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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旦表演手法浅议 

 

○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团   黄小莉 

 

     中国戏曲艺术的舞台表现是以程式化为基点，抒情写意，时空综合，形成人物角色的纵向
深入，达到人物形象的高度。秦腔遵循了这样的表演格局。在人物塑造上，讲求真情实感和深
厚深刻。秦腔中的旦角，更有着自身的艺术规律，在秦腔艺术的行当里，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
置，是一切妇女人物形象刻画的总属。 

    旦角行当里的老旦，是一种对老年妇人的艺术反映，一般都在老态龙钟的层面上做文章，
但也有硬朗稳健，不过这些全是表现在英雄人物身上的。外塑形象，内塑气质，是所有艺术人
物行程的必要手段，老旦也不例外，她在人物的层感之间去捕捉或者挖掘人物的喜怒哀乐、人
物的情感实质和性格流向。 

    我是一名主工老旦的秦腔演员，经过20多年的舞台实践，逐渐掌握了老旦表演艺术的一些
特点，比如面部表情，要以老皱的装饰和略为僵硬的面部工作完成其所要外在流露的内容；比
如脚步，大多以踉跄之举表达人物的精神，步子在乱与不乱之中；比如内心感受，是追随了故
事情节的发展，实行感性到理性上的过渡，然后上升到“知”的境地。领悟这些特点，对人物
深层次的刻画是极有好处的。根据自身条件，如嗓音的清脆舒长，表演的得体适度，根据人物
需求，揉进我的一些看法和思想上的认识。在演人物前，我是先通读剧本，对有自己戏份的动
作更是一丝不苟。我是以先总后分的方法，筛选出所饰人物最丰富的内涵，然后再去分清楚人
物与群体的关系，最后一线见底，直奔主旨，还人物形象一个真实面貌。这样的前期准备必不
可少，只要准备充裕了，塑造的人物就不会枯涩阴暗，难以潜入了。 

    在我演的诸多老旦人物里，我用一条主线贯穿全剧，那就是人物性格的起伏变化。把握了
这个变化，人物就会越发清晰。我往往是借用主线之力，再安排些许艺术养料，有情绪、有情
感、有情怀、有思想意识、有细节行为的表露，是主客观相联的艺术标准。这份标准在我的表
演体系中是“约定俗成”的，哪里用，就能在哪里出现。一切构思有了，便会更为熟稔地刻画
人物。我在秦腔传统剧《状元媒》中饰演的佘太君就是塑造老旦成功的一个典范。 

    佘太君在《状元媒》一剧里是以元戎身份出现的，巾帼英雄，英姿飒爽，颇具统帅之威
严。佘太君隶属老旦行当，虽有老态之形，却没老态之状，原因在于她自小习武，有强健的体
魄，所以年纪虽大，却刚劲十足。此剧中对佘太君的着墨不是太多，可是起到了撮合儿子婚姻
的重要作用，她既依着元戎身份，又依着母亲身份，是揉合的具体表拟。佘太君不管是在形态
上、语气上、动作上、思考上，还是在对待众多人物的关系处理上，均是有理有据，做到了雍
容高贵，特别是在儿子杨延景的问题上，更是倾注了母爱，威严中的慈爱，慈爱中的威严，直
至相随的怜爱之情。 

    怜爱之情是佘太君之所有，也是我倾斜给佘太君的一注砝码。砝码里，我搁置了人物的思
想感情，一并与艺术的成份前行，终就生动了人物的骨骼经脉，形成了血肉的丰满。唱腔上，



我是以用情托声、用情带声、用情扬声的表现手法表现佘太君的心路历程，该重处重，该顿处
顿，该轻处轻，行腔是一起喷发出去的，错落有致，色泽别致，更在拖腔的上音处，绾接出一
个小音节，略为拉长，再收入，听来韵味十足，给了佘太君的果断之举；表演上，我将“象”
的实质拟化，综合舞台“意”的张力，动有动感、静有静态，是动静结合，装有装样，扮有扮
相，是装扮相宜，外有外观，内有内质，是外内相融，共同完成佘太君由果断到喜悦的转换，
喜悦之后，便是她心思上的统一。这种境界伴随佘太君性格的流动得以升华。 

    升华也是需要艺术功力的，旦角艺术包罗万象，必须得有深厚的艺术水准，否则就难以驾
驭人物，更谈不上形象的塑造。佘太君是我比较满意的一个老旦角色，原因就在于我挖出了她
内心隐藏的东西，把隐藏的东西转回到现实，是突破、也是跨越。在老旦的表演手法中，倡导
的便是突破和跨越，演员塑造人物，取决于内心世界的表白。做好了这两方面，人物形象就会
自然而然地影像在演员的“四功五法”里，就有了层次的迭加、感知的认识，就有了艺术本体
对人物构造的全程对接。我在秦腔折子戏《探窑》里饰扮的老夫人，便具有上述之特色。 

    老夫人是当朝宰相的夫人，家境富裕、官位显赫，因其三女王宝钏与宰相三击掌决裂，王
宝钏奔曲江寒窑栖身，老夫人得知后，带上银两米面前去探望，探望的目的有两层意思：一是
规劝，二是劝回。故事就此铺排开了，老夫人在丫环院公的陪伴下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女儿。其
时的王宝钏因饥饿劳累，体弱多病，憔悴消瘦，老夫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于是就有了她做
母亲的眼泪和爱意，还有少许责备。我在表演此节时，尽量扩大老夫人情之切意之切的心绪变
化，表情是悲伤悲戚的，行动是缓慢缓冲的，脚步是散乱散却的，手指是抖动颤动的，内心是
跳动跳跃的，以此来刻画老夫人见到女儿境况后的痛疼，有真情实感，有母亲的作为，有深深
的自责和不安。待老夫人进入寒窑，看家徒四壁，心就更酸了，劝归之意油然而生。我在处理
这段唱时，较为深沉低吟，也较为含蓄婉转，一字一顿，一音一腔，劝王宝钏跟随老夫人一同
回去，听着揪心、感人。王宝钏的坚决也留给了老夫人坚决不走的信念。但因王宝钏的坚毅刚
烈，无奈中骗母亲出窑，其时的老夫人乃悲痛欲绝，一声“儿啊”，寄托了无数相思，闷闷不
乐而归。我的叫板绝凄绵长，震撼人心，颇有深度和力度，是老夫人所为。对这样的人物塑
造，必须要有完整性，人物一旦完整了，厚度就会加重。 

    老旦艺术的表演手法总归脱离不了人物的情趣走向，很好地利用这一走向，可以起到直奔
主题的效用。我将继续前行，在秦腔艺术的大领域里，开创我老旦艺术的又一次辉煌，争取做
到不负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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