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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戏曲花脸的扮相与表演
魏崇高 (丰县小凤凰梆子剧团 221700)

花脸又称“净行”，是我国戏曲演员行当中的重要一种，与

生、旦、丑共同构成四大行当，在戏曲表演艺术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扮相

首先从脸谱来说，花脸人物为了性格、身份、品质鲜是，

必须在脸上勾画脸谱，正所谓：“红忠白奸，蓝勇绿暴，神仙精
灵，金银普照”。京剧脸谱中色彩的分类只是从一些典型人物为

例，不能一概而论，人物的性格还需结合服装、唱词、念白等多

种因素综合定论。

比如说在《火烧余洪》中，余洪这一人物属于道士一类，

有半仙之体则色金碎脸，人物身份和职能决定了脸谱的类型和颜

色。“余洪色七块金脸谱，所谓七块金即额面、双眉、双鼻翅、

双颊均用金色，体现了余洪擅用妖道之术。前额圆形金光上沿勾

绿边与向上红色蝠形衔接；印堂处色粉红色蝠形。金色眉子内压

黑蝠形图案。”余洪头戴额子翎尾，身扎黑靠披斜蟒，带黑扎聪

子，足登虎头靴。这样的扮相，～是与前面的扮相有反差，二是

结合剧情中所设定的一系列技巧的合理运用。

二、扎实的基本功

戏曲表演的程式性和技术性，要求演员必须经过严格、全

面而又有所侧重的基本功训练，才能进行形象的创造。腰是人体

所有关节的总枢纽，四肢的活动无不受腰的控制。腿功是各门功

夫的根基，有“一腿扶千斤”之说。因此腰腿功是重要基本功，

通过腰腿功的训练，锻炼腿部肌肉和关节的松弛、柔软、灵活、

轻快，从而能熟练运用腿部技术。“气沉丹田，头顶虚空，全凭

腰转，两肩放松，”是形体动作的要领。“腰腿硬”被视为一种

“艺病”。通过腰功的训练，从掌握腰部运动的控制能力达到表
演身段的灵活优美。不论花脸的文戏或武戏，腰腿功是要打好幼

功的，没有扎实的基本功，花脸的脚步、转场、起霸、走边，花

脸特殊角色的特殊要求就达不到，像《芦花荡》《搜楼》《醉打

山门》这样的戏，如果腰腿功夫不扎实就无法灵活自如地掌握身

体重心的转移腾跃，演员的身段动作也就不优美协调。像鹞子翻

身、涮腰、飞脚、旋子、探海、铁门槛、朝天蹬等动作是完成不

好的。由此可见，腰腿功是掌握戏曲表演艺术上的全部表演能力

和表现手段的根本。

三、深厚的文化功底

一切艺术归根到底是文化的体现，戏曲是优秀的传统文化、

是以往舞台艺术经验的不断积累，是彼时彼人历史话语、道德情

操、审美风尚等等的沉淀映照。它用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传达潮

人独特的民族思维和艺术思维，蕴含着海内外潮人强烈的故土情

结和深刻的民族情怀。花脸表演中“唱、念、做、打、舞”，既

有外在的区分，又需要内涵的殊异。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戏曲工

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去解读。一个新剧本，一个新角色，

都必须用文化去剖析，了解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出场任

务，意图。然后把外在造型和所表现的内心状态结合起来，对所

扮演人物的情感、情绪变化，把功架、造型、手势、步法乃至声
腔语气都作为人物的需要，进行有机的结合。这些，如果文化底

蕴不够深厚，足不可能准确地理解，更谈不上塑造人物。因此加

强文化知识学习，专业理论研究是发展的需要。只有努力学习文

化知识，潜心钻研业务，从实际出发，进行理论研究，不断在工

作实践中进行总结，才能在提高专业技能，演艺水平的同时，提

高理论水平。真正地把“花脸”的魅力焕发出来。

总之，戏曲中花脸角色的塑造是全方位的，要从“四功五

法”各方面下功夫，以全方位、多类型、多层次、多侧面塑造人
物形象为创作宗旨，扎下全面深厚的功底；以“以神领形，以形

寓神”为创作思想，塑造神形兼备、情真意切、栩栩如生的艺术

形象，进而赢得观众的喜爱。

集中体现在观众的离去，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先生曾多次

慨叹说：“只有激活传统，做到既有血又有肉，好看又好听，撞

击人的心灵，孕育当代中国人的精气神，京剧才能发展下去”。

本剧在多年的演出过程中不断进行完善，历经多次修改，尤其是
从挖掘历史精神与创新思路相结合这个意义上来说，成就了晋商

文化的代表作——《走西口》。事实证明，京剧唯有具备时代内
涵和符合新时代人们的审美趋向才可能赢得今天的观众赢得文化

市场的一席之地。

京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在面对文化多元，速食文化极

其盛行的当下，如何继承传统又能为传统的戏曲文化注入活力，

让博大精深、渗透着民族血液和精神的戏曲艺术发扬光大是戏剧

工作者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国粹京剧弘扬、传达民族文化是新的

时代中国戏曲无法回避的课题。新编《走西口》是近些年山西打

造精品剧目中为数不多的戏曲艺术形式。典型的利用地方民歌与
传统京剧艺术营养的揉合、滋补和润泽，程式与生活的结合，真

实与写意的谐和，深入刻画山西晋商文化。在社会呼唤商业诚信
的今天，山西省京剧院将京剧置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将“诚

信”的理念化作艺术带给观众。通过优美的京剧唱腔和栩栩如生

的舞台人物形象传递给观众，真正达到了集思想性、艺术性、观

赏性为一体的视觉享受。在新的时代天地中绽放出绚丽灿烂的生
命火花!

《走西口》是山西省京剧院与中国国家京剧院、中国戏曲

学院、山西省歌舞剧院联合创作而成的。在行当的设置上五大行

当竞相亮相。除了于魁智、李胜素领衔主演外，朱丽、张巍、朱

强、管波等一大批优秀演员也参与该剧中，名家名角的参与带动

地方优秀京剧演员，组成了强大的演出阵容。为突出人物性格，

发挥各个院团的优势，对各位艺术家，各个流派也做了许多量体

裁衣的设计。进一步体现出了强强联合的创作初衷和优势。
近年来，山西要打造成为文化强省，省政府给予了山西省

京剧院很大的支持。去年，山西省京剧院在政府的支持下翻新改
造出自己的舞台，并且，在民间成立了振兴京剧基金会，京剧在

山西探索出新的路子。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索也得到一种启

示：地方剧种只要抓住机遇，虽然演的是历史故事，但紧扣时代
脉搏，首先要找到好的创作源点々拥有优秀的演出团队，推成出

新，同样是可以打开市场，打造出当地的知名文化品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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