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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京剧角色行当分为五大类，即：生、

旦、净、末、丑。丑角虽居末位，也少有独

挑的大戏，但因其表演风格幽默滑稽、亦庄

亦谐，在整出戏中可以起到调节气氛、活跃

场面的作用，因而深受观众的喜爱。人们常

说：“无丑不成戏”。这正说明了丑角在京

剧艺术表演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

丑行又分“文丑”和“武丑”两支。“武

丑”因多扮演性格机警、语言幽默、擅长武

艺的男性人物，特别注重念白、各类翻跳跌

扑跟头及把子功。在化妆上，因也有勾脸，

与花脸行当有点相像。而花脸中的“铜锤花

脸”俗称“大花脸”；“架子花脸”俗称“二

花脸”： “摔打花脸”俗称“武二花脸”；

故武丑又称为”武小花脸”或“武三花脸”。

随着京剧舞台艺术越来越不景气，愿

意从事武丑这一行的人也越来越少，优秀的

武丑人才更加匮乏，这对于京剧艺术的发展

是非常不利的。其实，京剧武丑的发展前途

是非常广阔的。尤其是现代流行的街舞，其

繁多的新颖技巧、形体动作，多与武丑相通，

可被直接或提炼后使用，这将使武丑在舞台

上的作用大幅度提高。比如历来受广大观众

欢迎的猴戏，可以想象，在添加街舞里新的

技巧、形体动作后，将使猴戏的表演更加丰

富，又为武丑所独有。这样就把原先武生、

武丑两门抱的戏，变为武丑的专属剧目。再

有如鬼戏等等，都非常适合武丑来表演，这

就拓宽了武丑的表演空间，从而使武丑的表

演艺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就武丑必须要掌握的技术功法而言，

武丑文的方面主要是念白：武的方面有“把

子功”、”毯子功”、“特技”、“杂耍”、各种

“步法”等等。

一、念白

武丑的念白有三种，即：“韵白”、“京

白”、“方言白”。如《时迁盗甲》的时迁，

念的是“韵白”。《三岔口》的刘利华、《挡

马》的焦光普念的是“京白”。《打瓜园》

的陶洪、《徐良出世》的徐良念的是“方言

白”。“方言白”由于地方色彩浓厚，故能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由于武丑饰演的人物角色众多，有小

到十几岁的孩童，大到耋耄之年的老者。有

出身社会底层的农民、小偷、乞丐，也有绿

林好汉、官府武官。即使饰演同一人物，在

不同的戏中．人物个性也有所不同。所以，

在念白的处理运用上，要与人物相符。其个

性化的语气音色，才有助于更好地塑造人物

性格，丰富人物形象。如《九龙杯》中的杨

吞武与《打瓜园》中的陶洪，同为老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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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都要苍劲浑厚。但杨香武是位无拘无束、天

马行空的草莽英雄，其性格爽直，火爆，因而

说话急促，语音洪亮。陶洪是农民出身，念的

是带有山西地方特色的方言白，虽然身有残疾，

但因武艺高强，充满自信，其性格耿直憨厚、

诙谐幽默，故念白要干脆，爽朗。再如时迁这

一人物，未上梁山时，干着偷鸡摸狗的勾当，

是一无赖混混，念白便应8,18,1"透着市井泼皮的

特性。而在《时迁盗甲》中，时迁已为梁山将

领，受命盗甲，念白就要庄重，故用“韵白”，

以与其身份、剧情相符。

在武丑行当中，如果饰演的人物是戴“二

挑”髯口的(俗称”倒八字“或“反八字”)，又

称“开口跳”(很多人认为武丑就是“开口跳”，

这是不对的)。“开口跳”对念白的要求要高

于武丑。由于“开口跳”饰演的人物大都快言

快语，说起话来像机关枪似的又快又猛，因此

念白必须要字宇干钧，具有穿透力、还要有膛

音。要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就必须苦练嘴皮

子功夫。这种爽脆响亮的念白风格在“开口跳”

戏中有比较突出的体现。如《连环套》“议事”

一折，朱光祖开场白的第一句“我说这个众位

英雄”，就必须拔高调门，放足音量，以丹田

气冲上腭之势，盖住计全的尾音，送出口腔。

这样能起到“聚集”的作用，先把所有的焦点

集中到自己身上，然后再娓娓道来，观众也就

能聚精会神地欣赏了。又如《九龙杯》“庆贺

黄马褂”一场，杨香武几段经典的念白，必须

要把竹筒倒豆子般脆亮的劲头念出来，让观众

彻底地过瘾。要是把这场文戏唱“火”了，那

后面的武戏就好唱了。有经验的武丑演员都知

道，《九龙杯》最难唱的就是这场文戏。因此，

以《九龙杯》这出戏来检验一个“开口跳”演

员合格与否，当是最好的标尺。

二、把子功

把子功一般分为徒手和器械两种。徒手开

打叫“手把子”。它的基本套路有：“手串子”、

“拿法”、”走跤”、“摔跤攒”。“手串子”

指套路对打，如“小五套”、 “查拳”、“铁

凤翅”、 “金刚拳头子”等等。”拿法“是提炼

于武术的擒拿，主要以“锁拿”腕、肘、肩、胯、

膝等大关节来制约对方，适合于近距离的搏斗。

在《三岔口》的夜战中使用。“走跋“是由两人

以上配合完成的技巧组合，如“过包”、“转包”、

”穿心前扑“、“捧提”、“坐肩提“、“跨肩“等。

主要表现人物轻巧、灵活地在对手身上翻来扑

去，轻松自如、如履平地的高超武艺。一系列

连贯的技巧组合，让人赞叹不已。《盗银壶》

中“店房”一场，邱小义与粘龙、木虎的武打就

有“走跤”的表演。在雁荡山水战中也有“走跤”

的表演。”摔跤攒”是一种群体性的武打，以一

敌众。表演翻、打、跌、扑各种跟头。下手以

不同的方式翻上，或”窜毛”、或”跺子扑虎“、

或“出场龙头把”等，进行叠翻或对翻。其中“见

面”翻较易，。不见面”翻较难。翻扑时谁也

不等谁，这就需要严格把握节奏、找准舞台位

置，显出严丝合缝的默契配合。“摔跤攒”在《九

龙杯》一剧中就有。

器械开打叫“刀枪把子”。是对各种器械

开打的总称。武丑在开打中常用的器械多为单

刀、双刀、单刀拐。张春华先生主演的《九龙杯》

一剧中就有一套“单刀枪“。那种武打的气势，

有如疾风骤雨，但见刀光飞舞，布满了整个舞

台。最后腾空一个”飞脚“，紧接着“一绕两绕

削头“，异常凶狠，令人观之，既解气又提神，

痛快淋漓。

“单刀两杆”即三股档。用于《白泰关》，

前面一般先打单对，然后续二杆枪。在对打中

要运刀如风，快而不乱；三人走马灯变换调度，

让人眼花缭乱。不过还可以穿插刀花、枪花，

使其更加繁复。《三岔口》中有”夺双刀”的对打。

任堂惠空手对刘利华的双刀。该套把子动作并

不花哨，但动作大开大合，任堂惠裹于刀中，

闪转腾挪，处处透险。原本《时迁偷鸡》中打

“双刀棍”，过于通俗，后来张春华先生演此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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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之改为”单刀拐“，{}常别致。 龙官》、《十八罗汉斗悟空》都有杂耍、出手。

《三盗令》中有双匕首的武打。这是短兵刃， 这需要武丑演员下苦功夫长期练习才行。

使用起来既凶狠、又轻巧，对打中动作短促、变

化快捷。其“扎九枪”疾如风、五“飞脚”轻如燕， 四、毯子功

极具魅力。”峨嵋刺“是蒋平使用的兵器，用在《大 毯子功又分“硬毯子功”和“软毯子功”。

破铜网阵》开打中。“峨I|||苔刺“是一种轻巧、灵便 大跟头如“虎跳前扑”、“箭子小翻”、“出场”

的器械，主要功能是刺，又麓在掌中快速旋转。 等属“硬毯子功”。“加官”、“案头”、“窜毛”、

在现在对打设计的基础上，还可增加“背转”、 “爬虎”等小跟头属“软毯子功”。作为一个优

“托转带转身”、 “翻身带转”，并将之串连起 秀的武丑演员，必须掌握各种跟头技巧。尤其是

来，成为一个组合，安排在把子的后半段。这样， “小排头”。如《三岔口》里的“铁门槛”，跳

就更有特色了。 得既要高，又要快，还要轻，非常不容易。再如

峨眉刺、匕首枪这两套把子应是著名京剧表 《李慧娘》“见判”一折里小鬼的“掐葫芦蹦”(又

演艺术家张春华先生编创的。它不仅拓宽了武丑 叫“哈嘛蹦”)、 “叠筋”、 “连拨单提”、 “串

对器械的使用范畴，又为武打增色良多。其创新 轱辘毛、前扑”等等。没有这些小排头， “见判”

精神令人敬佩。在十演九龙杯中，双匕首这套把 一折就要逊色不少。还有下高，从两张半上翻下

子有所改动。将原作前半段重复的开打改为打一 (指两桌加椅子叠加的高度)，没有过硬的功夫和

番，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由于前面开打中使用 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不行的。在《三盗令》、《时

了“串飞脚”，所以双匕首在结尾时再用“串飞脚” 迁盗甲》等剧都有下高。下高技巧有：“云里翻”、

就重复了。此处可改用“滚背”、“翻身”、“单 “云里前扑”、“转身云里前扑”、“360”等等。

蹋子”接“360旋子”、“骗腿”、“砍身”、“蛮 不掌握这些技巧是无法扮演居I中人物的。

子”、原地“蹦子”两转身变“探海”压枪、“探

海翻身”变“叉”、起“硬搅柱”踹枪“肘棒子”。 五、步法

这种将多种技巧串在一起，一气呵成表现出来的 武丑的步法与其他行当相比是最丰富的。如：

编排，其震撼力远菲五个“串飞脚”可比。也特 “飘步”、“蹲步”、“趟步”、“抖肩跑步”、“提

别适合武丑使用。另外，如“扎九枪”，自然不 胯步”、“晃身跷步”、“蹩腿步”、“晃腰步”、“翻

如扎“火风轮”好看，也是可以替换的。 身步”、“抖身步”、“矮子步”等等。其中“矮

另外，由于武丑人物有生性幽默的一面，因 子步”最为人熟知。如《小放牛》结尾时，牧童

此也有以滑稽为主的开打。如：《打瓜园》里的 追赶村姑下场，走的就是”矮子步“。这种”矮子

陶洪，性格诙谐、童心未泯。在与郑子明的较量 步”的运用，充分展现了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

中，发现郑子明虽然勇猛，但不是自己对手，于 在田野中无拘无束嬉戏的童趣。

是就想戏耍他，用一连串趣味性十足的动作，“逗” “矮子步“中除了向前行走的步法外，还有

得郑子明团团转，也“逗”得观众忍俊不禁，哈 两种其他的步法。即横走式的”分水步”和跳跃

哈大笑。 式的”雀行步”(俗称“打脚尖”)。

”分水步“不仅能表现在水中潜行，同时也

三、杂耍、出手 能表现在陆地上飞驰。在《雁荡山》、《时迁盗

杂耍、出手这类表演历来是深受观众喜爱和 甲》、《连环套》等剧中都有运用。它的基本姿

欢迎的，也是武丑必须掌握的特殊技巧。如《闹 势是：曲膝下蹲、开胯、踮脚、挺胸、拔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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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时，要求双脚紧捌，双手配合双脚在胸前交叉 手。其中很多是借用杂技的爬杆技巧，单杠技巧；

晃动，脚快手慢，身子尽量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 如：《酒丐》范大杯用的“顺风旗”、”卷帘儿“、

切忌上下跳动。 ”千斤坠“、”左右旱水“、”前后射雁儿”、”倒挂

”雀行步“表现人物的轻盈和灵动感。它跳 金钩”等。这种训练难度很大的特技，并非京剧

跃性很强，可用于赶路、上下坡、嬉戏等场合。 规定的训练项目。需要武丑演员自己练习，京剧

《时迂盗甲》中，时迂盗甲成功后，便扛着宝甲 界叫“练私功”。当年，叶盛章先生排演此剧，

以”雀行步“下场。表现出他完成盗甲任务后的 一方面是为了突破传统，另一面也有借此招揽观

喜悦心情。它的基本姿势与矮子步相同；行走时， 众的意思。

勾脚尖、踹脚跟、双脚交替上踢、速度由慢至快。 再如《酒丐》中还有”空中飞人“的特技。

在饰演身患残疾的侏儒型人物，如：《扈家 说自了很简单：演员在戏服内穿一件皮制的马甲，

庄》的矮脚虎王英、《武松》的武大郎和昆曲《盗 上系钢丝，并连接在吊杆的滑轮上，由舞美人员

瓶》的冯茂时，需要“整矮子“，即在戏中必须 用力一拉，就”飞”起来了。但因舞台表演非常

始终蹲着走“矮子步”，不可站起来直立行走。 逼真，令观众惊叫不已，从而取得很好的效果。

这是非常累人的。所以，没有深厚的”矮子“功底， 在当时，这些“惊人之举”，是提高票房的有力

是难以胜任像王英、武大郎等这类角色的。 保证。

据说张春华先生在天津稽古社子弟班坐科 《时迂偷鸡》中用”吃火“表示吃鸡的表演

时，每天要”耗”上一炷香功夫的”矮子“，“耗” 是非常写意的。用火纸叠成三角筒形，点着火，

完之后，还要跟在武生、花脸后面跑上几十圈“圆 烧及一半，顺势往嘴里一塞，一边咀嚼，一边还

场”才能收功。这还不算，每天晚上他还给自己 要喷出烟和火星。这种表演每每都能赢得观众热

加夜功，头项一碗清水，在劝业场的楼梯上，上 烈的掌声。

下跑“矮子”。练就了深厚的“矮子功”!故此， 以上所述，是武丑行当应具备的基本技法。

在上海与盖口q天先生合作演出《武松》，饰演武 但并不是说单单熟练地掌握它们，就能成为一个

大郎一角。”显灵“一场中，他在台口来回两排“矮 优秀的武丑演员。像叶盛章、张春华先生，他们

子”，轻快如飞，垂在两鬓的“鬼发”随风扬起， 在舞台上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令人

真像一个孤魂在飘荡一般．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 过目不忘。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在“整矮子”的戏中还有一些较难的程式， 使武丑这个行当唤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推动了京

如：“矮子起霸“、”矮子拳”等。其中还包括很多 剧发展的进程。这才是当之无愧的京剧表演艺术

技巧，如：”矮子飞脚”、矮子旋子”、“矮子单提”、 家!这也应是我们每个立志于武丑行当的演员终

“矮子抢背”等。其实，“矮子单对”、“挡子” 生追求的目标。所以，我们要努力学习，提高水

也都可以设计。比如把各种“矮子功”的翻扑技 平，使我们的表演逐步达到“以形传神，形神俱

巧组合到对打中，必然极有效果。如《扈家庄》 妙“的理想境界。

王英见扈三娘可以打双刀戟：王英与《扈家庄》

女兵可以打群档子等。 责任编辑：潘英

六、特技

武丑人物都是身怀绝技的。所以，在舞台

上必须运用一些特殊技巧来展现他们的不凡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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