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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戏曲的综合性
庞立民 牛文清 (河北省梆子剧院 050000)

众所周知，中国戏曲艺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

在1240年宋元时期江西的刘壕在‘水云村稿》中提到关于“戏

曲”一词，近代学者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考》中正式把中

国的传统戏剧统称为“戏曲”了。中国戏曲与古希腊悲喜剧、印

度梵剧并列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体系。如今古希腊悲喜剧、印度梵

剧逐渐没落，唯有中国的戏曲生命力最为旺盛。中国戏曲源头

于原始时期的祭祀歌舞，历经秦汉“百戏”，南北朝隋唐“歌

舞戏”“参军戏”。诸宫调”，宋元“杂剧”“金剧本”“南

戏”，明清“传奇”“昆曲”“京剧”“乱弹”等，孕育期既漫

长又独特。今天，中国的戏曲仍然俏立枝头，仍然活跃在中国老

百姓的乡间地头，活跃在世界戏剧的大舞台上。

中国的戏曲艺术综合性极强。分为时间艺术(音乐)与空

间艺术(美术)，它以唱、念、做、打四种形式为中心，涵盖武

术、杂技、工艺、舞蹈、文学、音乐等各门科艺术元素。

例如：元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作者是响当当的元杂

剧剧作家关汉卿。剧本剧本，一剧之根本。首先戏好不好看，先

看剧本如何?清理论家李渔曾用建筑房屋来比喻写戏本，“基

址初平，间架未立，先等何处建厅，何处开户⋯⋯始可挥斤运

斧⋯⋯”，所以，先得有个捧练的剧本，它肯定是文学创作。虽

说是在三维的舞台上表演，但它更多的是用杂剧的曲牌子(音乐

艺术)来联唱，来共同演绎这个凄美震撼的感人故事。再加上演

员的身段表演(舞蹈艺术)，把蒙屈含冤的赛娥刻画得淋漓尽

致，剧中窦娥临砍头前发下三桩誓愿：三尺白绫悬挂高杆，如若

蒙冤，头颅落地，鲜血直溅自绫：痛恨官府昏庸腐败，如若蒙

冤，楚州地界大旱三年：如天怜见，六月炎天，大雪漫飞，雪掩

尸身以示清洁。

又如：小武戏‘三岔口》，说的是宋朝大将焦赞被发配沙门

岛．途经三岔口，天黑投宿客店。店主人刘利华是个见义勇为侠

士，为了救护被奸臣迫害而发配的焦赞，与暗中保护焦赞的任堂

惠发生误会。在深夜黑暗中打斗起来。正当难解难分的时候，焦

赞及时赶来说明真相，解除了误会大家相见，同奔三关。这是一

折非常好看的小武戏，全长30分钟，能极力的展现戏曲武生(短

打)与武丑的武功、表演。这折戏又是京剧、梆子、汉剧、评

剧等剧中保留完整并代代相传的看家戏(关中戏)，更是初学者

砸基础养根基的必学戏。剧中“任堂惠”的“走边”(戏曲中的

一种程式身段，表现行路时的状态、心情)，就吸取了武术中的

“飞脚”“跨腿马步”“弓步出拳”等技巧。在与店家刘利华摸

黑开打时，更是运用了一系列的武术的“手、足、身、眼法，运

用了扳肩、迸肘、小鬼推磨、巧施阴阳等，但这些特定的武术

技巧又融入戏曲的表现程式，形成了戏曲艺术独有的风格、韵律

的对打程式。

戏曲艺术的音乐极为讲究，分为“锣鼓经”与“唱腔”。

这是根据剧中人物的性格和情节的形成而生发出来的。例如昆曲

‘十五贯》，剧中尤葫芦无本钱经营，为生计借来十五贯铜钱。

因一句戏言，其女儿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赌徒娄阿鼠赌场输得精

光，回来路过尤家，为偷走十五贯钱，斗胆将尤杀死。外城伙计

熊友兰为主人收来十五贯，路遇苏迷路，被众为误认为凶手，两

人同押官府。知县不问青红皂白将两人判成死罪。苏州太守况钟

是此案的监斩官，在复查此案中查觉罪证不实，决意为民请命，

以官职担保，求得重审。为寻求真相，况亲临案发现场，他假扮

算命人引娄阿鼠上钩，探得案情真相。这出戏的成功挽救了昆曲

频临消失的惨状，正应了“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周恩来总

理在观看‘十五贯》以后所说的一句话)。

此剧演员表演入木三分淋漓尽致，重要的是音乐唱腔极具

特色。首先打破了曲牌御接的成规，根据剧情要求，自由变换

曲牌。每一支曲子又都根据剧情的耍求，把曲调加工或变化。

例如：在这个剧里，虽然沿用了‘山坡羊》‘泣歌回》‘石榴

花》等牌子，但除了开始和煞尾的地方仍用原谱外，中间部分都

根据内容和字韵的不同而重新加以处理。剧中。况钟”在“判

斩”一折中的“混江龙”“天下乐，都妥贴的表达了当时况钟

的内心节奏，极大地辅助演员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再例如

“访鼠”一折的打击乐应用。在紧张的“急急风”节奏中，加

入了舒缓流畅的“水底鱼”，恰到好处的烘托出况钟巧妙识破

娄阿鼠的真相。这样的打击乐的应用，是与在场上表演的两个

人物的内心反映所一致的。也是刻画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角色

而必备的。正像‘闲情偶寄》中李渔说：筋节所在，当击则

击⋯⋯

戏曲艺术中还有很重要的一道工艺叫舞台布景，也叫“砌

末”。 戏曲舞台上大小用具和简单布景的统称，像文房四宝、

灶台、马鞭、船桨，以及一桌二椅等。它不独立表现景，在舞台

上首要的任务是帮助演员完成动作，刻画人物的精神面貌；一部

份小砌末比较写实，但还包含一定的假定性，如烛台一般不点

着：还有一些砌末是通过变形、装饰，更具有明显的假定性，如

车旗、水旗等。

在戏曲作品中，同一个剧目，同一件砌末，在体现导演与

演员的理解后，又不背离作品面貌，还要得到客观的承认。例如

“轿子”，在很多戏中出现，并没有什么外部特殊处理。无非是

四个轿夫虚拟的抬起“轿子”，或是用绸带两两肩扛着，仅仅在

上轿、下轿、掀轿帘、跨轿杆时有许多程式性动作。但在粤剧

‘搜书院》中，谢保老师所乘坐的轿子却是当地盛行的凉轿。轿

子前后用绸带相连，没顶，用布包围轿子下边底围，乘轿时人的

上身露出来，显示乘轿时的自如表演，行路时可随着轿子的移动

开唱表演，下身却随着轿子行动。这就需要演员的高度技巧的配

合了。再例如豫剧‘抬花轿》，新娘与四个轿夫载歌载舞，时而

上坡，时而过岗，上窜下撞，(充分体现了舞蹈性)一切尽在虚

拟中，一切又尽在合情合理中，完全靠轿夫抬轿的姿势和新娘的

逼真表演而展现。所以说，砌末随着剧情需要而产生不同的处理

方式。它们是分别遵循着形式服从内部的需要来产生。同是，它

们又是受剧种风格所影响，更要从题材出发选择的表现手段⋯⋯

所以说，中国的戏曲艺术是集各家艺术于一体的，独树一帜的艺

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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