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 京剧《拾玉镯》看神与形、虚与实的审美
高妮娜

很有幸跟着贵州京剧院侯丹梅院长最近几年到英国、美国、澳大利

亚等国家进行艺术交流访问演出活动。这几次交流演出中我们的演出任

务是京剧折子戏《拾玉镯》，这是一出花旦戏，是一出几乎将京剧花旦

所有最基本的程式动作概括其中，将神与形、虚与实相交融，虽没有显

著的戏剧化情节，没有显而易见的惊异、悬念与意外，却非常传神的通

过丰富的程式动作、虚拟化的表演刻画出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可以说

是出神人化。我们的演出获得了国外观众的热烈欢迎和巨大的成功。观

众给我们很高评价，他们说京剧太美了，京剧的演出样式太经典了。是

一个富有诗情画意，世上少有的精彩演出，京剧独特的演出样式征服了

他们。这几次的演出给了我非常大的震动，使我更进一步的认识到京剧

的审美，京剧的写意观戏剧。我们应该怎样珍惜、继承和发扬呢?这是

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拾玉镯》是我经常演出的剧目之一，全本的大戏《法门寺》头一

折就是<拾玉镯>，单独演出的京剧折子戏也叫<拾玉镯>，为了适应

观众和晚会的需求，把它做哑剧小品也都叫<拾玉镯>。不管是什么样

式的演出，万变不离其宗的强调和呈现的就是写意观。京剧的三大美学

特征是京剧的综合性、程式性、虚拟性。虚拟性的表演体现着东方艺术

在美学上的独到见解，在不断地演出和学习中，我感悟到的京剧表演中

写意观和虚拟性表演的审美。<拾玉镯>是典型的虚拟性表演剧目。他

的舞台美术是空灵的，传统的一桌二椅。但是演出来的环境和道具是多

样的，一个舞台能表现出多个空间，一会是孙玉娇的闺房，一会是孙家

喂鸡卖鸡的院落。当演员走到哪个空间就会立即表现出剧情所需要的那

个规定情境来。道具也是这样，舞台上只有一桌二椅，实物的道具只有

书、玉镯、手绢，其余的鸡笼、雄鸡、米缸、门、喂鸡用的米糠等都是

无实物的。是演员必须假设并表演出来的，而且要求很真很美，还要给

观众留有想象。这些都是写意的虚拟的，有欣赏价值的。正如梅兰芳先

生所说的“京剧的道具是活在演员身上的”。

首先开门，第一次出来喂鸡，双手先把门推紧(门是没有的)，左

手扶住门框，右手虚拟动作，仿佛握住门闩往右处横拉，再双手把门拉

松，然后慢慢打开全门。迈过门槛，双手扶门看天气很好，这些必须做

的很真实，又要很美，而且这扇门的设置是不能变的。孙玉娇几次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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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都必须在这里，门的尺寸大小都要一致，这些虽是虚拟动作，但是是

有严格的“度”的。京剧很讲度，这个度就是舞台上的严格、严谨、

规范。也就是说这道门永远是活在演员的身上和心里的。

随后走到上场门里角堂桌右边，蹲下身拉开鸡笼把鸡赶出门外，

孙玉娇家养的是雄鸡，跑出来很快，孙要左右的把鸡轰出门去，舞台

是没有鸡的。演员必须从眼神和手势、动作麻利的表现雄鸡好斗，不

住地奔跑扑腾，边轰鸡边闪鸡的飞扑，脚下要用圆场功，既要演出孙

玉娇在轰鸡，也要看到演员脚下的圆场功和身段的美。由于二者结合

的比较好，每次演到这里观众都会给于热烈的掌声。有一个情节是数

鸡，虽然是虚拟的鸡，但是雄鸡是活物，就不能像数静物那样。鸡是

不停活动的，所以首先心里要有鸡不停在动的感觉，然后不规律的去

数，从活动的鸡中数出准确的数，这样观众才能感觉虽是虚拟的动作

但是真实的。

再就是这个戏的经典的行动情节。就是孙玉娇做针线活的动作。这

一段戏有几个小道具，舞台上有一本书(实物)，里面夹着各种颜色的

绣花线(无实物)，有一条还没有绣好的手绢(实物)，用这两件实物

帮助观众欣赏孙玉娇穿针引线以及绣花的无实物动作。先翻开书选出需

用的绣花线，然后抽出来穿上针，针是无实物的，从头上拔下来后(过

去的妇女用的针都是插在头上的，因为头上都梳有发髻)，有一个倒过

来的动作，是说明拔下时针头是冲上的，倒过来就是把针眼对着自己好

穿针，虽说是虚拟的动作但是一定要细腻，让观众看清这个动作的意

义。搓线，线和针是无实物的，线的长度应该是有度的，从书里抽出来

的线由短到长，放回书里的时候则应该是由长到短，抽出来的线有多

长，在表演中穿到针眼里的线和搓在手中的线就应该是多长，且不可忽

长忽短，让观众看不到既真实又虚拟的动作，既要能看懂又要看到美，

是一种生活和艺术美的享受。

我们京剧的祖先们创下极其丰富、神奇精湛的演出样式、我们必须

继承、发扬，同时又还要创新、发展。我们要遵循前辈给我们定下的审

美原则“移步不换行”，去创造既是京剧的精髓，又是今天能适应观众

需求的艺术。总之路是很长的、艰辛的，但是是有价值的，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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