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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研究

试论京剧水袖与古典舞水袖表现形式的异同
周  宁  四川大学体育科学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  要：京剧水袖根据“长袖善舞”之意创制而成，戏曲水

袖的运用主要目的是按照人物性格及特定状态下情绪的需要，

其本身并不具备独立的表演功能。

中国古典舞水袖是从戏曲中来的，但袖子成为手臂的一个

延伸。它能够使舞蹈者的肢体语言得到一个更好的延伸。利于

舞蹈肢体动作的表现 . 本文通过从水袖样式和表演方式上的对

比，分析了京剧水袖与中国古典舞水袖的相同处与不同处，并

从“水袖”这一服饰道具入手，将它们的表现形式做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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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京剧水袖与古典舞水袖在服装上的异同

京剧的服装样式主要是根据明代的服装而设计的。并参考

了宋朝、元朝服装的样式，逐渐发展成了现在的样式。京剧服

装是为人物的造型而服务的。在实际运用当中以它的程式性、

灵活性和质朴与华丽相结合的形式美展现于舞台上，成为了我

国民族服饰文化中的精粹，它是中国戏曲服装艺术特征的体现。

我们既可以说京剧的服装是为表演服务，也可以说它是为

戏曲舞蹈而服务的。更进一步，我们甚至可以说京剧的服装基

本上就是一种舞蹈服装，而它恰恰就是演员运用戏曲舞蹈来塑

造人物形象的一种辅助工具。京剧服装的美学观点、设计原则

要求能让舞台动作复杂化，加大戏曲舞蹈动作的幅度，延伸动

作的内涵意义，也就是说戏曲中的某些身段动作有非常深刻的

思想意义和情感意义，它都要通过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才能表

现出来。

中国古典舞水袖是在京剧水袖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服装样式也自然参考了京剧服装设计的原则。也是依据舞蹈表

演艺术的需要来进行的特殊设计。因此京剧和古典舞的水袖服

装有以下三个共同点：为表演服务；超越时代的约束；不受季

节的限制。

中国古典舞中的袖舞，其根本追求就是使舞蹈肢体语言成

为一种独立性的表达。袖是一种服饰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它更

是舞者在肢体语言的一种夸大与延伸。水袖的运用使得手臂的

语言表达性得到了更好的充实和深化，它通过身体的根部关节、

中部关节和末梢关节的外部运动与意念、气息、内力的内部因

素相结合，将内势与外势、水袖技巧和舞蹈基本功技巧巧妙地

结合在一起，传达出的中国古典舞的神韵与情感更加生动化。

2、京剧水袖和古典舞水袖在表演方式上的异同

京剧水袖讲究的是指、腕、肘、肩四者的协调与统一，这

是将水袖舞姿做好的一个关键。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先生在

《略谈旦角水袖运用》中讲到水袖与“三节六合”的关系：关于

这“六合”，分内三合与外三合。外三合为：手脚相合、肘膝相

合、肩胯相合。内三合则是：心意相合、意神相合、神行相合。

也有另外的说法是：手腕与脚腕相合、大腿与膀臂相合、肘与

膝相合、上身与下身相合、肩部与胯相合、脚与头相合【1】。不

论是哪种说法，它总的精神是想要做好一个优美的舞姿。分清

好动作的主次关系，和各个部位所用力量的强与弱，动作幅度

的大与小的关系。内三合的总体涵义是讲究心、意、神三者的

一致性。内势与外姿巧妙投机的相结合，这对于掌握戏曲水袖

形体表演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

“写意多于写实，在抒情中叙事”是中国古典舞水袖的一大

表现特征。舞蹈是形体艺术，不像京剧还有“唱、念”，因此我

们只能用肢体语言来表现人物性格、思想感情的跌落起伏。所

以我们应当充分利用人体善于抒情、水袖善于会意这一特点来

表现出舞蹈中所蕴含的情感与情绪。使“意”与“实”相互补充、

相互印证。不管是在京剧中还是中国古典舞中，都是通过水袖

本身与演员肢体的协调统一，运用水袖流畅、飘逸的特点制造

出优美的意境，从而体现出人物的思想感情，塑造人物的性格。

京剧水袖是由古代衣袖为原形，京剧水袖的表演方式也源

于古代与衣袖功能相关的生活习俗。但两者之间，前者并非是

后者的简单模仿、照搬，而是对后者的修饰、夸张、变形的一

种表演程式。所谓程式者，“规程”、“模式”也。水袖的动作形

态都是服从于戏曲表演程式化和形式美的总体要求与需要，它

本身是并不具有独立的表演功能的，只有与“唱”、“念”的配

合烘托中，才能够突显出京剧水袖的动态美与内在意寓。

中国古典舞水袖在舞蹈中的表现力是丰富多彩的，它已经

从戏曲行当中表现特定人物的局限和动作的程式化中摆脱出来，

并超越了原有戏曲水袖的特点。古典舞水袖不仅可以很好地表

现出喜、怒、哀、乐，而且能够将表现力加以分述。古典舞水

袖中的“用力”是为了能更好地“表现”，而“表现力”是基于

对纯熟的“用力”方法的掌握。中国古典舞水袖的舞姿造型和

袖体的运动方式构出了袖舞的“形”，水袖和步法、身体方向、

动作幅度之间的配合与变化形成了袖舞之“动”，而“形”与“动”

都是用以表现“情”为最终目的，赋予袖舞以人文精神内涵和

意蕴。从而构建成舞台表演的情感化语言，塑造了舞台表演的

艺术形象化，中国古典舞对水袖的继承和延续，才使得袖舞具

有了真正的舞蹈表演独立价值。

注释：

【1】程砚秋 . 程砚秋文集〔C〕.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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