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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行走于诗化与写意之

作者:朱恒夫 来源:《解放日报》2010年1月17日第七版 时间:2010

（此文是演讲录，登载在《解放日报》2010

 

   戏曲作为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样式是必

不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不管你对中国戏曲的了解是多

戏曲的感情是深还是浅，都不会否认它很美，但美在什

眼光与视角，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我认为有三个

性，二是突出的写意性，三是鲜明的地方性。 

诗化的戏剧 

   戏曲无论是在语言、表演，还是在题意的表述上，都洋溢

神。最能体现戏曲诗性精神的是，剧作者借助于

情，融入了作者自己对理想社会与理想人生的看法。

   先谈高度的综合性。人类社会中的艺术种类可

样，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纳为两大类：一种是时间

的艺术。所谓时间的艺术，就是依赖于时间而存在的

唱、朗诵等等；所谓空间的艺术，就是依赖于空

塑、建筑、绘画、服饰等等。而戏剧，则是将时间艺术

起来的一种艺术，戏剧中有歌，有舞，有朗诵，有服

此，戏剧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不论是欧洲早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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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戏剧，只要是戏剧，就一定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

种，自然也不例外。 

   然而，中国戏曲与欧美的戏剧相比，其综合的程度不同。

剧，虽然也是综合性艺术，但每一种戏剧形式都偏重于一

比如诗剧偏重于诗的语言；歌剧则以歌唱为主；舞

其编剧重心不是在文学上，而是在舞蹈动作的编

用人物之间的对话来反映社会生活与各色人生。

   中国的戏曲则和上述的各种戏剧不一样，它将

术高度融合在一起，并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戏曲首先是诗化了的戏剧，无论是在语言、表演，

上，都洋溢着诗的精神。最能体现戏曲诗性精神的是，

剧的载体，言志抒情，融入了作者自己对理想社

比如《琵琶记》的作者高明在其剧作中，通过赵

象表现了他关于社会与人生的理想构图。即，做人子

公婆尽孝，即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做人臣的，

忠，如若忠孝发生矛盾，则以忠代孝；而人在社

乐施好善，尊重他人，和睦相处，而不能尔虞我

义。在实际生活中，像赵五娘那样的克己孝亲、

样弃家尽忠、不忘父母发妻，像张大公那样急公好

是不多见的，可以说，都是经过剧作者诗化了的人物。他

为，会将观众带进一个诗的境界。 

   戏曲同时是歌唱的艺术。元杂剧时，因能歌者

歌唱，旦角唱者为旦本，末角唱者为末本。到了南

一个角色都可以唱。一本戏做下来，演员需要唱二百多支曲子。

出时，可谓锣鼓喧天，丝竹缭绕，歌声飞扬。许

在歌唱上，他们不是看戏，而是“听”戏，欣赏

演员或如莺啭或如雷鸣的声音。就一个剧种而言，如若

听，不能赢得大多数观众的喜爱，是绝不能够生存下去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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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之可能。越剧若没有柔软婉转的唱腔，它不可能

走过百年历程，成长为全国知名的剧种。京剧的歌唱若不能使大江南北

的人产生美感，则绝不可能成为“国剧”。可以

曲的存在。歌唱，是戏曲的最主要的元素。 

   舞蹈在戏曲中称为“做”，戏曲演员可谓“无

从一上场，就进入了舞蹈的状态。各种舞蹈化的形体

段”。许多身段是固定的、程式化了的，如“云手

霸”、“走边”等等。戏曲演员在舞台上的举手投足、一

是自然状态的，而是舞蹈的、艺术的。如手的姿

而是结合剧情作舞蹈状。京剧仅旦角的指法与眼神

种。 

   “武打”与“杂技”是西方戏剧表演中没有的元素，但都是

重要表演手段。戏曲舞台上的武打与杂技绝不等同于

的表演，它们已经融入到了剧情之中，是戏曲表演有机的不可分割的一

个部分，它们为展开剧情、塑造人物的形象、阐

武生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先生从小练就了过硬的把子功、毯子功，在刀

剑棒、挪腾扑跃方面不亚于一个专业的武术艺人，早年他演武生拿的都

是真刀实枪，能从四五把椅子架叠起来的高处滚

而他在舞台上所做的不是武术表演，而是戏曲表演。他不是以武打的精

彩场面来邀得观众的喝彩，而是始终注意特定的情境

格，是把武打、特技运用到“戏”的表演之中。

   除了上述的“唱、念、做、打”之外，戏曲还

筑等艺术。自然，戏曲是不可能没有文学的，其

人物形象与表现人物个性的语言，构建了戏曲的文

能没有念白，它的念白在表演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念白有

分，韵白由于用中州韵为读音、咬字、归韵的标

挫、高低有致的语调，富有音乐性，而本白就是用

说的，基本上等同于平常的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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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意的舞台 

   戏曲的舞台，时空转换只依凭演员的动作、唱白

是用来再现故事，而是用来表现故事。 

   再说突出的写意性。但凡艺术，都是写意的，即如

术，也不可能一如照相般的摹写所表现对象完全

剧同样是这样，即使是以追求逼真效果的话剧，也是

起生活更典型、更集中。既然西方的艺术也是写

别强调中国的艺术具有写意性的特征呢？其根本原因，是西方的

动积极地追求形似，它的写意效果不是艺术家主

术是创作者有意识地追求神似，只求表现事物的本

是否和原状态吻合。即如绘画，西方绘画主张自然

全摹拟其所表现的对象，要求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直

景物相一致。而中国的绘画则不然，强调的是人的

体验，描写出对象的神韵与画者对客体本质的把握。因此，中

荷是墨色的，游动的鱼是没有水的，尺幅之内能包容

等等。 

   中国艺术的写意性特征缘起于儒家的文化。儒家文化

于国家治理的文化，它总是从宏观上审视社会，

然的关系，而不去对具体的事物、具体的人作微

文化养成了人们凌空俯视的习惯，并用主体的意

体。在艺术上的表现则是对事物大处着眼，整体把握，

变成“我”心中的对象。 

   具体地说，戏曲的写意性特征表现在如下四个

   一是舞台时空的不确定性。传统戏曲的舞台不同于

台，它不靠舞台美术或灯光等制造真实场景的幻

物。时间与空间只依凭着演员的动作、唱白来展示。

式完全不同于话剧，后者要求戏剧的每一个单元必

间内表现，它用近于真实的布景将演员定位在具体的



演员必须自觉地认识到自己是在“四堵墙”之内

发生过的故事，而此时演员不再是演员自我，而是所扮演的那

它也要求观众在剧场营造的真实场景中，产生与

事的幻觉，并产生强烈的共鸣。 

   而戏曲则不然，这种时空的表现方式明白地告知

都是不真实的，是在演戏，是演员“做”给人们

人物第一次出现在舞台上，也说明戏曲并不想逼

有意地“表现”生活。传统的戏曲舞台是三面凸出式的，

面看到演员的进进出出，即使是最后一面墙，也

要求来设计的，而是为了便于演员的上场和下场

“出将”与“入相”。这样的构造无法营造出真

一举一动，甚至画妆卸妆、上场前的准备都在睽睽

上，戏曲原本就没有打算让观众透过钥匙孔来观

反，它始终要求演员心中想着观众，要不时地和

戏曲的舞台，本质上不是用来再现故事的，而是用

实在在的“演戏”的一个场所。 

   戏曲舞台时空的不确定性与戏曲受说唱艺术的影

戏曲的形成时期，因没有专业的编剧，艺人往往

编，就搬演到舞台上。时空的表现一如说唱时那

越数年；一个圆场，已行千里。至于人物上场时

是说唱人介绍与评论人物方式的遗存。 

   二是剧情服务于作者的表情达意。戏曲的剧作家大多

们读书的目的是参与政治生活，辅佐君王，以此建功立

祖、封妻荫子。他们大都有着远大的抱负、广博的知

生深邃的洞察力。即使是在文人地位极其低下的元代，他

一辈子只写写剧本，至于科举制度实行正常的明

不会把剧本的创作当作是自己终生的事业，他们

此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而已，把戏剧当作表达



观、政治观、宗教观的工具。因此，他们从不在意所

合生活的真实或艺术的真实，只要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抒

情就达到目的了。考量文人剧作家的作品，大都是

写实的。《西厢记》等描写白衣秀才与富家小姐婚

作者的“让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婚姻理想，大都

考中了状元的情节。因为不管秀才的社会地位多

元，鲤鱼化成了飞龙，一切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更有许多剧作无法从现实生活中找到表述自己思想的情

借助于鬼魂等非现实的元素。 《牡丹亭》让杜

因情而生；《长生殿》让自缢于马嵬坡的杨贵妃位列仙班，然后魂

界，与唐明皇再会人间。这些都是为了说明这样

情，感天地，泣鬼神，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两界，也能够团圆结合。还有一些清官公案戏，

富有才华的清官形象，并彰显“善有善报，恶有

借助于梦幻、鬼魂等表现手法，拨乱反正，雪冤

   三是角色行当、表演、音乐的程式化与程式的

国戏曲美学的一项重要原则，是戏曲不同于其他

艺术手段。所谓程式，就是适用于多个剧目演出的一

式。比如戏曲里的生旦净末丑等角色，就是根据人物的年

格、身份、职业等对戏剧中的各色人物进行粗疏的

一类角色相似的性格特征，并以系统规范性的动

术符号。 

   戏曲的表演也基本上都是程式化的，开门关门

仗，穿衣吃饭，喜怒哀乐，以及待人接物，都不是生活的原

照美的原则从生活中提炼概括出来的，有着鲜明的

表演程式是戏曲表演技术组织的基本单位。它绝

用的动作范式。优秀的演员在运用这些程式时，

据人物性格和戏剧情境的要求，创造性地把若干



逻辑和舞台逻辑组合起来，以正确地表达戏剧人物的思想感情，塑造出

富有个性的舞台形象，求得程式的规范性与人物形象

果。戏曲的表演程式既是累积的，又是不断扬弃

会把前人的创造成果同自己的生活体验融合在一起，

式，发展并创造新程式，不断地融入新的元素，使表演程式的体系

时代、生活的变化而呈动态的发展，不会成为凝固的模式。

   戏曲的动作是程式化的，使其动作具有韵律感而形

也会随之程式化。人物唱腔的音乐不论是曲牌体

式的。且不说一曲多用，就是一支曲子用在何处

式。从表面上看，程式性与艺术的创造性是相抵

同，而程式性会造成人物形象的类型化，但戏曲的程式性不同，

面已经成了相对独立的审美符号，创造了具有风

的美的戏剧形态，没有了它，也就没有了中国戏

倒着迷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它并不是僵化的范式，始

态，是新老交融、继承与创新的载体，既能够用行

现，同时又能根据具体的内容演绎剧情与塑造人物形象。

   四是角色脸谱化。实际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

生兄弟姐妹也有差别。但戏曲在给舞台人物化妆时

往是“千人一面”。不论是什么剧目，只要是生或旦角，都是基本一

的眉眼鼻嘴，其差别只在于演员的原有长相。当

出一些。 

方言的念唱 

   我们即使不知道演的是什么剧目，然而，只要一听

能准确地判断出它是什么剧种。声腔音乐在今天已

要的分水岭。 

   最后说说鲜明的地方性。戏曲形成于北宋汴京勾

形式的杂剧，演述的是市民喜闻乐见的故事，体

格，唱的是大家会唱的词乐与北方的俗曲。因此，



了深深的市井文化印记，且具有浓烈的地方色彩。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采用当地发生的故事，反映当地的生活内

取材，其内容贴近当地的生活，所以，观众对本地的

用当地故事入戏，在戏曲有着悠久的传统。民国

所写的就是一件发生在盐阜地区离奇的与男女婚外情相

事，当时生活中的丁黄氏还活着。沪剧在这方面做得更

怨》、《黄慧如与陆根荣》、《阮玲玉自杀》等莫不是

闻性事件。《黄慧如与陆根荣》在上海滩的演出如火如

陆根荣的官司还没有结束。 《阮玲玉自杀》就演出于阮玲玉自

二天。 

  二是戏曲剧目受剧种所在地的观众审美心理的支配。中

地理环境差异很大，经济条件好坏不等，人口的

争、政治、宗教等社会性因素的影响程度也有深有

于中华民族，之间的文化却有很大的差异。我国

为农业政治文化圈、经济自给文化圈、移民社会

圈、海派商业文化圈等。在农业政治文化圈内生活的人

以史为鉴，喜闻乐见历史故事与涉及国家政治的

文化圈内的山西梆子（今称晋剧），有传统剧目五百部左右，大部分都

与历史、政治有关。而在安定富裕文化圈如江南、皖南生活的民

对爱情、婚姻、家庭的故事感兴趣，所以越剧、

《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红楼梦》、《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