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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现代灯光为戏曲披上霓裳 
庄清华 

 

- 

     

  以前，我总是偏狭地将剧本等同于戏。入学后，虽在理论上明白戏是什么

回事，然而真正开始了解戏却还是在今夜——我们结伴来泉州看梨园戏《董生

与李氏》。  

  当我走进剧场，面对古香古色的镜框式戏台时，突然觉得古典戏曲在形式

美上的绝对优势。其中，绘画美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郑传寅先生在《传

统文化与古典戏曲》一书里提到：“戏曲是色彩的艺术。世界上没有哪种戏剧

像戏曲这样高度重视色彩。”的确，富丽堂皇的戏台、布景、道具、服装、化

妆乃至舞姿在色彩和构图上成就了一幅幅流动的画面，愉悦着人们的视觉和心

理。为了这样的视觉效果，古代戏班视色彩鲜亮的服装为生命。然而，真正让

色彩活起来的，则是灯光！  

  光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它能引起人们的无限向往和幻想。从孩童欢呼阳光

下的肥皂泡，到成人对夜景的赞叹，无不透露出灯光与人的情缘。实际上，正

是有了自然光，我们发现了自然的色彩和变化；而正是有了人造光，我们制造

了更为灵气的色彩和变化。今夜的灯光，便具有这样的魔力！  

  戏开演了，伴随着古老悠远的洞箫声，昏暗舞台上，一束红色光自上而

下，打在了台中央的香案上，三柱香便在这红光中悄然红亮。这大抵是梨园戏

开演时的祭祀惯例，只是移用了戏曲本身所拥有的虚拟手法，化繁杂为简约，

化热闹为宁静，以适应时代的发展。但虚拟的成功则主要得力于现代灯光的参

与。因为，正是聚光灯使三柱香显得特别的鲜明突出，使祭祀的那种神秘和庄

重在宁静而邈远的画面中溶溶流进观众的心中。之后，在表现黎明与黑暗的时

间区别上，在表现人物的情绪变化以及布景移换上，现代灯光和光色效果都在

戏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与传统舞台上灯光只用来照明或用来照亮布景相比，无

疑有了质的飞跃。  

  最初的戏曲大概只能利用自然光，随着照明工具的发展，才有了广泛的夜

间演出。如将汽灯（用煤油作燃料）挂在舞台中央，但作用只限于照明。吴光

耀先生在他的《西方演剧史论稿》中说，欧洲大约是在 1820 年前后就开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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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使用瓦斯灯，这种灯使用玻璃灯罩，光白亮，均匀，富丽而柔和，并有

可控开关，可以造出明暗效果和色彩变化。19 世纪 80 年代电灯在舞台上的使

用，又大大增强灯光的表现力。20 世纪以来，新材料的发现，光电技术的发

展，各种新型灯，滤色片纷纷出炉，出现了在色相纯度明度比自然色更纯更亮

的色彩和更便捷的变化，使灯光一跃成为戏台上的活跃分子。特别是在制造气

氛和幻觉上有其突出的贡献。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被称为“现代灯光之父”

的舞台艺术家阿庇亚就已经非常重视灯光的重要作用，认识到灯光可以表现人

物的内心世界，强调戏剧的情调气氛，情境交融。同时重视灯光的色彩作用和

暗示作用等。  

  然而，中国戏曲在这方面的步伐显然慢了许多，这方面的研究也较为滞

后。这里面自然有许多原因，但有一点则是来自于对传统戏曲美是否遭破坏的

担心。实际的演出效果告诉我们，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且不论世界是个过

程，艺术需要发展，人们的审美品位会发生变化，单从戏曲本身的美学特质来

看，现代光电技术的合理利用只会彰显戏曲的美而不会破坏它。我们知道，中

国的古典戏曲、书法以及山水画都有个共同的审美趣味，那就是追求写意。不

同的是，山水画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而戏曲由于种种原因则始终追求鲜

丽的色彩。正是这个不同，使得现代光电技术与戏曲一见如故。首先，高纯度

的色彩表现出的唯美和理想，张扬了古典戏曲的写意性；而各种灯光制造出的

模拟性真实空间更是与戏曲的虚拟性相得益彰，更能唤起人们的幻觉。其次，

灯光不可捉摸的质地和理想化的色泽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美感，运用好的话，势

必能增强古典戏曲的抒情性。  

  当然，如何使灯光更好地为演出服务，增强表现力且又能与戏本身融为一

体，还需要不断的实践与反思。如，今晚这一场戏中追光灯的使用技巧就还值

得我们继续探索。毕竟，戏曲不同于舞蹈，明暗对比过于鲜明的追光灯虽有利

于人物本身的动作展示，但却使人物脱离了原先的剧作氛围，影响了戏的整体

感。另外，在细节处理上也还有疏漏之处。如，用幻灯打出的窗格的影子，这

本来是要制造一种真实的光影效果，但由于格子形状与后台实物布景形状不

同，以致适得其反，等等。  

  中国戏曲本身就是一种综合性极强且十分重视色彩的剧种，我们在思考古

典戏曲的发展时，也许应该把新的灯光技术考虑进去。我想，色彩斑斓的色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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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也能成熟为戏曲表演诸多因素中的重要一员。  

  安海姆在《艺术与视觉心理学》中曾引用朴桑的一句话：“绘画里的色彩

是谄媚我们的眼睛的诱饵。”那么，我相信，在现代光电技术构造的绚丽多彩

的戏曲里，许多观众甘愿让自己的视觉“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