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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京剧丑角在戏剧中可喻为肴中的 “作料儿”京剧丑角的艺术特色儿言，就是插科打诨，亦庄亦谐，幽默滑稽，自然成趣。丑 

角演员在舞台上以唱，念，作，打等多种艺术手段，展示与其他行当截然不同的神情，韵味，风格和风采。 

不难发现，在古典戏曲中，丑角与整个戏曲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相 “游离”的。究其根由则主要是自元杂剧始的 “旦本”和 “末本” 

演唱体制，使丑角仅仅秉承着先祖俳优讽谏时事、滑稽调笑的传统，处在给生、旦，甚至净行 “配戏”的地位，而未能真正 “杂”入戏曲 

艺术之中，因而丑角的程式化亦式微，或日其本身程式化就不充分。 

这种状况的改变是在清末、民国初年，尤其是建国后。随着生、旦、净、丑 (建国前)到旦、生、丑、净 (建国后)，再到丑、旦、 

生、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两次历史性 “错位”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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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念 自 

谈起武丑的念自给人以爽脆响亮之感。脆劲是表现嘴皮予功夫 的， 

追求一种力度；亮音则表现在发音位置上，追求一种膛音。武丑 (尤其 

是开口跳)人物大都快人快语，说起话来像机关枪似的又快又猛，颇具 

穿透力。因此，要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就必须苦练嘴皮子功夫。在训 

练这种功夫时，特别要注意气息与VI腔内各块肌肉的有机配合，用力点 

要准确而集中，力度要恰到好处，使之达到和谐的程度。最忌使拙劲， 

为了强调吐字和喷 El，反而把字咬 “死”、咬 “破”。这样既不美听， 

也达不到应有的艺术效果。前人总结的经验说：“只要武丑一开El，就 

应马上引起别人的注意。”这就要求嘴皮子劲头足，音量大 ，说话总是 

盖过人家一头，观众听起来才会感到满足。 

这种爽脆响亮的念白风格在开El跳戏中有比较突出的体现。如 《连 

环套》“议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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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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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步 

各行当都有自己特定的台步，武丑也不例外。台步是人物的外部动 

作之一，可以直接影响到人物的形象。齐如山先生评论戏曲艺术是 “无 

动不舞”，也就是说，演员在台上的一戳一站、一举手一投足，都是舞 

蹈化了的 “有规范的自由行动”。 

武丑站立的基本姿势是 “点脚”，即用丁字步的前脚掌 “点”地， 

重心在后脚上。两脚可以根据需要 ，来回轮换着 “点”。“点脚”时还 

需 “存腿”，即曲膝立腰。这种姿势能表现武丑人物灵 巧、机敏的特 

征，给人以短小精悍之感。 

武丑的基本台步除前文已专述过的 “矮子步”外，还有 “方步”、 

“碎步”、“鸡行步”、“跛步”、“矮步”等。每一种台步都是一种特定 

的语汇，我们要 “走”出个性，“走”出人物来。 

“方步”是一种比较大方、有身份的台步。根据剧情需要可快可慢、 

可大可小。《战宛城》 的胡车、《连环套》 的朱光祖，《九龙杯》 的杨香 

武，都走这种台步，与他们的身份很相称。 

“碎步”是一种点缀性的脚步，比较急促，适用于人物兴奋或急躁 

的时候。《连环套》的 “盗钩”中，朱光祖在窦尔墩的酒里下完药，非 

常兴奋，起 “叫头”之后走的几步就是 “小碎步”。《九龙杯》中，杨 

香武一时得不到九龙杯，焦急万分，起 “叫头”之后走的几步也是 

“小碎步”。这种台步能起到外化人物内心情 感的作用。 

“鸡行步”走起来要求先吸腿，再往前迈进，很像鸡走路的样子， 

故此得名。这种走法透着贼气，因此，很适合鸡鸣狗盗式的人物。《时 

迁偷鸡》 中的时迁就以这种台步为主。 

三、矮子功 

矮子功是武丑的一项基本功，几乎每个人物在某种特定场合都会用 

到这种功夫。 

矮子功又分为 “半矮子”和 “整矮子”两种。 

“半矮子”是根据剧情，需要时就蹲下走矮子，不需要时就像正常 

人一样站直了走路。它既可以表现蹑足潜行、疾步如飞，也可以表现游 

戏玩耍的情态。 

《三岔口》的 “摸黑”，刘利华上场就在台口走一排 “快矮 子”。 

这是动手前的侦察。因此，必须走得既轻又快，如同一只出洞探食的老 

鼠一般，才能显出刘利华的机警和灵敏。接着，他撬门、推门，又以矮 

子步潜入任堂惠的卧房。这是为了缩小 目标，不让对方发现 自己。所 

以，这几步要走得既轻又软，让观众也为之屏气凝神，显示出刘利华是 
一 个江湖老手，干这勾当已不是一回两回了。 

《盗银壶》 的 “走边”，邱小义在去帅府的途中就有一圈 “矮 子 

步”，表现他穿街走巷抄近道，拐弯抹角避官兵的能耐。因此，要走得 

既轻快又得意。 

《小放牛》中牧童与村姑 “两望门”，牧童走的是 “矮子步”；结尾 

时，牧童追赶村姑下场，走的也是 “矮子步”。这种 “矮子 步”的运 

用，充分展现了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在田野中无拘无束嬉戏的童趣。 

“矮子步”中除了向前行走的步法外，还有两种其他的步法。即横 

走式的 “分水步”和跳跃式的 “雀行步”(俗称 “打脚尖”)。 

“分水步”不仅能表现在水中潜行，同时也能表现在陆地上飞驰。 

在 《雁荡山》、《时迁盗甲》、《连环套》等剧中都有运用。它的基本姿 

势是：曲膝下蹲、开胯、踮脚、挺胸、拔背；行走时，要求双脚紧捌， 

双手配合双脚在胸前交叉晃动，脚快手慢，身子尽量保持在同一水平线 

上，切忌上下跳动。 

“雀行步”表现人物的轻盈和灵动感。它跳跃性很强，可用于赶路、 

上下坡 、嬉戏等场合。《时迁盗甲》中，时迁盗甲成功后 ，便扛着宝甲 

以 “雀行步”下场。表现出他完成盗甲任务后的喜悦心情。它的基本姿 

式与矮子步相同；行走时，勾脚尖、踹脚 跟、双脚交替上踢、速度由 

慢至快。 

“整矮子”顾名思义，即整出戏都是蹲着走 “矮子步”，不可站起 

来直立行走。它表现身患残疾的侏儒型人物。如：《扈家庄》的矮脚虎 

王英、《武松》的武大郎和昆曲 《盗瓶》的冯茂等。 

“整矮子”训练起来比较艰苦，必须坚持每天 “耗矮子”。所谓 

“耗矮子”即一口气蹲上三十分钟至一个小时。如果没有 “耗矮子”的 

功底，是难以胜任像王英、武大郎等这类角色的。 

据说张春华先生在天津稽古社子弟班坐科时，每天要 “耗”上一炷 

香功夫的 “矮子”，“耗”完之后还要跟在武生、花脸后面 跑上几十圈 

圆场才能收功。这还不算 ，每天晚上他还给 自己加夜功，头顶一碗清 

水，在劝业场的楼梯上，上下跑 “矮子”。这是何等深厚的功夫啊!当 

年，他在上海与盖叫天先生合作演出 《武松》，饰演武大郎一角。 

“显灵”一场中，他在台口来回两排 “矮子”，又轻又快，垂在两 

鬓的 “鬼发”随风扬起，真像一个孤魂在飘荡一般，赢得观众的阵阵掌 

声。 

走 “整矮子”的戏中有一些较难的程式，如：“矮子起霸”、“矮子 

拳”等。其中还包括很多技巧，如：“矮子飞脚”、“矮子旋子”、“矮子 

单提”、“矮子抢背”等。因此，要演好这类戏，必须要有过硬的基本 

功才行。 

上述内容是武丑行当应具备的最基本的技法，这些都是 “外功”， 

属于形的范畴，每一位学武丑的演员理所当然要熟练地掌握它们。但不 

能忽略的是，我们必须在磨练 “外功”的同时，注意 “内功”的修练， 

使我们的表演逐步达到传神的境界。像叶盛章、张春华这样的艺术家， 

他们表演成就的高超不凡之处，不就在于 “以形传神，形神俱妙”吗? 

形是神的载体，神乃形的灵魂，有形元神，犹如画龙而未点睛。有 

道是 “形似方入门，神似才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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