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剧艺术特性浅议 

在京剧艺术的舞台上，人们平时生活中 

习以为常的自然形态都会按照美的原则加以 

概括、夸张、提炼、美化，使呈现在舞台视野 

下的生活人物变得那么生动、鲜活、神采飞扬， 

体现出京剧艺术独有的艺术特性。透过京剧 

舞台魅力四射的外在呈现，我们不难发现， 

其中最能体现京剧艺术特性的地方是程式化 

的表演特色和虚拟化的表现。 

所谓程式化，就是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 

行为动作，按照一定的规范提炼加工，形成 
一

种比较统一的有章可循的表演形式。在文 

化艺术多元发展的今天，有很多人对京剧程 

式化的特点提出批评，认为它太守旧，太僵化， 

太呆板，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式，不适应现代 

观众的审美标准。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对 

京剧艺术的研究时，就会发现，京剧艺术的 

程式化其实就像我们平时说话时的语法、词汇、 

标点符号一样，无论多么华丽的辞藻都要在 
一 定的语言规则下才能组成优美的词句，而 

生活中的我们觉得是这一切是那么自然平常， 

丝毫不觉得呆板。 

京剧的表演程式，就是生活动作的规范 

化，就是赋予表演以固定或基本固定的格式。 

程式又是前人艺术创造的经验积累，是形成 

这一艺术形式必不可少的条件。当程式化为 

戏，化为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戏剧人物时，便 

带给我们无比的惊喜。例如京剧舞台上的开 

门、推窗、上马、行舟等动作表达，都有一 

套基本固定的程式。许多程式动作都有一些 

特殊的名称，例如 “卧鱼”、 “吊毛”、 “抢 

背”等等。京剧的表演程式还有另外的涵义， 

即它又是生活动作的舞蹈化。京剧人物的表 

演动作，要让观众能看l董，就要表现得具体、 

明白，但他又不是对生活动作的绝对照搬， 

需要把生活动作舞蹈化。如 “起霸”实际上 

就是披甲扎靠的意思，在京剧舞台上，这样 

的生活动作，己变成舞蹈性的表演了。同时， 

京剧舞台上的程式特性又是根据不同剧情的 

需要来设计变化的，相对来说比较灵活。而且 

不同行当都有不同的程式，如花脸有花脸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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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丑角有丑角的脸谱 同是一个云手的动作， 

不同的行当和不同的人物，也都有不同的运 

用方式。 

所为虚拟，就是京剧舞台的剧情布景是 

随着人物的变化而变化的，演员要通过表演， 

将观众引入剧情之中。在京剧舞台上，我们 

常常看到的是一桌二椅，除此之外其它的东 

西很少。在剧情开始前，观众是很难确定其 

代表的意义的，只有通过剧情的开展，通过 

演员的表演，我们才能知道舞台上表现的是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环境，而观众也 

欣然接受它所表达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哪， 

这是因为，中国戏曲文化最重要的美学原则 

就是他的写意性，注重“神似”，注重“意象”。 

比如：如果在一桌二椅后面正襟危坐的是个 

头戴乌纱、手持惊堂木的官爷，那么这个舞 

台表现的就是沉重的衙门；如果是手持兵器 

的将士在台上对打，就表示舞台变成了战场。 

再如，京剧舞台上表现的开门和关窗，门总是 

往里拉的，窗却是向外推的，虽然舞台上并 

没有门和窗，但观众一看便懂，从来不会搞错， 

原因很简单，因为开门和推窗的动作，是经过 

提炼和典型化的动作，它符合过去建筑的特点， 

因而也符合观众的生活经验。京剧舞台上的虚 

拟性艺术特性，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在日 

常生活的体验感受中提炼总结出来的。所以 

运用虚拟手法一定要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 

如果不从生活出发，不但不能调动观众的想 

象力，还会将人引入莫名其妙的方向。 

京剧艺术程式化、虚拟性的艺术特性， 

给观众提供了自由想象的空间，具有独特的 

审美价值。京剧艺术在这种美的艺术创造中， 

给我们展示出丰富的生活画卷和深厚的历史 

文化积淀。让我们感受到，京剧艺术之所以 

生命力旺盛，魅力无限的根源所在。今天， 

在痴迷于京剧艺术的人们研究和探索它博大 

深厚的文化价值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了 

解和掌握京剧艺术的特性带给我们的审美愉 

悦和欣赏价值也同样重要。 

责任编辑 刘 红 

团圆 l 131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