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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表演体系之梅派体系研究
牛晓东

一、梅兰芳的生平以及梅派的独特的审美特征

梅兰芳先生出生于一个京剧世家。梅兰芳的祖父梅巧

玲，是中国京剧第一代旦角演员，也是“同光十三绝”之一。伯

父梅雨田是著名的戏曲音乐家，曾被选入清朝宫廷伴奏，梅

兰芳第一次演出成名作<玉堂春>就是梅雨田为他伴奏。父亲

梅竹芬也是一名旦角演员，母亲杨长玉是著名京剧演员杨隆

寿之女，梅兰芳在学业和生活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其影响。

1904年在吴菱仙的推荐下，梅兰芳开始登台表演。不久梅兰

芳终于有幸在当时已经誉满京城的京剧科班——“喜连成”

演出。在“喜连成”搭班的过程中，梅兰芳不仅练就了扎实的

基本功，同时也养成观摩和领悟别人演出的习惯。时间久了，

他自己在演技方面也不知不觉地有了提高。梅兰芳通过搭班

“喜连成”，获得了丰富的演出经验和艺术心得，同时他的表

演也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可。

梅兰芳昆乱并学，文武兼备。不仅主攻旦角，还学习了许

多小生、老生、花脸的行当，在后来他的许多创作中就常常化

用其他行当唱腔、身段、动作，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

就这样，梅兰芳把学习他人的长处看做是一个艺人提高艺术

修养的最好途径，并通过观摩和研究，将前辈艺术家的精湛

技艺和优点特长化作了自己的艺术底蕴，从而丰富了自己的

舞台表演艺术。

梅兰芳甜润的嗓音，美丽的扮相，扎实的基本功和严谨

的台风，使得他在舞台上逐渐崭露头角，开始引起人们的注

目。1911年，在北京举行的京剧演员评选活动中，梅兰芳名列

探花，从此之后，梅兰芳的知名度与日俱增。1913年梅兰芳首

次到上海演出，最终以一曲<穆柯寨>出色的完成了穆桂英这

一艺术形象的塑造，受到了上海观众的热烈赞赏和追捧。

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办首届旦角名伶评选活动，梅兰

芳因功底深厚、嗓音圆润，扮相优美，与程砚秋、苟慧生、尚小

云并称京剧“四大名旦”。在之后的发展与造诣中，成就了梅

兰芳京剧界泰斗的地位。

二、梅兰芳开创的艺术先河对京剧艺术继承
和发展的影响

梅兰芳创立了端庄、秀美的“梅派”旦角艺术，把人物的

个性特征融入在美的形象之中，运用唱腔、念白、身段、舞蹈

等技巧刻画人物的心理状态，将京剧旦行的表演艺术提高到

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在看似平常容易的舞台技巧中蕴藏着深

邃的内涵，被誉为“美的化身”，具有独特风格的梅派艺术也

成为中国京剧的重要组成部分。梅兰芳创男旦独挑大梁的梅

派艺术先河，承前启后、勇于革新，开辟了京剧艺术的新天地，

为京剧艺术的继承、革新和发展作出了里程碑式的伟大贡

献。

梅兰芳对京剧的贡献绝不只是创造了一个流派。而是为

京剧的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结合青衣、花旦、刀马旦等行

当的特点，取其精华，形成了一个新的行当一“花衫”，从他开

始，已经有机而自然地结为一个整体。无论是唱，是念，是做，

是打，梅兰芳都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他的唱工

力求切合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而不过分追求腔调的新奇，所

以显得字正腔圆，明快大方；他的念工感情饱满，柔和而响

亮；他的做工以细腻熨贴、恰合身分见长；他的武工，不但步

法严整，节奏准确，姿态优美，而且透示出一种内在的含蓄。

他有传统京剧的基本功做基础，又有日渐远播的名声，于是

着手排演新戏。梅先生以自己精湛的表演艺术，突破了京剧

诞生以来就以老生为主角、挂头牌的传统，创造了生旦并挂

头牌、甚至旦行独挂头牌的新局面。他是旦行挑班第一人，他

第一个大胆地创排新戏，并取得成功，赢得了内行和观众的

认可，在他的带动下，各个行当纷纷效仿，争排新戏，从而极

大地丰富了京剧剧目。他还对旦角从化妆、服饰、唱腔、表演

以及乐器伴奏等方面均进行大胆改革。梅兰芳的大胆革新尝

试，对推动京剧艺术的革新与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因此梅

兰芳也成了京剧革新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

“梅兰芳对于戏曲艺术的影响还体现在继承的同时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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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改革。革新后的念白可以说是更能表达鲜明的人物个

性，富于情感。如在《宇宙锋》金殿骂秦二世一段，他能从念白

中分出喜、怒、忧、思等，而且口、眼、身、手均面面俱到。”嗨
兰芳还创造了很多不同于传统剧的缓慢念法，在一些戏中使

用的韵白完全成为艺术化了的生活语言，毫无刻意求工的感

觉。梅兰芳的做工与身段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磨练，可以说达

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他的做工总体上突出一个“圆”字，即

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他的表演都能给人一种美好的感受。这些

丰富多彩的程式动作，原是从舞台艺术继承而来，更多的是

一种单纯的技巧表演，梅兰芳早期也带有这些痕迹，但经过

多年的探索创新，表现的更加自然圆满，赋予了舞台表演以

更多的生活内容。梅兰芳还能根据戏中的人物和剧情，设计

出很多美妙的身段，就连戏中人物的出场，也都要服从这个

人物的身份、性格及当时心情等特征。梅兰芳在表情等方面

也有改革与创新。“在《黛玉葬花》里，梅兰芳在饰演时特别注

重面部表情，尽量将黛玉的凄凉身世通过表演表达出来。而

且，他的表演不仅停留在表现林黛玉的弱不禁风和多愁善

感，还重点刻画了林黛玉和没落礼教家庭的格格不入。”@昕

以，他塑造的林黛玉形象不仅做到了形似，更做到了神似。

梅兰芳还不满足于这些改进，为了更好地衬托剧情和角

色的心情，他大胆突破，对伴奏进行改革。为使伴奏乐器的音

色更柔和，在伴奏乐器中加入了京二胡，受到观众的欢迎，也

得到同行的支持和赞美。在后来的实际演出中，不仅丰富了

乐队的表现能力，也将梅兰芳的嗓音衬托的更加甜润清新，

而且使整个舞台的音乐气氛都为之改变。在得到广大观众的

认可和喜爱，以及同行的支持后，京剧旦角戏的演出中，都采

用了京二胡伴奏，这是京剧音乐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梅兰

芳还注意在化妆、服装、舞台布景和灯光等方面进行革新，处

处从美的要求出发。总之，梅兰芳对京剧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京剧在这一时期也成为全国最大的剧种，观众遍布全国，影

响之大是任何其他剧种无可比拟的，而这其中，梅兰芳的名声

最响，影响也最大，是为京剧旦角艺术最高成就的代表。

梅兰芳是中国京剧的表演艺术大师。他所创立的“梅派”

艺术具有平易近人但是又博大精深的特点。梅派的唱腔看似

易学，却难以精通。梅兰芳在舞台上塑造了众多姿态各异的

古代妇女形象，如《宇宙锋》中不畏权势、大胆反抗昏君佞臣

的赵艳荣，《白蛇传》中为追求爱情自由敢于同邪恶势力搏斗

的白素贞，以及《贵妃醉酒》中的杨玉环、《霸王别姬》中的虞

姬。在追求美的艺术创造中，力求传神的刻画中国女性的温

柔、含蓄、高雅，不但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唤起了观众

心灵的美感，博得了广大人民对这些人物的认可和喝彩，从

而成为四大名旦之首、一代艺术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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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的巨大贡献，不仅在于他将京剧旦角的表演艺术

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梅派”，还在于

他从来不固步自封，不断创造革新，使梅派艺术充满活力，使
京剧艺术永葆青春。

三、独具特色的梅兰芳表演体系遵循的美学

原则

梅兰芳一生致力于京剧旦角艺术的改革与创新，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梅兰芳表演体系。他的表演和艺术创作反映了中

国古典艺术的思想，对京剧的改革、创新有非凡的贡献。优秀

而卓绝的天赋，深厚而博大的才气，温柔而敦厚的修养，都曾

在梅兰芳的成长过程中起到它们独特而不可取代的作用，然

而，最重要的，则是艺术生活中的梅兰芳在继承中求发展的

创造精神。

梅兰芳对于青衣行当的改革，总是遵循着一条原则，那

就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在京派固有的文化内涵的基础上

吸收了海派的精华，慢慢改变舞台上的表演程式，既有规范

可循，又不因循守旧，既是对前辈优点的认真师承，又处处体

现出自己的独到创新，这样长年累月、一点一滴的积累，就使

舞台面貌逐渐变更，自己的风格日益明显，而又在不知不觉

当中把观众的审美趣味引导到一个新的境界。梅兰芳把这种

原则上升到了理性的自觉，一生都在为之而奋斗，因此他稳

固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成功的路。这就是梅兰芳一直贯

彻的“移步不换形”的改革原则。

戏曲是以歌舞演故事的综合艺术，这种综合性是构成区

别其他戏剧的基本特征之一。梅兰芳在许多地方都强调京剧

的综合性表演。首先，为了使京剧更吸引观众，他还学习了昆

曲，把昆曲的许多要素融合到京剧中，扩大了京剧的受众，同

时也为京剧艺术增添了新的元素。其次，梅兰芳在王瑶卿的

基础之上，综合了青衣、花旦、刀马旦的表演特点，创造了一

个新的行当——花衫。再次，京剧中包含了丰富多样的艺术

形式与内容，包括文学、音乐、舞蹈、杂技等，多种艺术表演形

式在戏里综合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例如《贵妃醉酒》

中，那些梅兰芳先生表现贵妃的醉态，那些“卧鱼”、“下腰”的

身段就需要有舞蹈和武功的基础。

京剧不像西方戏剧那样具有模仿现实的写实性，它是以

写意手法塑造形象和反映现实的。虚实结合是中国传统戏曲

表演的显著特点。梅兰芳在访美期间，京剧舞台上的简洁朴

素曾给《世界报》的评论员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认为中国人

“在不采用实体布景和道具方面远远超前了我们好几个世

纪。我们花费成千上万的钱财使舞台上呈现实景，而中国人

却用一些常规的示意动作代替了那些笨重的累赘。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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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他们的观众对此已经习惯，凭想象力把他们转换为适当

的场景和行动⋯⋯相比之下，我们则要求演员登场下场时，

台上得有镶板、铰链和门上的球形捏手，真是多么原始而幼稚

啊!”屿西方戏剧相比，中国戏曲正是用这种看似“空白”的布
景和表演，呈现着丰富的故事内容和仪态万千的舞台形象。

高度虚拟化的表演可以引发观众的各种想象和意境，反

映出京剧艺术在处理空间与时间问题上的智慧与灵活性。在

剧场中，一个空荡荡的舞台，在戏里可以当做是宫廷王府或

者是荒郊，一张桌子可以是一张床或者是一座山峰等。这些

场景和道具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性。演员用手做出开门或者是

关门的动作就标示这里有扇门，在台上走三五步就可以表示

千万里。这种虚拟的、写意的表演，受到了很高的评价。

程式化的表演被一些人认为是死板的、类型化的表演。

而梅兰芳精雕细刻的主人公都有自己独特鲜明的感情心理

活动，是相当具体的、典型的个性化的表演。一般来说，程式

化的表演容易拉开观众与戏的距离，而梅兰芳关注的表情动

作则有利于缩短这种距离，在程式化的动作之中加上眼神、

水袖等方面的细微变化，使之传情传神。

表演上的程式化是戏曲高度发展和完善的结果，优秀的

京剧演员自幼年起就接受各种程式动作的严格训练，这样才

能保证以后正式演出的质量和水平。梅兰芳非常重视戏曲的

程式性，多次指出没有扎实的幼功打好基础并坚持不断的练

功就演不好程式化的许多动作。梅兰芳一生的戏曲表演中，

先是充分的继承，以后是侧重于大胆地、大量地改革和创新，

最后是把二者高度的结合起来，即是用传统的程式化表演形

式把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内容折射出来，他的表演艺术

可以说是“真、善、美”的统一。正如阿甲先生的《戏曲表演论

集》中所提到的“程式不是符号，它是形象创造的结果，又是

形象再创造的手段，它和生活，是对头也是一家。”梅兰芳很

好的理解了这句话的精髓，他通过对程式的再阐释，驾驭了

一个个鲜活的角色形象，如《贵妃醉酒>中，表现杨玉环喝醉

酒后的状态，他舞蹈的稳稳地节奏，不温不火的表演，将杨贵

妃醉滔的状态和心境得以酣畅淋漓的展现，这种表演身段的

程式也是最讲究表现力而又合乎美学要求的。

四、梅兰芳戏剧表演体系作为中国戏剧表演

艺术和流派传承的审美规范

中国现代剧作家黄佐临等根据其演剧的艺术风格特征，

把梅兰芳戏曲表演体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并列

称为“三大戏剧体系”，而梅兰芳表演艺术的基本风格特征，

是一大批戏曲表演艺术家，以及中国戏曲表演艺术风格特征

的集中体现。

在笔者看来，之所以将梅兰芳体系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体系以及布莱希特的表演体系相媲美，是因为他的表演风格

符合中国戏曲的本体特征，中国戏曲以美为真，具有综合性、

虚拟性和程式性的特点。他和西方的戏剧写实的表演手段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戏剧表演要注重体

验，认为演员在表演的过程中，要试图成为角色，主张演员的

表演要真实，尽可能地还原现实生活。布莱希特所代表的体

现派认为，在戏剧舞台表演的过程中，演员不仅要成为角色，

而且还要高于角色，基于这一点，他强调演员在塑造舞台形

象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不断审视自身的

表演，如何更能贴近观众，走近角色。与这两者不同的是，梅

兰芳认为中国戏曲是一门载歌载舞的艺术，无声不歌，无动

不舞，它讲求演员在塑造艺术形象的过程中还要达到演员与

观众的共鸣。在他的舞台生涯中，我们窥探出很多的艺术表

演手段都印证了他的这一美学观点。“打背供”的运用以及对

间离效果的审美构建等等，都极致的体现了中国戏曲美的一

面。梅派青衣，贯穿着“天圆地方”的审美取向，给予观众典

雅、高贵、大气的审美感受力。

梅兰芳的表演体系符合了中国戏曲的独特的本体特征，

也符合了中国观众含蓄内敛的审美风格，因而在梅兰芳的一

生中创造的经典绵延不绝，受世人慨叹。随着时代的发展，历

史的蔓延，许许多多的后人在拜梅兰芳为师学艺，使得梅派

艺术经久不衰，屹立于中国戏曲的舞台上。其中，又涉及到了

对梅派艺术的继承发展的问题，现在许许多多的演员，都在

学习梅派的唱腔，学习梅派的程式性动作，但是往往很多人

只是学到了一种技艺，却无法从中真正的领会梅派的精髓。

曾看到许多场次的梅派弟子的表演，有些演员只是一味的学

习和模仿，有的也在尝试着改革和创新，但在笔者看来，如果

仅仅是停留在形式层面的改变只会让梅派艺术遮上晦涩的

纱帐。

一次，观看一位非常出名的梅派弟子表演的《贵妃醉

酒>，也许是适应了梅派的表演的平缓节奏，当演员开始喝酒

赏花的时候，有个下腰的动作，演员先下腰也就七成功力，等

到了十二点的位置的时候才真正的将腰功展现出来，能看得

出演员这样改革的用心良苦，但是却总感觉在舞台表演的过

程中，节奏感不是很流畅，很突兀，很生硬。还有一位演员在

表演《霸王别姬》的时候，虞姬舞剑也讲求身段舞蹈的功力，

虞姬的服饰和两把剑之间总是会出现“牵连”，所以一个演员

的利索，在于这一套动作的流畅。那么讲求动作的流畅的同

时，问题又容易出现了，作为一个非表演专业的观众，往往眼

神和关注集中在演员这双手武动剑的美感享受。但试比较梅

兰芳先生的舞剑，不足的是脚底的节奏感和稳健度。因此，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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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感觉节奏感又有似乎多多少少的问题。

目前，提及梅派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还是比较广为流传

和让受众喜闻乐见的。梅派艺术流传至今，已成为戏曲艺术

的一个典范。这是综合而言的一种高的评价。戏曲是综合的

艺术，不同于话剧艺术的表演，它综合了唱念做打的各个表

演手段，梅派青衣艺术的精髓也正在于此，唱念做打样样旖

旎大方，中正而又合规范。所以在流派传承的今天，我认为演

员也要戒骄戒躁，拿出像梅兰芳那样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养

鸽子，练眼神，练跷功，走台布的艺术境界，方能舞台上的一

举一动为演员说话。如今，一个三两岁的孩子在舞台上惟妙

惟肖地唱两句曲，评委就能夸赞看到了他的未来。这种现象

还是值得深省和反思的。所以，流派的艺术传承，我们追求高

质量的炉火纯青，尽可能从唱、念、做、打各个领域全面的汲

取精华。

五、在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梅兰芳的海外之行在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融过程

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使中华民族的戏曲文化通过梅兰

芳这一桥梁而得到许多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和敬仰。梅兰芳是

中华文化的一个符号，世界人民对梅兰芳的肯定，也就是对

中华文化的肯定。中国京剧的一代宗师梅兰芳，不仅是把京

剧旦行表演艺术推向巅峰的艺术家，还是第一位把京剧介绍

到海外的文化使者。梅兰芳曾多次赴日本、美国、苏联等国访

问演出，让中国京剧这朵东方艺术之花亮相于世界舞台，跻

身于世界戏剧之林。

清政府经过“康乾盛世”之后，便开始走向衰败，后来又

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等一系列灾难，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引以为豪的北洋水师全

军覆没，彻底输给了日本。虽然中日两国之间有着相似的文

化背景，但是日本人对中国也采取了十分鄙夷的态度，他们

在骨子里瞧不起中国人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而1919年梅兰

芳悠扬悦耳的唱腔和婀娜多姿的舞态吸引了日本观众，一时

间，许多日本演员竞相模仿他的扮相、手势、眼神和舞蹈动

作，许多日本观众都对他精湛的艺术修养赞叹不已，让他们

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人和中国传统文化，还在共同的文化底

蕴中实现了彼此间的文化交流。

由于文化背景差异较大，来自欧美国家的观众想要看懂

陌生的中国京剧并非易事。在民国之前，他们来到中国，没有

人爱看中国戏曲，同样也不愿进戏园。但是在梅兰芳和许多

同时代的京剧艺术家的不懈努力下，外国人开始走进戏园，

欣赏以至于开始痴迷中国京剧。从此，中国京剧得以进一步

一18一

走出亚洲。并广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观众认识和熟知。

1930年梅兰芳开始率团访问美国，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时代

创造了艺术的奇迹，“梅兰芳热”席卷了整个美国，震动了全

世界。同京剧在日本的成功演出不同，美国和日本虽然同是

外国，但是日本大和民族的文化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而美

国属于西方文化，可以说，他的表演沟通了中西文化，促进了

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和平友好，取得了卓越的成功。

梅兰芳的美国之行在今天看来是中国东方古典艺术在西方

世界的一次展示，是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京剧艺术对西方

观众的一次征服，对于戏曲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具有积极的意

义。

一百多年以来，由于我们国家积贫积弱，饱受西方列强

的侵略，所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一直被许多外国人所鄙视，许

多中国人也认为贫穷落后是民族文化造成的，在这样的文化

心态下，我们对许多西方文化一直采取的是拿来主义的态

度。1935年，梅兰芳应苏联方面的请求，开始赴苏联做访问演

出。在苏联演出期间，受到苏联文化界的热情接待，同时还做

了关于中国戏曲艺术的学术报告。会见并结识了苏联著名戏

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自此，中国传统的戏曲

文化在西方戏剧界引起轰动，许多人还纷纷效仿和学习梅兰

芳表演的身段和手法，他们对于中国戏曲艺术和梅兰芳的表

演，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把精美的梅

派艺术留在了人间。如今，梅兰芳三个字已经成为后来人眼

中的一段传奇。从戏曲艺术的发展历史来看，梅兰芳起到了

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他将中国戏曲艺术的精华集于一

身，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推陈出新，把京剧旦角行当的演唱和

表演艺术水平推向新的境界，进而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梅

派艺术。另一方面，他在国外的成功演出，不仅吸引了大批普

通观众，使他们通过京剧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魅

力，而且使其表演体系成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一而首次进

入国际戏剧界的研究视野，其深远意义是难以估量的。梅兰

芳这个名字不但和京剧密不可分，甚至也已经成为了京剧艺

术的代名词。

注释：

(D涂沛、苏移：《京剧常识手册>，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年版。第169页。

(多李维一：<京剧与梅兰芳》，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

版，第112页。

(萤李维一：<京剧与梅兰芳>，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

版，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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