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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京剧表演的综合美、格式美、程式美和流派美等美学特点，为活跃的民族艺术实践提供正确的审美向 

导，有力地推动民族艺术实践。为此，对中国古典声乐京剧艺术的发掘与开拓，对现代声乐艺术的创新与发展，进行总体的 

美学观照与全方位的系统梳理与概括，有助于体察中国声乐美学的理论传统与特色，从而为确立 中国民族声乐体系或学 

派，探究和奠定充实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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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声乐艺术实践也 

在不断的衍变与发展，如何使 日新月异的声乐艺术 

形态，得到科学的理论概括和总结，为声乐艺术实 

践提供正确审美导向作用，以便更有力地指导或推 

动声乐艺术实践。研究京剧表演的美学特点，必将 

为建立民族声乐的艺术体系或学派与弘扬民族音 

乐文化传统发挥应有的作用。京剧作为中国戏曲 

艺术大家族中最为绚烂璀璨的明珠，自发轫以来已 

逾二百多年，通过前辈艺术家们的不断探索和总结 

传承，积淀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使得京剧的表演艺 

术臻于完美。 

一

、京剧表演的综合美 

京剧是由故事、戏剧音乐、音乐、唱、念和打、 

做、舞等多门艺术组成的综合体，即就是运用诗、 

歌、舞等多种手段，外化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效果 

鲜明强烈。京剧是诗剧，京剧传统戏的故事情节大 

都取材于叙事诗、鼓子词和演义小说、民间话本。 

京剧的唱和念是诗词，是对联和有韵律的散文。这 

种诗歌是音乐化、戏剧化的诗歌，它符合剧中人物 

的身份、性格、情境 ，有 自然质朴、通俗易懂、形象生 

动的特点，而且有诗词的韵律美，唱念起来朗朗上 

口。京剧也是歌剧，京剧中音乐始终贯穿其中，是 

为展开戏剧情节和塑造艺术形象服务的，京剧中音 

乐的分量极重，又以歌唱为主，如《空城计》，从头 

唱到底。京剧又是舞剧，京剧中的舞蹈是推进剧 

情、塑造人物的基本表现手法之一，起着烘托气氛 

的特殊作用，促使剧中人物内心感情的外化，满足 

观众视觉形象的美感需求。如许多表演艺术家创 

造出剑舞、扇舞、水袖舞等。 

京剧是一个多元素、多层次、丰富、庞大的综合 

系统，这种综合不是简单的拼凑，它的综合是融合， 

是把唱念即听觉形象全都音乐化，把做打即视觉艺 

术全都舞蹈化，用节奏把它们统一起来去演绎故 

事、刻画人物，达到和谐统一，是高度的综合美。京 

剧的综合性是京剧的表演特色之一，是为表现人 

物、展开剧情、深化主题服务的。在舞台表演中，演 

员的唱、念与舞蹈般的动作同时进行，做、打与旋律 

或打击乐器的伴奏交织在一起。在某些段子里，以 

声音方面的技艺表演——唱和念为主，另一段子里 

则以视觉方面的功夫——做和打为主。如果一个 

段子以声音表现为主，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祝 

英台与梁山伯在痛苦分离时，这段唱腔会在视觉表 

演织体的衬托下唱出来，这种衬托包括连续不断、 

同时发生的温柔眼神、手势、身体、足以及身体在动 

态空间中的位移。⋯凹在京剧演出中，几乎看不到 

无身段和旋律或打击乐相伴的大段念唱，同样，没 

有旋律和打击乐伴奏的做和打也同样难寻。在观 

看整场演出的过程中，观众的眼睛和耳朵始终处于 

忙碌之中的。 

京剧的综合性体现在多方面。音乐是声乐和 

器乐的综合，声乐是音乐化了的诗、词、对联、散文 

的综合，器乐是管乐、弦乐和打击乐的综合；美术是 

色彩和图案、纹饰的综合；舞蹈是独舞、群舞、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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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武术、杂技的综合，行当综合，四功五法是综合等 

等。京剧艺术把诗词、音乐、美术、舞蹈、审美融为 
一

体，用节奏贯串、统一在一个戏里，达到了完美和 

谐，形成了中国独有的、节奏鲜明的京剧表演艺术。 

这种综合艺术的表演，能让观众同时得到视觉艺术 

和听觉艺术的美的享受，是任何一个单独的艺术品 

种不可能达到的。 

歌曲演唱虽不同于京戏表演，但也应根据歌曲 

的内容要求，展现出一定的内心刻画和生动的面部 

表情。长期以来我们的民族声乐教学体系基本上 

建立在西洋美声“科学的”唱法基础之上，以解决 

技术问题 ，而我们从事声乐的教师及学生都过分的 

注重技术的训练，忽视了声乐演唱形体训练及舞台 

表演，忽略了声乐表演的综合性，致使歌唱者歌唱 

时一副脸、一种腔、一条棍挺到底的呆板表演。这 

都直接影响到歌者与观众的心灵交流。对于民族 

声乐来说，好的表演不能随心所欲、喧宾夺主，虽然 

要以歌唱为主，手势为辅，但是如果手上动作过于 

凌乱，情感的表达就会过于肤浅。所以在平时就多 

借鉴我国京剧中的几种手势——引、定、开、合、托、 

错进行训练，根据歌曲内容的需要使其表演在有意 

无意间很自然地随手而出，使演唱起到画龙点睛的 

作用，与其艺术内涵融为一体，达到声乐演唱的综 

合性表演。有了一定的形体基本功后，歌唱者不光 

对手势表演的协调性起作用，而且对于歌唱的整体 

协调也会很有帮助。 

二、京剧表演的虚拟美 

京剧中的虚拟是依据写意的原理表现社会生 

活的基本表演方法，是在空旷的舞台上，演员用唱 

念和特定的形体动作来调动观众的想象，让观众感 

觉到舞台上是个什么样的环境，体现剧中人物的内 

心世界。京剧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用有 

限的艺术手段去表现无限丰富多彩的生活，与真实 

的生活形成了差距，这就要调动多种形式的艺术手 

法，使真实的生活艺术地再现于舞台，于是便出现 

了许多虚拟动作。 

虚拟只有通过艺术变形，才能掌握舞台时间、 

空间等的灵活性，这种变形手法即是虚拟。虚拟即 

假定、假设之意，根据艺术家们对生活的认识、理解 

并加以丰富想象，经过长期加工、提炼、装饰形成概 

括力很强的虚拟手法，它以虚代实，以简代繁，以点 

代面，以局部表现整体，京剧的虚拟表演符合东方 

人写意美的审美心理特点。京剧的虚拟表现在空 

间的虚拟、时间的虚拟、人物形象的虚拟和布景道 

具的虚拟。如《女起解》中颈上戴锁链的苏三上 

场，这就指的是洪桐县监狱；《贵妃醉酒》中杨玉环 

唱“不觉来到百花亭”，就代表舞台是长安皇宫御 

花园的亭子。又如：开关门窗、上下楼梯、喂养家 

禽、缝补衣物等，舞台上是非常简朴的，它是通过演 

员各种外形动作表现出来，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又 

如：通过程式化的布置和运用，桌椅可以作为一道 

城墙、一座高山，一个宝座或者仅仅是桌椅。通过 

程式性地运用这些舞台道具，通常就能够在舞台上 

表现实际并不存在的大型物体。如一支马鞭可以 

表示一匹马，一只船桨可以代表一艘船，一杆蓝色 

大旗贴近地面舞动出连绵起伏的波浪线则代表浪 

涛滚滚。E ] 

京剧运用虚拟夸张，并不是只用虚，而是虚实 

并举，虚实相生，但以虚为主，虚拟夸张的效果是无 

限扩大了京剧艺术的鲜明性和表现力，也极大地调 

动了观众的想象力，弥补了舞台时间和空间的不 

足，使舞台的局限性巧妙的转化为艺术的广阔性， 

从而使戏剧情节达到了统一与和谐。实践证明，这 

种虚拟的表现手法比写实的表演更形象 、更逼真， 

它能给观众留下充分的想像空间。中国传统京剧 

艺术与中国国画一样，它的首要目标是用与生活的 

相似打动观众，而后传达生活的本质。京剧的表演 

正是借助表演技艺把主角的想法和感受外化，并精 

心刻画人物的动作和交流。京剧表演超越了与生 

活的相似，缔造出传达生活本质的总体效果。京剧 

的虚拟给京剧的表演艺术增添了无穷的魅力，是中 

华文化一种伟大的创造。 

民族声乐发展到现在，应该说是取得了很大的 

成就，不少的歌手也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可如今在 

民族声乐中却出现了“千人一面，千人一腔”的尴 

尬局面，归根结底是缺乏民族特点，个性意识缺乏， 

对曲目的意境不甚理解，不重视，缺乏对歌曲的虚 

实的表演技艺。不同的歌曲需要表达不同的情感， 

不同的情感要表达不同的意境，在舞台表演中，要 

刻画歌曲所要表达的内容，眼睛与手势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眼睛要随着剧情的内容、情节的变动而 

变动，虚实远近明暗时有变动，手势也要运用 自如， 

眼随手动，只有这样才能将演员的身心完全投入歌 

曲的意境之中，从而感染打动群众。比如在演唱 

《父亲山，母亲河》第一句“抬头一座山，俯首一条 

河，山是父亲的山，河是母亲的河”时，借鉴京剧中 

的出神入化的虚实结合表演，就要能看到远处连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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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伏的青山以及眼前碧绿的河水，显得非常大气， 

也要把父亲的那种宽阔的胸怀，和母亲温柔细语的 

情怀表现出来，才能显示歌曲的意境美，从而调动 

观众的想象力。而绝不能散神，目光呆滞，造成眼 

睛无神之感。 

三、京剧表演的程式美 

京剧把多种艺术形式融成一体，形成了自己特 

定的程式。程式指的是 日常生活的动作举止与它 

们在舞台上的表现形式之间的变异。程式性的基 

本内容是对生活内容作美化、放大、夸张、变形、修 

饰，创作艺术都必须遵从，从而达到美的效果。 

京剧界人士认为，程式化是对 日常生活举止加 

以升华和提炼的结果。即是根据戏曲舞台艺术的 

特点和规律，把生活中的语言和动作提炼加工为唱 

念和身段，并和音乐节奏相和谐，形成规范化的表 

演定式，实际上包括表演的程式化和声腔的程式 

化。程式化是包括诸多特定的惯例形式，其含义也 

是约定成俗的。一个特定程式符号的作用是向观 

众传达其所承载的特定含义。 

京剧表演中最基本的形体程式化特征是圆形。 

圆形不仅体现在形体姿态上也体现在动作上。演 

员们在表演过程中要避免出现硬直的线条和角度， 

这种审美准则通过圆形、弧形交织的表演呈现出来 

的。例如在静态中，这意味着，演员伸出手臂的时 

候要注意让肘部和肩部呈一条伸展曲线。在运动 

状态下，小到眼睛的眼神大到主角的舞台调度，都 

要遵守这条美学原理。在穿越空间的动作中，表演 

者同样要避免直愣愣的线条和角度。例如演员要 

坐在台上的椅子上，演员先绕到舞台的左侧或右 

侧，同时逐渐转身面对舞台后方 ，而后再以略微倾 

斜的角度斜穿后场到椅子一侧，而后以相反方向再 

次转身面对前台，这次直接立于椅子前面，然后坐 

下。这个过程是固定的，在以后的表演中也都采用 

这个固定的格式，从而形成这一动作的舞台程式 

化 。 

程式来自于生活，京剧艺术虚实相生，必须有 

生活的依据“出之贵实”观众才认可。例如开门有 

三个动作：左手前伸扶“门”，表示这里有门，右手 

由左至右抽“闩”，双手拉开，这便是开门的程式。 

这些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京剧表演的程式 

是类似的人物和类似的戏剧情境中通用的格式，比 

如上楼下楼等等，一切形体动作，都形成了简练、鲜 

明、舞蹈化的优美表演程式。京剧程式是一个完整 

的体系，不仅形体表演有程式，行当、音乐、化妆 
⋯ ⋯ 都有程式，如腔调，表现激越、欢快用西皮调， 

表现伤感、悲凉用反二黄，又如打击乐，配合从容、 

稳健的步伐用慢长锤，表现焦急、慌乱的心情用乱 

锤，京剧舞台上的一切人和物、音和色、动和静都有 

程式。但京剧的程式却不是死板僵化的，而是灵通 

可塑的，同一个程式在不同的人物、情境中，会有不 

同的运用，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如都是旦角唱西 

皮慢板，《霸王别姬》中的虞姬是温静，《荒山泪》中 

的张慧珠是深沉。 

在民族声乐训练中程式也是表演的基本单位， 

是演员的基本功。生硬地套用程式，就会千人一 

面，索然无味；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程式，就能塑 

造出鲜活的艺术形象。用程式规范各种艺术形式 

及其融合的统一体，规范虚拟夸张。一首歌曲的成 

功演出，就是表演程式的有机整合，加上 自身的个 

体特性，才能是又一个光辉的创造。 

四、京剧表演的流派美 

京剧的流派，是指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在 

演出剧 目、音乐唱腔、表演技巧乃至化妆造型等方 

面都具有鲜明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创造鲜活的艺术 

形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表演风格，并为后人所继 

承、发展，形成艺术流派。标新立异，流派纷呈，争 

奇斗艳，各领风骚，是京剧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鼎 

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京剧唱腔的流派、要求，导致了演唱艺术的个 

性化表现。京剧不同于民族声乐的分声部，而是分 

生、旦、净、丑行当，行当的不同用嗓方法也不相同， 

即便是同一行当的不同流派其唱腔也会有差异。 

不同的角色使用不同的发声部位，用不同的发声部 

位来塑造不同的角色。长期以来即形成了某一行 

当特有的声音特色。在京剧的形成、成熟阶段，以 

老生为主，老生行当的流派发展得比较好，其他行 

当流派的影响力较小。以梅兰芳为首的新兴旦行 

出现后，形成生旦并重的局面，名家辈出，群星璀 

璨，京剧舞台上争奇斗艳，极大地促进了京剧艺术 

的繁荣。随着京剧的发展，京剧唱腔的流派美也著 

称于世，并成为其审美特征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如：老 生 的 流 派美。具 有代 表 性 的 “四大须 

生”——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余派精 

巧细腻，言派婉转灵巧、跌宕，高派高亢激昂，马派 

飘逸洒脱；旦行的流派美。“四大名旦”——梅兰 

芳、尚小云、程砚秋、苟慧生。梅派雍容华贵、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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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丽。程派幽咽凄切、如泣如诉。苟派灵巧活泼、 

低回婉转。尚派高亢挺拔、俏丽健美；净行的流派 

美。净行的金少山、郝寿臣，金派嘹亮深沉、韵味醇 

厚，郝派，雄厚深阔、浑圆凝炼。l5]】 京剧唱腔的流 

派美，是十分鲜明突出的，它是京剧唱腔的神韵与 

精华。 

民族声乐发展了半个多世纪，也达到了百花齐 

放，争奇斗艳的局面，形成了各个流派。而民族声 

乐要想发展且不丢掉本民族的特性，还要对京剧的 

各个流派进行对比借鉴学习，取长补短，如程派的 

声音位置放在面罩中央，比梅派的位置靠后一些， 

它用了脑后音发音，并借助胸腔共鸣强化音色效 

果，这样就形成了深沉激越，朴实和谐，幽咽委婉的 

演唱风格。而梅派的发声方法是把声音放在面罩 

上，整个面罩都用于共鸣，演员们称这个过程是把 

每个音放在头顶和面罩上，这种方法使声音甜美、 

脆亮、干净。在民族演唱中训练男声中低声区值得 

借鉴程派老生的喊嗓及“脑后摘音”，对歌唱时加 

强咽壁的力量及喉头稳定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可 

以加强中低声区的基本功。对于女声的训练中加 

入梅派面罩共鸣和脑后音，也会使声音更加柔和甜 

美，圆润醇静。 

京剧是中国戏曲剧种 中杰出的代表，被称为 

“国剧”“国粹”，它蕴藏着数千年华夏文化的积淀， 

是一部传统文化生动形象的教科书，是一门博大精 

深的学问，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京剧是在深厚的民 

族文化的沃土上生发出来的艺术奇葩，是高度求 

精、求美的艺术，这种精美是综合的美、立体的美， 

是民族精神的美，是传统文化的美，是中和的人性 

之美。研究京剧的美学特点对于传承与发展民族 

声乐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全球 

文化多元化的当今世界，要使我国的民族声乐真正 

走向世界，就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挖掘和研究 

传统民族艺术，传承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优秀声乐 

成果，以及京剧艺术在表演中体现出来的美学成 

就，从根本上重视民族艺术的艺术性和价值性，把 

民族艺术的多元性风格、韵味等传承下来，在实践 

中不断开拓的探索研究民族艺术的发展创新之路， 

以丰富的传统民族艺术资源为瑰宝，将艺术融入我 

们的生活，深刻体会其内涵，使民族艺术与世界接 

轨，使其不断得到发扬和光大，才能使我们民族的 

艺术朝着可持续更宽广的道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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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Features of Beijing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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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analyzing the aesthetic features of synthetic beauty，form beauty，pattern beauty and school beauty in Beijing op 

era’s perform ance．the paper makes the aesthetic comments overall and singles out and concludes its system thoroughly，for the ex 

ploration of the art of Bering opera as Chinese classical vocal music and for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m vocal music， 

to provide the proper aesthetic direction for the active national art’s practic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art’s practice，which 

obviouslv aids the aesthetic obsenr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tradition and features of Chinese vocal music，to provide the theory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vocal music system or scho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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