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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戏曲美学与表演特点

　　戏曲美学是中国民族美学的一个分支，具有民族美学共同的特点，与西方戏剧美学有

相通处，更有显著的不同处。具体表现在它的范畴不同于西方戏剧美学的范畴。戏曲美学

范畴是怎样形成的？作为观念形态，它受中国哲学的统领；但哲学观念太形而上，如

“道”“气”等范畴没有直接进入戏曲美学。而比戏曲艺术成熟得更早的姊妹艺术如音

乐、诗歌、绘画、书法等艺术的美学范畴却有很多为戏曲美学所吸收和借鉴。近代以来，

西方戏剧的美学观念输入中国，也为戏曲美学所吸收，西方戏剧美学的一些范畴、概念也

为戏曲美学所使用。在使用的过程中，一些西方戏剧美学范畴逐步中国化了，一些美学范

畴结合中国戏曲的特点做出了新的解释。而戏曲美学观念的确立，一些重要戏曲美学范畴

的确立，最终是由戏曲表演的特点决定的。

　　虚实相生

　　虚实是戏曲美学的一对最重要的范畴。虚拟性是戏曲的一个主要特点。舞台时空不固

定，一桌二椅可以代表不同的场所，演员的一个圆场就可以表示从甲地走到相距遥远的乙

地。这种虚拟性与中国古代的哲学观念是相通的。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东方哲学都重视

“虚”。除了哲学观念之外，戏曲虚拟性产生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一种观点认为，是由

于古代物质条件匮乏，演出场所简陋，于是就用一桌二椅代表各种不同的室内设施等等，

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更主要的是由于演员的歌舞表演所决定的。由近代一些剧种的形成状

况推断，戏曲表演特点的形成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由歌舞向“演故事”发展，用歌舞作为

演故事的手段，歌舞表演不同于生活动作，自然产生虚拟性；一种是说唱艺术向“现身说

法”的方向发展，演出中就把说唱中的虚拟性的表演（如“用手推开门两扇”“一个箭步

冲上前去”）变成歌舞性的表演。虚拟的表演多了，在演员和观众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

就形成了戏曲表演的“程式性”。

　　虚拟性、程式性的形成，给戏曲带来很大的好处。以鞭代马，不仅是把骑马上台的困

难变为可能，而且可以表现出人物的不同性格和各种精神状态，表现出戏曲所特有的美

来。演员的表演可以出景出情。如《夜奔》，优秀的武生演员在空无一物的舞台上，凭借

着精彩的身段表演，不仅刻画出云迷雾罩、风吹叶落、虎啸猿叫的环境，更能够把林冲夜

投梁山时的悲愤、激越、惆怅、苍凉的情感生动地表现出来。

　　人的隐秘的内心感情是不易被察觉的，但戏曲艺术要求演员通过表演能使观众了解人

物的内心活动。翎子功、帽翅功都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蒲剧演员闫逢春在《杀驿》中表

演人物拿不定主意时，左右两个帽翅，一个固定，一个摆动；两个交替摆动，表示其“左

思右想”；最后一起定住，表示拿定主意了。帽翅的“实”生动地表现了情感的“虚”，

这是又一种“虚实相生”。

　　形神兼备

　　形与神是另一对戏曲美学的重要范畴。戏曲表演要求做到“形神兼备”。形神与虚实

紧密相连。形实，神虚。中国美学认为神似重于形似。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形是会被消灭

的，但神不灭，它能够流传下来，如同火尽薪传。现在人们仍经常用“薪火相传”来比喻

戏曲的传承。

　　在中国的艺术美学中，从画论到诗论再到剧论，都重视神似。顾恺之有著名的“传神

写照”论（《世说新语?巧艺》）。后来出现的“气韵”“神韵”等概念皆与传神相通。

谢赫《绘画六法》中把“气韵生动”放在六法的第一位。到宋代，苏轼论画诗说：“论画

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东坡题跋?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表明了文人画以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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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强烈主张。在诗歌创作中，强调作品要有意境、境界，就是说要有景有情，情景交

融。要有言外之意，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观念传到戏曲创作中，则强调要“意趣神色”

兼有（汤显祖）。

　　在戏曲表演中，形神是不可分离的，要做到“形神兼备”。戏谚说：“装龙像龙，装

虎像虎”，就包含着形神兼备的意思。首先“形”要到位。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指

事、化身，都必须准确、生动。准确，主要是形要准确；而生动则要求要传神。不同的行

当，各有自己独特的神韵。不太熟悉戏曲的人常常认为画脸谱是一种类型化的表现方式，

实际上脸谱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形的夸张使人物的“神”得到突显。不同的剧种，也有

不同的样态和不同的神韵。梅兰芳主张“移步不换形”，这个“形”应是包含京剧特有的

“样态”和 “神韵”两方面的内容。

　　戏曲剧本的神韵主要表现在文词的诗意上，而戏曲表演的神韵则表现在演员在剧本文

学的基础上演唱和表演的韵味。有影响的流派演员甚至会形成个人特有的表演韵味。他们

的一举手一投足，一腔一调，都可能“未成曲调先有情”。

　　内外结合

　　中国的画论、诗论都强调创作是内外结合的产物。张庚先生提出戏曲是“剧诗”，强

调剧作家写作时，要像诗人一样，热情地拥抱生活，在生活中产生强烈的感情，情不可遏

而作，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感人。

　　西方戏剧有体验派和表现派之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强调体验。他主张演员演戏时要

与扮演的角色达到“我就是”的程度。他反对事先准备好的表现，甚至喊出“打倒表

现！”的口号。而狄德罗、布莱希特等戏剧家则强调“表现”。

　　因为戏曲具有程式性，每一个人物的表演运用何种手段，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都

要经过事先的设计，所以人们很容易认为戏曲的表演属于体现派。然而，戏曲表演重表

现，但同样重体验。年轻的演员在学戏时先要按老师的表演“刻模子”，但在努力提高表

演水平的过程中，就要深入到人物的内心去进行体验了。优秀的演员一定要做到表现与体

验的结合，即内外结合。

　　川剧演员周慕莲在前辈艺术家康芷林的启发下得出这样的经验：

　　演员演戏要做到忘我——钻进去，钻到剧情中去，钻进角色，攻心为上；又要做到有

我——跳出来，演员表演角色。进进出出，出出进进，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就是演

员的本领。

　　体验——演员学角色，钻进去。

　　体现——演员演角色，跳出来。

　　体现出体验的东西，这就是演员的艺术。

　　中国戏曲在培养演员表现能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四功五法”的训练就是这方

面的结晶。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各个方面的训练都有严格的程序，都要求演员达到很

高的标准。比如手势，就有许多的变化。当年齐如山曾从梅兰芳的手势中提炼出53式兰花

指造型，梅兰芳的手势可以表现情感、生活、礼仪等方方面面。仅情感方面，运用不同的

手势即可表现出喜悦、赞美、惊讶、气愤、拒绝、惧怕、伤心、无可奈何等复杂的内心状

态。更重要的是这些手势都是美的。每一种情感都要以美的姿态来表达。

　　相比之下，在如何进行体验方面，中国戏曲还没有成套的经验，在这方面，斯坦尼体

系是优于我们的（张庚先生曾指出这一点）。我们可以向斯坦尼学习借鉴，但不能照搬。

我们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的实践中认真总结戏曲表演的体验与表现相结合的经验并提升到规

律，从而提高戏曲表演水平和戏曲理论水平。

　　中国古代哲学对技与道的关系有辩证的理解，如《庄子》，通过《庖丁解牛》的典故

论述了“技进于道”需要有长期的修养。戏曲表演的技艺性很强，戏曲演员必须下功夫学

习技艺，但如要在表演水平上提高，就必须不满足于技艺高超的层面，而要对生活、对人

物有深刻的体验，演出生活和人物的神韵。我们在评论演员的表演时，需要看他的技艺水

平，进一步则要看他对生活、对人物体验的深度以及体验与表现结合的程度。

　　戏曲美学还有其他一些独特的美学范畴，如雅俗、悲喜、新陈、美丑等，使戏曲具有

雅俗共赏、悲喜相乘、推陈出新并以尽善尽美为追求目标的美学特点。戏曲美学是理论研

究的成果，但这种成果是以戏曲创作和表演的实践为基础的，是无数前辈艺术家表演创作

实践的理论提升。因此，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我们研究戏曲美学必须重视优秀演员的表演

经验，而年轻的演员则应该认真学习戏曲美学。



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田粉红）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题《戏曲美学与演员的创造》，

《民族艺术研究》2019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胡子轩/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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