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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秦腔舞台上的周仁唱腔及艺术形象 
魏亚洲 

（平凉市崆峒区笑谈传承演艺中心  744000） 

摘要：在秦腔传统剧《周仁回府》里，对每一个扮演主角周仁对演员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对于女生演员来说。而周仁

唱腔，作为秦腔的传统唱腔，在西北地区家喻户晓，老少皆知，几乎人人都会唱，所以观众对于周仁唱腔特别熟知。其次，周仁唱

腔已被李爱琴等多位老师塑造得很成功，以及她们的表演风格都已扎根在观众的心中。所以在舞台表演中，怎么去成功地展示周仁

唱腔的艺术形象，如何发挥周仁唱腔的特色，在演员的表演中，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演员需要认真的研究、学习、排练，不断

加深对周仁这个舞台人物形象的理解，这样，扮演起来才能比较顺手。本文对周仁唱腔在舞台表演中的艺术形象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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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腔的表演关键 

除了表演好，唱腔好之外，最重要的是给人的感觉要好，扮演

谁就要像谁，要贴近人物。请将分为生、旦、净、丑，是具有严格

的创作主旨，舞台形式和表演方法的展现形式。例如，旦角是秦腔

中比较重要的形式。是秦腔对于女性角色舞台人物形象的称呼，根

据其年龄，性格，身份再去细分。在表演上，每一个角色，他们的

性格不同行当不同。所以每个演员要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表演体制，

又要与其相互融合与借鉴增加角色的丰富性，真实性，展现多元化

表演。秦腔戏的表演多姿多彩，具有特性。秦腔演员在表演秦腔时，

要以本色为主，假声为辅。真嗓和假嗓的结合也要适中。在秦腔演

员演唱时，应正确利用呼吸，是演唱顺利无暇演出圆满，演唱情绪

要饱满，剧中人物性格要表现出来，使唱腔意境表达完整，动作也

要做得流畅自然，发音吐字要准确，气口利用正确，要标准到位，

字正腔圆，正确，坚定。利用横膈膜打开换气，气沉丹田，与搭档

配合完美。在秦腔舞台表演中，一个又一个个性鲜明的演员扮演着

角色，这是上一辈秦腔艺术家的艰苦钻研得来的经验，在秦腔艺术

表演中，同时又要在表演中的共性中找到个性，这是每一个秦腔表

演者所要做到的。每一个剧中人物都有不同的人生境遇，性格特点，

处事方式。而演员们在表演中要做到融入角色，带入自己，每个演

员都想将自己融入剧中角色，使自己的表演更加完美。表演需要表

演者的舞美素养，在舞台表现上，要尽可能地做到完美，不仅要给

观众视觉享受，更要有心理的深思。秦腔演员在舞台表演上要时刻

保持认真，谨慎的态度，努力将人物的内心情感展现给观众。让人

物形象深入人心。 

二、周仁唱腔的表演关键 

周仁在秦腔行当中是小生，他的舞台表演中形象，性格十分复

杂，他看似是一个书生，但其实是一个豪情仗义的大男子，他不只

会流泪伤感，他的舞台性格十分多变具有多种性格，所以在表演中，

要体现他的特性，他的性格特点。在表演中，一定要抓住剧中人物

的性格特点，人物关键，想演好一个人物，就要演好剧中人物的性

格。所以抓住人物特点是表演的关键。抓住人物特点以后，对其角

色性格进行具有充分表现力地唱，念，做。就能塑造出剧中一个有

血有肉，能够让观众叹为观止的人物。 

《周仁回府》的历史背景讲的是明朝严嵩奸臣专政，欺上瞒下，

坏事做尽，许多朝廷重臣，都不敢对他反抗，只能顺从他。甚至严

嵩的管家严年，也是横行霸道，欺软怕硬。但是周仁虽然人小言微

但是却不惧怕恶势力，在恶势力的眼皮下，与严年斗智斗勇，帮助

嫂子逃走，面对恶势力，稍有不慎，就会搭上生命，而周仁面对奸

诈狡猾的严年，不畏不惧，巧施妙计，而小小一个周仁却不依从他，

敢对他施计哄骗，独自送嫂子逃走。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周仁这

一举动是极大需要勇气的，他也是勇敢的，也是讲义气的，是善良

且果敢的。他能够舍得自己情投意合的妻子去代替嫂嫂入严府。以

及他设法保全嫂子更能体现他的智慧，所以当演员在表现表演过程

中，要结合周仁的剧中特点，人物性格，剧中情景，人物心情细微

的展现唱腔及动作，侧面体现周仁的英雄气概，将剧中周仁形象更

加人性化。在表演中周仁一定要留意他复杂的内心和情感的丰富变

化。在剧中“献嫂”这一场中，虽然在剧情中他表现得无奈虽然他

有万般不舍，虽然他心怀怨恨，但是他面对严年时，还要故作镇定，

表现出喜悦。在“哭墓”这一场中他的哭，因为太过悲伤，也给观

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的生气表现得也与众不同，对恶势力只

能背后骂几句，却对凤承东气得捶胸顿足，他的爱主要体现在为了

实现杜文学的承诺，去牺牲妻子，保全了嫂子，最后去面对了一堆

黄土。他也有乐，当杜文学衣锦还乡，全家团圆的时候。而正是因

为没有第一时间提出实情，才造成最后自己被屈打。甚至就连剧中

他的哭，也表演得很适中。他在“哭墓”中不仅是因失去了爱妻而

哭，更是被妻子李兰英的英勇忠贞感动得哭，他的哭也是在实现了

他的承诺后内心委屈的一种发泄。所以哭的过程要用一段饱含血

泪、如泣如诉的唱腔来表达，充分发挥秦腔豪放悲壮、富于抒情的

特长。在表演上要以静制动，挣扎着爬到妻子坟前来体现他的委屈，

对妻子的怀念以及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最终实现诺言的内心世界。

这样，这场戏才会收到感人肺腑、荡气回肠的效果，也会让观众从

中领略到秦腔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通过每次对这个人物演出和对他

的形象塑造的不断思索，我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演技，今后，我还

会从中总结经验、寻找不足、不断提高、努力塑造出一个“活”周

仁。 

三、周仁唱腔的艺术形象 

声情俱佳“唱”出活周仁。“唱”是戏曲表演的主要基本功之

一。没有好的嗓音，没有个性的唱腔艺术风格，没有特色风味的拿

手唱段，是不能成为一个为观众所接受的好演员的。唱有“唱人物”

和“唱角色”，“唱内心”和“唱个性”之分，其中声情并茂，以声

带情，以情带声是评判演员唱腔功底的主要标准。唱更是集中表演

人物内心世界，重塑人物形象的重要艺术手段。《周仁回府》一剧

中也是以唱为主，也有大段精彩的唱词。如《悔路》、《夜逃》、《哭

墓》中的优美唱段，都需要用演员的精彩的令人回肠荡气地牵人肺

腑的唱腔表演艺术表演出来。演员要在这一方面是内行，是强项，

是名家，要深知这一点，在此剧中扬长避短，用的是以情带韵的办

法来唱“周仁”的内心世界。唱“周仁”这个重要人物，品味他的

唱段，让人觉得是周仁在倾诉难言之苦，断肠之事；而不是演员本

人在演戏，而是周仁在夜逃，在哭墓。如在《悔路》一折戏中，周

仁上场唱腔一起板就令人牵肠挂肚，痛不欲生。特别先是内唱一句

喝场“哎呀－-－不好了”接着一句“凤承东蛮奴才报德以怨”，把

首先重音放在“凤”字上，把拖音放在“东”字上一波三折之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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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蛮奴才”三字下重音伴顿足动作，再在“才”字上有意拖腔然

后猛止，再把“报德以怨”四字分开顿唱，重在“怨”字上猛然而

止，使人听后与周仁内心产生强烈共鸣，又“气”的说不出话来。

字正腔圆“念”出活周仁。念又叫道白，是戏曲演员用“嘴功”即

“白口”来刻画人物感情的重要手段。在戏曲表演内功中，道白最

难，有“千斤道白四两唱”之说。要求演员要字正腔圆，气韵流畅，

感情充沛，情真意切，特别是在大段道白，要气不断，心不乱，口

不干，字不减，情义见，乃真不容易。特别要注意丹田存气，运气

和收气，注意停顿、呼吸、换气的技巧的综合运用，更不容易。在

《周仁回府》一剧《悔路》中道白应该采用“高”与“低”、“缓”

与“疾”、“阴”与“阳”两种吐字清音换气相结合的办法用“嘴”

功道白，一口气说完了长达十几句的台词：“想哥哥临难之时，将

嫂嫂跪而托我，是我满口应承保全嫂嫂活命.”给人毫无断句、换气、

接茬之感，使人情真意切跌宕起伏，字字句句，如刀砍斧剁，掷地

有声，扣人心弦。在《回府》一折中，在智激夫人，以羊易牛时的

道白，时而激愤，时而规劝，时而感叹，时而自怨，时而无奈，时

而慷慨，把任务的内心活动用“嘴功”表达得活灵活现。 

四、戏剧舞台表演的技巧 

4.1、舞台中情感交流 

戏曲表演，都是由唱腔，动作，表演，剧情所结合产生的舞台

艺术，所有的戏剧形式都是有歌，有舞，唱白相间的表现形式。经

过前辈的长期实践和创造，形成了我国独具一格的戏剧体系。而这

种别具一格的戏剧体系，是我国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戏曲是

由“四功五法”为手段为基础，加上神形兼备的表演和虚拟为主的

舞台表现所组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在舞台演出时，演

员所表现的感情的互相交流以及眼神的对视，心灵的互相碰撞，感

情的融合。这样才能在舞台上，在戏剧表演中让观众身临其境，使

表演更加真实。表演的技巧，包括舞台上的交流，舞台交流说的是

演员和演员进行情感和情感的交接传递。他起着让演员之间进行感

情的相互促进是舞台表演配合更加自然化，而有情感交流的同台演

员，他所表现出来的戏剧表演是有灵魂的是更能抓住观众的情感

的，不仅是演员和演员之间的交流，也是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交流，

也是角色和演员之间的交流。 

4.2、舞台中角色交流 

那么，如何进行角色之间的交流呢。首先，其中角色和角色之

间往往都会有情感的交流。这是戏剧剧情发展和人物性格体现，他

既能调动戏中角色的感情，又能使戏节奏，统一，剧情顺利进行与

发展。剧情中人物的对话，一问一答，一动一看，语气的一高一低

都是对演员很好的考验。需要演员很好地把握，用心交流，相互配

合，相互感动，相互感染。只有这样才能把剧情中人物的内心感情

表现出来，是观众能够体会到剧情人物的心理。这就是角色和角色

之间的感情交流，在舞台表演中演员一旦有了这种能力，就能够准

确地把握角色的内心世界，使自己成为剧中人。使剧中人物和演员

成为一体，也能够使同台演员之间交流配合能够顺利，带动其他演

员情绪。使扮演的角色不断升华生动。同样，如果一个演员表演没

有感情，目光呆滞，仅仅是单纯的念台词，走剧情，那只会越来越

影响演员的发挥，影响情绪，妨碍角色创造。所以想要达到完美的

演出，有效率的表演，不仅要把自己表演做到位，还要和同台演员

相互配合，进行感情交流，互相影响，在剧中使两个人能够发挥到

极致，这样才能让观众感受到演员与自己的互动。 

4.3、舞台中角色与观众的交流 

演员要和观众交流，就要把心里想的话和想的事儿去告诉观

众，这是戏剧表演的最大特点。如运用唱腔、念白、动作等戏曲表

演程式和观众进行交流。这些表演在《周仁回府·悔路》中就表现

得非常突出。如我周仁并非是忘恩负义，为救兄命我献他妻，这话

我向他说得去，想哥哥他必不怪我的，念曰“想哥哥临难之时，将

嫂嫂跪而托我，是我满口应承，要保嫂嫂安全，我若今日将嫂嫂献

出，我周仁在世还能为人乎？我若保嫂嫂逃走，想那贼的法网最密，

羽翼甚众，又有凤承东这个奴才耳目在内，不出数日，仍落贼子，

那时哥哥之罪即不能免，嫂嫂之祸又不能脱，只说这.”周仁利用这

些唱腔和念白，把自己的内心想法明白地说给，唱给了观众，让观

众明白他内心所想，所安排，能替他着急，焦虑，分享他的心理感

受，利用念唱这种形式，与观众进行交流。又如，回府一折中，李

兰英见周仁身姿官服回到家中，先是一惊，然后用手指周仁，比划

他的穿戴，在双手一摊，做出疑问的表情，这样使观众一下子就明

白了他的意思，这是用动作的形式和观众进行交流，让观众明白剧

中人物所想所表达的意思。 

4.4、舞台中演员的自我交流 

最后一点就是角色感情与理智的交流，也称为自我交流，就是

说角色进行自己的理智和感性的交流，剧中人物内心纠结一个想法

否定另一个想法，一种想法又对另一种想法的抑制，一个判断，又

是对另外一个判断的判断。在这种犹豫不决，不断确定又否定的过

程中，舞台上表现为思前想后，左思右想，左顾右盼。比如周仁回

府悔路一折戏，整个戏就是在思考彷徨决断的过程中，进行自我交

流。如在唱腔中“我的妻平日里热肠侠义，若叫她替嫂嫂必是去的，

使不得呀……想我夫妻结发以来 相亲相爱， 我一堂堂男子不能搭

救嫂嫂，怎忍舍妻一死…”这段唱腔就是人物自己的一个想法去抑

制另一想法，又如在滚白中“我叫一声杜公子，不明真相的兄长，

凤承东将你置之死地，二次又将我网罗在内，勒要我将嫂嫂献出，

我若不允，势必要同归于尽，无奈我将嫂嫂献出，才求得你个活命，

他必然说，我是刑部开活，与你何干，与你何及、凤承东陷害于我，

你又献了我妻，我和你两个狼狈为奸奴才罢了不成，那时只有委屈

了我周仁一人 有谁替我分辨了.”这段是一种判断改变另外一种判

断，在演员进行自我交流时，多半运用神情，独白，演唱去进行自

我交流的表达和体现。不管是哪一种戏曲表演的表达方式，都应该

在做好外在表演同时以剧中角色的内在思想感情为根据，这是一条

万变不离其宗的原则。那只有演员准确地把角色内心活动表现出

来。才能把完美的人物形象展现给观众。 

五、总结 

舞台表演上要根据自己的表演体现人物内心的唱词，体现戏剧

人物的精心挖掘刻画和扎实的表演功底，特别是用“唱念做打”这

四个基本内功和“声情文武”这四个艺术手法把周仁这个观众心目

中的“忠义侠”的形象演活，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总之来说，

要在长年的戏曲钻研中经过自己的感悟和不断地总结，揣摩形成自

己的独特的艺术表演风格，有自己的艺术特点，特别是在唱腔上，

有自己的过人的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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