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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传统美学视角下的京剧“杨派”

名剧《文昭关》

王德成

人到中年，岁月沉积，历经世事沧桑，心境越发

闲淡泰然。对于音乐，或激荡者、或平缓者、或抒情

者。听来虽有悦感。却难以引发心灵共鸣。唯独对于

京剧之爱，却是与日俱增。夜深人静时，一盏灯、一

杯茶，闭上眼睛细细聆听一段杨宝森先生的《文昭

关》，那意境、那韵律、那声腔，魂牵梦绕，引发感慨无

数。因此，也就常常沉思，京剧，这一大美尤物，从老

祖宗那里一辈一辈传承至今，究竟浸润了华夏古人

怎样的情趣、怎样的喜好、怎样的审美取向呢?现以

中国古代美学视角品评京剧杨派名剧《文昭关》。

凄美的月下禅境

京剧《文昭关》讲述的是春秋末期吴国大夫伍子

胥，因遭楚太子少傅费无忌陷害，父、兄均为楚平王

所杀，伍子胥被迫出逃吴国借兵，发誓搞垮楚国，报

仇雪恨。在逃离楚国途中。路阻昭关，恰遇隐士东皋

公搭救，被他隐藏于自家后花园中，一连七日，最终

在东皋公帮助下，成功逃往吴国。在京剧世界里，关

于伍子胥的故事可以从《战樊城》一直演至《刺王

僚》，算是一出整本大戏，总称为《鼎盛春秋》，或《伍

子胥》。其中，《文昭关》是其全剧的核心场次，也是

最有看头的一出老生唱功戏．作为折子戏经常单独

演出。其中的第二场“叹五更”是这出戏的核心唱腔，

也最具美学价值部分。特别是从“二黄慢板”到“二

黄快原板”的板式组合唱腔，更是杨派声腔经典中的

经典。所以，仅以第二场“叹五更”唱腔作为实例剖

析。

在第二场的开场，伍员在[阴长锤]的伴奏下上

场，看过既晚的夜色后，情绪焦躁。先以几句[西皮流

水]起唱：“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腰中

枉挂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随后以几句话白作

为铺垫：“幸遇东皋公，将我隐藏后花园中，一连几

日，并无动静，今日又是一天，好不愁闷人也!”人物

上场后，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人物的心境一一交

代，随后，一更鼓打过，时序进入深夜，明月高挂，一

副充满意境的古画徐徐展开。

月光如流水般静静地洒落在这一片雕镂画栋、

青砖灰瓦的古街上．洒落在庭院内的竹叶和繁花上。

墙外的更鼓与花树下的虫鸣隐约呼应，更加剧了小

城月夜的静谧。寻常人家已安闲入睡，而惨遭满门抄

斩，仓惶逃离，隐藏友人家中的伍子胥，却是孤形吊

影，肝肠寸断。再加之一连七日，逃脱无计，更让他内

心焦灼。接下来的“二黄慢板”唱段，进而宣泄出伍元

复杂心境的大段内心独自。“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

心中似箭穿。”舞台造境和唱词词境共同营造出凄美

的月下禅境，相互映衬，把观(听)众带入无限遐思。

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开篇即说，“词以境界为最

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

所以独绝者在此”。

可以说，这一场戏中，好的意境是它成为经典的

基础。我们知道，“意境”是中国美学中具有民族特色

的范畴之一，它指的是诗(词)、画、戏曲以及园林等门

类艺术中，藉借匠心独运的艺术手法熔铸所成情景

交融、虚实统一、能深刻表现宇宙生机或人生真谛、

从而使审美主体之身心超越感性具体，当下进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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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广阔空间的那种艺术化境。中国美学常以意境之

有或无，来衡量艺术品的美丑或成败。意境说尽管在

明清时期才成为美学范畴，但它的形成背景可以上

溯至先秦道家、魏晋玄学以及隋唐佛学。在这段唱

词中，前两句借景抒情后，接下来，便是四句叙事，随

后是以排比方式的再抒情，把感情引到高潮。主人

公翻江倒海的内心世界．与墙外的清静月夜形成强

烈反差，大大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多变的阴阳虚实

尽管美学学科诞生于西方国家．但中国的美学

思想并不落后。“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第一个把可

言说的“道”，经过理性思维抽象为恒常之“道”，并赋

予其哲学最高范畴的地位。《老子》第二十五章日：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

而不怠，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日

道。”在老子看来，“道”是宇宙的本体，也是美的本

体，他的本质是一种超感觉的非物资性的绝对——

无，也即虚，它既包容一切，又不见一切。“老子所描

述的‘道’，顺应自然以达到最为完美合理的境界，无

意中正触及到美、审美和艺术创造的一个重要特征，

即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有与无、虚与实、动与静的辩

证统一，恰是艺术和审美的真谛。”以儒家思想为主

旨的《易传》，建立了“弥纶天地之道”的思想体系。

《系辞上传》日：“一阴一阳谓之道”。立天之道曰阴

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它吸纳道家和阴阳家的

思想对后世美学中对自然美和艺术的起源、本质及

形式美等问题的诠释。中国书法是世人公认的中国

文化中一门很高的艺术种类。而中国书法作为一种

艺术形式，在数千年的传承发展中无不渗透着“一阴

一阳谓之道”的哲学思想。”正如老子所言，有无相

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

相随。恒也。正是这种对立因素的相互作用．促成事

物向反方向转换，形成了事物的运动发展。”这就是

说，阴阳观在艺术领域的应用．体现了古代人顺应自

然变化的思维亦或是审美取向。具体到某一个审美

主体，它表现出的是动感、生动、传神。王羲之《笔阵

图》云：“为一字，数体俱人，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

别，勿使相同。”又：《兰亭序》中“之”字笔笔不同。

“故艺之要诀在于避同求异，犹如人之眼神，目视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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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时时不一。奏乐亦然。一音既出，即求变，音音相

连，妙变其间，即使演奏音阶，亦须与稳定中力求其

变，奏时心中快乐怡然，其妙无穷。若音音相似，千人

一面，形如算盘子，则艺之大忌也。”

虽然中国戏曲的发端、发展、成熟，远不及书法

那么源远流长，但在审美情趣、审美取向上却有许多

相同之处。比如；京剧里的阴阳虚实、强弱快慢、动中

寓静、静中寓动等，都与书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苏

国荣把中国戏曲舞台形象地称之为“太一舞台”(苏

国荣《戏曲美学》)。太一是老子之道的别名。《吕氏

春秋》解释为：“太一生两仪，两仪生阴阳”。受古代阴

阳哲学的影响，强弱、虚实、快慢等各种方式的节奏

变化。可谓比比皆是。马连良、梅兰芳等大师在表演

和演唱上都是巧妙运用节奏的高手。而在《文昭关》

这出戏里，恰到好处的节奏运用，大大增强了它的艺

术感染力。

首先从唱腔板式上看，一开场伍子胥上场．首先

一段(西皮流水)唱腔“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

油煎，腰中枉挂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简洁明

快，渲染气氛，表明主人公焦急的心态．也为接下来

的核心唱段做好铺垫。皓月当空，夜深人静，一板三

眼的“二黄慢板”开唱。平缓的节奏，与时序相合，与

思绪相合，与心境相合。安眠片刻，主人公的心绪由

悲凉、焦灼，转为愤慨难平，此时，非快节奏难以合

拍，因此，连续两段的(二黄快原板)从“心中有事难

合眼”到“鸡鸣犬吠五更天”可谓淋漓尽致。因此，这

种唱腔板式设计，使大段唱腔富有变化而不拖沓，可

谓精心。

而从具体唱腔来分析，整段(二黄慢板)，从“一

轮明月照窗前”到“今夜晚怎能够盼到明天”．每字每

腔的阴阳强弱尽皆体现。笔者在学习这段唱腔时，导

师也特别注重引导，要把抑扬、顿挫、阴阳、强弱、快

慢、轻重、缓急体现出来。这就是老辈们常说的“劲头

儿”。

《文昭关》二黄慢板曲谱

再比如，在节奏变化上，起唱首句“一轮明月”中

的“月”字，从“中眼”起唱后，以正常的一板三眼的节

奏唱腔尾音落到板上，因为板起板落是二黄唱腔板

式规范和风格特点，然后，在唱接下来的一板三眼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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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下一板的板头，节奏要稍稍搬慢一点唱。再比如．

“到吴国借兵回转”中的“国”字，以正常节奏在末眼

起唱后，从下一个一板三眼至再下一板的板头和头

眼，节奏要稍稍往后搬一点，以突出强调这一个关键

字。类似这些地方的处理，可以使唱腔更加出彩。这

一段唱腔中，最为出彩的是四个排比句“我好比哀哀

长空雁，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我好比鱼儿吞了勾

线，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首先从腔势上，是

按阳一阴一阳一阴的节奏安排的，为加重对比。体现

伍子胥此时此刻极度悲愤、极度无助、乃至极度消极

的心境，在唱第三个“我好比”时．强调要“气沉丹

田”，把“线”字唱的低沉浑厚。继尔将第四个“我好

比”，节奏稍稍放慢，形成抑扬、顿挫、虚实、强弱、快

慢、轻重、缓急对比。在整个这段二黄慢板中．放慢节

奏演唱的就有四五处。如果唱平了，那就成了一道

淌。而虚实原理的运用除在唱腔中体现之外．在剧情

上也有体现，比如，从夜幕降临到五更天，实景是伍

子胥用唱念所体现出的翻江倒海的内心思绪变化．

虚景是他的由黑变白的胡须。实景是时时刻刻展现

给观众的，虚景则是与实景同时发生，却并不随时交

代，只待最后才从东皋公口中说出，“将军，为何一夜

之间须发浩然了?”将军，一夜之间为何须发皓然了

这是化解伍子胥忧愁的关键。这样，一明一暗一实一

虚的运用，大大增强了戏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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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美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源于道祖老子。老子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

为法则．“道”则纯任自然。自然而然就是“道”的法

则。老子的这一思想，被庄子进一步阐述提炼，后被

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

系，并由此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天人合一

被视为中华民族一切艺术作品的最高境界。

“天人合一”的思想源于道祖老子。老子讲“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以地为法则，

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道”则纯任自然，

自然而然就是“道”的法则。老子的这一思想，被庄

子进一步阐述提炼，后被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发展为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成了中华传

统文化的主体。天人合一被视为中华民族一切艺术

作品的最高境界。

《文昭关》这出戏，之所以贴上杨派标签，恰恰暗

合了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可以说杨宝森之于《文

昭关》，就如同马连良之于《借东风》《淮河营》，谭富

英之于《战太平》《定军山》，都成为各自艺术流派的

代表作品。杨宝森出身贫寒，演艺道路也颇为不顺，

正如很多人对其评价，他的确是死后才红起来的，身

后的无上荣耀凸显出生前的寂寞，他以谭(鑫培)腔

入，以余(叔岩)腔出，避开余叔岩的立音和脑后音唱

法，(杨先生多以降E调门演唱，而正宫老生的调门

则是G调)充分发挥自己中低音厚实并略带沙哑的

特点。利用低部位喉腔、胸腔共鸣，独辟蹊径，创造出

剧 评

了以低沉苍凉为主色调的杨派艺术，“他行腔与吐字

力求稳重苍劲。不浮不飘。于细微处体现丰富的旋

律．细腻而不琐碎”可以说杨先生将低调门发挥到了

极致。《文昭关》“一轮明月照窗前”大段唱腔，似乎天

生就是为杨先生所准备的，人生的坎坷和有别于其

他戏剧演员的文化修养使杨宝森身上具有一种旧时

代文人的气质。细听他的唱段，总有一种怀才不遇的

悲愤之情，这就如同他所饰演的角色。“一轮明月照

窗前”大段唱腔是伍子胥在深夜的内心独自，此时的

他，为报仇忧心急如焚终于一夜之间须发皆白，杨先

生的嗓音略带苍老而嘶哑，唱腔情感真挚而强烈．一

唱三叹，意境深邃，唱段的前一半是二黄慢板，情绪

相当压抑而愤懑，后一半转为二黄快板，此时胸中的

悲愤终于喷发而出，再也无法抑止，已分不清是伍子

胥还是杨先生在哀叹自己的遭际，尤其是他身上所

带的那种旧时文人的激愤不平之气和怀才不遇的落

魄更是与角色融合的天衣无缝，这些都是颇能引起

听众共鸣的。

一如前述，《文昭关》这出戏并非始于杨宝森。然

而，此剧在他手里多有创新，以致成为他的戏宝，亦

是后来杨派老生必学必演的珍品。正如前辈所言，京

剧要讲究“会通精化”，这其中的“化”，即是化境，也

就是“天人合一”，这是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文昭

关》这出戏，此情、此境、此人物、此演员，天作之合，

融于一体，成就了《文昭关》，成就了艺术宝库中广为

传唱的经典之作，也成就了一代京剧大师杨宝森。

(作者单位：山东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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