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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学建构刍议 

王家熙 

    在纪念荀慧生先生100周年诞辰之际，我就提出有必要建立“荀学”这

门学科。荀学，顾名思义，是系统、全面地研究京剧大师荀慧生先生及其创

建的荀派艺术体系的一门学科。 

    一、荀学的研究内容 

    1.史：荀慧生的艺术道路，荀派的建立和影响 

    荀慧生幼年先后坐科于天津“义顺和”、北京“正乐社”科班，学习梆

子旦角，在严格、苛刻的要求下，接受踩跷等高难度的技艺训练，打下了极

为坚实的幼功基础。1916年出科不久，即改演京剧，他又转益多师，达到文

武昆乱不挡、唱念做打俱佳的境地。 

    荀慧生富于鲜明特色的艺术风格，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叶建立起来的，

主要标志就是当时剧评家所说的“变淫媟为幽窈”。他摒弃了传统花旦表演

中那些庸俗、色情的成分，保存并发扬了民间舞台上这类戏有生气、有活力

的优点，端正了剧中那些少女的思想性格，同时，创造出许多天真、活泼、

娇憨、热情的表演，使这类戏的内涵更加丰富，格调大为提高。他就是用这

种健康而富于情韵的全新表演风格，在广大观众中建立了崇高威望，被誉称

为荀派的。 

    研究荀派，首先要研究它与戏曲传统的关系，了解对其风格形成产生重

大影响的前辈师长。荀慧生开宗立派，得益于梆子花旦耆宿老十三旦（侯俊

山）对他的亲传，“国剧宗师”杨小楼对他理解正统“京剧精神”的启迪，

京剧教育家王瑶卿对他编演新剧目的指导等等，这都应该专题解析。正因为

荀慧生是从传统的博雅精深处再求发展的，所以，荀派艺术于盎然新意中总

是透出传统的厚重感。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特别是创排一系列新剧目的实践中，荀先生始终

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着自己的艺术风格。荀派艺术，以感情色彩浓郁、富于青

春气息而著称于世，学习和效法者极多，传播面极广，以至20世纪30年代以

来，戏剧界一直流行着“十旦九荀”之说。 

    荀门弟子遍布祖国各地，远及东南亚、日本、美国。其中有不少成就很

高以至又建立起自己新风格的优秀演员，如毛世来、宋德珠、许翰英、童芷

苓、赵燕侠、李玉茹、吴素秋和当前仍活跃在舞台和教学岗位上的孙毓敏、

刘长瑜、宋长荣等。荀慧生的长子荀令香、女儿荀令莱也为发扬荀派艺术做

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许多地方戏曲剧种的优秀演员也都竞相师事荀慧生先

生。由于荀慧生与众多荀门弟子的共同努力，使荀派已衍生为我国戏曲界源

远流长的一个重大流派。因而荀派的传承和流变也应在研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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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艺：荀慧生的唱腔、表演和造型 

     荀慧生是戏曲表演领域中自辟新境的艺术大师。他在京剧程式化表演

的基础上，引进、融入了大量生活化的表演，使两者有机而适度地结合起

来，开辟了程式化、生活化结合的新境界。这是符合20世纪以来中国戏曲发

展潮流的。他力图把程式用活，不使表演类型化，着意刻画形神兼备而又个

性鲜明的艺术典型；他追求的一种艺术效果是：力图消除台上人物和观众之

间的隔阂，能让观众感到和剧中人亲密无间。 

    他的风格，自然、灵活而又合乎戏曲传统规范，开阔、洒脱而又不失含

蓄，神韵飞动而又讲究深度，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荀先生有许多名剧中的

主人公是小家碧玉，但他的表演却具有大家风范，这也是荀派不同于一般花

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荀慧生的演唱艺术独创一格。他力图把板腔用活，来表达剧中人物特定

情感。他为自己度身定制了刚柔相济、侧重柔美的声音造型，强调以情带声

和借字抒情，还注意通过音色变化，表现不同人物的各自口吻。他揣摩戏情

戏理十分深入，在保持各种板式、腔调基本规格的基础上，谱制了大量新

腔，其中既有活泼多姿、秀丽精巧的喜剧性旋律，又有委婉缠绵、深沉细腻

的悲剧性唱腔。在唱法上，他讲求意境，着意神态的刻画，强调轻重、抑

扬、虚实、飞顿的节奏变化，从而也自成体系。他的演唱情真意切，最擅深

入刻画古代纯情少女的内心世界。他的系列名剧中，有大量精彩唱段传世，

至今为脍炙人口的荀派名曲。 

    眼神的运用，也是荀慧生的一绝。好的舞台表演，要引人入胜，荀先生

认为，演员的任务就在一个“引”字，这当然必须有对角色内心探索的深

度，但也必须用眼神加以外化。荀先生那勾魂摄魄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

源于“眼神功”这门大学问。 

    荀慧生非但在每一出戏里唱、念、做、打、舞蹈、表情都有丰富的新创

造，而且在服饰、化妆、造型等方面均独标一格。如他设计了多种新的古装

发型，与梅派风格很不相同，梅兰芳的古装发型，全部是正髻，而荀慧生大

都是偏髻，京剧界称为“留香髻”（荀书斋名“小留香馆”）。荀慧生那精

美雅致、色调丰富的服装称为“留香装”。有的服装虽然是为小家碧玉角色

设计的，但却与京剧大气磅礴的总体风格十分协调。 

    3.戏：荀慧生的演出剧目，荀剧的文学性和舞台性 

    荀慧生戏路极宽，举凡青衣、花旦、刀马旦各种类型的骨子戏样样皆

精，演出剧目十分丰富。许多传统戏经他从剧本到表演不断加工、提高，都

成为具有他鲜明个人风格的代表作。他一生创排新戏90余出，仅与剧作家陈

墨香先生合作创编或改编的就有45出，新剧数量之多在旦角四大流派中居首

位。20世纪30年代末叶，便形成了荀派系列名剧，其中有«红娘»、«元宵

谜»、«丹青引»、«勘玉钏»等喜剧，«红楼二尤»、«钗头凤»、«杜十

娘»、«霍小玉»等悲剧和«大英杰烈»、«玉堂春»、«花田八错»、«十三

妹»等在传统折子戏基础上增益首尾的整本大戏。这些戏大都经受住了演出

市场的考验，从时间上审视流传久远，从空间上审视流传普遍，而且历久弥

增鲜艳。 

    荀派戏长期流行广泛，艺术上自有其独到之处，这就为戏曲剧目的建设

和积累提供了宝贵经验。荀慧生的创作剧目，极重文学性和舞台性。荀剧大

都故事完整、结构严谨、布局曲折、节奏明快，能充分发挥唱、念、做、打

的功能来表达思想内涵，强调观赏性，非常适合舞台演出。传世荀派经典唱

段的唱词，意高文深、情采动人而又雅俗共赏，称得起是京剧史上的一流佳

作。 



    荀剧取材于我国古典名作的甚多，如荀派«红娘»，自1936年问世，60

余年来，几乎成为每一位京剧花旦演员必备的剧目，久演不衰，演到哪里红

到哪里。1952年文化主管部门曾组织过一次京剧剧目演出情况的调查，数字

表明，荀派«红娘»上演率之高，在所有的京剧剧目中居第二位。直到20世纪

八、九十年代，孙毓敏、宋长荣仍以此剧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掀起热潮，而

且均以演出此剧超过千场大获赞誉。 

    历史证明，«红娘»不仅对于旦角行当的艺术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改

编古典名作方面也走出了新的路子。 

    再如，20世纪许多名家试图将文学巨著«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搬上京

剧舞台，根据«红楼梦»创编演出的京剧剧目曾有40余种（见 

    «京剧剧目辞典»，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出版），但绝大多数都昙花

一现，没有成为保留剧目。唯有创演于1932年的荀派«红楼二尤»至今仍广泛

流传，经受了近70年舞台考验，成为京剧“红楼戏”一枝独秀的经典名作。

这一现象，当然也应该列为我们的研究课题。 

     4.论：荀慧生的艺术理论 

    荀慧生不仅有丰富的艺术实践，对于戏曲表演理论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工

作，发表了很多有独到见解的理论性文章，提出并阐述了许多有关民族戏曲

发展的学术问题。从1925年起，荀先生坚持每天写日记，无论在家在外，抑

或创作、演出和社会活动多么紧张繁忙，他都不拖一天地写，直到1966年8

月，40余年如一日，他的日记积累了厚厚的几十大本。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位艺术大师辛勤劳作的一生。他的这部日记不仅限于记述个人的艺术见解

和创作体会，也涉及整个戏曲界众多艺术工作者的活动，以至政局的变迁。

这部日记在京剧界是独一无二的，为研究我国近代戏曲发展史提供了极其宝

贵的第一手资料。 

    荀先生在戏曲理论探讨方面，成果丰硕。其中包括：对戏曲程式的梳

理，对传统技术的归纳，对流派、风格、特色的解析及对他自已大量创作演

出实践经验的总结等等。他发表的论文中 «演人别演“行”»、«三分

生»、«略谈用腔和创腔»、 «谈演员眼睛的运用及其他»、«虚拟与真

实»、«编剧琐谈»等名篇，富于创见，有特殊的审美价值。 

    在荀先生的演出实践和理论著述中体现的艺术思想、艺术观念，亦即荀

慧生戏剧观，更是荀学的重要部分。 

    二、建立荀学的意义 

    荀派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化的艺术流派，在中国京剧史上占有特殊地

位。建立荀学，不仅是我们戏曲史论建设的需要，对于在新世纪中弘扬民族

传统文化也必然有积极的现实作用。我国民族戏曲的理论研究工作，一直滞

后于舞台实践，微观的研究更亟待向深、细发展，深入细致地研究各个重要

流派，逐个建立每位艺术家个体的体系，对于全面建立起整体的中国戏曲表

演体系，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工序。 

    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重点研究梅兰芳和梅派艺术就足以认识京剧，乃

至中国传统写意戏剧的魅力了。当然，梅兰芳不愧京剧艺术的首席代表，但

如果只有梅兰芳，恐怕京剧还不会被称为国剧，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

奇迹般地出现了以“四大名旦”、杨小楼、余叔岩、马连良、金少山等为中

心的大师群体，才铸就了京剧艺术的无比辉煌。仅从旦角行当来说，就有梅

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四大流派，多种风格姹紫嫣红、交相辉映、

气象万千，才是我国“国剧”的伟大景观。所以我们不仅要研究梅派，也要



研究荀派。特别是他们对我国写意戏剧观的不同理解和在实践中的不同运

用，更值得作深层次的对比性研究。他们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路数又很不

一样。 

    戏曲界几乎一致肯定，荀慧生以现代审美意识观照古典戏曲的探索，是

非常有成效的，这是荀派艺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之一。荀慧生的戏剧观

就总体说，仍属于写意范畴，不过他在写意的基础上，巧妙地融入了写实的

因素，使程式化表演和生活化表演结合一体。而对于这种结合，他的卓越贡

献又在于做到了：一是有机，二是适度。荀先生独树一帜的新风格，传递了

一种崭新的审美理想，可是他的艺术建设，依然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的，而且有典范作用。所以，研究荀派非常有助于完整地理解中国的写意戏

剧观。 

     三、荀学的积累和准备 

    荀慧生先生年轻时便结识了许多文人学者，其中不乏高层次的思想家、

文学家、书画家。这些朋友在北京和上海分别组成了业余研究组织“白社”

（荀早年曾用艺名白牡丹），对荀的艺术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上

海和北京，荀慧生还先后拜名画家吴昌硕、胡佩衡为师，学习诗词书画，并

努力把其中的意趣融化在他的表演中。长期开拓性的舞台实践，加以深厚的

文化积淀，使荀的个人流派卓然确立。尽管那时还没有明确提出荀学，但实

际上对荀慧生艺术的研究，却早自他未享盛名之时就已经开始了。诸多文人

学者们留下了不少评论荀慧生的文稿。 

     历史上第一本研究荀慧生艺术的诗文集是1927年1月由北京京华印书局

编印出版的«白牡丹»，编辑者为沙游天，审校者为袁寒云，内中收录了袁寒

云、樊樊山、步林屋、吴昌硕、胡佩衡、徐凌霄、冯小隐、舒舍予、沙游天

等人的文章和诗词；同年11月该书由北京京城印书局再版重订，名«留香

集»。也在1927年11月，上海又出版了装帧雅致的图影集«荀慧生»，由袁抱

存（寒云）题写书名，张振宇编辑，舒舍予审校，选收荀慧生照片52幅、山

水画6幅，还选收了吴昌硕、胡佩衡、钱瘦铁、张光宇等名家赠荀的书画作

品。1930年8月«戏剧月刊»发起了一次以“现代‘四大名旦’之比较”为题

的全国性征文活动，共收到70多篇文章，择其优者在该刊1931年1月出版的

第三卷第四期«四大名旦专号»上集中发表，其中第一篇入选的论文作者是苏

少卿，第二、第三是张肖伧、苏老蚕，他们用比较的方法，对梅、程、荀、

尚四大名旦进行了全面评论。也在这一年，恰逢荀慧生到上海演出，«戏剧

月刊»又适时在6月第三卷第八期推出«荀慧生专号»，主编为刘豁公，书中收

入了求幸福斋主、海上漱石生（孙玉声）、冯小隐、张次溪、张肖伧、怡

翁、林老拙、杨屮屮、舒舍予、施病鸠等的评论文章，共16篇。1941年上海

黄金出版社出版了«荀慧生专集»，由鄂吕弓、杨屮屮、舒舍予、吴江枫编

辑，收录有23篇文稿；此外，在30年代出版的«十日戏剧»、«半月戏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