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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与日本歌舞伎的角色比较研究
——以“男旦”和“女形”为中心

樊 天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350000)

摘要：作为中国和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戏剧，京剧和歌舞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又显现出不同的文化感觉。

本文从二者的角色入手，以同样是通过男扮女装来扮演女性角色“男旦”和“女形”为中心，从发展史、演员的演技、

美学思想以及现状等角度出发．探寻京剧和歌舞伎未来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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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

中国的京剧与日本的歌舞伎是两国最具代表性的

传统戏剧。本文从角色角度选取二者最具代表性的角色

“男旦”和“女形”进行研究。京剧的男旦和歌舞伎的女形

都是男扮女装来出演女性角色，二者有相当的可比性。

笔者从历史渊源，表演技法，审美以及现状等方面来比

较．分析二者现阶段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进而探寻京剧

和歌舞伎未来的发展道路。

二、男旦和女形定义的比较

男旦是指在中国京剧中出演女性角色的男演员。男

旦身着女装，所以看上去像女性，他们在理解女角情绪

的基础上进行出演。但不管如何投入角色，男旦在一定

层面上，都保持着与所饰女角心理上的距离，不忘自己

的男性本色。不过从审美上，可以说是融为一体。

女形是指在歌舞伎中模仿女人形态的男演员。女形

不单是男扮女装，为了看起来比女人还女人，需要用心

去感受，全身心融人。因此，对于出演女形的男演员，能

否从心理上真正接受女性角色j是非常重要的。

从以上定义来看．二者在“男扮女装”这点上是相同

的，但是，不同在于二者心理上的区别，即男旦与所饰演

的女角保持着心理上的距离，而女形则完全把所出演的

女角融入自身。

三、男旦和女形发展史的比较

中国的男旦有着悠久的历史。秦汉时代就有巫觋文

化。至魏，出现了由男子扮为女子的《辽东妖妇》。到了隋

唐，像《踏谣娘》等由男扮女装的戏剧逐渐增多。发展到

明清，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封建礼仪和道德也变得越

来越严格。男女混合表演被一律禁止，从而女演员变得

越来越少。从清朝乾隆55年开始到同治、光绪年间迎来

了京剧的繁荣时代。代替女演员的男旦也随着京剧的繁

荣一同兴盛。可以说。男旦的黄金时期和京剧的全盛期是

同一个时期。

据文献记载，歌舞伎的始祖是阿国，此女子天生丽

质，能歌善舞。早期的歌舞伎只有简单的故事情节，伴有

宗教色彩的舞蹈，演员则是女扮男装。也就是说，在歌舞

伎诞生初期是没有女形的。1629年幕府政府因女演员败

坏风气而禁止女演员登台，从而出现了男扮女装的男演

员。观众注目的焦点也从外表转为演技．这就形成了现今

这样歌、舞、演、剧浑然一体的歌舞伎形态。到了元禄时

期，以坂田藤十郎为首的年轻男演员成为歌舞伎的主要

演员，女形的表演形态逐渐成熟起来。

由此可知，二者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的背景以及社

会发展状态密不可分。相对而言，女形的历史会更短些。

男旦虽有着较长的历史。但从女演员被禁止上台之后，才

渐渐迎来了全盛时期。

四、男旦和女形演技的比较

京剧演员要求掌握“唱念做打”四项基本技能。男旦

尤其擅长“唱”，通过演员的唱法，声腔和发声的不同来展

现各自的风格和特征。例如，“梅派”的唱腔是在中文音节

的基础上创立的。重视“字”的表现力。强化“字”的音乐性

正是它的特点之一。为了使演出感同身受。角色的动作姿

态都是配合舞台的基准而设置，要恰如时机地展现。比如

《贵妃醉酒》中有三次“卧鱼”的动作。盛装妆扮的杨贵妃

一弯腰，装饰的铃铛就发出声响，动作十分优美。这一动

作恰如其分地展示了杨贵妃的妩媚，也展现了演员的演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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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伎的演唱者不是演员而是乐队。他们对于歌词

旋律以及角色的理解十分到位．使音乐和表演相得益彰。

歌舞伎有着独特的表演形式，女形就是其中之一。受到

日本固有文化的影响．女形的形式化显得更加的含蓄。

例如，演员身体盘坐着榻榻米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这

是害羞的少女的表现：稍稍把脸抬起，单手放在地板上，

这又是良家妇女的表现。女形的舞蹈贴近日常生活，可

以表达丰富的涵义。例如，通过扇子和笠等的使用方法

既能表现出喝酒或写信传递情书等具体意思。也能表达

出夕阳浮沉，人生悲喜等抽象意思。

京剧和歌舞伎都是由音乐，歌词，舞蹈和旁白等要素

构成的综合性的艺术。男旦和女形作为京剧和歌舞伎具

有代表性的角色，有着独特的出演形式和技巧。另外，男

旦的演员还负责唱，女形的演员则不负责。女形是配合

乐队的演唱，来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

五、男旦和女形美学思想的比较

男旦的美学思想是“善和真”。“善”是追求圆满的意

思。像《窦娥冤》这样的悲剧杰作，最后也是以沉冤得雪

圆满收场。这是为了让演员和观众都取得心理上的平衡。

“真”就是不同时期，不同立场，不同阶层的女性最真实的

美。以京剧泰斗“四大名旦”为例，梅兰芳塑造了杨贵妃如

此大方，美丽的女性的形象；程砚秋通过歌声来表达人物

情感．他所饰演的才华横溢的蔡文姬是具有代表性的女

性形象；苟慧生出演了生动可爱红娘，他主张“三分的新

鲜感”的美学观，即“出演含蓄，刚柔并济，不能太派头”；

尚小云追求“形神合一”，他曾说：“形有而神没有，是伪演

员，神有而形没有是假乖巧。神必须服从形，形神应该同

时兼具。”

日本对于美的理解与中国的传统意识相去甚远。与

男旦的“善和真”的美学观相对，女形的美学观是“情和

悲”。“情”就是表达感情。在《京鹿子娘道成寺》中少女清

姬对年轻僧侣安珍由爱生恨的心情变化都通过生动的

舞蹈动作表现出来。“悲”是指悲剧美。悲剧美是艺术的共

同点，但女形和其他艺术不同的是，悲剧美不仅体现在内

容上，还体现在演员自身。演员塑造女形的形象，单是外

表的模仿是无法达到的，还需将女性的特征注入自己的

细胞和神经。于是演员必须超越原本的自己。当他们意

识到无法超越的时候，哀愁就产生了，这些哀愁就表现在

表情和舞姿里。

男旦和女形都是表现女性美的角色。但是因为中日

文化的不同，二者的美学思想也不同。“善和真”是以中

庸，庄重，崇高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美学观的体现，“情和

悲”是以物哀，感伤，安宁为中心的日本传统美学观的体

现。所以，“善和真”与“情和悲”不仅分别体现了男旦和女

形各自的美学思想，也体现了中日不同的美学观。

六、男旦和女形现状的比较

20世纪上半叶．京剧“四大名旦”把男旦艺术推向了

一个顶峰。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以京剧为主的戏剧被

江青等人大规模地禁止，男旦也渐渐地从舞台上消失。

虽然文革后男旦重新登台，但往日风光不再。从事男旦

表演40余年的温如华，是名噪一时的电影《霸王别姬》里

京剧旦角程蝶衣的主唱，他被媒体称之为“最后的男旦”。

从2005年开始，北京戏曲艺术学校校长孙毓敏率刘铮等

弟子奔赴上海尝试男旦女声的破冰之旅后，很长时间消

失于人们的视线的男旦再次回归京剧舞台。但男旦的发

展到今天正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男旦曾被认为是违背

人性的艺术，所以戏剧学院已不再培养男旦；二是，京剧

中一部分女性角色是男旦不适合的。例如，在《杜鹃山》这

部反映现代生活的京剧中，柯香类型的角色就不适合男

旦来饰演。因为现代剧是更贴近生活，为保持戏剧本身

的味道，男旦出演现代剧变得越来越不合适了。

日本的歌舞伎至今保留着女形的形式，这反倒让观

众感觉新鲜。观众可能是陷人“比女人还女人”的错觉，陶

醉于非现实的女人的魅力。也就是说，女形依然很受欢

迎。日本的歌舞伎演员几乎都世袭了前代的演技和艺名，

形成了代代相传的表演世家。后辈的演员不断给女形的

艺术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男扮女装的传统保留着，但

女形演员在不断地创新。作为日本歌舞伎坛的泰斗坂东

玉三郎先生积极地主张改革，是开拓新出路的代表者之

一。他扮演的角色脱离俗套，拥有非凡的气质，赋予女形

艺术新的气息。他不仅将京剧的长袖和云手等动作，还

将现代舞蹈动作也一同引入女形。

不管是男旦还是女形。都经历了世间的激烈变化发

展至今。现今二者所直面的问题是能否取得现代思想和

传统演出形式之间的平衡。男旦和女形随着时代的发展

也应该有所变化，但是，作为中日两国的传统角色，还是

应该保留它们的特色。所以。传统剧和改编的古代剧应

该与现代剧共存，保留戏剧题材的多样化，并为其存续提

供良好的条件。

七、总结

总之，京剧和歌舞伎都是人类文化的宝库，各类演艺

精英聚集于此。在京剧和歌舞伎的数百年的发展史上，

曾有过数次的合作与交流。可以说是渊源颇深。

本文对于京剧和歌舞伎中各自独特的角色“男旦”和

“女形”进行比较。二者虽然都是男扮女装的角色，但是从

演员的心理和美学思想等方面来看．又有着许多的不同。

首先。男旦和其所饰演的女角保持着心理上的距离。而女

形把所饰演女角融入自身。其次．男旦和女形有着各自

的表演形式。分别体现出中日两国的美学思想的“善与

真”和“情与悲”。再次。本文的最后由各自现状的分析结

果可知，超越性别出演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尽管如

此，男旦和女形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改革创新，

重新出发。这样的话，京剧和歌舞伎才会更具艺术性和

观赏性，从而迎来更加灿烂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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