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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戏曲，源远流长，品种丰富，从原始的巫戏到

汉唐的百戏、到京剧⋯⋯一直到话剧，都是属于戏曲在不断发展中，

融合各地风俗及时代内容产生的多种剧种。在这融合的过程中，把词

曲、音乐、杂技、表演、唱腔等表演艺术，融为一体，通过节奏驾

驭，大道和谐统一。本文将从戏曲的特点出发，从用词、意境等多个

方面对中国传统戏曲的美进行论述，从而说明戏曲作为传统文化必须

要进行传承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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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是中华民族经过长期沉淀而凝聚成的一种文化形态，传

统的戏剧形式，目前我国戏曲主要以“京剧、越剧、黄梅戏、评

剧、豫剧”等五大剧种为核心，都是起源于歌舞，由民间歌舞、

说唱和滑稽戏三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综合而成。在写意的美学思想

指导下，将历史及人物作为社会生活形态的曲折反射，用综合舞

台艺术样式表达生活的一种形式，戏曲是给观众一种没的感觉的

艺术。

一、中国戏曲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影响力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戏曲文化是我中华民族世世代代

传承和演绎出来的，来源于最根本的民间生活，是我们真正的艺

术文化根源。经典的戏曲内容是中华文化在漫长的时间过程中，．
经过历史的筛选而沉淀下来的宝贝，代表的是修身正道、彰显未

来。戏曲不仅仅是我国光辉灿烂中华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国几千

年文化的载体，是上层文化和大众文化沟通的桥梁，自戏曲诞

生后，便对中国社会生活形成了全覆盖，根据地区、文化的不同

以不同形式存在这，但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戏曲的本源来源于

生活，所以戏曲文化内容几乎是包罗万象的，这些文化对我国各

个领域文化的发展，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比如戏词：美轮美

奂，充满意境的戏词，不仅有着非凡的文学价值，还讲述着中国

的历史，如霸王别姬中的戏词“战英勇，盖世无敌。灭赢秦，废

楚帝争长华夷”。作为传统的戏曲文化，几千年来，一直在中国

这片土壤孕育发展着，随着历史和朝代的发展在不停的演变和成

长，凝聚着中华几千年的民族艺术魂魄，是中华文化无可替代的

瑰宝和文化遗产。

戏曲的影响力不仅仅在中华的土地上，同时还风靡这世界，

让世界艺坛名宿们为之折服，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传统戏曲不

断走向国外，传统戏曲文化之美，得到全世界的高度评价，如梅

兰芳先生表演时就让国外的看客们发出感叹：看过先生的手型，

女人的手也不要看了。更有《世界》杂质的评议员罗伯特。利特

这样写到：“在舞台布置上，中国人领先了好几个世界，他们用

几个动作就可以代替舞台布置的麻烦”⋯⋯这些都足以验证中国

传统戏曲巨大的征服力。

二、戏曲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之美

1．中国传统戏曲唱词华丽之美

几千年的文化沉淀，让中国传统戏曲的唱词妙语连珠，高雅

但不会晦涩难懂，通俗但却不世俗，比如在“花为媒”一戏中，

对李月娥裙子和鞋子的描述是这样的：“下身穿八幅裙掐百褶是

云霞皱，俱都是锦绣罗缎绸。裙下边又把红鞋儿露，满帮是花，

金丝线锁口，五色的丝绒绳又把底儿收”。几句话则把裙鞋的花

纹、材质、样式、特征描述得美轮美奂。

2．传统戏曲的意境之美

“红脸的关羽，白脸的曹操”，中国戏曲表现的生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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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了“取其意而弃其形”的方式，用歌舞的方式体现生活中的

内容。通过把舞台的假定性发挥到极致，用传神的表演诉说现实

的故事，采用虚拟的手段，制造弹性的时空，借助演员生动的表

演，引发观众的想象与理解，来完成对现实天地的描画，于是才

有了“一个圆场八百里，四个龙套百万兵”。

3．传统戏曲的程式之美

所谓戏曲的程式，就是在舞台上建立的一整套艺术的程序，

把日常的生活动作，通过舞蹈的方式表达出来，在传统的戏曲

中，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程式，如：提领、指法、眼神、身段⋯⋯

等多种动作，通过对生活中动作的表演，经过若干代艺人的提炼

加工，使之变得舞蹈化、节奏化，具有艺术之美，程式之美贯穿

全程，通过程式表达，演者无动于衷，观众却心动于情。

4．传统戏曲服饰造型的艺术之美

传统戏曲服装造型的美是一种夸张的美，传统戏曲中的服饰

和造型都极具特殊意义，脸谱、头面、翎子、水袖、水发⋯⋯等

不仅是表现戏曲中人物身份、地位、年龄、性别及性格的重要手

段，而且戏曲服装上的图案都是寓意深刻，仅仅戏曲的服饰造型

就蕴含着中华名族几千年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

5．传统戏曲的动作之美

自古以来中国戏曲的舞台都很简单，．演员主要是通过表演来
引发观众的想象，在戏曲中，每一个动作来源于生活，也来源于

中国古代的武术传承，通过简单的舞台，运用服饰、造型j一切

可利用的元素，并通过戏曲演员扎实的苦练，每一个元素都被运

用到了极致，于是产生了水袖功、翎子功⋯⋯甩发等高难度的表

演动作。这些动作都是普通的规范动作，却在演员的表演下具有

了舞蹈的美感，舞蹈化的戏曲动作，具有十分独特的艺术魅力。

三、传统戏曲文化的传承

戏曲文化是表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

地域文明的延伸、民众情感的慰藉、经济发展的体现、社会进程

的缩影，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观念的改变，戏曲艺术的

传承面临着困境。要做好传统戏曲艺术的传承不能只是走形式上

的传承，传统戏曲文化的精华在于传统的文化深厚的内容积淀，

没有这样的内容积淀，技术外壳的传承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要

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层次的继承和挖掘，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吮吸

厚重的民族文化营养，在保持传统艺术精髓的前提下，顺应当前

时代生活的特点，推出蕴含传统戏曲本质的新概念戏曲，使悠久

的国粹艺术在新的时代下得到认同交托和传承弘扬。

总之，“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现实生活的悸动元素，

以戏曲方式呈现出来，观众通过演员的表演，回味无穷，如痴如

醉，它来源于生活，却比生活更美、更精彩、更集中、更夸张，

有着特殊的色彩、独特的魅力。就如牡丹亭里面杜丽娘说的一样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愿通过新时代的信息传播，传统

文化的继承，让更多的人接触到戏曲，体验到戏曲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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