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戏曲艺术是中国文化瑰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利用高科技展示传统文化艺术的例子屡见不鲜。以赣南采茶戏

为例，赣南采茶戏属于中国地方戏曲的一种，具有明显的地方特

色。赣南采茶戏表演形式的数字化设计，能够很好地虚拟演员

动态造型流畅的动作，展示传统艺术的文化内涵和特色。它既

是严谨的虚拟和模仿，又是对传统艺术的再创造。

一、民间戏曲艺术的地域性艺术特点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

武术、杂技以及表演等多种元素。戏曲拥有悠久的历史，经过几

百年不断的丰富和发展，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体

系。戏曲的艺术形式有歌舞、说唱、滑稽戏三种，其不同的音乐

唱腔是区别剧种的主要特征。其表演上着重运用以生活为基础

提炼而成的程式性动作和虚拟性的空间处理。我国各民族地区

的戏曲剧种，有三百六十多种，传统剧目数以万计。国内各个行

业（包括服装、航天、体育、医学等领域）已大量应用数字技术，对

于传统艺术的新媒体形式的展示也已经很常见。以赣南采茶戏

为例，基于虚拟技术对于赣南采茶戏进行数字化研究，有利于促

进我国传统民间艺术的发展和推广，也有利于体现新时期数字

技术实践的丰富性和延伸性。

在我国古代，江西便是戏曲文化艺术发展比较完善和发达

的地区，出现了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戏剧大师汤显祖。在

明代声腔剧种的发展中，江西有着令人瞩目的成就，出现了弋阳

腔和采茶调。江西省地处长江中下游，有着天然的屏障。气候

温暖湿润，雨量充足，农业较为发达，盛产稻米、棉、麻、瓷器、糖、

茶、油等。地下矿产极为丰富。江西省赣江横贯全省，故简称为

“赣”。江西自古以来多出贤才，艺文儒术发达繁盛。早在远古

时代，江西境内就有人类生活的足迹，创造了繁荣的古代文明。

就江西乐舞艺术而言，受商周文化影响，是有着历史根据的。汉

代是我国古代乐舞发展的昌盛时期，隋唐、宋代的民间乐舞艺术

仍较为繁荣，到了清代，戏曲艺术的发展从宏观上对民间乐舞艺

术的发展有所影响。

明清两代的江西民间乐舞艺术根植于民间土壤，与民俗民

风、心理活动关系密切，同时也从戏曲艺术中汲取营养，使戏曲

艺术的发展成为民间舞蹈产生与发展的催化剂。赣南采茶戏也

经历了唱茶歌、舞茶灯的演变过程，成为江西两大剧种之一。作

为原来独具一格的傩舞、赣南采茶舞蹈，不仅没有因为戏曲艺术

的发展而衰落，反而成为傩戏、采茶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在

明清两代的戏曲艺术发展高峰期是较为特殊的。

20世纪初期，出现了苏区歌舞。苏区歌舞泛指以江西赣南

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中心，联系湘鄂赣、闽浙赣等革命根据地所诞

生的文艺形态。跳舞队、新剧团、歌舞团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很快

地发展起来。

综上，江西的民间戏曲乐舞艺术形式归纳起来，可以大致分

为四个类别：以傩舞为代表的宗教祭祀舞；以赣南采茶戏为代表

的表现生活的舞蹈；以模拟动植物为特征的江西灯彩；以革命政

治内容为特征的江西苏区歌舞。

二、赣南采茶戏的艺术风格特点

赣南采茶戏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是江西采茶戏中最有

代表性的一种，被田汉誉为“中国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它由民间歌舞发展而来，内容贴近生活，语言诙谐幽默，表演时，

演员在伴奏音乐中灵巧地运用独特的矮子步、扇子花、单长水袖

及模仿动物形象的一些表演动作，载歌载舞，显示出浓郁的乡土

气息和鲜明的客家特色。由于赣南的地域性特点，在采茶戏的

发展及其普及上还不够完善。赣南采茶戏作为极具艺术价值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演员储备和数字化包装推广上尚存在一定

的问题。

赣南采茶戏的风格特点可以概括为“三奇三绝”。一奇：通

常意义上的赣南采茶舞蹈所展示的大部分都是劳动群众的爱情

与日常生活片段，没有华丽的贵族舞蹈或佳偶天成；二奇：大部

分的舞蹈动作形态都是模仿动物的动作，甚至是以动物的动作

特征命名；三奇：歌戏相随相伴，以至于甚至有人认为是地方歌

舞剧。采茶的角色行当主要是丑、旦。从明末清初三脚班的形

成到20世纪40年代末，一直保持着两旦一丑的局面。从采茶戏

独一无二的剧目《九龙山摘茶》中，也可以看出还是丑、旦占据主

要地位，虽然生、旦、净、末、丑样样不缺，但是除了丑、旦，其他行

当仅仅是一个初始状态，风格特征并不成熟。采茶戏表演艺术

浅析民间戏曲艺术的数字化虚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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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数百年的实践和锻炼，不断改进和完善，通过赣南艺人的

长期创新和丰富，形成了河东、河西两个不同的流派，表演上各

具特色：河西派舞蹈动作种类繁多，以矮桩为特点，中国传统武

术影响了许多动作形式，因此表演中跳跃动作多、幅度大；河东

派表演特点则体现为高桩和中桩的优美身段和舞蹈，表演讲究

平稳缓和。在唱腔上河西派开朗奔放，旋律感强；河东派则较为

雅致抒情，并具有一定的说唱性。赣南采茶戏中的小旦主要表

现农村少妇和少女，淳朴简单、勤劳聪明，在表演风格上优美大

方。丑角则分为正丑和反丑。正丑扮相俊朗，反丑则表现为“反

丑扮相”。正丑基本是表现劳动群众中的青壮年男子，性格特征

表现为朴实勤劳、大方爽朗，幽默而乐观勇敢。反丑则多表现一

些反面人物形象，如公子少爷和地痞赌棍等，在很多传统表演剧

目中都有这一类角色，表现特征多为一些诙谐搞笑的动作，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正丑与反丑鲜明的对比。

赣南采茶戏在现代得到了发展，然而由于赣南的区域性特

征，采茶戏的推广还不是很完善，赣南采茶戏自身的艺术价值在

一定程度上受限于演员的数字化库储备和整体包装。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区域价值分布非常重要，包括地方的形象推广与对民

间艺术的保护和推广。赣州虽然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但是对

地方传统艺术的推介和包装还不够完整，导致赣南采茶戏的数

字化应用还不够完善。2006年，赣南采茶戏被列入国家级首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地政府对于地方民间传统艺术的发展

也有着进一步的认识和发展规划，对于赣南采茶戏的保护和推

广更是时不我待。现在新媒体的发展势头非常迅速，赣南采茶

戏表现艺术的数字化设计和展示显得非常重要。民间艺术形式

的数字化设计应用是对于民间艺术的保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加强人们对于它的关注度和兴趣，数字化应用具有可永久保存

的优势，在现今保护、发展民间艺术的大环境下，赣南采茶戏的

数字化应用任重道远。

三、数字化虚拟技术在推介民间戏曲艺术文化中的

应用

数字化动作捕捉技术的出现及其应用，已经不仅仅停留在

影视广告等功能上，也被应用于其他领域，通过数字化项目本身

的内质，能够达到推介主题和文化的目的。赣南采茶戏表演形

式的数字化设计，能够很好地虚拟演员动态造型流畅的动作，展

示传统艺术的文化内涵和特色。它既是严谨的虚拟和模仿，同

时也是对传统艺术的再创造。

通过数据采集与动作特点的考察，可以从赣南采茶戏艺术

表现形式、动作捕捉系统技术特点与数据采集、采茶戏演员分解

动作库数据的捕捉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客观地探寻动作捕捉

技术的实践应用与赣南采茶戏动作表现形式的融合，并为赣南

采茶戏动作捕捉数据库的统计与归类提供相应的实践经验和理

论构想。

赣南采茶戏的动作特点与其表现风格在很大程度上适合作

为数字化对象。动作捕捉技术对于动作的采集很精确，对于人

物动态和情绪的表达有很好的控制程序，能够完整地展示所表

现的动作特点，这是手工调试动作软件不能比拟的。国内目前

已经出现了对于国粹京剧的动作捕捉数字化库的再现。由于赣

南采茶戏在国内民间艺术领域的地位，以及部分采茶戏老艺人

年龄的增长，对于优秀采茶戏演员的数字化虚拟动作库的建立

已经迫在眉睫，这为动作捕捉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前提条件。

当前，动作捕捉技术在很多动画公司已应用多年，其高效的

技术和简便的流程能够给公司带来更高的效率。随着新媒体和

体育、医疗业的发展，其在体育、医疗中的应用和推广逐渐广

泛。动作捕捉系统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影视广告等功能上，而是

通过数字化项目本身推介主题和文化内涵，以达到最终的目

的。对民间传统戏曲艺术的数字化设计和推广，能够很好地展

现传统民间戏曲艺术的文化内涵和特色，这种传统文化的数字

化动画表现，是对民间传统艺术的再创造，使其获得升华，将现

代技术和先进的设计理念结合，对传统艺术的一些元素加以再

现和提炼，使其既富有当代特征，又具有科技含量。媒体推广和

展示并不是简单的展示，而是对传统艺术的再创造。国内应用

动作捕捉系统对地方民间艺术形式进行数字化再现的例子并不

常见，一方面由于动作捕捉技术的成本较高，以及部分民间艺术

（如皮影）属于平面的表现方式，动作捕捉技术在民间艺术数字

化中的应用在国内并没有完全普及；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民间艺

术推广和普及的范围不同，缺少商业资金的介入，导致民间艺术

数字化引入高端技术缺少先期动力。赣南采茶戏具有悠久的历

史，丑旦当家是其最大的特色，演员表演风格独特，艺术感强，动

作捕捉技术的介入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示丑角表演艺术的精髓。

目前，一些表现国粹京剧艺术的商业动画中已经引入了动作捕

捉技术，而应用高端技术对采茶戏的数字化研究在国内尚属空

白。服务于地方，服务于民间艺术，赣南采茶戏动态造型的数字

化研究与设计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

基金项目：2011年度江西省社会科学艺术学项目“基于动作捕捉系统

的赣南采茶戏数字化研究”，编号：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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