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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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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舞台美术是在舞台上再现美学层次

的空间处理。在一个“空的空间”通过布景变

化、多媒体应用、人物服装与妆容、演员虚拟

性表演完成内容的呈现。综艺舞台空间被创造

和运用是创作者对节目形式内涵感受的物化传

递。综艺舞美有别于戏剧舞美对规定情境和情

感诉求的执着，它是造型装置，是外在表象结

构，在多维空间内追求构图平衡、点线面对称

排列，从空间意义上追寻创新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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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声光电等科技手段被广泛运

用到舞台美术创作当中，极大地丰富了舞台创意

手段，造型奇特、形式各异、特色鲜明的舞台装

置刷新着观众的认知。传统的手绘布景被 LED

屏幕、自发光景片、电脑灯、投影、冷焰火、数

控升降、舞台机械等所取代，艺术表现力不断提

升。每一个舞台空间都具备唯一性，烙印上某

档节目特有的标签，伴随着一次演出活动的开

始而诞生，伴随着节目录制杀青而告结束。

舞台空间从观念到实体，融合统一，创作

者思维各异，创作出的舞台造型千差万别，从

理论上很难将其进行形式种类的划分。整个空

间样式不再满足静止的视觉表现，而是融合声、

光、电、机械等舞台构件，从静态转变为动态

的空间美学。它不断地改变着观演关系，从只

是提供一个观赏和表演的舞台，变成时刻传递

舞台符号，不断与观者交流的载体，揭示节目

的精髓。

综艺舞美中的空间划分是相对的，我们习

惯将点线面划分为二维空间的造型手段，立体

舞美造型为三维空间的造型手段。人们在日常

生活中很容易归类二维空间创作和三维空间创

作，由点线面构成的绘画样式会被定义为二维

空间作品，建筑、雕塑会被定位为三维空间作

品，两者是相互独立的艺术样式。而舞台空间

区别于其它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一个综合体，可

以实现在二维空间中做三维空间的拓展。比如舞

台绘景、综艺小品中的背景景片是最常见的二维

空间处理手段，用一块平面写真喷绘室内场景或

汽车内景等特定情境立于舞台后侧，通过对自然

形态的复制，实现戏剧场景中的假定性。通过复

杂构造搭建起来的实体装置，则是三维空间的

内容处理。这些装置可以播放视频、可数控升

降，配合舞台灯光，完成空间的流动性。

一、舞台空间中的二维处理手段

综艺舞美中习惯用线和面进行特定的处理，

制造假定性空间并对舞台空间进行延展。线条

的运用对视觉有特殊的引导作用，在舞美空间

中它是抽象表现手段，简单流畅的线条勾勒舞

台的形状，会让舞台显得灵动、凝练。线的表

现是多元的、开放的，舞台线条呈现舞台造型，

灯光线条延展舞台空间，线条与光色相互配合

打造的舞台空间具有丰富表现力与强烈的艺术

美感。自发光材质的运用，线条可以在虚实中

变换。在综艺舞美中，特别是歌唱类的节目，

线条的运用已经成为节目本身“符号化”的体

现。《我是歌手》中，运用灯光线条去勾勒舞台

空间，灯光张合有序，排列出各种造型将歌者

包裹其中。《梦想的声音》 则是利用自发光灯

带，打造环形舞台空间，用环线去架构舞台造

型，通过灯带的变换流动，打造出动态的舞台

空间。有序的线条组成线条体系，呈现整体统

一的舞台空间，曲直虚实的线条纵横交错组合

成变幻莫测的图形世界 （图 1）。泰戈尔曾说：

“观众来到剧场里看戏，是带着想象力来观看戏

剧，而不是把它锁在居所里，只要舞台上稍加

暗示，观众就会知道演员在表演什么。”在访

谈、情景剧等类型的综艺节目中，我们用面来

处理舞台空间的划分，在面的表面附上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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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质，就可以实现情景的模拟。这种用“以少

胜多”和“化简为繁”的处理方法追求“神

似”，为观众构成自由想象的空间。以春晚小品

《不差钱》 为例，舞台背景是一块平面背景板，

表面贴有真实比例大小的酒店大堂场景，演员

在背景板之前进行表演。观众会被这种对自然

形态复制的假定性场景所带入，感受演员所表

现的真实生活形态。LED 屏幕的运用更加丰富

了“面”空间的设计理念，设计者彻底从传统

的舞台绘景中解放出来，任意地在二维平面里

运用透视手段进行场景的创造。例如春晚小品

《车站奇遇》 中，潘长江坐在汽车道具里就是

通过背景画面的播放，让观众感受到机车的

行进。

图1
二、三维空间的营造

舞台美术就是在“空的空间”中创造出真

实的立体空间。1887年法国戏剧《雅哥·代摩

尔》的问世，创作者安东抛弃了布景的使用，而

是在舞台上搭建真实的场景，所用的道具均为真

实的生活物品。这一极端的创作手法引发了舞

美设计者关于“有限的物质空间与无限的规定

情境需求所构成的矛盾”理论的激烈讨论。这

一讨论开启了未来舞台美术师对“如何在有限

的空间内打造无限的空间”不断探索的大门。

综艺舞美的视觉空间区别于戏剧空间，它是抽

象的、符号化的。设计师需要在有限的演播厅

建构出“可视空间”。这个空间需要有对节目主

题的形象概括和生活环境符号化的高度凝练，

以及从“可视空间”中可能感受到的社会空间

和哲学空间。

综艺舞美视觉空间在舞美结构上遵循“符

号化”元素为核心、其它结构依次展开的原则。

“舞台上的事物具有了超越自身的意指功能。”

舞台给我们提供了庞大的符号学系统，它们在

台上产生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同时，释放出所有

潜在的含义。这种“符号化”元素占据整个舞

台最显眼的位置，它可能是一整块特殊造型的

LED 大屏，或是契合节目主题的舞台异形结

构。以棚内综艺 《王牌对王牌》 为例，整个舞

美的视觉核心是一块“手持扑克”造型的 LED

大屏。观众在看到这个造型时，会自觉地带入

游玩扑克时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氛围。这块大屏

占据主舞台大部分区域，它的庞大也垫定了其功

能的重要性：一方面满足节目主题视觉画面的呈

现，突出节目的内容、形式；另一方面，为内容

呈现铺垫起到决定性作用，比如歌舞类节目背景

渲染、语言类节目情景的营造、文字类节目的内

容呈现等 （图 2）。而在棚内综艺 《创造 101》

中，它的主视觉则是由101个选手席位组成“金

字塔”造型的舞台结构，从上到下，位于最塔尖

是一个选手席位，第二排是两个，以此类推，整

个结构高度接近20米。金字塔四周用线条状的

LED屏幕环绕。这些线条遵循在塔尖位置单点透

视的原则排列，将观众的视线引导在“金字塔”

最顶端宝座的位置。这种功能性极强的舞台造

型，从空间营造上透露出紧张压迫感。综艺舞

美的视觉空间是具有强烈寓意性的形式化空间。

看似复杂繁琐的舞台结构，实际都是用简约、

流畅的造型拼接组合而成，充分利用“假定性”

造型手段，引发观众丰富联想。

三、结语

综上所述，综艺舞美视觉中的造型手段不

再是通过单一的装饰和绘画来再现环境，而是

通过融合线条、结构去构造具备丰富内涵的空

间形态。设计师需要打破固定的舞台形式，为

节目提供不断变化的舞台造型。在演员表演的

过程中通过舞美形象的变化，让视觉空间呈现

出“律动美”“流动美”。这种空间没有传统布

景的呆板，它是设计师建立的立体空间格局。

舞美空间“自身”需要不断的变化，烘托出演

员的表演，两者相互融合创造出灵动的舞台空

间画面。

（作者单位：浙江广电集团广播电视制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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