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首作品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和表现手法。笔者将现有

的三种音响资料进行了对比赏析。

1、在速度上，《儿童版》较慢，全曲为2分23秒，

速度变化较少，而《布伦德版》和《(曲式版》较快，时

间分别为1分41秒和1分38秒，速度变化丰富细腻。

2、在力度的处理上，《布伦德版》更为独特，将第二

插部处理为弱奏。3、在踏板上《儿童版》使用谨慎，

大致同《名曲版》的标记；《布伦德版》踏板使用最频

繁、最丰富，甚至在第一插部也大胆的用上了踏板。

《曲式版》的踏板运用较《儿童版》丰富，但较《布伦

德版》少。4、在第二插部后面的经过句处理上，《儿

童版》较慢，无多大强弱变化，而((布伦德版》速度

较快，并有渐快，渐慢的变化。而《曲式版》速度更

快，力度较强。5、从音乐气质上讲，《儿童版》显得

温文尔雅，十分内秀。但略显呆板。《布伦德版》的音

乐更具迷人的浪漫气质，听起来更具。贝多芬”化。而

《曲式版》比前两者更加热情、大方，呈现给观众的是

另一幅“爱丽丝”的面孔。通过对比，虽然三种音响

资料在速度、力度、踏板等方面有着不同的处理方法，

但从整体上看，三种版本都忠实于作品最初的风格，

并体现出了作曲家本身的意图。

众所公认，贝多芬是一位音乐史上承前启后的大

师，一位天才的作曲家，他“集古典之大成，开浪漫

之先河”，他性格急躁、直率且桀骜不羁。那么此曲应

是立足古典还是多些浪漫呢?另一方面，贝多芬在创

作此曲时是以音乐描绘“爱丽丝”形象为主，还是更

侧重抒发对爱丽丝的浪漫情怀昵?贝多芬心目中，爱

[音乐理论】

丽丝是具有古典的美，还是更具浪漫的气质呢?这些

问题，应该说才是最终演绎出符合“贝多芬”心中的

爱丽丝之关键所在，然而犹如文中开始所述，史无详

细记载，难以找到标准答案。也许正因如此，才使得

这首作品且给予了后来人足够大的二度创作空间，以

致出现如此多的版本及各具风彩的“爱丽丝”形象。

其实，此曲表现出来的作品二度创作的疑惑，可

以说是一个极其普遍的问题。我们在对一首作品进行

演绎时，既要研究和对比不同版本的乐谱，更重要的

是要仔细研究和分析作品的创作背景、作曲家的创作

风格、艺术特色以及作品所要表达的主要内容，在准

确把握作品的基本风格和主题思想的基础之上，在具

体的演绎过程中，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手法，“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塑造出令人信服同时又颇具个性的音

乐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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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梅兰芳的戏由理论贡献
王 岩

梅兰芳以其精湛的表演艺术形式，被世人尊称为

“梅派”，同时被视为二十世纪中国京剧史上的一座丰

碑。梅兰芳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表演实践领域，他从

多年的表演经验中探索、总结、归纳出许多表演心得、

体会和重要论述，大部分集中于梅兰芳叙述，许姬传、

朱家浯等人记录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和梅兰芳本人

所著的《梅兰芳文集羚。在这一方面，学术界有过一些

理论著作，但多是用传记的方式来记录梅兰芳的从艺

生涯，其表演方面的贡献居于主要的位置，而对其戏

曲理论方面的贡献则多是附带谈到，涉及甚少。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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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著作除上面谈到的《舞台生活四十年》，还有李伶

伶著的《梅兰芳全传》、任明耀著的《京剧奇葩四大名

旦》、李仲明著的《梅兰芳的梅风兰韵》、成喻明的((梅

兰芳画传》、李仲明和谭秀英著的《梅兰芳》以及梅兰

芳著、梅绍武、梅卫东编写的《梅兰芳自述》等，其

中值得提及并加以关注的是徐城北先生的(《梅兰芳三

部曲》，这些著作将梅兰芳的艺术成就以及梅兰芳现

象置于二十世纪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之中，分析其

身上所具有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大部分篇目用于记

录梅兰芳的艺术经历，在艺术理论方面的关注较少。

而另外一些专门研究梅兰芳艺术理论贡献的文

章，大多只研究其某一个方面的理论，比如宁殿弼的

《梅兰芳改革京剧的艺术理论概观》、葛士良的《梅兰

芳戏曲教育思想初探》、刘厚生的《梅兰芳演剧思想探

索之一要善于辨别精粗美丑》、骆正的《梅兰芳与戏曲

表演心理学》等篇目，未能对梅兰芳的艺术理论进行

系统的阐述。

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综合分析，将梅兰芳

在戏曲理论方面的贡献梳理为有关戏曲本质的论述、

有关戏曲表导演的论述、有关戏曲演员培养的论述、

有关传统戏的改革和移植的论述以及有关戏曲观演关

系的论述五个方面，在下文中进行详细阐释。

一、梅兰芳有关戏曲本质的论述

(一)不宜布景

在《关于表演艺术的讲话》一文中，梅兰芳首先

谈到“戏曲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包含着剧本、音乐、

化装、服装、道具、布景等等因素。”他认为每个方面

都很重要，并在《和河北跃进团学生谈学戏》和((与

西安戏曲界谈艺》两篇文章中分别具体谈到了化妆和

布景两方面的认识。梅兰芳的这一观点恰恰切中了京

剧表演重写意的核心美学思想。梅兰芳在四十多年的

舞台生活中，用布景占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可是经

过不断探索和观众的反馈，他认识到布景并没有给表

演增色，反而可能是累赘或者影响表演。

(二)“在一定范围内是允许你自由活动的”11I

梅兰芳在《和河北跃进团学生谈学戏》一文中谈

到戏曲表演程式和规律的理论。他认为：

戏曲艺术有着它自己的一套表演程式和规律，我

们首先要掌握了这个程式和规律，配合着剧中人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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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灵活运用⋯⋯换句话说，在一定范围内是允许你

自由活动的，最紧要的是要跟戏紧密结合才行。【2】

梅兰芳的这个理论是1 935年在苏蹉演出时听到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中国戏曲的评价而阐发的。斯氏

认为中国戏曲表演是“有规则的自由动作"【引。梅兰

芳的这一理论说出了一点与众不同之处，他说戏曲虽

有程式性的特点，可是我们却常常忽视了戏曲在程式

性的同时还具有其灵活性。它是可以在固定的程式范

围内有自己的发挥创造的。

(三)“使观众有一种‘适度感⋯141

梅兰芳在观看日本歌舞伎时有了感触，在《再谈

日本歌舞伎》一文中提出了戏曲舞台表演应是日常生

活的艺术加工，给观众“适度感”的观点。这一观点

虽然是对日本歌舞伎的感受，但它启发了梅兰芳对戏

曲艺术的思索。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评价梅兰芳的表演

艺术时所说的中和之美，不温不火，达到化境。

二，梅兰芳有关戏曲表导演的论述

(一)“导演和演员之间的相互启发”151

关于戏曲演出中导演所起作用的问题。梅兰芳以

自己多年的演出经验作为参照，认为导演制度有利于

把握全剧，设计总体构思，有利于演员体会角色。同

时他又提出在尊重导演意见的同时，要发挥演员的主

观能动性。因为在塑造角色方面，演员毕竟有更加丰

富的演出实践和舞台经验，在处理细微的表演问题

时j应该有自己独到之处。这种群策群力，重视导演，

又强调演员重要性的见解，对于我们今天的戏曲剧目

创作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体会角色在不同情节中的情绪

梅兰芳关于角色塑造方面的经验，以《宇宙锋》

为例进行总结，梅兰芳在《与西安戏剧界谈艺》中把

《修本》里赵女的心情，分为三个层次．先是抱着满腹

怨恨来见赵高；等赵高接受了她的请求，愿意为她修

本，马上又转忧为喜再听到赵高要把她送进宫去，这

时候就掀起了她压不住的心头愤怒，紧跟着从三个

“叫头”开始来进行这一场尖锐的斗争。这三次“叫头”

里的话白分量不同，又要用不同的情绪来表演。第一

次只是听到她要被选进宫去的消息第二次是父命的

威逼；第三次是圣旨的压迫。一次比一次沉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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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大，她的内心反抗力就愈加强烈。通过对所演的人

物进行深入的分析，对其不同时期的不同感情划分层

次，不断体会角色在不同情节中的情绪是梅兰芳获得

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梅兰芳留给后人的宝贵经验。

(三)“创造现代人物。也必须继承传统”16l

梅兰芳在观看了几出比较成功的现代戏，如《梁

秋燕》、《朝阳沟》、《刘胡兰》、《三里湾》之后有了感

触，专门撰文《运用传统技巧刻划现代人物——从<梁

秋燕>谈到现代戏的表演》来阐述自己观点。梅兰芳

在文中回答了如何塑造现代人物的问题，认为现代戏

同样应以传统戏的技巧为依托，同时要体会感受现代

生活，创造新程式。

三、梅兰芳有关戏曲演员培养的论述

(一)“记述舞台艺术的t要性17l”

由梅兰芳叙述、他的秘书许姬传记录的《舞台生

活四十年》是一个很好的典范。梅兰芳在《重视舞台

艺术生活的文字纪录工作》中详细介绍了这本书的情

况，我们现在看到的三集《舞台生活四十年》已经达

到了这个最初的写作目的。该书以梅兰芳自己的从艺

生涯为主线，同时介绍了梅兰芳的多位同为梨园名宿

的戏曲老师和曾经和梅兰芳合作过的包括谭鑫培、余

叔岩、杨小楼梨园名家，对梅兰芳的多出代表剧目如

《宇宙锋》、《游园惊梦》、《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等

都进行了极其详细的叙述。全书图文并茂，许多珍贵

的照片为我们展现了当时梅兰芳排戏演戏的真实情

况。在《漫谈运用戏曲资料与培养下一代》中，梅兰

芳就从戏曲照片j唱片和文字等不同方面提醒后来的

戏曲研究者要注重戏曲资料的保存。

(二)“幼功扎实”．“舞台实践”．“多看前辈们

的表演”181

这一方面是梅兰芳在演员培养方面的具体经验，

他在《赣湘鄂旅行演出手记》中明确提出自己三大经

验。第一，幼工结实。先从传统的优秀剧目学起，因

为传统剧目郝是经过许多前辈们精心的创造和加工，

都能够替青年演员在表演技巧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这里他强调幼年学戏，虽然是要什么都学，但一开

始不要“行当”学的太多，因为多了，每样都不能深。

他认为学一个派别应该深入研究，发挥使透，同时根

[音乐理论】

据自己的特长，吸取名家的优点为自己所用。第二是

要靠舞台实践。这一点梅兰芳从学戏开始就坚持舞台

实践，一生除去抗战时期，常年坚持舞台表演。这为

他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也给他的表演留下了丰富经

验。第三就是看戏，多看前辈的表演。这一方面梅兰

芳强调要学会辨认精粗美丑。对于观摩同行演员之

外，还应当细细的观察隔行的角色演戏，来扩大自己

眼界。对于外国戏更是练眼力的好机会。因为对一个

完全生疏的剧种，更要虚心看下去，一定会发现它的

优缺点。除了看戏还要注意平时的日常生活，吸取生

活中的优美元素。

四．梅兰芳有关传统戏的改革和移植的论述

(一)“移步而不换形”191

梅兰芳“移步不换形”的理论，正是他数十年演

艺经验的总结。辛亥革命后，为适应时代的变化，他

接二连三地赶排了五出针砭时弊、反映现实的时装新

戏《孽海波澜))、((邓霞姑》、《一缕麻》、《宦海潮》、《童

女斩蛇》。这是他顺应时代、锐意改革的主要表现。然

而，他在实践中发现，内容易改，形难变。换句话说，

传统京剧形式很难适应新的内容。另外，他还发现演

反映现实的戏时，服装和动作都要随之改变，如此，成

套的锣鼓点、曲牌便无用武之地了。京剧艺术所固有

的唱、念、做、打在演现实戏时都不能淋漓尽致地得

以发挥。梅兰芳之所以很快放弃排演时装新戏，原因

就在于他无法解决内容与形式的矛盾。紧接着时装新

戏之后，梅兰芳排演了《(洛神》、《嫦娥奔月》、《天女

散花》、《黛玉葬花》、《麻姑献寿》、《太真外传》、《俊

袭人渣、．《廉锦枫》等古装新戏。之所以称其为“古装

新戏”，是因为这些戏无论在服装、化妆方面，还是在

音乐、伴奏方面，较之传统京戏都有很大的创新。然

而，无论如何变化，梅兰芳始终遵循一条，那就是绝

不背离京剧的艺术规律。

(二)短时间内演完，线索不宜太多

梅兰芳改革的具体经验中，有一条就是戏曲故事

要在短时间内演完，情节尽管可以曲折，但线索不宜

太多。最初，梅先生改编的全本《宇宙锋》要演四个

钟头，后来他把故事重新整理一下，放弃了赵高篡位

的情节，专写一个权奸为了自己的专横弄权，不惜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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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他的亲生女儿的故事。这就是我们最终看到的梅兰

芳所演的(《宇宙锋》。可见一出戏要修改完善，绝不是

一次之功，而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打磨。

(三)根据本剧种的风格．“反对生搬硬套”1101

梅兰芳在剧种移植方面的观点持开放态度。梅兰

芳的《穆桂英挂帅》，就是移植于豫剧的同名剧目，在

梅兰芳以前，豫剧名家马金凤已经使穆桂英的角色活

灵活现、深入人心。在豫尉的末一场里，穆桂英有几

十句唱词，台下听得很痛快，可是放在京剧里，就不

能这样安排。所以梅兰芳在此处只唱了八句【原板l，

这就是风格不同的关系。

五、梅兰芳有关戏曲观演关系的论述

(一)“既是‘宣传队’．又是‘武装别动队⋯Illl

梅兰芳在《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中阐

述了戏剧有助于感召人激励人的作用的观点。他说：

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他们(田际云、刘艺舟、

王钟声等戏曲界人士)既是‘宣传队’，又是‘武装别

动队’。他们除了用手枪炸弹和敌人作战之外，还以自

身特有的艺术武器——戏剧——来武装群众的头脑。
f12】

而且，梅兰芳在抗日战争期间排演了《抗金兵》

《生死恨》两出戏，都是激励人们团结起来，抵御外侮

的剧目。可见，梅兰芳懂得用戏剧武器去感染观众，起

到积极的作用。

(二)“不能依靠商业化的噱头号召观众”1131

在戏曲界，戏曲班社之间的不同风格和戏园之间

的竞争，催生了戏曲表演的商业性特征，为了追求商

业利益，名角儿挑班的班社和各大戏困都在采取各种

方式争取观众。面对这种情况，一部分演员精研技艺，

编演新剧吸引观众，而另一部分演员则追求噱头，或

者迎合观众低俗的审美取向。对于这个问题，梅兰芳

认为吸引观众要靠艺术上的锻炼和进修，如果是追求

噱头，华而不实，只能是一时的哗众取宠，却难以在

舞台上长久立足。只有在与其他剧团、其他剧种的相

互竞争的过程中编演新剧，追求艺术上的精进，这不

仅是演员的本分，也是演员的社会责任所在。

(三)表演要让观众接受

梅兰芳丰富的舞台生活也给予了他更多接触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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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解放前他就曾在祖国各地表演。解放以后，他

更是在各地巡回演出，到过京、津、沪、汉与几个工

业区如石家庄、无锡及东北八个城市，{站参加了鞍钢

三大工程的开工典礼，同时，还光荣地参加了赴朝慰

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工作，后来，又到

华南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接触到了最普通最底层的观众群体，这也为他更好的

服务群众，表演观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剧目打下了基

础。梅兰芳不仅热爱他的观众，关心他的观众，而且

非常注意让观众接受自己的表演。

上面举过的“移步不换形”的例子，既是梅兰芳

戏曲改革的观点，也是梅兰芳在观演关系方面的观

点。他认为戏曲改革不能一下子将传统剧目改得面目

全非，就是考虑到了观众的感受。因为一出观众耳熟

能详的传统剧目一下子换了个演法，观众心里自然无

法接受，这出戏的改革工作也就被迫宣告失败。相反，

梅兰芳在改革《贵妃醉酒》这类观众喜爱的传统剧目

时，总是小心谨慎的进行雕琢和修缮，在他表演的不

同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改，拿梅兰芳晚年所演的

((贵妃醉酒》与早年的表演相比有很多不同，可是观众

在不断观赏的过程中已经慢慢适应了这些变化，就不

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六．结语

以上就是笔者对梅兰芳戏曲理论贡献的粗略梳

理，从这些具体的论述中，我们又可以得出梅兰芳戏

曲理论自身的特点。

首先，梅兰芳的戏曲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梅

兰芳的戏曲理论来源于其几十年的舞台实践，不是照

本宣科，也不是主观臆造。这些理论建树源于梅兰芳

亲身的舞台经验总结和深入思考，尤其是戏曲舞台

“不宜用布景”、“移步不换形”等理论都是来自自身丰

富的舞台实践以及对戏曲艺术规律的科学认识和精准

把握，甚至还有自己在实践中跌了跟头、犯了错误，留

下惨痛教训后的深刻思考。从而，这些理论经验也就

更有说服力，更容易使后来的戏曲研究者、戏曲表演

者们学习借鉴、少走弯路。

其次，梅兰芳戏曲理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由于

梅兰芳的戏曲理论源于亲身实践，且语言归纳得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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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洁、言简意赅，绝不深奥难懂。再加上他的理论思

考都是针对戏曲表演、改革的现实问题，这就使其理

论显示出高度的现实性和极强的指导性。

其三，梅兰芳的戏曲理论具有开放性。梅兰芳的

戏曲理论不仅包含戏曲艺术的规律和戏曲表演理论，

还涉及到戏曲导演理论、舞台美术、服装化妆、演员

培养、戏曲改革和戏曲观众心理学等多个方面，这种

丰富性和厚重感体现了其理论的进步意义，值得我们

深入开掘。

注释：

【l】梅兰芳：<梅兰芳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页

【2】同【1】。

【3】同【1】。

【4】同【1】．第387页。

【5】同f1】．第92页。

【6】同【1】，第322页。

【7】同【1】．第149页。

【8】同【1】．第107页。

【9】李伶伶：<梅兰芳全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530页。

【10】同【1】，第134页。

【111同【t1，第209页。

[12】同【1】，第209页。

[13】同【11，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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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陶庆梅肯定了田沁鑫导演取得的成就，并提出了“要求”：作为当下非常

重要的一个导演，田沁鑫应该完成一个任务，即探讨当代中国人的舞台形象，而其中有许多往不同方向延展的

子命题，比如现在的舞台应该如何叙述?怎么在舞台上塑造形形色色的当代中国人形象?当下主流人群的面貌

和感情是什么样，如何理解他们?陶庆梅认为，这是时代赋予田沁鑫导演的重要任务。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沈林

认为，田沁鑫的作品是非常重视话题的，很多作品恰恰契合着当今世界关心的问题，他建议可将《四世同堂》演

出时长拓展为3个小时至9个小时，国外有经典演出为此典范，戏的效果会更好，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宣传切

人点。北大艺术学院陈旭光教授做了《田沁鑫戏剧的空间美学和文化多样性》的总结发言。

最后，田沁鑫导演对专家学者的评论和观点进行了真诚的感谢和回应，介绍了自己目前的工作和近期创作

计划，表达了自己对能够创作出更高艺术水平作品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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