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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继承了舞台美术系几十年的教学传统，凝聚了老、中、青几代教师在教学与实践中不断总
结出的经验和心得。
 全书共分六章，主要介绍了舞台设计的基本原理和一般的设计技巧与方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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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原理　　一、舞台设计名称的定义　　1.名称　　舞台设计常被称作“布景设计”、“舞
美设计”或“设计”。
从确切地表达其内在含义来说，这些名称都不是十分贴切。
“舞台设计”易与建筑工程范畴的概念相混淆；“布景设计”则是以偏代全，因为布景只是舞台设计
所运用的手段之一，并非所有戏剧的舞台设计都运用布景因素；“舞美设计”则是一个包含了舞台设
计、灯光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概念，对总体设计来说是适用的，这也许是由于舞
台设计形象在整个舞台美术形象系统中往往更加显著所致，但作为确切的专业名称仍不是最合适；“
设计”是更为简化的称谓，它的指向性不明确，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和平面设计等均可称为“设计”
。
对于这门专业的名称，本书不追究其确切的称谓，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我们尊重人们一般工作中的习
惯而使用“舞台设计”这个名称术语。
　　2.定义　　舞台设计是由舞台、布景、道具、灯光等成分以及由空间、形状、光色、质感、活动
等因素所构成的空间与时间的综合体。
在戏剧演出中，为演员动作展开的一切围绕物的造型处理便称为舞台设计。
舞台设计师的任务就是根据演出文本的情景需要创造一个特定的戏剧空间。
　　二、戏剧空间的结构分析　　由于戏剧演出是由活动的演员扮演着虚构世界的角色在立体的空间
中进行，演员活动的位置随着角色所处环境的更替而变化无穷。
舞台设计在戏剧演出中总是以某种形式呈现于舞台空间，这种形式是由多个设计元素组合而成，它可
以引导观众的眼睛追逐着戏剧动作的展开而在“舞台画面”上任意地扫射。
而最终能让观众达到心灵快感的因素，是因为这些元素由一个个微妙的结构织成了众多动人的场面。
因而，当我们在研究戏剧舞台的结构元素时，总能发现这些所谓的结构充斥在舞台的每一个角落。
　　对戏剧空间结构的分析能使我们认识构成戏剧空间的各种要素，从而明确舞台设计在创造这个空
间中所具有的功能。
　　戏剧是演员与观众同时在场的综合艺术。
这里面包含两个条件，一是演员扮演角色，二是观众与演员同时共处于一个空间。
前者使戏剧不同于一般社会交往，是一个审美活动，后者使戏剧区别于电影和电视，是演员与观众共
同参与。
戏剧空间的结构模式可描述为演员、角色、观众三者所形成的关系，从这三个角度可看到戏剧空间的
各个侧面。
戏剧既是一个审美活动，又是一个群体交往活动，演员与观众通过共同参与形成群体交往关系。
为了使演员与观众横向交往更加明确，我们可以将演员与观众称作这一群体性戏剧活动的参与者。
　　这样，就可从演员、角色、观众、参与者四个角度来构筑戏剧空间的模型，从各个侧面看到其功
能特性。
一是以围绕着演员动作的展开而形成的表演场所，它是以戏剧动作为主体的空间，是一个实用空间；
二是因为演员在舞台上扮演着事件中的角色，舞台场景展现的也不是现实世界，而是一个虚幻的空间
，它体现了事件中的环境和气氛，有审美的因素存在；三是观众在欣赏戏剧演出时，通过对舞台上发
生的事件进行感知、读解，理解了舞台空间的一切传达出来的情绪和意义，因而又形成了一个心理空
间；四是因为观众与演员同时在场，他们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都成为了戏剧事件的参与者，因而又产
生了一个互动的空间，或称为交往的空间。
如此，戏剧空间就变得相当复杂，它是由多层结构所构成。
　　舞台设计的任务就是对戏剧空间的处理，戏剧空间的结构确定了舞台设计的本质和功能。
它要求舞台设计者既能创造一个适合演员动作展开的空间；又能通过对空间的处理，再现事件的环境
和气氛；同时通过对事件的分析，表达出戏剧动作的情绪和意义；另外，由于观演双方处于现场互动
，舞台设计还必须组织观众和演员的空间关系。
　　第一章　舞台设计简史　　舞台设计，在18世纪时的西方被称作“眼睛的音乐”，到了19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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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则强调布景是“自然的一角”，而20世纪初的构成主义，它追求的舞台形式是“动作的机器
”，可是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又认为舞台设计中要做到“视觉的隐喻”，或者再比如中国传统戏曲反
映的是“布景在演员的身上”，而二战后在美国兴起的“环境戏剧”却又是在探讨“一个环境一个剧
场”。
　　远古时期，人们过着原始的群居生活，每当狩猎胜利，披着兽皮在篝火边跳舞庆贺时，围观者围
成了一个向心的环行。
这个环行，用今天的话来表述，似乎是远古人根据这一“围观”的心理要求，由人和人围成了一个“
供表演的地方”。
　　从西方的古希腊戏剧演出中开始萌芽的中性布景到今天风格各异、手段繁多的戏剧演出，戏剧空
间观念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二维、三维和四维这三个阶段。
即从最早的平面画景、装饰性布景到与演员动作有机结合的立体装置布景，再到在舞台上体现了时间
的因素，它成为了一个运动着的时间、空间与意义的综合体。
　　古希腊时期，为酒神节而举行的庆典使得古希腊人蜂拥而至狄俄尼索斯剧场欣赏戏剧表演。
由于是群众性的集体活动，因而那时的剧场相当庞大，最早有圆场、看台，后来又有了更衣棚（圆场
后的换装处建筑）。
在布景方面，也有一些舞台美术的简单手法，如在更衣棚的建筑墙面上开了三扇门，后来又发展为五
扇，而且舞台两侧还使用了“三棱柱景”，通过转动不同的面起到暗示场景的作用。
同时，也运用了一些简单的制造特技效果的机关，用于神仙下凡等场面。
古希腊的悲喜剧演出在这样的剧场里产生了辉煌的奇观，但是，随着被古罗马的征服以及欧洲黑暗的
中世纪，戏剧在漫长的岁月中几乎处于沉睡状态，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觉醒。
　　职业的舞台美术家最早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那时的布景师大多是画家或建筑师，随着
透视学的发明，戏剧领域产生了运用透视画法绘制布景的狂潮。
在透视学发明之前，写实的造型和写实的色彩还不能构成写实的画面，而一旦运用了透视，平面的画
面形象马上就有了三维空间的深度，近大远小的透视关系创造出了空间与距离上的幻觉。
1618年，在意大利诞生了戏剧史上第一座有镜框式舞台的剧场——帕尔玛的法尔纳斯剧场，它的出现
，促进了透视布景的发展。
　　由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活动从平民化艺术走向了宫廷演出，因此，意大利的布景师利用透视画
法，极力追求贵族化的形式，布景华丽而壮观。
后来，随着换景技术和制造特技效果的机关布景的发明，更是创造出了神奇而魔幻的视觉奇观。
　　与此同时，在伊丽莎白执政时的英国，由于经济空前繁荣，人们对欣赏戏剧的愿望增强，在旅馆
院子、斗兽场和书籍插图对剧场的描绘等因素的影响下，天鹅剧院等公共剧场相继建立。
英国的剧场不像意大利的镜框式剧场，它不需要在舞台上绘制各色布景，凭借剧场建筑本身的结构便
能进行各种演出。
因而，莎士比亚剧本中多时空、多场景的事件得以在这种剧场中自由驰骋。
演员的动作在剧场建筑结构中更加灵活多变，忽而利用前台，忽而利用后台，一会儿进入了台仓，一
会儿又升到了楼台，使得全剧行动丰富多变，一气呵成。
　　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布景在18世纪时被比比耶纳布景家族继承和发展，他们将成角透视的原理运
用于布景绘制，使得画面更为立体，同时，通过描绘大建筑的局部，又使得布景宏大而气势磅礴。
然而，这种绘画布景不管它有多么逼真和豪华，毕竟只是在平面的画面上营造了一个三维的空间，相
对于一个立体的舞台空间来说，它实际上还是二维平面的。
舞台空间是实实在在的，有深度的，舞台上表演的演员也是活动的，三维的，当演员走近透视布景，
画面上所绘制的逼真的幻觉效果顿时全然消失。
　　18世纪末，随着现实主义戏剧的诞生，以历史上第一位现代导演梅宁根公爵乔治二世为代表的戏
剧家倡导布景要反映生活的真实面貌，必须真实地考究布景和服装在现实生活中本来的面貌。
由此，布景开始逐渐走向写实，但是，随着自然主义戏剧的出现，又将写实走向了极限。
自然主义的布景要求对客观事物做记录性的描述，一味地追求真实而不做任何主观评述，最终导致将
生活中的所有物品都搬上了舞台，取消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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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舞台设计概论》继承了舞台美术系几十年的教学传统，凝聚了老、中、青几代教师在教学与实
践中不断总结出的经验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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