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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京剧作为戏曲艺术中的一部分，其发展具有长远的历史。京剧是融合了汉剧、昆曲、梆子等多样剧种而形成
的一个新剧种。在京剧表演中，旦角的身段与韵律是表演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虽然是属于外部技法范畴，但是所

谓的“肢体语言”也是故事表演中艺术内涵的体现之一，文中介绍了我国民族文化中京剧旦角行当身段表演的特点，进

而分析了京剧旦角身段的美感与韵律，更好地使人们认识到旦角身段的美与韵对京剧表演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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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段”与“韵律”的总称即是指“身韵”，旦角身
韵在京剧表演中对其演出的艺术成效有着重要的影

响作用。

一、京剧旦角身段的美

（一）身段的表演动态

京剧身段作为戏曲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的美与否，主要还要看表演时的手、眼、身、

法、步等举手投足的动态体现。舞台上，旦角表演时

的身体动作、台步、功架等，都需要通过这些优美的程

式动作将其完美地展现出来。在京剧表演上，身段的

动态直接关系到其表演艺术效果，如果在表演时，唱

念再好，翻打再利索，但是缺乏优美的身段，再好的表

演，也难以将京剧中原本应该达到的艺术效果完美地

表现出来，而有了优美的身段，再结合舞台上的表演

技巧，才能够将人物角色很好地表现出来，就好比，身

段要求动静相结合，有曲线而非直入直出，在做手势

时，手、臂、腰、腿都要带有弧度曲线，相反，如果臂是

僵直的，腰腿是硬邦邦的，那么，观众看起来就会觉得

演员的表演造型似乎还存在美中不足，不够优美。

１．基础身段训练的体现
就旦角中最为简单且常用的一“指”来说，别看起

势时是个手腕活动的小动作，要将其优美地表现出

来，在其起势时需要呈圆形状，也就是大臂带动小臂

先划一圈，或者是转一周，以圆形状为主，切勿直来直

去，再带动手腕、手指向外指出，完成整个动作。旦角

身段的表演之所以美，少不了演员对“腰”的表演运

用，正所谓“一腰带百劲”，在手足表演的同时，腰部主

要以圆弧形运转为主，将意念、动态与手足紧密配

合。［１］腰的流动变化可以引导四肢随其在弧形路线上

划出各种大小圈，与圆形弧线相似的表演动态。在古

时，比喻女子腰肢好似微风柳，刚柔兼济应自然，故在

表演中，身段既不能表现为僵硬，又不能散垮，要做到

刚柔和谐。

２．组合身段的程式体现
水袖作为京剧旦角表演中的主要使用工具之一，

其作用非常之大。水袖的身段动作可以表达很多种

意思，如心慌意乱、欣喜若狂、愤怒至极等等，都可以

通过水袖动作来间接表达，当人物角色愤怒时是通过

抛袖来表达、叫人离开时是挥袖、人物下场或者沉思

时则用背袖来表达，关于水袖的动作与含义表达还有

很多。它的表演可以算得上一种高水平的技巧，悲喜

剧都能用。

在京剧旦行中，水袖表演具有不同的技巧。而在

各个行当中，水袖技巧和运用最为丰富、艺术特色最

突出的就是旦角。如程砚秋大师，有人将程派水袖归

纳为十个字，分别是“勾、挑、撑、冲、拨、扬、掸、甩、打、

抖”，这些技法的不同组合，产生了千变万化的效果，

可以用来表达不同的人物情感，更有助于表现人物、

服务剧情［２］。

（二）京剧旦角身段的训练特点

京剧旦角身段，其表演是艺与技的结合，表演者

的首要任务就是在表演中创造完美的舞台人物形象，

好的舞台人物形象与角色能够为表演带来更好的艺

术效果，而舞台人物形象除了唱、念等要素之外，身段

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

响因素。所谓身段练习，无非是手、眼、身、法、步的一

系列基本功动作，它不同于激烈的打斗场面，或是其

他高难度的翻腾动作等，而是借助有形活动进行意念

的训练以及气质的培养。身段的训练与形态优美非

常相关，将形态美贯穿于表演中的各个动态中去，使

得角色的一招一式、坐立扭转等传神动人。

二、京剧旦角身段的韵律

戏曲中，若能通过优美的身段表演将作品艺术感

染力充分表现出来，需要表演者自身具有特殊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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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韵律美，所谓“韵律美”是通过演员“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的外部形态运动，来表现戏曲特定情节中的

人物角色的各种形态、特征、情感等，将其演绎到一个

高层度的艺术形象的表演境界。

（一）身段神韵的“意”与“气”

京剧剧目表演中的“意象”“意境”以及“意趣”

等，是将表演中的细微之处加以重视，通过情感表现

的一声一韵、一颦一笑等，都将其以“意味”的形式表

现出来。让观众感觉到演员的传情绘神足以浸透于

京剧旦行身段之中。如老艺术家们所指点的那样，内

在的表演在于“意”与“气”（意就是心气），心到哪儿

气就到哪儿，那么手臂、身体想怎么表演，都能够做到

“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了，这样就可以在表演上做到得

心应手、内外合一了。在京剧身段表演中，意与气相

结合是十分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其身段特点，来把人

物心意与意念和各种遐想等无形状的东西，通过外部

仪态充分表现出来，从而以此例揭示人物内心的精神

世界。如《福寿镜》中，胡氏因丢失了娇儿而受到极度

惊吓将近疯魔，故开始神智错乱产生各种幻觉，将侍

女当作儿子，或看到儿子在天上正与寿星老儿一起饮

酒，都是通过人物内心世界的“意”进行表演的，还有

表演者将水袖的作用与人物的内心相结合并发挥到

极致，运用水袖将各个动作变为技巧。点睛之处在

于，将一个妇女疯了之后的形象，通过水袖技巧将其

形象艺术地表演出来。在这过程中，演员通过“意”与

“气”来推动外部的“舞”与“动”，使整个身段艺术表

演达到完美极致。

京剧旦角身韵的特征首先是人体造型及其动作

规律。在表演上，“扭、倾、曲”等基本形态和势态，主

要借助身体各个不同部位，相互扭倾错位，来形成不

同角度、层次分明，以及带立体感颇强的造型，与此同

时，旦角动作的柔和自然、流动圆润，更加体现出以

“气”化韵的身段美，并且，演员在舞台上的“点”“线”

也是极其关键的，所谓“点”指的就是在一段身段动作

语句结束之后而作的一个造型姿态；而“线”则是指一

段身段动作语句的流动过程。“点”与“线”相结合，

是为戏曲身段中的最后“亮相”而做准备。

（二）身段神韵的“劲”与“力”

在戏曲身段表演中，通常将“劲”与“力”相融合，

通过旦角表演中的体态舞姿，运用技术技巧来表现出

来。在身段谱口诀中，包含了内心与外形两方面，其

中，“心一想，归于腰，奔于肋”是属于内在的动力气

流，也就是指“心劲”与“心气儿”的结合；而“行于肩，

跟于臂，是指”则属于外在形体活动。将有形和无形

相结合，二者之间相互渗透，贯穿于动作韵律当中，气

以运而实，运用气息贯穿身体的全部动作，进而将其

艺术效果表现得淋漓尽致，力与劲，主要指在身段表

演中气息与心劲的结合，“心劲”分刚劲、柔劲以及韧

劲，三者之间的变换气息是不一致的。比如，在“拉云

手”身段动作时，务必要做到圆顺自然，在身段的云手

走势与形体动作中，其力与劲是一个“心法儿”，主要

强调劲不外露，即心劲，以气运势为主。

此外，在气与劲的运用当中，也是有技巧和规律

可言的。如旦角在舞台的表演中，吸气的时候不能够

在胸口的太上方去用劲，以免造成气浮而浅和憋闷不

畅的结果，这样会影响表演的情绪；对于呼气，当然也

不能够太下沉了，在胸口下、小腹上缓气，才能够使得

呼吸既深又不屑，这样可以保持气息微提的状态。在

表达人物情绪转换时，就需要将自然呼吸现象进行夸

张式的艺术加工了。如京剧《挂画》中的含嫣，当听到

丫鬟梅香说花桥已到时，含嫣随即欣喜万分，右手扶

桌，身子也在随之猛然拔起直立。在这一段过程中，

当她双手紧握丫鬟两次追问时，其呼吸随着情绪变

动，一提一沉、一紧一顿等一系列连贯动作与神态，都

包含了其身段所表现出来的气息运用的重要性。

（三）身段神韵的“律”

戏曲表演中，“以律显韵”是将外在形体运行规

律、运行线路等一系列动作来进行身段的表演。

戏曲身段是具有程式性的表演模式，比如各种音

乐的节奏、动作幅度的大小和节奏速度的快慢，都非

常有讲究。总体来说，在京剧旦角中所注重的身段美

感和韵律，主要是指动作的“圆”，即以注重圆形和曲

线形来评判其美与否。正如欧阳予倩先生所说的：

“京剧的全部舞蹈动作可以说无一不是圆的。”［３］即是

指，京剧身段动作是画圆圈的艺术，所以不论是动作

上的大圆、小圆、半圆还是静止的圆、舞动的圆，都遵

循“圆”与“弧线”的规律。就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

中，萧何为追韩信而跑“圆场”，其中一个身段是手执

马鞭，直上直下地举着，还边跑边做点手状，其姿势与

平时的圆形动作颇有不同之处，手臂的姿势显得直而

圆，整个动作过程，表现了求贤惜才以及想要立马追

上的心情，表演中，掌握顺逆、圆方以及点线的身法规

律，才能将其身段动作表现得清晰而富有情感。

三、结语

旦角的身段美与否，表演是否有韵味，关系到整

部戏的艺术效果。正如“戏无情，不动人；戏无理，不

服人；戏无技，不惊人”。在京剧表演中，旦角的身段

美与韵的体现，重在演员要懂得掌握其身段的运行。

而身段的练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将其反复琢

磨与渗透，掌握规律，抓住精髓。此外，还要不断提升

自身的艺术修养，才能将京剧艺术更好地体现出来，

并长久传承下去。 （下转第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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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新作品的接受就可以通过对熟悉经验的否定或通

过把新经验提高到意识层次，造成‘视野’的变

化”。［２］３１审美距离有着自身的规律性。当作品、情节

或是主题思想与读者的期待视野相一致（或是低于读

者的期待视野时），读者会因作品的无趣和寡味而丧

失阅读兴趣，审美距离归为零；当作品的内容、情节或

是主题思想在一定合理区间内高于读者的期待视野，

就会刺激读者进一步探求这种未知，读者的阅读兴趣

就随之高涨。接受美学认为，文本的意义既不是在文

本那儿，也不存在于阅读者身上，它存在于读者视野

与文本视野的融合之中，存在于视野融合的无限过程

中。［５］１９而阅读活动的根本意义，在于促成读者的当前

视野与文本的历史视野的交融，即“视野融合”。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利用好学生的期待视

野和文本之间的审美距离，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并

最终促成学生的阅读期待与文本的视野融合。应重

视对学生期待视野与文本之间的审美距离的控制，教

学计划与内容的设定，要使得审美距离学生的“最近

发展区”内，有效利用“阅读期待”引导激发文本创新

欲。同时，教师要掌握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文化素养水

平，认真分析每个学生的阅读期待心理，控制好合理

的阅读教学审美距离空间，从而不断拓展学生的“期

待视野”，提高学生的阅读质量和能力。

“期待视野”理论给阅读教学带来了观念颠覆和

变革创新的契机，他揭示了阅读活动的本质是读者

“阅读期待”被唤醒和实现的心理过程。教师在阅读

教学中要重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审美需求，积极创

设阅读情境，唤醒学生的期待视野，促进其阅读期待

与文本的视野融合，构建开放而有活力的阅读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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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下授等。大学生平等自由进入、平等自由分享，这

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不能再是单一的形式，不能

再以其绝对权威的角度向受教育者传播思想政治教

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都平等、开放的前提

下进行思想的交流，潜移默化构建起一种思想引导与

平等对话的新型师生交流模式。

四、结语

在全新的“微时代”背景下，要做好大学生思想政

治工作，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效性和实效

性，应当充分利用和把握好“微时代”的特点及优势，

积极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占领“微时代”的话语空间，

实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以优秀的文

化、先进的理念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提供新的

探索空间。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

观的同时，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水平，为培养优秀

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而积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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