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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氏表演体系与男旦存在的美学根据 
文／黄海澄 

京剧旦行唱腔，是由男旦创立的声乐体系，但是，从上世纪60年代极左时期开始，男旦却 

被活活封杀。男性演员所成功创造的女性艺术形象，已经不是简单地对现实中女性的模仿，而是 

饱含着理想内容和艺术美的某一特定的典范的女性形象。京剧男旦式微原因主要在于以行政力量 

盲目推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体系所致，而斯氏理论与东方艺术精神并不符合。中国以京剧昆 

曲为代表 以梅兰芳体系为其结晶的戏曲理论强调戏剧的虚拟性，男旦完全可以饰演女性，而且 

因其 “补偿心理”动力的推动，嗓音宽亮的优势，使其创造出 “间离效果”。 

一

、 群众喜欢男旦 

京剧旦行唱腔，是 由男旦创立的声乐体系，但是，从上世 

纪60年代极左时期开始，男旦却被活活封杀。男旦伴随着一场 

创巨痛深的民族灾难销声匿迹于戏曲舞台，成了 “四人帮”文 

化专制主义的牺牲品。这是民族文化的巨大损失，令人既痛且 

恨! 

几年前举行的第一届红河杯京剧戏迷票友大奖赛，进入决 

赛的男旦票友竞有7人之多，超过了坤旦青衣的人数。这既出 

乎意料之外，又在于情理之中，颇令人深长思之。此后的票友 

赛，也是男旦屡屡出彩。 

报刊上曾有一则报导，说是经过什么人的研究，“应该让男 

旦自生自灭”。虽未标明是这官方的政策，但那口气并无商量与 

研究的意味，颇有点政策导向式的指令性色彩。看了以后很不 

舒服，这令我想起周恩来总理在世时的一桩往事。有一次研究 

全国戏曲调演，一位文化官员说川剧不好听，不要让其参加调 

演。周总理当即批评这位文化官员：你说7iI剧不好听，但是群 

众喜欢 ，我国有上亿人喜爱Jll J~0，你不喜欢，你算老几!最后 

还是决定让川剧参加晋京调演活动。这件事给人的印象很深， 

令人数十年不忘。 

周总理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爱好、情感出发，来 

决定每一件事情，决不单纯以个人的兴趣、好恶来褒贬、臧否、 

骘黜人和事物。周总理祖籍浙江绍兴，而在苏北淮安长大，一 

生戎马倥偬，政事缠身，欣赏川剧的机会不会很多；从个人爱 

好上来讲 ，他未必对Jil JN情有独钟 ，但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兴 

趣、爱好，而是上亿人的兴趣、爱好。而那位文化官员却缺少 

这种博大胸襟，出言凭的仅仅是个人兴趣。由于文化官员所处 

的地位，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如果他不考虑群众 (那怕是群众 

中的一部分)的爱好和需要，就很可能用手中的权力，剥夺群 

众的爱好。而剥夺人们Ⅱ：当的爱好，实在是一种残酷的不道德 

行为! 

京剧戏迷票友大赛男旦如此之多，表明了男旦的优势和人 

们对男旦的喜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前些时，笔者所在的 

城市有一对戏迷夫妇应邀到贵州、四川、重庆、云南参加京剧 

票友活动，回来以后对我和其他朋友们说：“男旦到处受欢迎 ， 

那里好多男旦，年老的、年轻的都有，唱得真好，赢得的掌声 

最多。”这与全国京剧戏迷票友大赛的情况是一致的。 

前不久，胡文阁、刘铮、杨磊三位刚由业余转为专业的男 

旦在沪上专场演出，场场暴满，极具轰动效应。一位 82岁的老 

观众，已经多年不看戏了，听说是男旦演出，也兴致勃勃地去 

观赏。在演出结束后的座谈会上他激动地喊道：“乾旦万岁!” 

这是他久埋胸臆的心声。 

从封杀男旦到让它 “自生自灭”，虽有程度的差别，但都认 

定它是要灭亡的。这种思想一旦成为政策导向，男旦就没有什 

么 “自生”可言，而只有 “自灭”之一途了。在现行体制下，只 

要政策不支持男旦的存在，招生不给名额，院团不收男旦演员， 

那么它很快就 “灭”了，那里还有 “生”的份JL?如果说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的禁绝男旦上台演出是 “硬扼杀”的话，那么 “自 

生自灭”论便是“软扼杀 ’，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消灭男旦艺术。 

这真是令人寒心!曾经创造过京剧舞台旷世辉煌的四大名旦、 

四小名旦和无数耀眼明星的男旦艺术，竟在今天消亡绝续 了 

吗?真令人不敢想象，更令人无限痛惜! 

男旦式微的深层原因何在呢?它是否还有生存的权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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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此时 ，仿佛有两个 “自我”，一个是进入角色的非理性的情 

感体验着的 “自我”，一个是站在角色之外居高临下地严密监控 

着 “我”的表演的理性的 “自我”。两个 “自我”的密切配合， 

是我国戏曲表演体系的精髓，也是它成功的秘诀。 

多年来，由于我们机械地照搬斯氏体系，用斯氏体系的眼 

光观察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往往横挑鼻子竖挑眼，其中特别贬 

损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表演程式，认为这些程式 “脱离生活” 

“远离现实”、“造作”、“不真实”、“陈旧”、“僵化”、“落后”，如 

此等等，不一而足。在盲 目学习苏联期间——上世纪50—60年 

代，这类以斯氏体系为标准来糟践我国戏曲表演程式、反对程 

式化的文章，实在太多了，看得令人厌烦。斯氏强调体验，演 

员进入他所演的 “这一个”具体角色，进行独特的体验，是不 

要任何程式的。斯氏体系与程式无缘 ，并且排斥程式。我国传 

统戏曲则最讲程式。从大处讲，每一个行当，都有这一行当共 

有的一套程式。具体到每一出戏的每一个角色，在不违背行当 

程式的前提下，又设计出这一角色特有表演程式。丰富、优美、 

富于表现力的程式，是我们祖先的一大创造。这些程式，并不 

是对现实生活的机械模仿，它是按照美的规律、服从于表现性 

格、情感及其他心理活动的需要设计出来的。它与生活的关系 

可以说是若即若离：从一个方面说它是对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表 

情活动和种种动作的提炼；从另一个方面看，它又是一种审美 

的艺术创造。这些程式 ，比体验派在下意识支配下临时做出来 

的一些动作更系统、更完善、更有表现力，也更美。 

中国传统戏曲并不排斥演员的即兴创造。如上所说，我们 

的戏曲演员在舞台演出时有两个 “自我”。体验的、情感的、非 

理性的 “自我”，是灵感的 “自我”，富有创造性。许多演员有 

这种经验，在身体和精神处于极佳状态时的演出过程中，在深 

入体验角色的出神入化的瞬间，会突然冒出一种表情、或一个 

动作、或一个手势，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剧中人物当时的心境 。过 

后，连自己也感到惊奇，惊奇于自己平时为什么却没有想到这 

一 着。这就是灵感的创造力。在一旁起监控作用的理性的 “自 

我”，虽然缺乏这种即兴式的创造力——这不是它的职能，但 

是，它会以清醒、敏锐的理智监督着、鉴别着非理性 “自我”的 

每一个创造，肯定那些富有表现力的、美的表演，把它纳入自 

己今后再次出演这一角色时的表情或动作之中，渐渐成为自己 

演这一角色时带有个人色彩的新的程式。这也是不同演员扮演 

同一个剧中人物各有各的不同演法的原因之所在。由此可见， 

中国戏曲虽有严格的程式，但它并不保守，并不僵化，并不排 

斥体验，并不排斥非理性的灵感的创造力。这些已经理性化了 

的程式，恰恰是由前贤、后生接续不断的灵感创造凝结而成的。 

一 般认为 ，全世界有三种表、导演体系，即斯坦尼斯拉夫 

斯基体系 (也称体验派)、布莱希特体系 (也称表现派)和梅兰 

芳体系。梅氏体系虽然以梅兰芳先生的名字命名，而实际上是 

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体系。梅先生对这一体系虽有创造性的贡 

美学论坛 —— 23一 

献 ，但从总体上说不是他一个人创立的，而是一代复一代许多 

知名的和不知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共同创造的。由于梅先生是 

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家的杰出代表，他又较早出国演出，在Et、 

美、苏等国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外国人把我国戏曲的这一 

表演体系以他的名字命名，他是当之无愧的。布莱希特体系有 

两个来源 ，一个是受法国哥格兰氏的影响，一个是受以中国戏 

曲为代表的东方表演体系的启迪。这位德国戏剧家对中国戏曲 

很感兴趣 ，并进行过研究。两种不同文化相碰撞，彼此以自己 

的本土文化为参照系，在相互比较中，对各自的特点会看得更 

清楚。中国戏曲的表演特点给布莱希特以极其强烈的新鲜感和 

很深的印象，他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的表现派理论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说是在中国戏曲的影响下形成的。将三种体系进行 

比较，我们会发现布氏体系和梅氏体系更为接近，例如它们都 

要求演员有明确的表演意识、清醒的自我判断能力，而不使 自 

己完全淹没于角色体验之中，任由体验唤起的潜意识牵着鼻子 

走，丧失自我监控的自觉意识；它们都把事先设计好的理想的 

表演范式作为舞台表演的主要依据 (如上所说，梅氏体系并不 

排斥临场的灵感创造)，而不是像以斯氏为代表的体验派那样任 

由体验唤起的下意识激情摆布。布氏体系脱胎于中国戏曲表演 

体系，其迹隐隐可见。不过，中国戏曲表演体系较之布氏体系 

更体现着 “有容乃大”的中华文化的中和精神，兼蓄并包，不 

走极端 ，不排斥表现意识监控下的体验和即兴的灵感创造，让 

体验在受控条件下充分地发扬它的长处，发挥它的作用。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那种认为只有女性才能演女性角色 

的观点，与斯氏体系在我国的泛滥有关。男旦艺术所遭遇到的 

毁灭性打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外来文化借助政治意识 

形态的力量对中国本土优秀传统文化的摧残。从梅氏表演体系 

来看，男旦完全适合于我国戏曲。 

上世纪 50年代后期．．我还在北大读书，看戏的机会很少。 

有一天，在大膳厅放映彩色京剧艺术片 望江亭》。女主角的唱 

腔、表演给我以很深的印象、极大的震撼。看完以后回到宿舍， 

室友告诉我：“扮演谭记儿的是男旦张君秋。”更使我感叹不已， 

直到此时我才知道张先生的大名，才第一次领略他的演唱的艺 

术魅力。在看这部电影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点都没有看出他是 

一

位男演员。亲身经历使我深深感到 “男性演员演不好女性角 

色”之说，纯粹是无稽之谈。 

三 男旦式微的其他原因 

男旦式微的另一原因是数十年来从苏联来的那一套关于艺 

术本质的谬见，即认为艺术是以生活本身的形式认识现实生活 

(即反映现实生活、再现现实生活)的一种特殊形式。依照这种 

艺术谬见，男演男、女演女才符合以生活本身的形式来反映、认 

识现实。现实生活中，男是男，女是女，不容颠倒；在戏曲中， 

男扮成女，女扮成男，在持上述艺术谬见的人看来是 “颠倒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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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艺术天赋的人有这种潜能，经过艰苦的努力，把这种潜能发 

挥出来，就能够达到这种境界。 

用这种观点观察戏曲演员，那种认为男旦演不好女性角色 

的观点，类似于认为演员只能做本色演员、身分演员，不能做 

性格演员、不能扮演不同性格、不同身分的角色。这种观点是 

极其荒谬的，它否定了人类丰富的近乎无限的潜能。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有一种学说 ，他认为人类有一种 

“补偿心理”。当人类意识到19己某一弱点的时候，意志薄弱者 

便心灰意冷，从此一蹶不振；然而大多数人不是这样，而是产 

生一种心理动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 19己的这一弱项，成 

为一个创造性的19我，最终反而在原先19己的弱项方面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弱项变成了强项 ，使自己在弱项方面的自卑心理 

得到补偿，展现出其人格力量的优越。这种事在现实中和历史 

上是屡见不鲜的。例如手臂残疾者 ，经过艰苦的努力成了书法 

家，口吃者成了演说家。古希腊的德摩斯梯尼，自幼口吃，说 

话气短，初学演讲，被哄下台。他受到这种刺激后，在 “补偿 

心理”这种巨大的心理能量的推动下，更坚定了要成为演说家 

的决心。练发音时，他嘴含石子，面对大海，不舍昼夜地朗诵 

名家的演说词；为了克服气短，他攀登陡坡 ，高声吟咏名家诗 

篇。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终于成了名传千古的大演说家、大雄 

辩家。此类事例，古今不胜枚举。 

男演员扮演女性角色，最初也会感到自己在这方面是处于 

劣势地位，为了 “补偿”这种缺憾或者说 自卑心理 ，会加倍地 

努力模仿女性的声口、行止 ，体验女性的心理。梅兰芳先生早 

年就曾细心倾听盛夏在北京四合院门楼下纳凉的旗人妇女闲聊 

时讲话的声音、I：I气、语调、神韵，以提高自己念 、唱的水平。 

有 自己的细心模仿、体验，再加上对前辈艺术家艺术经验的师 

承 ，许多男性旦角演员演起戏来，正像有些人所说的，“比女性 

还要女性”。这话听起来好像不合逻辑 ，但却包含着艺术的真 

理。男性演员所成功创造的女性艺术形象，已经不是简单地对 

现实中女性的模仿，而是饱含着理想内容和艺术美的某一特定 

的典范的女性形象，它当然大大高于和丰富于现实生活中的女 

性。 

(二)“陌生化”和 “问离效果” 

俄国文学理论家、作家什克洛夫斯基曾提出 “陌生化”的 

理论，他认为艺术不同于生活，艺术要创造一种新奇的形式，使 

人们以惊异的眼光和诗意的感觉去感受它，这样才i1~,EJi起人们 

浓厚的兴趣和饱满的美感。他所说的新奇的形式，不是仅仅指 

我们平常所理解的狭隘的形式，而是指艺术作品一切可感的外 

部特征，包括艺术形象的外部特征在内 (笔者按：艺术形象是 

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 ，它所体现的价值内涵和思想意义，是它 

的内容，它的一切可感的外部特征都是它的形式)。布莱希特吸 

收了什克洛夫斯基的这一思想，创立了 “间离效果”理论。他 

说：“对一个事件或者一个人物进行陌生化 ，首先很简单，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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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或人物那些不言 19明的，为人熟知的和一 目了然的东西剥去， 

使人对之产生惊讶和好奇心。”Ⅲ把演员、角色和观众三者拉开一 

定的距离，就能造成近平 “惊艳”的 “间离效果”。如果都是些 

再平常不过的东西，那怎么能够唤起艺术受众的新奇的诗意的 

感觉呢?在我看来，男演员扮演女性角色本身就是一种 “陌生 

化”，就有一种 “间离效果”。在现实生活中，男人是男人，女 

人是女人 ，这是连三岁的孩童都知道的事实 ，不会引起人们的 

新奇感；如果一个大男人，堂堂须眉，转瞬间在舞台上变成了 

一 位炯娜多姿的窈窕淑女，甚至 “比女性还要女性”，这种 “乾 

坤颠倒”、“性别倒错”，不是太新奇了吗?当然，坤旦也可以制 

造 “间离效果”，但那是在其他方面；在这方面男旦就多了一层 

“间离效果”。 

(三)男旦的嗓音优势 

一 般说来，男旦比坤旦嗓音宽亮，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已有人指出，张君秋先生与杜近芳女士 

合演 西厢记》，尽管那时张先生已过中年 ，杜近芳风华正茂 ， 

而唱腔，杜与张相比明显处于劣势。梅兰芳先生和张君秋先生 

生前都说过男旦的嗓音优势，二位大师授徒多多，对此当有深 

切的体会。 

以前我因工作忙，很少听京剧。前几年，偶尔从电视里看 

到京剧 《白面郎君》，听那 “女主角”的唱腔听得入了迷，惊叹 

这位 “女演员”实在唱得太好了，那嗓音的宽亮优美，扮相的 

靓丽，和 “她”同台演出的几位旦角没有一个能比得上。过了 

几天，到票房和票友一起唱戏，问一位天津籍的票友：“ 白面 

郎君》中的女主角是谁演的，唱得这么好，怎么没听说过她?” 

这位票友笑了，她说：“是温如华演的，他是男旦。”这使我感 

到十分惊讶，又19愧孤陋寡闻，竞不知道这位演员是男旦!细 

想也不奇怪，在京剧舞台上，除了梅葆玖先生偶尔出来唱El 日El，男 

旦几乎绝迹了。像温如华这样受观众欢迎的优秀男旦演员竞长 

期被埋没，令人不禁要问：这是谁之过? 

艺术贵多样性，最忌单一。让男旦绝迹干京剧舞台，只留 

下坤旦，那京剧舞台该是多么单调、多么寂寞呀!现在是抢救 

男旦艺术的时候了! 

男旦 ，魂兮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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