方在“天人合一”

哲学体系还未成熟的时候就提前进入到了“主客二分”哲学体

系中，导致“人——世界”虽对新的“天人合一”形成有开拓

意义但不容易真正进入到这种新的哲学体系中；而中国的“天

人合一”发展了千余年，人与世界的融合观是蕴藏于血髓中的，

加之近代对成熟的西方的“主客二分”的系统大学习，填补上

了对客观世界认识不足的缺点。所以，“民胞物与”较之“人——

世界”更接近真正的、新的“天人合一”。

民胞物与其自身也包含着三个阶段，“天人合一”的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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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主客二分”的认识阶段，“民胞物与”的审美阶段。

达到“民胞物与”不是抛弃“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恰

恰相反，“民胞物与”中必然要存在“天人合一”与“主客二

分”。而就目前来说，“民胞物与”的发展还处初级阶段，主

以中国成熟的“天人合一”与成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客二

分”的融合为主。因为中国人思维所擅长的融会贯通、折衷思

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家发展成熟的“天人合一”哲

学实已难分彼此、融为一体。之后，便还是已“民胞物与”来

概括这两个阶段的融合。

（三）“民胞物与”与新剧本

剧本过去的文学形式归根结底只有两种，描写平凡人艰难

生活的现实主义和描写精英英雄的浪漫主义。虽有现实主义与

浪漫主义结合的文学形式但其内容核心平凡人终究达不到精英

的英雄气质，精英也绝难于平凡人处于同一阶级进行共情。现

实主义注重对真实世界的直接描述，浪漫主义注重对真实世界

的想象；新世纪在“人——世界”西方尝试将现实主义与浪漫

主义的写实和想象相融合，由于“主客二分”的影响（西方人

认识世界仅把客观真实世界当作基础，认为只有通过“没有限

制”的想象才能认识到客观真实世界的本质）融合出以好莱坞

为代表的“注重想象的真实，轻视客观现实的真实”。

受“民胞物与”影响下的中国，创造出了新的剧本文学形

式——“主旋律”。“主旋律”并不强调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的两种文学形式的强制结合，而是直接去发现、取材源自广大

人民群众的英雄事迹。英雄的国家必定有英雄的人民，英雄的

人民必定造就英雄的国家。人是与社会与世界不可分的，同时

社会与世界的形成也离不开单个的人，任何人都能成为英雄，

任何英雄也都源自人民。在艺术形式上，受“民胞物与”思想

的影响，“主旋律”取材于真实世界中真实发生的事件，以写

实描述真实事件为主，加以想象的艺术加工。《白马河畔黑马

村》便是描述一个出走黑马村的青年在城市中取得一番成就后

又回到黑马村带村民致富的故事，其不仅描述了小人物们内心

的仿徨与挣扎，还描写了一直蕴藏在他们心中的纯洁的奉献精

神。其内容取材于“脱贫攻坚”的真实事件加以艺术加工，使

观众对“脱贫攻坚”的认识不仅仅定格在字面上、新闻中。相

对于虚拟中生出的真实，人们更喜欢真实的真实；人们更喜欢

能激发人们自我认同感以及能对审美体验中的英雄达到共情的

戏剧文学形式。

21 世纪“主旋律”式的新剧本必然是新世纪的主旋律。

在中国，“主旋律”的发展已久，已经接近于成熟阶段。而新

剧本的成熟，往往会引出新的表演形式。

（四）民胞物与与新表演

近现代关于演员的表演体系已经趋于成熟。而新时代观众

对戏剧审美体验的要求已不仅仅是观看演员的演出，而是加入

到戏剧中去进行表演。在戏剧界，对于观众融入戏剧表演的尝

试不少，成功不少、但鲜有大的、普遍性的成功。虽说在中国

这种观众参与戏剧当中的尝试很少，但却在民间的游戏中有着

另一种发展与尝试。

近些年一款角色扮演桌游《剧本杀》爆火，《剧本杀》通

过给不同参与者不同的剧本（整体是统一的剧本）使其扮演不

同的角色，由主持人掌控、调节游戏的节奏，制造悬疑使每个

参与者通过潜意识的想象进入到了角色中去；通过主持人的引

导，参与者在互相的交流、讨论、尝试破解谜题中使“整部剧”

达到一次次的高潮。其剧本角色多为有着英雄主义的平凡人，

角色在过去常因时代、环境因素的限制而对周遭发生的一切无

可奈何，但又从不放弃与时代相抗争；参与者与之共情，在审

美体验中参与者仿佛变成了角色本身，为其落泪、又像在为自

己落泪。

新世纪的表演应当增强观众的融入。以《剧本杀》为例，

传统表演可以与之相结合。专业的演员仍然负责大部分、主要

的表演，并且专业的演员还应当负起如《剧本杀》中主持人角

色的责任，引导观众参加到戏剧审美体验中，控制节奏。由于

“主旋律”新剧本的发展，新剧本的角色是可以使没有表演经

验的观众融入到角色中去的；将少部分、有时甚至是相当重要

的情节交付给观众，能使使得戏剧表演体系更完整，真正使戏

剧中的一切都融为一体。

（五）民胞物与与新舞台

黑匣子剧场是现代最受欢迎的剧场形式，舞台美术的形式

也多以表现手法为主，其意在“打破第四面墙”、“消除距离”，

发挥观众的主观想象使其更好地融入到戏剧审美体验当中。但

渐渐地“打破第四面墙”越来越脱离了其初创的本质，越来越

沦为宣传的噱头。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其还是在“主客二分”

的思想引导下所发展的，观众与戏剧根本还是相对立的。而有

些绝对的、观众与戏剧的融为一体，观众与专业演员在戏剧当

中承担着相同的任务使得戏剧不再像是一个完整的戏剧而像是

多人参与的行为艺术。

在新世纪“民胞物与”思想的引导下，新剧本趋于成熟，

新表演也开始萌芽，在此影响下，黑匣子剧场将进化成为一个

更符合新世纪“民胞物与”的新的剧场形式。对于新剧场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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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美首先应当注重的是真实，这真实不是生搬硬套地将新剧本

中所有场景还原，而是保证一些关键的场景、关键的道具以及

观众所扮演的角色的服化道具有真实性。只有这样才能使观众

更快、更容易地融入到戏剧当中去。如果所有舞美都写实处理，

势必会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和精神上的疲惫；而所有舞美都采

用表现的手法，势必会使相当多的观众在整场戏剧中都非常疑

惑，并且极其容易出戏。总而言之，推动剧情发展的舞美应当

是写实的，而其余则都应以表现的手法处理增强戏剧的艺术性

和可反复回味的趣味。

五、结语

从戏剧的历史发展顺序来看，时代的哲学引领剧本的创作，

剧本影响表演形式的发展，剧本和表演影响舞美的改变。进入

新世纪后，观众逐渐在戏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民胞

物与”是以中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成熟的“天人合一”与以西

方马克思哲学为代表的成熟的“主客二分”相融合后的哲学至

高阶段。在“民胞物与”的思想下以“主旋律”为代表的新剧

本趋于成熟，以观众参与戏剧体验与专业共同表演的新的表演

形式也已萌芽。现代舞美虽然也强调观众与戏剧的融合，但其

根本还是为跳出“主客二分”的思想，只有以“民胞物与”为

引导，以新剧本为基础，使新表演与舞美相结合创造出新的“黑

匣子剧场”，运用写实与表现相结合的手法孕育出新舞美。这

便是戏剧舞美的未来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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