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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戏曲艺术的表演特性 
张斌  孙炳乾 

（河北省梆子剧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要:本文主要从戏曲高度综合的特性、写意性、程式性、虚拟性等几个方面探讨戏曲艺术的表演特性。 

关键词:戏曲表演；写意性；虚拟性；程式性 

 
中国戏曲所包含的剧种内容十分广泛,

延伸发展的地方戏曲特色也是各有千秋,主
要是京剧!昆曲!越剧等等,虽然在具体表演唱
法上有所差别,但是总体的风格还是大同小
异的。中国戏曲有着这主要的四个共同特点,
也就是高度综合的特性,用歌舞演故事的写
意性、程式性以及虚拟性。 

一、高度综合的特性 
中国戏曲是融合了多种艺术表演方式,

使之融合在一起转换成一种新的表演方式,
不仅仅只是在。听。上下功夫,在。视。上也
是花样繁多。例如国外的戏剧,仅仅只是以对
话动作来表演的,十分单调,与之相比,中国戏
曲将歌、舞、剧三者结合,经历了历史的更替,
吸取了历史传承下来的经验,不知坡倦的吸
收其他艺术表演的优点来丰富自身,中国戏
曲逐渐成为了无比丰富多彩的,感情逼真,视
听双享受的表演形式。戏曲的器乐有着带动
表演气氛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渲染了表扬情
景当时的氛围,或激动或悲伤或萧索或热闹。
戏曲的声乐讲究声随韵转。戏曲里表演演员
的脸谱绘画,讲究十足的功夫,将人物的性格
展现无遗。戏曲里的武打、滑稽等内容也是
精彩至极,扣人心弦。另外,在经历了历史的
变迁后,中国戏曲吸收了很多明见感人至深
的故事,利用戏剧的形势来再现故事中的情
景,有神话有鬼怪,将故事的跌宕起伏,生动形
象地展现出来。发展至今的戏曲在唱词上也
有所扩大,例如吸收了散文!白话!诗歌的特性,
表演形式更加丰富复杂。总之,中国戏曲的高
度综合性毋庸置疑,这是一个令人目不暇接
的综合艺术,这正是戏曲的重要表演特性之
一。 

二、写意性 
写意性,通俗的来讲,就是利用歌舞来描

绘故事情节。大到历史神话故事,小到我们生
活的细节,都成为了中国戏曲表演的内容。戏
曲演员们苦练唱、念、、做、打也只是为了
更好地将故事中的人物性格完美地展现出
来,戏曲演员必须将这。唱念做打。融会贯通,

不能只精通其中几种,而是要样样精通。可见,
一出戏曲从开幕到落幕,虽然短短的几小时,
可是这些戏曲演员为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让大家看到完美的表演而更加刻苦练习,俗
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正是这个道理。
演员们用玲珑妩媚的身段,华美绝伦的舞姿,
真切感人的表情,抑扬顿挫的道白和犹如歌
莺般婉转的唱腔在舞台上尽情表演,都只是
为了描绘出故事中一个个的人物形象。 

戏曲的写意性贯穿着戏曲始终,在很多
方面都有所体现,例如:舞台布置的写意。我
们通常看到舞台上背景很简单,只有一桌二
椅,但是戏曲演员却能赋予这简约的舞台布
景多样化,有时候一张桌椅可以幻化出身处
书房、厅堂甚至是世外仙境等等故事环境。
有时候桌椅却又不是桌椅,它变成了山,变成
了石头等等。不管桌椅到底是代表什么,这都
是考验演员的功底。心之所想,便能成真。这
也充分显示出中国戏曲的写意性。 

三、程式性 
戏曲如果没有了规范,将是如脱疆的野

马,难以掌控。我们把这种用来规范戏曲的制
约称为。程式。戏曲的程式性主要是指戏曲
当中人物的角色。我们俗知的。生旦净末丑。,
正是对人物的表演特性的划分。每一种角色
都有其特定的性格、唱腔和表演形式等等。
例如老生,老生通常是指中年以上,发音浑厚,
站如钟鼎的人物形象,这类角色讲究端正刚
直庄重肃穆,这都是有规范的。仅仅只是哭和
笑,就分成了很多种表演形式,就算是一声咳
嗽也要将人物的性格身份展现出来。在台上,
这“生旦净末丑”各有所要展现的人物形象,
每个角色都有其代表性的层面,从唱腔到呼
吸都是有条例的。虽然中国戏曲没有那样逼
真的模仿实际,它的表演某种程度上也算是
比较夸张的,但是这种夸张不能随心所欲的
乱来,而是要有一个度。戏曲演员的表情、动
作都是有制约的,例如在在表演身段上,凡是
袖口有甩袖、抛袖、抓袖等;手有云手、穿手、
三刀手等;足有正步、跑步、滑步、跌步等。

程式化不仅是对人物神动作有所规范,对人
物所使用的道具同样也有制约。为了更好地
展现人物的形象特征,戏曲艺术家们经过长
斯的历史研究,创造出了脸谱!蟒袍!水袖!长
胡子!兰花手以及其他奇形怪状的道具兵器。
中国戏曲所包含的所有内容都是有着严格
的规定,不能逾越界限,这正是体现了戏曲的
程式性。 

四、虚拟性 
虚拟性在中国戏曲中是至关重要的,戏

曲演员在台上表演时,仅凭着一桌二椅就能
描绘出故事中的环境,例如开门关门,跨门槛,
上楼下楼,喂鸡喂鸭,穿针引线,上轿下轿等等,
这里面的门、门槛、楼梯、鸡鸭、轿子都是
虚拟的。可是戏曲演员必须表现出它们的实
际存在,都是充分展现了戏曲演员的表演功
底。这些虚拟的动作,都是让观众知道你所表
达的内容,能够跟随人物身临其境一般,并且
在所描绘的虚拟环境中,实质性地表达人物
感情心理,让观众受到感染。很多戏曲中会有
骑马或骑驴千里赶路的情景,显然舞台上不
可能有那么大的空间来千里赶路的,所以演
员通常会利用转圈来表示赶路的过程。另外
在时间转换上,演员的进场退场,都标志着戏
曲时间场景的转换,这都是需要演员通过表
演来点明的。戏曲的虚拟手法很大程度上给
了演员们极宽的演技表现自由,可以充分发
挥自身的想象力,利用深厚的表演功底,都可
以再现出翻山越岭,行舟过桥等等难以真实
呈现的环境。不仅仅是需要演员们来联想,
更是需要带动观众也能身临其境。 

结语： 
除了以上这四个特性,中国戏曲还具有

很多特点,这其中也需要戏曲演员和爱好者
们去探讨,去学习了。只有对这些特性精通,
才能在舞台上绽放光芒,才能完美的展现京
剧的灿烂夺目。中国戏曲博大精深,值得我们
继续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我们需要去创造
新的内容,给中国戏曲增加更多无与伦比的
魅力。 

 
 

浅谈戏曲花脸行当 
刘志友  

 (河南省越调剧团，河南 周口 466000）  

 
“生、旦、净、末、丑”是戏曲舞台上

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净行是戏剧舞台上不可
缺少的的一个表演行当。传统戏曲的净行俗
称"花脸"，又分为铜锤花脸、架子花脸和武
花脸，主要扮演性格、品质或相貌有突出特
征的男性人物。“武花脸”又称武净，和架

子花脸有些相像，是在架子花脸的基础上，
着重表现打、翻、摔，重视腰腿功、把子功
和身段功，代表人物比如鲁智深、李逵、张
飞等。铜锤花脸代表人物徐延昭、包公、曹
操、尉迟恭等。我主要以铜锤花脸为主，下
面就浅谈一下戏曲中的铜锤花脸行当。 

戏谚云:“千旦百生,一净难求”,意为旦
角上千,生角成百,惟独花脸是“一净难求”。
之所以但求，求其主要原因还是自然条件上
的难度，在戏曲演员选拔和训练时，对花脸
行当要求就比较高，首先要有一幅高宽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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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简并了几项正婚前的礼仪，如宋代朱子撰
《家礼》，因时俗将六礼并为“纳采”“纳币”
“亲迎”三仪。 

1．周制婚礼——汉族婚礼的两种典型
风貌  

（1）“蓝本型”的周礼婚制——庄重典
雅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诗经•周南•桃夭》 
周制婚礼，承启上古至夏商，集成于礼

乐开国的西周，发扬于君子风范的春秋战
国，稳定于华夏诸族最终形成汉民族的时
候，在漫漫三千年里始终为华夏婚礼之蓝
本，最终蔚成灿烂的云霞。 

那时候的婚礼还叫做昏礼。没有奢侈的
聘礼，没有铺张的排场，也没有喧闹的筵席。
昏礼重的是夫妇之义与结发之恩，并不认为
这是一件可以喧闹嘈杂的事。那时候的昏礼
简朴干净，没有后世繁缛的挑盖头闹洞房这
类繁杂的玩意儿，夫妻“共牢而食，合卺而
酳”，而后携手入洞房。次日拜见舅姑，三
月后告见家庙，从此，新妇正式融入夫家家
族。那时候的昏服也不是现在人们误解的大
红一片，而是端庄的玄色礼服（玄色，黑中
扬红的颜色，按照五行思想，是象征着天的、
最神圣的色彩）。嫁女之家三日不熄烛火，
在盈盈火光中思念着远去的女儿；夫家也三
日不举乐，安慰着思念双亲的新娘，整个仪
式宁静安详。但安静细致的仪式中有一种震

撼人心的力量——也许这就是我们今天想
要捕捉到的力量。黄昏中开始的那个安静优
美的仪式，映照出一个久违的文明气息——
那是纯正、优美而伟大的汉文明，直指人心。 

（2）“发展型”的后世婚礼——喜庆热
闹  

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 
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 
—— 唐 陆畅 《云安公主下降奉诏作催

妆诗》 
此类是指在周制婚礼的基础上逐渐演

变的后世汉族婚礼。其中混杂了许多非汉族
来源的婚俗礼仪，有诸多变异，故此称为“发
展型”。 

婚礼是什么时候慢慢放在白天的已经
不得而知了，也许是因为汉代以后的战乱，
夜晚不安全的缘故，也许是因为感染了胡俗
习惯，再加上后来的婚礼排场逐渐变大，时
间变长，也就逐渐放在了上午，这样，欢庆
的仪式往往持续一天。 

与后世婚礼不同，先秦至两汉昏礼，女
父迎婿于门外，礼节甚重，更别说刁难女婿
的事了，唐《封氏闻见录》6 卷五云：“近代
婚嫁有障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
自从昏礼有了贺客和婚宴开始，婚礼的世俗
欢庆气氛就逐渐扩展。婚礼的欢庆的气氛本
是生民常态，同时也来自华夏周边的风俗浸
染。胡俗婚礼多喜庆，后世婚礼的许多杂俗，
比如闹洞房，是契丹的婚俗。跨火盆，则来
自满族。根据周礼，婚礼是没有盖头的，但

红盖头却成了世俗婚礼的象征。仪礼中的婚
礼不举乐，无酒筵酬宾的仪节，只在新房中
为新郎新娘专设一席。到后世，宴众宾客会
成了婚礼必不可少的一项，闹房也成了保留
节目。也许，我们更加熟悉的婚礼就是：一
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 

纵观以上两种汉民族传统婚礼的模式，
不难看出：历史的悠久，国土的辽阔，文化
基因变异的程度自然不会小，毕竟，没有交
流的民族在地球上是不存在的，在婚礼的发
展上，华夏民族的婚制婚仪，吸纳了许多外
来民族的习俗。历经多次主动的、被动的民
族间交流，经历多次国运纵横起伏，华夏婚
礼在漫长的时光中慢慢流变。 

本次赣州百对新人汉式集体婚礼是在
“蓝本型”的周礼婚制基础上结合集体婚礼
组成的一场现代大型婚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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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身体素资还要强壮厚实，演员要有
充沛的体力,扎实的武功和具有穿透力的嗓
音,通过大靠,水袖、髯口、帽子、唱腔、念
白等,行动准确而细腻地送进在场每一个观
众的眼睛和耳朵里。这个行当的表现对象宽
泛,演绎空间极广袤,上至帝王将相,宦官员外,
下到侠客豪杰,平头百姓,可谓是包罗万象。
特别是我们地方戏中的铜锤花脸，主要以
唱、念为主。我在越调传统剧目《华容放曹》
中就饰演奸相曹操，就是典型的铜锤花脸行
当。要演好曹操这个角色，在人物的把握和
分析上一定要抓住思想变化和人物个性，定
性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首先对人物分析时要
多看剧本，曹操这个人物在三国里面是个举
足轻重的重要角色，在该剧中曹操是在赤壁
兵败，失魂落魄，狼狈逃窜，又不乏狂妄自
大的性格，在华容道与关羽周旋，表现出曹
操即奸诈又机智的内心活动，因此，我在表
演时谨记着这四字的要领，在葫芦谷大笑孔
明周瑜无能之机杀出赵云，在苍茫逃跑中运
用越调的紧打慢唱来表现曹操此时此刻心
情，慌乱中又有几分的沉稳，这些都是铜锤
花脸不可缺少的表演程序。在华容道遇见关
羽，曹操好像吃了颗定心丸，先是以念功道
出大段道白，运用假哭、偷气、激将、乞求
等表演手法，以此来向观众传送出曹操这个
人物的突出性格特点，使观众真正体会出曹
操是如何的奸诈诡秘，同事又表现出了曹操
善于攻于心计的内心变化，最后运用越调的
卸垛子调唱表诉说苦衷，在这段唱腔中，我
一改地方戏花脸往常的沙啦音域，吸取京剧
花脸唱功的虎音连接胸腔共鸣，来完成这段

唱腔，观众的掌声告诉我演出的成功和认
可，使我略感欣慰。 

    铜锤花脸也就是唱工花脸，扮演的多
是朝中重臣，如《秦香莲》中包公，《穆桂
英挂帅中的王强，《柴郡主挂帅》中的苏宏
等，这类人物有的是端庄稳重，刚直不阿，
有的奸诈狡猾，心很毒辣。与架子花脸相比，
他们的动作较少而唱段很多，在表演上也没
有架子花脸那样夸张的表情和身段，念白时
大多使用韵白。铜锤花脸也画有各式脸谱，
戴的胡子多是不露出口部的满髯。 

铜锤花脸中最具代表性的角色是徐延
昭，他在唱戏时常抱着铜锤，所以就把这一
行当称为铜锤花脸。 铜锤花脸的名称来源
于徐延昭这个角色。徐延昭是明代故事戏
《龙凤阁》中的年迈老臣，他手中抱着一柄
可以上打昏君、下打谗臣的铜锤，在剧中有
高难度的大段唱腔，是唱工花脸的代表角
色，所以人们就把善于演唱的花脸角色叫做
铜锤花脸了。在越调《二进宫》中我饰演的
铜锤花脸徐延昭，真个人物的性格是非常耿
直，忠心不二，所以我在表演这个人物时，
首先从身段上要求既要干净利落，又要大气
高雅，台步的跨度，水袖的翻打，甚至怀抱
的铜锤都要讲究其姿势的端正，要有老生的
稳，武生的威，花脸的架，找准几方面的准
确定位，再能真正体现出铜锤花脸的特性和
特征。在上场前运用越调倒板叫腔，人未出
声先到，让观众听到第一声就能感觉出这个
人物的大气大度，然后出场转唱越调高四
腔，把徐延昭这个人物忠实厚道，忠心报国
的思想表达给观众，在唱到“李艳妃不到我
敢闯……”时，取出怀抱铜锤招式观众，举

动虽小，但是表达除了一位托孤老臣的一片
爱国之心和徐延昭的刚正不阿忠心耿直的
性格。进而和观众产生共鸣，心神想通，不
知不觉吧他们带入剧情中，彰显一个演员深
厚表演功底。 

在戏曲舞台上，无论你从事的那个行
当，无论角色大小多少，皆在于演员自己的
表演水平和表演基础，“唱、念、做、打”
和“手、眼、身、法、步”在各个行当都是
离不开的表演程式，花脸在表演中“唱、念、
做、打、舞”既有外在的区分，又需要内涵
的殊异。脸谱的勾画，服装的扎扮，几乎是
人各一形。戏剧的戏箱服装中，以“十蟒”、
“十靠”的十种颜色代表全部服装中的颜
色。“红、绿、黄、白、黑”是上五色，“湘、
蓝、妃、湖、紫”是下五色，这些服装的颜
色都要光顾到演员身上，除蟒、靠之外，各
种颜色的裙子、开氅、箭衣，无不与花睑行
当结下不解之缘。花脸人物为了性格、身份、
品质的鲜明，必须在勾画睑谱、服装上华而
丽之。而铜锤花脸大多以蟒袍为主，颜色各
异，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装扮,因此，戏曲服
饰装扮有要求“宁穿破，不穿错”就形成了
戏曲专业的一个标准化要求。 

在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随着物资文明
和精神文明的提高，观众对戏曲艺术的要求
标准和审美观点也在逐步提高，文明作为当
今社会的戏曲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步伐，对
自己的表演专业不但要有新的认识和新的
要求，还要加紧业务专业的锻炼，严格要求
自己，从舞台专业技术和业务专业基础知识
方面大大提高，才能真正成为新时代戏曲工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