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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妃醉酒》与戏曲表演美学的绽生
文／马艳会

摘要：((贵妃醉酒》是梅派经典代表剧目之一，这出戏源于清朝乾隆时期花部的地方

戏((醉杨妃》，经过历代不断地编演，最终在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的加工点缀、精雕

细刻之下，成为京剧史上一部经典之作。梅兰芳的表演之所以能够赢得巨大的成功，说

明戏曲旦行的含蓄之美不仅是一种美的形态，同时还是一种美的意味，当将形式中的意

味真正地传达出来的时候，这种美才能达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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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戏曲在历经了将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之后，内部产

生了诸多的变革因素。文化心理的变迁、欣赏趣味的转变、新

观众群体的兴起等因素共同汇集起来，最终促成了“花雅之争”

的出现。一个更为侧重舞台呈现，更加具有程式化美感，更绚

烂多姿的新的剧种——京剧应运而生。

“花雅之争”是对清中期花部兴盛与雅部衰落的整个历史发

展过程的概括。实际上在这整个过程中又分为三个阶段，分别

发生于乾隆初年、乾隆四十四年和乾隆五十五年。第一个阶段

是由弋阳腔演变而来的京腔与昆曲的较量，最终以京腔被招入

宫廷雅化而告终；第二个阶段为秦腔演员魏长生入京，因其技

压京城六大戏班一时无两，带动了秦腔在北京的盛行，最终却

因清政府的强行禁演，被迫离京，转战于扬州等地；第三个阶

段为以高朗亭为首的三庆班进京，在北京逐渐站稳脚跟后开始

与昆曲、秦腔、京腔等剧种磨啮融合，并通过与楚声汉调的交

融互补，京剧最终形成。

京剧在兼善了其他剧种的悠长上，逐渐形成了自己兼容并

包而又极具特色的审美品格。当然这与京剧发展过程中几代京

剧艺术的实践者的辛勤探索与艺术大师的杰出贡献密不可分。

京剧在绽生初期，以老生为重，先后出现了老生“前三鼎甲～后

三鼎甲”等一批优秀的老生演员。随着京剧对表演艺术审美形

式的进一步开凿，京剧中的花脸、武生、丑角、旦脚开始崭露

头角，其中尤以旦行最为突出，一时形成了京剧舞台上“生旦

并重”的时代特征。

京剧旦行的成立与王瑶卿先生的艺术实践息息相关。有感

于青衣“抱着肚子”式的单一表演，王瑶卿首创“花衫”行。正

如梅兰芳先生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所说：“青衣、花旦两工，

界限是划分得相当严格的。花旦的重点在表情身段、科诨。服

装色彩也趋向于夸张、绚烂。这种脚色在旧戏里代表着活泼、浪

漫的女性。花旦的台步、动作与青衣是有显著的区别的”“青衣

专重唱工，对于表情、身段，是不太讲究的。面部表情，大多

冷若冰霜。出场时必须采取抱肚子身段，一手下垂，一手置于

腹部，稳步前进，不许倾斜。这种角色在旧剧里代表严肃、稳

重，是典型的正派女性。因此这一类的人物，出现在舞台上，观

众对他的要求，只是唱功。而不注重他的动作表情，形成了重

听而不重看的习惯⋯⋯一直到前清末年才起了变化。首先突破

这一藩篱的是王瑶卿先生，他注意到表情与动作，演技方面才

有了新的发展。”王瑶卿先生专擅而又多能，熟悉旦行各个类别

的表演技艺。而且他不仅在唱工上有着清俊流丽的特点，做工

与武打也稳中求变，因此善于从唱念做打的各个方面塑造完善

人物。它所饰演的人物如((能仁寺》中的十三妹、((花木兰》中

的花木兰、《穆柯寨》中的穆桂英、《棋盘山》中的窦仙童，从

其人物属性上看，都不能归入青衣行当的人物谱系当中去。但

是，对于这些人物的塑造却不能忽视她们丰富的内在情感。因

此，多种表现手段的使用，多种行当审美内容的重组成为塑造

这些人物的一个先决条件。加之王瑶卿长期与谭鑫培合作，受

他的影响，锐意改革，“花衫”的创立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从

王瑶卿先生的艺术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个性气质与行当属性、

技艺专长与人物塑造的内在要求共同促生出了一个京剧旦行的

新局面。而“花衫”的出现对于旦行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

义，既打破了青衣正旦的传统地位，为人物塑造与表演技艺的

相互生发提供了可能，也为“四大名旦”时期的生旦并重打下

了坚实基础。

在王瑶卿之后，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

云、苟慧生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旦行表演的发展。在程式化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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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探索当中，他们结合自身的气质与专长，呈现出了不

同的表演特色。同时他们也在与其他艺人、剧作家、戏曲鉴

赏家的不断合作中交互影响，形成了各自同声和气的艺术团

体以及极富个性化特征的艺术流派。在这之中，以梅兰芳为

核心的艺术团体“梅党”或艺术流派“梅派”最富代表性。

梅兰芳，名澜，字畹华，“兰芳”为其艺名。梅兰芳出

生于梨园世家，祖父梅巧龄为“同光名伶十三绝之一”，大

伯梅雨田为谭鑫培琴师，其父梅竹芬亦为京剧名角。梅兰

芳幼年失怙，为生活所迫流落于云和堂私寓，八岁开始学

戏，九岁拜旦行名家吴菱仙为师。吴菱仙感于梅巧龄之恩，

对梅兰芳极为照顾。加之梅兰芳勤于修习，白十岁登台，便

很快成名立万，成为继谭鑫培后的又一位“伶界大王”。

《贵妃醉酒》是梅派经典代表剧目之一，这出戏源于清

朝乾隆时期花部的地方戏《(醉杨妃》，经过历代不断地编演，

最终在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的加工点缀、精雕细刻之下，

成为京剧史上一部经典之作。该段选取的是帝妃爱情故事

中的一个典型片段，唐明皇命宠妃杨玉环在百花亭设宴，相

约前去赏花饮酒，杨贵妃满心欢喜地等待着唐明皇的到来，

最后却等来他转驾西宫的消息。杨玉环又羞又恼，心中万

般愁绪难以排遣，于是命高力士、裴力士二人添杯把盏，最

终酒不醉人人自醉，带着醋意和恨意怅然回宫。李隆基移

驾西宫，贵妃又怨又妒，借酒消愁，《贵妃醉酒》着重刻画

了宠妃杨玉环失意时生动而唯美的醉酒形象，梅兰芳先生

边“歌”边“舞”，用舞蹈化的身段和优美的表演技巧把杨

贵妃内心的苦闷和嫉妒诠释得恰到好处，在观众心中留下

了一个哀婉孤独而又美丽多情的女性形象，深受广大戏曲

观众的喜爱!

《贵妃醉酒》这出戏没有什么曲折的故事情节，更没有

激烈紧张的戏剧矛盾和冲突，主要描写杨贵妃被唐明皇爽

约后内心嫉妒失望与孤独寂寞难以排遣的郁闷情绪。全剧

有大段的身段表演，梅兰芳先生通过“手眼身法步”这五

法把杨贵妃的人物身份、性格和复杂的内心情绪表达得真

实而又具有艺术美。其中，当杨贵妃从高、裴二力士处得

知“万岁爷驾转西宫啦!”的消息后，梅兰芳先生先从人

物表情上做了处理，表现了杨贵妃听到这--N息时的惊讶，

然后又通过戏曲服装的水袖，做出了一个甩袖的身段后转

身，表现杨贵妃猜想到其中缘由之后的羞愤与无奈，一句

“且自由他”四个字把杨玉环表面装作无所谓内心却苦闷不

堪的复杂情绪表露无遗，更从侧面烘托了杨玉环多情的性

格和作为帝王妃所要承受的失望和孤独，这一甩袖和这一

句念白配合的相得益彰、十分到位。

《贵妃醉酒》中有很多身段表演虽然没有念白，但只是

这些舞蹈化的动作就能把杨贵妃内心嫉妒、苦闷、哀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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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在《贵妃醉酒》中的卧鱼动作

梅兰芳i9jD年演出《贡妃醉酒》剧照

情的情绪传达给了观众。梅兰芳先生在((贵妃醉酒》这出戏中一共

有三次饮酒的动作：第一次还保持着贵妃该有的仪态和礼仪，饮酒

时用扇子作为遮挡；第二次饮酒时，内心的委屈已让她顾不得许多，

把酒在众人面前慢慢地饮尽；第三次饮酒时，积郁在内心的不满让

她端起酒杯一仰而尽。从掩袖而饮到随意而饮，不仅表现了杨玉环

内心苦闷情绪的一个递进过程，以及她酒过三杯后的醉态之美，而

且也把她对唐明皇爽约的不满和无奈之情用程式化的动作和身段语

言表现到了极致。另外，表演大师梅兰芳在过去单纯闻花的卧鱼动

作的基础上，增加了看花、拢花、攀花枝、掐花一系列身段表演，通

过这些戏曲特有的艺术语言和舞蹈动作，塑造了杨贵妃这个内心复

杂而又真实的栩栩如生的醉美人形象。

《贵妃醉酒》是京剧中一出很重要的做工戏，梅兰芳先生逐字逐

句，由唱词到舞蹈动作精心排演，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表达了贵

妃的怨妒情绪。《贵妃醉酒》这出戏的经典之处就在于并不是用大段

的唱词和念白来呈现杨玉环内心的苦闷孤独，而是用一些被艺术化

和程式化的身段表演来向观众传达杨玉环作为帝王妃被爽约后既伤

感又嫉妒、既委屈又无奈、既佯装不在意又渴望被宠幸的矛盾愁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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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依弘饰杨玉环闻花动作

梅先生在《贵妃醉酒》中展现了衔杯、闻花、卧鱼、醉步、扇舞等

很多难度很大的繁重身段，丰富了表演，增强了艺术的美感和真实

性，充分演绎了中国传统戏曲“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艺术特点。

京剧发展至梅兰芳时期，艺术的本体化达到了新的高峰。这里

所谓艺术本体化，指的就是以对戏曲的表演形式，包括对唱、念、

做、打以及扮相等各个方面表演技艺的欣赏为旨归，将对表演艺术

的欣赏看成戏曲欣赏的根本。梅兰芳的很多剧目故事冲突并不激

烈，有的甚至缺乏戏剧故事，只是一些抒情片段，但这并不影响演

出效果。相反，恰恰就是这样的剧目成了梅派艺术的杰出代表，如

《天女散花》((贵妃醉酒》《嫦娥奔月》等，赢得了观众的衷心喜爱，

在京剧史上也有着崇高的地位。这种艺术本体化决非是艺术上的形

式主义，而是中国戏曲按照其自身规律发展的逻辑的结果。可以

说，戏曲的表演形式绝不是空洞的单纯的形式，而是积淀了极其丰

厚的历史文化内容。因此，戏曲艺术的本体化实质上是以更加精粹

的艺术形式来更加生动深刻地表现戏曲的内容，是戏曲形式

与内容在新的高度上的契合与统一。这种内容与形式的高度

契合统一可以说是超越了细节的真实，通过营造意境而直达

文化的真实、心灵的真实，充分表现了中国戏曲的“诗化”

特征。戏曲的“诗化”特征使戏曲超出戏曲故事的限定，冲

破了叙事文学以细节和情节表现文化心灵真实的束缚，直接

诉诸人的心灵的最深处。“在梅兰芳先生的表演艺术臻于化

境的过程中，戏剧故事、矛盾冲突、人物性格、甚至唱词、

音乐都仿佛成为了赘余，仅仅是一个程式动作，一瞬微笑回

眸，一次轻舒广袖，一声忧怀轻叹，所产生的美感就足以震

慑观众，这种美感是需要以诗性的感悟来体会和欣赏的。”

梅兰芳的表演之所以能够赢得巨大的成功，说明戏曲旦

行的含蓄之美不仅是一种美的形态，同时还是一种美的意

味，当将形式中的意味真正地传达出来的时候，这种美才能

达到极致。这也说明了旦行在营造戏曲意境中的地位和作

用，并在一定意义上诠释着戏曲的基本属性。因而，从这一

层面上说，“梅兰芳”的出现恰好是中国戏曲表演美学的结

晶，也是中国戏曲发展到一个艺术高峰所孕育的精致典范。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梅兰芳大师的戏曲表演艺术不仅是中国

戏曲表演美学的圭臬，他更是凭借着对“真善美”的追求成

为世界戏剧舞台上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并最终成为世界三

大戏剧表演体系之一。当然不论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

系”还是“布莱希特戏剧”，以及梅兰芳的表演艺术都是在

民族文化的积淀中逐渐形成的，在艺术的相互学习与交融中

变得更为完善，也更为鲜明!

一位当代学者在观赏过((贵妃醉酒))之后，感叹道：“当

我们在注目着梅氏的耀眼光辉时，似乎忘却了梅氏背后的那

一片丰饶美景，那虽然是天才的创造，却也是历史给予的

美。当这位贵妇人只是一颦或一笑，似乎便是我们得以管窥

奥妙的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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