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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戏曲表演程式的审美心理建构 

4|151

作者:刘小梅 来源:《戏曲艺术》1999年第3期 时间:2010-11-19 21:56:14 浏览:74次 

         我们知道，力求用接近生活的形式来反映生活的艺术，属再现性艺

术；不拘泥于生活的自然形态来反映生活的艺术，属表现性艺术。不论对于

哪一种艺术，它们都有自己所遵循的规范法式。正是它们各自不同的规范

性，标示出了它们与众不同的自我存在。从广义上来讲，任何艺术都离不开

对意象的创设，但相对再现性艺术来说，表现性艺术更是完全倚重意象的艺

术。意象自身的模糊性导致对其语汇要求的明确性，因而再现性艺术的规范

法式力求使人不易觉察，表现性艺术的规范法式却比较严格鲜明。戏曲的程

式就属于这种严格而鲜明的规范法式中的一种。 

    我国著名戏剧导演金山评价戏曲时说：“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是提炼，

高度的提炼；夸张，强烈的夸张；节奏，鲜明的节奏。”其实这正是程式的

三个鲜明特征。作为戏曲艺术的一种单位形式，程式是戏曲赖以实现自身审

美价值的重要手段和组成部分，它是戏曲反映生活的表现形式，是具有严谨

的规范性、强烈的节奏性、鲜明的夸张性、高度的技巧性、审美的装饰性的

意象化、格律化的戏曲语汇。作为戏曲基本单位的表演程式，当它们以一对

或一组的方式独立存在时，尚不能构成独立的舞台形象；只有根据人物性格

和规定情境的要求，把若干程式按生活逻辑和舞台逻辑组合起来，方能塑造

出某种独立的、具有某种具体思想感情的舞台形象，最终完成对戏曲的某种

审美客体的塑造。也正是表演程式把诗歌、舞蹈、音乐、剧情完美地统一起

来，在一种综合的、水乳交融的条件下创造了一种涵虚、模糊的审美状态，

从而使得戏曲最适合于抒情写意。 

    从戏曲和表演程式的关系出发，我们可能会对程式的审美特质有一个更

全面的认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表演程式是戏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

里要着重指出的是，程式对于戏曲来说具有相对的规律性和规范性，戏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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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生活时就要照顾到它们对表演的要求，否则，程式这种“戏曲语汇”的

内涵就会遭到破坏，就会给舞台上下的交流造成困难。所以，戏曲和表演程

式的关系正象我国古代诗歌和格律的关系一样，后者一方面从属于前者，另

一方面又束缚前者，而这种“束缚”又成为前者的存在特征，二者辩证统

一。也许确实是因为古代诗歌和戏曲一脉相承的血亲关系，从先秦的四言国

风，到汉魏的五言乐府，到唐代的五七律，到两宋的长短句，再到金元的南

北曲，我国传统文学都在格律的束缚下协同音乐创造了自己无限广阔的意境

空间。伴随着戏曲的形成，伴随着戏曲对“诗歌、舞蹈、音乐、剧情”的综

合，程式比格律也相应更为综合和复杂——增加了舞台表演因素，把音乐、

格律、行当、身段、脸谱、服饰等诸多因素纳而化之，形成对戏曲的既服务

又要求的更高层次上的“格律”形式。同时，也把古代文学抒发主观、追求

意境的审美传统一脉相承地遗传到了戏曲身上，并以之作为戏曲的最高审美

境界。 

    一切艺术都需要对生活加以变形，戏曲程式就是对生活的一种夸饰化的

变形。著名美学家王朝闻说：“优美的戏曲程式，不仅是对戏曲表演艺术，

而且是对生活的一种特殊提炼。”也就是说，程式化是戏曲提炼生活进行变

形的艺术逻辑，也是它反映生活的表达方式。因此，作为表现性艺术的戏曲

与再现性艺术在审美上就存在着方式之别：再现性艺术近似生活实态，变形

程度小，审美主体可凭生活经验直接进行艺术品评和审美判断。戏曲表演程

式则距实态生活距离较大，审美主体只有熟知和掌握它变形的逻辑和特殊的

表达方式，才能达到自己的审美目的。进一步说，表演程式作为戏曲的一种

语汇，在舞台上下的交流中，它的意义依靠演员和观众之间达成的默契而存

在，而这种“默契”是建立在“心理真实”的基础上的。 

    “心理真实”在戏曲的审美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戏曲程式

所含的各项内容中的首要追求目标。其中对于表演程式来说，通过虚拟表演

取象写意以达到最终的心理真实，正是表演的最高追求。意境是创作主体通

过审美客体（作品）向审美主体传达心象空间，其中两个主体间有相互作用

相互补充。抒情性作品尤其如此。审美主体的想象力及生活经验极大地影响

着另一半。梅兰芳先生讲过这样一个著名的例子：他向一位老妇人了解《秋

江》的观后感，这位老戏曲观众回答：“很好，就是有点头晕，因为我有晕

船的毛病，我看出了神，不知不觉头晕起来。”舞台上虽然既无真水亦无真

船，可是通过演员的虚拟程式，观众获得了一种异常贴切的心理真实。因此

说，正是心理真实衔接、贯通了艺术上的再现和表现，维系了表演程式和生

活真实的关系，开拓了意象和意境的天地，使戏曲获得了不拘泥于物理真实

而获取艺术真实的自由。 

    那么，在戏曲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具体是如何实现自己对程式的审

美、进而获取心理真实的呢？ 

    众所周知，任何艺术的审美都需要想象，但表现性艺术和再现性艺术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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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想象互有差别：对于再现性艺术，作为欣赏对象本身越是生动、丰富、

具体，所唤起的再造想象就越强；而戏曲因为是表现性艺术，其程式的象征

性、含糊性使得创造想象的活动空间更广，留给观众的接受域就更宽。即是

说一旦掌握了程式语汇的逻辑，戏曲审美主体就会把各种更为广阔复杂的审

美对象纳入自己的审美辐射范围。具体讲，是程式本身具有的虚拟、写意的

含糊特征，使得每一个主体会从自己的心理图式范围内取得为自己所接纳的

东西。我国传统意境美学一直主张的“妙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实

质，就是留给审美主体以更广阔的心理空间，使他们更能在自己的心理图式

下观看自己“愿意”看到的东西。当然，摹象的戏剧审美也会发挥主体情志

的作用，不过，主体情志的作用范围就小多了。在想象域上，已经十分具体

真实的客体物象留下的作用范围相对太有限了。 

    戏曲程式的这种审美特点自有它深刻的心理学依据。从心理学角度看，

程式的审美过程是审美主体与艺术形象邂逅与契合的过程，即审美知觉的形

成过程，其中主要包括两项内容：其一是感觉的输入；其二是借助以往的经

验对感觉到的信息予以综合和解释，也就是进行“审美统觉”。在现代心理

学中，统觉是指由当前事物引起的心理活动同已有的知识经验、心理品质相

连系相融合，从而更清晰理解事物意义的心理现象。在表演程式审美的心理

内化过程中，主体把舞台信息同以往贮存的信息（包括对生活的感悟、对程

式语汇的理解两方面）联系起来，去完成主体经验世界作用下的审美建构。

在这一过程中，审美主体所知觉的已不是自然状态下的某一程式，而是融有

主体经验心理在内的这一程式的映象，即主体以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为背景，

在特定的戏剧情境中，在熟知程式语汇的基础上对程式的独特理解。在这个

过程中，审美客体的一些次要的、枝节的、非本质的信息被忽略掉了，能够

直接与审美主体心理状态相融合的信息被强化了。表演程式中一些隐蔽的、

微妙的、在一般情况下不易被接受的信息此时却明朗起来，强烈起来。由此

产生了一种似真似幻的审美状态，也就是创造想象已经极大地发挥了自己的

作用。 

程式在自己的艺术表现过程中，略物理真实而重心理真实，略实态的再

现而重心理的表现，这实际上是忽略了心理学上的感觉阶段，突出了统觉阶

段，也就是表演程式虽然离实态生活较远，但它把自己的力量重点使用在对

观众情绪、情感、感觉、气氛的把握上，借此从心理频率上牢牢抓住审美主

体。在这一点上，美国著名符号论学者苏珊·朗格的观点被引用来作为诠释

再恰当不过，她认为艺术符号的表现性就是“将情感呈现出来供人观赏的、

是由情感转化成可见的或可听的形式。它是运用符号的方式把情感转变成诉

诸人的知觉的东西”。 

戏曲的表演程式就是一种有别于有声语言的艺术语言符号。从其负载效

应来看，表演程式的审美感觉阶段，就是舞台信息的输入阶段，实现的是由

物理到生理的转化，主要依赖主体的生理机制和本能；审美统觉阶段则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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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所以即使同时面对同一审美对象，不同主体心目中的审美映象也会各具

差异、各有偏重，甚至大不相同。 

表演程式本身具有双重品格，它是从生活中提炼而来并成为一种规范，

但在创造具体舞台形象时，又必须从生活出发根据人物性格和特定情境对之

加以发展和变化，以求取得规范性和人物性格的统一。它既是演员体验生

活、塑造形象的结果，又是演员进行形象再创造的结果。所以，不同的演

员，对同一剧情下的同一程式作不同的理解。即使是同一演员，也会对同一

剧情做前后不同的演绎。拿中国现代京剧演员李少春演《闹天宫》来看，以

往他演齐天大圣进瑶池一场，总是力图从眼神中闪烁出惊羡以至垂涎的意

态，后来在演出这一场时，则尽量表达诧异和愤懑的神情。剧本还是原来的

《闹天宫》，但前后演出的不同，明显地体现了演员对于剧本的主动性。尤

其在中国传统戏曲中，剧本为演员留出的创造余地是相当空阔的，不同的演

员会给观众带来互有差别甚至截然不同的舞台形象和戏剧情景，而谁也没有

逾越剧本之矩。同样对于审美来说，“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绝

对事实。其中奥妙，尽在于程式作为一种艺术符号，是一种模糊语汇，不论

给戏曲的表演创作还是审美都留下了广阔的主观生发和创造驰骋的余地。它

既相对定型，但面对不同的戏剧情境时又可以相应变化；它所负载的内涵既

相对同一，在不同审美主体眼里又千差万别。即使面对同一剧情，不同的演

员有不同的程度表现，不同的观众有不同的审美要求。 

正是程式的存在，形成了戏曲对技巧极其关注、对形式美高度追求，在

同一行当上流派纷呈的特色，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极为矛盾、无限广阔的内心

审美需求。“戏曲不但好看而且耐看”，戏曲不是以情节之奇给人以悬念，

而是以形式之美令人回味不已。观众对它不迷则已，迷则百看不厌，其奥秘

大抵在此。 

 阿甲先生有言；“戏曲是伴随形式美来认识生活的。”作为戏曲构成

的基本单位，表演程式本身是一种意象语汇的符号，是一种形式表现，所以

更进一步说，戏曲是通过程式美来表现生活的。程式依靠舞蹈与音乐这对孪

生姊妹，运用旋律、节奏、美的造型等艺术手段，将戏剧矛盾诗意化、舞台

化。以举手投足的细腻表演传情，以绚丽特异的服饰刺激观众的想象，求得

舞台上下一种精神的契合，利用意象审美来完成自己对诗意的追求。正如美

国语义学美学家苏珊·朗格所说的：“戏剧不仅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而

且也是一种独特的诗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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