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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武生作为重要的京剧角色行当，有其独特的行当表

演艺术特点。文章主要从京剧武生的表演特点、风格流派、艺术

魅力、舞台艺术四大方面对京剧武生表演艺术进行了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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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七岁开始练功，时至今日，对于京剧武生这一行当的

艰苦有着切身体会，从短打到长靠，京剧舞台上展现出的每一

个动作都是平时刻苦付出的结果。京剧是从徽班丰富发展而

来，其形成有说在道光年间也有说在光绪年间，然而无论形成

时间为何时，武生的出现都是京剧艺术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武生的武打艺术来源于武术，其在我国戏曲界具有重要地位，

也是京剧卓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重要特色，同时也是这门表演

艺术发展成熟的里程碑。武生作为重要的京剧角色行当，有其

独特的行当表演艺术特点。本文主要从京剧武生的表演特点、

风格流派、艺术魅力、舞台艺术四大方面对京剧武生表演艺术

进行了浅析。

一、京剧武生的表演特点

京剧武生最大的表演特点就是注重武功和武打，其中长靠

武生和短打武生又各具表演特点。

1、长靠武生表演特点

长靠武生与“短打武生 "”相对，因穿厚底靴和扎靠而得

名，又称“墩子武生”。长靠武生的表演特点是重武打、功架，讲

究大气、威武和庄重，要具备“大武生”的气概和范儿。如京剧

《长坂坡》里的赵云、《挑滑车》里的高宠、《铁笼山》里的姜维、

《战马超》里的马超等。

2、短打武生表演特点

短打武生也叫“撇子武生”，与“长靠武生”相对。短打武生

的表演特点是武功、武打利落、轻敏、飘逸，讲究冲、帅、美。其穿

薄底靴，着短装（包衣包裤）。如京剧《三岔口》里的任堂惠、《十

字坡》里的武松、《石秀探庄》里的石秀、《白水滩》里的十一郎

等。

京剧武生还有许多具体、详细的表演特点，但因流派特色

不同，侧重点和创造性也有所区别。

二、京剧武生的风格流派

流派是京剧艺术的重要特点，也是京剧艺术成熟的标志。

中国京剧行当包括诸多艺术流派，各具特色，各显千秋，各放其

彩。

艺术流派简称“流派”，主要指在中外艺术发展过程中，在

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由一批思想倾向、美学主张、创作方法和表

现风格方面相似或相近的艺术家所形成的艺术派别。京剧艺术

流派多以流派创始人的姓氏命名，如“梅（兰芳）派”、“马（连良）

派”等。各流派以传人相传。

京剧流派的划分以“风格”为主要标志，这里的“风格”即

“艺术风格”，主要指艺术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总体的、独特

的、具有鲜明创作个性的艺术特色，其也是艺术成熟的重要标

志。

三、京剧武生的艺术魅力

武生作为重要的京剧武戏行当，艺术表演注重武功武打，

并同文戏的唱念做舞交相辉映，从而支撑起京剧表演艺术的

“半壁江山”。其中的动感效应、火爆风格、热烈情感有机融合，

形成了京剧武生独特的艺术魅力。

四、京剧武生的舞台艺术

京剧武生的舞台艺术在文学方面、表演方面、音乐方面、唱

腔方面、锣鼓方面、化妆方面、脸谱方面等都有所体现，通过无

数京剧表演艺术家的长期舞台实践，已经形成了一套格律化、

规范化的程式，能够达到互相制约、相得益彰的效果。其创造舞

台形象艺术的手段十分丰富，用法也十分严格。注重虚实结合，

打破了舞台空间与时间的限制，从而达到“以形传神，形神兼

备”的艺术境界。表演方面讲求精益求精，处处入戏；唱腔方面

讲求委婉悠扬，声情并茂；武戏不讲求“火爆勇猛”，而讲求“武

戏文唱”。
除此之外，京剧艺术还十分重视外部形式上的表演，也即

程式化。强调唱念做打舞翻的基本功以及表演技巧，注重形式

美。其中每个动作都由手、眼、身、发、步五体同步协作进行。唱、

念、做、打也各有程式。各个程式的有机连缀需要符合起承转合

法则，如动作的最小元素“山膀”，看上去并无特别之处，然而要

想形式美，则必须按照程序进行：欲左先右，从腰部启动，而后

看手、眼随、上步、拉开、眼向前看、踏步、静心、亮相、睁眼、吸

气、闭嘴、吸肚和挺腰这一连串动作，做这些动作时还要注意协

调，达到浑然一体的视觉效果。换而言之，每个细小动作，都要

体现出人物的气魄和矫健。如果“山膀”没有灵魂驱动，则完全

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表现，观众会感到不知所云。京剧重视外型

的表现，同时要“使外在的现象符合心灵的表现”。

总之，行当和人物登场不同，程式化动作也各具特色。如长

靠武生在开战之际，经常有一套整盔理甲的程式动作（“起

霸”）。短打武生在行走途中，经常有一套突袭驰奔的程式动作

（“走边”）。这类程式动作大都具有较为复杂的工架、亮相、身

段、边式，给人以富丽华赡、赏心悦目之感。

五、结语

京剧艺术的发展，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创造激情，也体现了

中华儿女的率真性情。其中凝结了无数京剧艺术家的心血与汗

水。京剧作为民族文化之瑰宝，值得我们去传承、去弘扬、去探

讨。这是我们的责任，同时也是我们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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