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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其实《空城计》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其结局也是人尽皆知，但人

们却不厌其烦的看了又看，传唱其中的精彩片段，品味其中的艺术情趣，

体会人物的特殊境界与心情，充分说明其艺术含量远远超出了故事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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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京剧《失·空·斩》概述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为诸葛亮设计了“空城计”这一神秘战

术，在文学上制造了一个极大的悬念。司马懿大军压境，诸葛亮坐镇的西

城又毫无防御力量，时间紧迫，诸葛亮要如何应对？正是这一悬念吸引着

前辈艺术家们绞尽脑汁、呕心沥血，精心创作了京剧演出剧本《空城计》，

完美再现了小说中的情景，准确阐述了当时人物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情境。

提到《空城计》，人们普遍认为，是诸葛亮用空城计吓退司马懿，保西城安

然无恙的一出。但笔者认为，故事的发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不仅只包括

当时发生之事，还应有前因与后果。《空城计》的前因便是街亭失守，由此

导致西城受到威胁，诸葛亮不得已用空城计，最后马谡被斩等一系列后

果。所以整部《空城计》应包括《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三出。事实

应是如此，少了前后两出，《空城计》就少了前因与后果，观众看着也不尽
兴。《失?空?斩》是京剧传统保留剧目，剧情讲述了蜀汉与曹魏交兵，街亭
守将马谡不听诸葛亮部署，致使街亭失守。魏将司马懿去了街亭之后，即
进逼咽喉要地西城。当时的西城兵力空虚，诸葛亮急中生智乃设空城计，

将城门洞开，命老军在城门口打扫街道，自己则在城楼饮酒抚琴，神情泰
然的等候敌军到来。司马懿见状疑有伏兵不敢进城，退兵四十里，等待观
望。恰逢赵云归来，空城之危得解。

二、京剧《失·空·斩》的板式特点

在小说中，作家用一排排的文字符号讲述故事，它不受时空限制，场

景变化自由灵活。而戏剧则是具体形象的舞台表演，要用立体的视觉听

觉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就要求剧作家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演绎

复杂庞大的故事情节，用音乐、节奏、唱腔板式等有限的因素诠释无限的

意境。这里的内容即是剧情，形式即是用来表现剧情的一切音乐因素。换

句话说，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即是音乐内容与戏剧内容的统一，音乐节奏与

戏剧节奏的统一。只有达到完美的对应统一，观众才能完全沉浸在艺术

美的享受中，而不去在乎剧情的俗套与新颖，仅仅将其作为音乐的载体。

板式变化推动剧情的开展，不同的板式，诸如散板、慢板、原板、快板等又

反映了不同的戏剧情绪和戏剧节奏。板式的灵活多变是从戏剧的逻辑出

发的，要符合人物情绪和戏剧情绪变化，反映戏剧内容和剧情及人物的叙
述刻画。《失?空?斩》中大的唱段并不多，但却是剧作家根据特定故事情节
与人物情绪，巧妙安排了相应的唱腔板式。其唱腔自然贴切，既符合戏曲

音乐中“散—慢—中—快—散”的节奏布局，又能充分发挥唱腔板式的作

用来配合剧情开展。其实《空城计》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其结局也是人
尽皆知，但人们却不厌其烦的看了又看，传唱其中的精彩片段，品味其中

的艺术情趣，体会人物的特殊境界与心情，充分说明其艺术含量远远超出
了故事情节。

三、音乐内容与戏剧内容的对应性分析

（一）《失街亭》音乐内容与戏剧内容的对应性

全出《失·空·斩》的展开，从《失街亭》的诸葛亮坐帐、点将开始。《失·
空·斩》中的戏剧冲突主要由诸葛亮、司马懿、马谡三人形成。诸葛亮作为

中心人物，为其安排了大段的重要唱腔。因为戏中表现的是晚年时期的
诸葛亮，所以唱念之中都要体现他的沉着、稳健和练达。诸葛亮的性格特
征是足智多谋、临危不乱，这些都反映在唱腔的音乐形象塑造上。此时用

的是【西皮原板】“两国交锋龙虎斗”，节奏平稳、旋律舒展，恰好与细心叮

嘱的感情相对应。在诸葛亮语重心长的叮咛之后，马谡得意的唱了一段
【西皮流水板】，这段流水板鲜明的表现了马谡那粗犷豪放又自高自大、言

过其实的性格，为后面的街亭失守作了性格上的铺垫，同时也使诸葛亮心

中有了些许担忧，随后便是诸葛亮的【西皮摇板】，其唱词虽含有隐忧却也
有期待成功的意味，表现出诸葛亮那副掌控全局的神态。

（二）《空城计》音乐内容与戏剧内容的对应性

《空城计》是全剧中的重点，主要唱段也安排在这一出里。在唱腔板

式上，开始用的是【西皮摇板】“我用兵数十年从来谨慎”和“小马谡失街亭

令人可恨”，两个摇板突出表现了诸葛亮错用马谡的悔恨，和失街亭后的
无奈与自责。在与二老军对话时，用的是节奏自由、紧打慢唱的板式结构，
面对司马懿大军压境诸葛亮心中不免慌乱，却表现出一幅从容不迫、成竹
在心的神态来稳定军心。紧打慢唱的【摇板】恰好配合内紧外松的心理状
态，符合此时的人物情绪和戏剧情绪。
（三）《斩马谡》的音乐内容与戏剧内容对应性

《斩马谡》是全剧的高潮，全剧的戏剧冲突与矛盾在此时达到顶峰。

一开始诸葛亮有一段【西皮摇板】“算就汉室三分鼎”，短短两句话却表达
出诸葛亮内心的气愤、激动、悔恨等一系列复杂的感情。在王平一段“心

惊胆颤”的【西皮快板】之后，安排了诸葛亮的【西皮摇板】转【快板】。摇板
仅一句，确是全剧中唯一的一句高音拖腔。“街亭虽小，干系重大”，但马

谡却不听告诫，导致了军事上的重大失误，诸葛亮是又气又恨，将压抑了

全场的怒气在此时爆发出来，其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作为最后一出戏，《斩马谡》不仅仅是全局的高潮，它最大的特点是刻

画了诸葛亮鲜明的人性。在这一出戏中，诸葛亮与马谡互相叫了两次【叫
头】，而诸葛亮前后共有三回【哭头】。最后两段【西皮散板】“见马谡只哭

得珠泪洒”和“我哭一声小马谡”突出表现了他对斩马谡的不忍，和失去马

谡后的痛心惋惜之情，同时也反映了他坚持原则，不感情用事，正直、严肃
的秉性。此时已是戏剧结局，所以用了自由散慢的散板作为尾声。

总体看来，剧中整个音乐形象的设计和戏剧内容及人物在戏中不同
的感情变化是非常对应统一的。唱腔布局合理，各种板式运用恰当，既丰
富又不重复，重要的是音乐内容符合戏剧内容的发展变化。《失?空?斩》的
剧情紧张、激烈，人物情绪也处在一种紧绷的状态之下，所以《失?空?斩》
自始至终只用了【西皮】这一种腔调，其曲调明快、活泼，唱腔刚劲有力，适

合表现跳跃、坚定、愤懑的情绪，整体上与戏剧情绪和戏剧情节的发展相
对应。

结 语

京剧《失·空·斩》中的板式运用是严格按照戏剧情节的轻重缓急，以
及戏剧节奏的浓淡疏密来安排的。唱腔、板式的安排，对应戏剧情节的发
展变化，准确刻画人物形象的同时，充分展现了戏曲艺术的魅力。剧目中
不管是突飞猛进的戏剧情节，还是层层递进的心理刻画，都体现了板式运
用与戏剧节奏的对应统一。《失·空·斩》是京剧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自
京剧形成以来就流行于京剧舞台，成为传统京剧的保留剧目，尤其成为老
生剧目中的经典之作，其中的优秀唱段传唱至今。《失?空?斩》之所以赢得
人们广泛而长久的喜爱，究其原因，是因为其音乐与剧情、形式与内容的
完美统一，加上演员的独特表演，使小说中的故事内容用音乐的形式完美
的表现出来。《失?空?斩》中对于不同戏剧情节与人物情绪的板式运用与
安排，很值得当前的戏曲编剧与导演们借鉴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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