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鲁艺苑(山东艺术学院学报) 2001年第l期(总第68期)

浅谈中国传统戏曲的群众性、艺术性、国粹性

内容提要：本文具体阐述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产生于基层劳动群众之中，具有广泛而深厚

的群众基础。在我国民族文化中，戏曲因其独特的艺术成就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京剧艺术是

中国戏曲的代表，是集各地方戏曲之精华的国粹。中国戏曲艺术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应该

为中国、世界文化的繁荣多做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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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基层劳动人民普普通通

的劳作生息之中。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在悠久的历史

长河中，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戏

曲、音乐、舞蹈、绘画艺术。戏曲艺术在诸多艺术门类中

乃至在我国民族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其中京

剧艺术与中国画和中医药一起被称为三大“国粹”。

戏曲艺术之所以在我国民族文化中占有如此重要

的位置，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来自于它的群众性。戏曲艺

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我国是一个疆域宽广、幅员辽

阔的国家，在戏曲艺术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时期，

由于社会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达等原因，各地域之间

人们很少交流，形成了“三里不同音”“五里不同语”的

语音各异的状况。这种语音种类的繁多现象，是产生诸

多戏曲种类的基础。戏曲的唱来自于日常的“说”，声腔

旋律的基础来自于语言的音调，在各地语音基础上产

生了各地的戏曲声腔(当然还有民风、民情、民俗等因

素)。就梆子腔而言，产生于我国西部，“东柳西梆”。传

到山东，结合我们山东的语言成为山东梆子。传到河

北，结合河北的方言成为河北梆子，同样道理相继产生

了河南梆子、山西梆子。再细分，山东梆子又有莱芜梆

子、枣庄梆子。河南梆子又分豫东梆子、豫西梆子。都是

梆子声腔，但都各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另有各地方的

地方戏曲：江浙一带的昆曲、越剧，山东的柳子、吕剧，

上海的沪剧，广东的粤剧，湖南的湘剧，湖北的汉剧，楚

剧，四川的川剧，北方的评剧等。从大的特点上看，南方

的戏曲唱腔细腻、委婉，善于表现南方人风流蕴藉的性

格特点。北方的戏曲唱腔高亢嘹亮，以河北梆子为代

表，表现出了北方人朴实、豪放的性格特点。各地方的

人民群众喜爱当地的戏fHj艺术，这是戏曲艺术群众性

很好的说明。

戏曲的艺术性应该从几方面来了解，戏曲艺术具

有综合性的特征。它包括戏曲文学(剧本)、戏曲音乐

(唱腔音乐、伴奏音乐)、美术、舞蹈。艺术源于生活高于

生活。戏曲剧本不是生活原貌的再版，而是生活中典型

环境、典型情节的表现。是塑造戏曲舞台人物形象的基

础。戏曲音乐既是音乐又不同于其他门类的音乐。它不

注重塑造音乐形象，但又有各自不同的音乐形象(现代

戏中有塑造音乐形象的尝试)。它注重的是服从服务于

人物形象的塑造。美术、舞蹈都一样，都是为塑造典型

环境、典型情节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服务。

戏曲艺术具有虚拟的艺术特征。一出戏在两个小

时的时间里所表现的故事情节不止是一、两个小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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