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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士鼎   

    中国戏曲是以唱、念、做、打的综合表演为中心
的戏剧形式，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段，与表演艺术紧密
结合的综合性，使中国戏曲富有特殊的魅力。它把文
学、音乐、舞蹈、美术、表演的美熔铸为一，用节奏
统驭在一个戏里，达到和谐的统一，充分增强了各种
艺术手段的感染力，形成中国独有的节奏鲜明的表演
艺术。但歌舞演故事是基本的特征，因此，舞蹈是戏
曲表演的重要部分，始终与戏曲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一  

    戏曲舞蹈毕竟不是单纯的舞蹈，它是与剧情紧密
结合，为表现戏剧中的人物、事件和场景服务的。在
戏曲艺术发展完善的过程中，舞蹈功不可没，有着不
同方式的吸收融合。如戏曲的水袖舞不但动作优美，
而且能表达各种人物不同的感情。它与古人所说的
“长袖善舞”是一脉相承的。西安出土的汉代舞佣，
也有扬袖而舞的生动形象。戏曲舞蹈正是继承了“长
袖善舞”的传统，才创造了那些深刻表现人物内心感
情的优美的水袖舞姿。我们从留存至今的元杂剧剧本
中，就可以看到元代杂剧演出中的舞蹈活动。而在戏
中包罗民间歌舞最多的要属“目连戏”。戏中包括了
各种各样的武术、杂技、歌舞等。明代人郑之珍整理
改编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里也插入了许多民间舞
蹈。有《鹤舞》、《虎舞》、《武将舞》、《鱼篮观
音舞》等。尤其是在“博施济众”一折中的《哑背
疯》舞蹈，至今仍在戏曲演出中存在。这段舞蹈舞动
起来上下协调，一个人表演却活像两人在舞蹈。而舞
蹈被戏曲吸收融合的过程，在前期表现为搬演舞蹈段
落，移用歌舞大曲名目和采用生活化的舞蹈动作。后
期表现在从人物出场、亮相、举手投足以及人物思想
感情的各种动作表现方面，都体现出舞蹈的韵味。这
一过程形成了传统戏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十分
重视以舞蹈美来解释舞台行动和戏剧逻辑，用舞蹈之
美来再现生活和铺叙人生。  

    戏曲的舞蹈美贯穿在戏曲表演体系中被人们习称
的“做”和“打”这两种功法之中。首先，戏曲舞台
上人物的一切行动都是舞蹈化了的。戏曲舞台上人物
形象，可以说是舞蹈艺术的形象。戏曲舞蹈的语汇是
很丰富的。戏曲演员要调动起自身肌体和精神的一切
因素，实现美化和舞蹈化，而且服饰、道具等，也都
参加了美化和舞蹈化的创造。戏曲演员手中拿的、头
上戴的、腰上系的……都可以形成舞蹈化的身段组
合，任何一种生活用具一经纳入戏曲舞台而成为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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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会产生出精彩的舞姿，构成富有表现力的舞蹈
语汇和舞蹈组合。  

    二  

    我国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对艺术的创造作了一个
通俗易懂的解释，即“平常的旧材料之不平常的新综
合”。看京剧《骆驼祥子》中的黄包车舞，马上就会
联想到传统戏《挑滑车》。那一系列单手抓车、翻身
抓车的舞蹈动作都有《挑滑车》中高宠舞大枪的影
子。京剧《华子良》下山的一段出神入化的扁担箩筐
舞，一招一式都明显看到是从《石秀探庄》的“走
边”程式中演化过来的，但两剧在运用戏曲程式和创
新上恰到好处，都堪称新的经典。入围“国家舞台艺
术精品工程”的一些剧目，如甬剧《典妻》中的抬轿
舞、黄梅戏《徽州女人》中的井台舞到京剧《贞观盛
事》的马球舞等，都具有戏曲程式的变化多端之特
性，在创新戏曲舞蹈的表演语汇上都做了有益的尝
试。山东梆子《山东汉子》导演充分发挥了戏曲的特
点与优势，把一场蹬车赶路的戏，设计为多姿多彩的
舞蹈，两个人感情的发展和心理的表露，通过这行路
的舞蹈和层层递进的抒情唱腔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把
人物心灵的美化为舞蹈歌唱的美。传统戏曲剧目，如
果想保持它不灭的活力，必须不断地整理、打磨，才
能与时俱进而永葆其青春。  

    当前，综合性舞台艺术的新形式——音乐剧是一
门非常自由的艺术，音乐剧也是熔戏剧、音乐、舞蹈
等于一炉的时代艺术形式。它的音乐通俗易懂，因此
很受大众的欢迎。２０多年来，中国音乐剧艺术家在
把握音乐剧规律的途程中作了各种各样的探索，把戏
曲编排成音乐剧的样式，或是用某地方戏曲的曲调排
演音乐剧，象京剧《大唐贵妃》、黄梅戏《秋千架》
等…尤其是一些民间舞蹈演化的歌舞小戏，在艺术和
市场相结合的道路上，步子迈得更大，并有许多不同
风格和样式的作品问世。安徽省近年来演出的花鼓灯
泗州戏《小红鞋》就把有“东方芭蕾”之称的花鼓灯
和在淮河流域流传的泗州戏结合起来，并深受广大群
众欢迎。花鼓灯是民间歌舞，泗州戏是地方戏，花鼓
灯比较热烈奔放，泗州戏比较婀娜多姿，花鼓灯的热
情奔放更为人称道，享有汉民族舞蹈”东方芭蕾”之
美名，泗州戏以其唱腔优美被誉为“拉魂腔”；将两
者交融，是每一个植根于这片土地的文艺工作者的情
结。在《小红鞋》一剧中，安徽省泗州戏剧院便试图
进行一种艺术嫁接，寻求戏曲与舞蹈之间的贯通，以
期达到独特的审美效果。  

    历史乃至艺术史总是按照螺旋上升的轨迹发展，
传统中国戏曲和民间舞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次相
遇相容，由此生成的将会是历史更高起点上的文化样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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