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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梅兰芳先生创立的“梅派”艺术体系，是京剧旦行
中影响极其深远的流派。梅兰芳先生被称为“四大名旦”之
首，其所创立的“梅派”亦被称为“四大流派”之首。本论文以

“梅派”的代表作《霸王别姬》为例，从剧情、人物性格、唱腔、表
演等方面，论述这出戏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梅派”艺术 中和之美 线形艺术 圆融之道

人们惯于用“雍容华贵”来形容梅派的表演风格，用“珠圆
玉润”形容其演唱意境，其实这都不足以展现梅兰芳“梅派”美
学特征。因为“梅派”将众多其他艺术门类的精华巧妙地吸取
和融合，达到其他流派难以涉及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说，

“梅派”艺术的表演风格在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中，最接近
我国传统美学的至高境界——天人合一。这是因为它大方自
然,平易近人,雅俗共赏,平稳之中蕴藏着深厚的功力,简洁之中
包含着丰富的感情。

国人善将世界表演理论分为“三大体系”，梅兰芳艺术表
演体系位列其一。当代戏剧批评家廖奔指出：“而事实上这里
的‘梅兰芳体系概念’已经被偷换成了‘中国戏曲体系’的内
涵。这样才能得出它是‘综合性’的特征定性。”①为什么将梅
派推举为世界表演体系并如此深入人心，甚至引发当代迫切
盲目的追捧？这说明梅派的表演风格已深深融入一个民族的
艺术血脉，其崇高的艺术手法代表了崇高的艺术地位。

戏曲流派的形成，在刘心化的论述中有两条是值得注意
的：“……要有不同于别的流派的，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第
三，要有带有自己表演艺术的独有的一批剧目，即便是传统戏
也要有自己的特点……”②由此可见，博大精深的梅派风格不
会固定的表现在某一出剧目或某段唱腔中，而是渗透到它的
所有经典代表作中，通过表演传达出来。而作为“梅八出”之
一的《霸王别姬》可以将梅派之美表达得淋漓尽致，至今仍被
传唱。无论从唱腔，身段，舞剑，表演都表现了梅派哀而不悲、
怒而不伤、从心所欲、天人合一的美学意境。

（一）中和之美，恰到好处
中和之美属于与“崇高”相对应的审美范畴，突出了审美

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感性与理性及各种形式美因素
的协调统一，给人以愉悦、轻松的审美快感。中和之美是处于
优美与壮美两极之间刚柔相济的综合美。其意蕴刚柔兼备，
情感力度适中，杂多或对立的审美因素和谐统一，具有含蓄、
典雅、静穆等特征。

剧中人物虞姬秉承了中国传统美学追求，端庄贤雅，善解
人意，爱憎分明并且富有感情，是坚贞不屈的女子。“天将烈女
配英雄，意气相投见始终。”虞姬的死不是走投无路，不是无可
奈何，只是一份决绝和淡然，是为了让自己心爱的人少一分拖
累，少一份牵挂。就如同当年破釜沉舟一样，保存实力，东山
再起。她带着她的牵挂，带着她的希望，她带着对他的爱，就
这样诀别了，一个没有大志与胸襟的女子是无法做到这一点
的。

《二六、夜深沉》是《霸王别姬》中的精华，复杂的内心情感
与优美舞姿完美结合，对表演的要求非常高。舞剑不能快，不
能急，要把人物复杂的情感恰当的表现出来。被困垓下，面对

四面楚歌，大势已去，面对霸业即将崩溃的残酷现实，唯有霸
王冲出重围，东山再起，柔弱的虞姬不想成为霸王的拖累，只
有以死相鉴。舞剑是虞姬对大王做最后的诀别。

“劝君王饮酒听虞歌，解君忧闷舞婆娑。赢秦无道把山河
破，英雄四路起干戈。宽心饮酒宝帐坐。”这段运用二六的唱
腔，伴随着音乐旋律的推进，虞姬的心情跌宕起伏，万般惆怅，
每一句唱词都包含着人物内心复杂的情感：爱、恨、惜别、无
奈、淡然。有的是深情，有的是眷恋，有的是不舍，掩盖的是虞
姬悲恸欲绝，只身赴死的壮烈心情。舞动的剑姿把虞姬内心
万般情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她的心情是悲切的。所以表
演者要表现的不仅仅只是虞姬对霸王的爱与不舍，还要流露
出虞姬对霸王突出重围，东山再起的期盼。虞姬在舞剑时的
身段是柔美妩媚的，她剑的一收一放都是决绝的，舞出的是虞
姬柔中带刚的综合美，这是一种优美、凄美、壮美、完美的艺术
境界，

（二）线形艺术，雕塑之美
中国戏曲独特的艺术符号体系的特质就是一种“线”的艺

术。“这种‘线的艺术’乃是理性抽象之物”。这种线性艺术规
范的感性认识，其实就是一种理性抽象的产物。

中国传统艺术的线性特点深深地融入在京剧中，《霸王别
姬》中，虞姬有一段边唱边舞双剑的段落，这一段最能体现舞
台上线条千变万化的造型。它的设计既有梅兰芳先生自己的
创新，又借鉴了武术中的太极拳和太极剑特点，轻灵柔和，美
观大方，重意不重力，同时还要表现出优美潇洒，剑法清楚，形
神兼备，内外合一的风格。两把剑就是两条线，这两条线可以
相交，可以平行，也可以重合。在表演中，既有静止的亮相时
的线条造型，也有动态的运动过程的线条造型。例如，虞姬单
手持双剑背在身后，另一手伸出两指，化用太极拳中搂膝拗
步，掌心向上从胸前划圈至身后，然后将力道贯于双指，发力
向前方点去。这一身段，双指和手臂与在背后的双剑相交，不
是用剑而是用虞姬的双指，不是婀娜柔美的身段，而是一个直
线运动。这个一点的动作，在双剑的衬托下点得果断干净，点
得刚劲挺拔，点得义无反顾，把虞姬为霸王宽心解闷，鼓励霸
王拾起雄心重整旗鼓再战沙场的心情和用意表达得非常清晰
且极富感染力。其表演让我们感受到只要遵循线性的艺术规
范，根据剧情的发展和人物的身份、性格、情绪合理地使用组
合线性的表现程式，就能够达到比较完美的艺术效果。

（三）刚柔并济，圆融之道
圆润之道，指的是刚柔并济、灵活应对，“以圆为尚”是中

国传统文化理想中的准则。圆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
范畴，是历代文论艺的一个重要标准，作为京剧也不例外，而
梅氏在艺术实践的过程中不断追寻着美，要求着圆。

梅兰芳先生演唱艺术的风格可谓是将生活的真与艺术的
美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梅派不及程派之幽咽冷艳,却自然天
成地表达人物内心之忧怨；不及荀派之俏丽活泼，却能生动地
刻划人物一颦一笑的悲喜之情；不及尚派刚健挺拔,却自有女
性一番风流妩媚。梅派的发声特点，具备了气沉丹田，上下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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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特点，音色甜美，外形美观，附和了梅派人物雍容华贵、端
庄娴雅的声音形象。梅兰芳先生嗓音脆、亮、甜、润、宽圆俱
备，而最难得的是又甜又亮。基于此，梅兰芳先生结合剧中人
物情感和剧目内容的需要创作了大量独具“梅派”特色的唱
腔。

《霸王别姬》中南梆子这段《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虞
姬午夜小睡醒来，见帐外景色清凉，想到项羽的艰难处境，顿
时满心忧愁，于是起身去帐外散心。这时舞台上，虞姬边唱边
行，唱到“我这里出帐外”时，虞姬深吸一口气，而后“且散愁
情”中的“散”“愁”两个字使用高音，并同时走一个小圆场然后
再转身，此时唱腔过渡到“情”字，在“情”字上用了三个连环式
的装饰音，然后抓披风亮相的一刹那，唱出“情”字的最后一个
装饰音，这时这一句唱腔与身段完整的结束。

在这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在唱腔上，每一个字都讲究“枣
核形”的字头字腹字尾的分段式咬字，过渡极其自然。“情”字
是整个唱段感情抒发的宣泄点，在这个字上使用回环的装饰
音来表达虞姬此时的无限忧愁与惆怅，这是一种刚柔相济的
综合美。在身段上，转身抓披风亮相的一刹那是整个唱腔身
段的核心，而在此之前，虞姬是通过走一个小圆场来进行过渡
处理的。这个圆的处理看似随意，可就是这个“随意”给亮相
以充分的准备和酝酿。而此时台下的观众也是处于审美最兴
奋的前一刻，这同样也是让观众的审美情绪得到一个间歇的
休息与调整，当最精彩的那一刻来临时，演员与观众，剧中人
与旁观者同时得到艺术的洗礼，同时感受到艺术美感的冲
击。因为演员内在心理与外在情绪的圆融，所以观众看后由

衷地生出一种圆满的感觉。从此可以看出，梅派在京剧舞台
上的圆是整体化一的，他将内在与外在完美结合，让人体味到
京剧梅派艺术圆融的意境。

从《霸王别姬》中，我们能感觉到梅兰芳先生在戏曲表演
中较多的融入自己的创新，这种表演形式的转变是在日积月
累中慢慢蜕变而成的，滴水能把石穿透，万事功到自然成。确
切来讲，梅兰芳先生使《霸王别姬》不仅与传统审美心理相合，
也与当代审美变化相合。

在当今审美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社会，梅派的表演风格
代表着中国人传统的中庸之道，恰如其分，无过不及。于丹认
为“时下的流行歌曲，生生死死不少见，但是从容不迫很少
见。也就是说，今天的情已少了那样一种静听苹果花开，细数
桂花声落的细致心境。”③这也是梅派能够在每一出经典代表
作中启发当代人心境的原因，将中和之美与表演完美结合的
境界，体现着当代社会对于传统的传承与尊重，启发着人们去
追求中国艺术本应源远流长的“中和之美”。

注释：
① 廖奔：《廖奔戏剧时评》，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

版，第24页。
② 刘心化：《戏迷陶醉录》，同心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

55页。
③ 于丹：《于丹·游园惊梦》，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7年

11月版，第28页。
作者简介：焦丽君，梅派传人，女，汉族，山东省博兴县人，

山东艺术学院戏曲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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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风格。美国的标志由于所处不同的空间、民族以及自然
环境的差异等方面的不同，在艺术表现方式上通过对传统模
式的打破到重组、加工，也形成了不同的民族风格。

三、经典仿生造型标志设计案例分析
3.1雀巢咖啡标志
在动物造型类设计中,雀巢是个很好的标志，标志描述的

是母鸟给小鸟喂食的面画，这个场景引人联想到人本身。看
似不经易修饰以及像孩童般的淳朴的线条，描绘出的这个标
志简洁、淳朴、令人很有认同感。其公司的理念是在舒适、安
稳的环境中生活。标志表达的让人联想到人类自身，像是一
位慈祥的母亲和一个等待着妈妈喂食的孩子。这个标志设计
的非常有感染力，令人有亲切的认同感，与此同时，这个标志
设计时所采用的语言简单明确，与其所服务的企业理念高度
相符，很好的达成了它快速传达的效果，使雀巢这个品牌深入
人心，它生动又简约的视觉形象很好的起到传达的效果。这
个例子很好的说明了具象标志与商业企业的结合是非常协调
的，这也反映了动物、植物造型的独特魅力，此类标志使人们
对企业的印象更加亲切。人们倾向于选择令自己感到舒适的
企业商品，动物、植物造型标志很好的做到了了这一点。

3.2苹果标志
在植物造型标志中，苹果标志的设计是非常著名的。苹

果最初的标志设计是很写实的风格，来源于牛顿被苹果砸到
后悟出万有引力定律这个故事，标志的内容就是对这个故事
的描述。标志的四周用一个带状的图形自上而下围绕着中心
图画，上面写着对牛顿赞美的名言。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在
之后的日子里，感觉到这个标志不易被识别，画面有些复杂，
这一点对人们了解他的产品购买它的产品产生了阻碍作用，

于是他聘请了罗勃简诺夫——当时有名的设计师，为他的苹
果设计一个发和他要求的崭新的标识。苹果的标识经过几次
演变，最后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至于苹果的标志为什么
是被咬了一口的，众说纷纭，但是无论如何，它的目的达到了，
这个标志不仅制造了话题，而且成功的吸引了消费者们的视
线，它奇特的造型非常醒目，简洁而且富有活力，非常符合苹
果公司的精神，现在苹果公司的产品一直是各个高科技数码
电子产品追逐模仿的典范。

四、结语
美国标志设计的成功充分证实到，标志的设计乃至所有

设计需要与自然界融为一体，找到与自然生命物的融合点并
达到设计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才能得到大众的理解，并最终与
之产生共鸣。美国仿生造型标志设计的风格随着地域、民族
文化的不同而不断转变，所选择的图形、文字、色彩这些视觉
元素也在不断更新，但巧妙的与地域、民族特征以及企业的文
化、背景等方面协调一致是其成功的一点，这类标志由烦琐、
具象元素到简洁、抽象的仿生造型形态的变化，带有浓厚的自
然韵味，极富趣味性。美国这类仿生造型标志设计用更简洁
明确、效果鲜明的视觉元素，使它的象征含义更加深邃突出，
能够更加准确传达标志、企业的个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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