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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戏曲表演艺术的基本特征
钟小飞

（五大连池市文化馆，黑龙江 五大连池 164100）

摘 要：戏曲是我国传统的戏剧形式，也是民族艺术的瑰宝。戏曲表演艺术是戏曲的核心，演员也是戏曲艺术的中心。我国

戏曲艺术的代表人物，就是许多表演大师，如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和评剧的白玉霜、新

凤霞、豫剧的常香玉，粤剧的马师曾、红线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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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审美特征, 戏曲是中

国国粹,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明,它的审美特征是非同一般、历史

悠久的。戏曲表演艺术无论属于何剧种，也无论是何剧目，总的

说来，均有共同的总体美学特征，而戏曲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总

能使人情酣意饱、浑然忘我。尤其钦佩那些戏曲演员,板起板落

间,真正做到了 "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

谁就像谁 "的艺术境界。

一、以虚代实，虚实结合
戏曲表演艺术的第一大美学特征，是它的虚拟性。所谓“虚

拟”，是戏曲表演艺术中“虚拟动作”的简称，是“表演艺术术语。

指表演原本需附着实物的动作时，不用实物或只用部分实物，虚

拟地进行表演。戏曲表演中运用虚拟动作尤多，大多是生活动作

的提炼和美化，具有一定的规范化和舞蹈性，常见的如开门关

门，上下楼梯，骑马行船等。“（《中国戏曲曲艺词典》）

戏曲表演艺术的虚拟性是以虚代实、虚实结合的。如京剧

《秋江》中老艄公的以桨代船、真马，船与马皆是虚的，是用桨与

鞭代替的；“实”，是桨与鞭、划船动作与骑马动作，又是真实的。

这种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就是虚与实的最

佳结合。

戏曲表演艺术的虚拟性是由戏曲艺术总体美学特征的写意

性所决定的。“写意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在戏曲表

演艺术中主要表现为对时间空间限制的突破，以及劝作、布景的

虚拟。”（余秋雨：《戏剧理论史稿》）

二、以形传神，形神兼备
戏曲表演艺术追求神似，而不像写实主义的话剧与影视表

演艺术那样追求逼真的形似。戏曲表演艺术讲究以形传神、形神

兼备。

神似，是指精神实质上相似；形似，是指形式外表上相似。所

以神似是内心的精神观念、思想感情的相似；形似是形体的动作

姿态、五官表情的相似。戏曲表演艺术是以动作姿态、五官表情

相似的形似为手段，以内心的精神观念、思想感情为目的，并达

到内部动作（心理动作）与外部动作（形体动作）的有机统一，亦

即形神兼备。

具体而言，戏曲表演的形似手段，主要是程式化，即程式动

作作为规范化的法式，如“起霸”、“趟马”、“圆场”等。而通过这些

形似的程式动作，表现人物神似的精神世界，常常是程式动作的

夸张和强化，即可以以形传神。例如“亮相”作为程式，原本是形

似的，但形成“定格”之后，就得以突出强化，充分地表现出人物

的内心情感。又如“台蛮”、“倒僵尸”、“甩发”、“打出手”等程式，

都是通过夸张了的程式动作，收到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艺术效

果。

戏曲表演艺术的求神似也是由戏曲总体美学特征的写意性

所决定的。“写意”原是中国画中的一种画法，俗称“粗笔”，与“工

笔”相对。原指放纵美的画法，即通过简炼的笔墨，画出物象的神

韵，以表达作者的意向。后来其他艺术借用此术语，遂成为以简

炼的外在手段来表现丰富的内心感情的艺术方法与艺术精神的

美学特征。戏曲表演艺术的“四功”（唱、念、做、打）“五法”（手、

眼、身、法、步）等，都是外形表演手段，而它们均有一个共同的指

向———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所谓“精、气、神”，所谓“气韵生动”

等，讲的都是以神似为“最高任务”。

三、以情带声，声情并茂
“戏曲”，顾名思义，以曲为其主要标志，曲即唱腔，唱腔艺术

不仅是剧种的主要标志，而且也是流派的主要标志。而戏曲赏表

演基本功的“四功”，也以唱功为首。对于过去“千斤道白四两唱”

的艺谚，笔者实不敢苟同，而像京剧《三岔口》那样没有唱腔的戏

曲，只能看作是局部的特例。

所以，从戏曲表演艺术的总体而论，应以唱功为首。而以情

带声、声情并茂，则是指唱功而言的，即在唱腔演唱时，要用人物

的思想感情带动声音艺术，从而达到情声一体、同进并茂的艺术

效果。

当然，要做到以情带声、声情并茂，演员就必须对角色的内

心进行“情感体验”，并寻找到准确的情感表达手段。

戏曲是艺术表现形式审美化的综合性的典型。戏曲融合了

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和武术等艺术元素，是一种时空交

融、视听兼备的综合艺术。它是音乐和诗歌的时间性、听觉性、有

绘画、雕塑的空间性、视觉性、又有与舞蹈、武术相同的以人的形

体作表演为载体的审美特征。演员的表演是创造戏曲形象的中

心，其他艺术因素必须为演员塑造舞台形象服务。文学、绘画、雕

塑、舞蹈、武术、音乐艺术在被戏曲综合时，为适应和完善戏曲的

表现方式和特点，按照戏曲的规律进行了一系列演化，这种演

化，同时就是戏曲艺术表现形式的审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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