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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表演艺术的特殊性 
◆芦永旺 

（唐山评剧团  河北唐山  063000） 

 
摘要：本文主要围绕“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特殊性及相关要素”问题展开

探讨和分析,对中国戏曲舞台表演的程式化、艺术体验及内外结合统一等

问题提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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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戏曲表演特殊性  
中国戏曲表演艺术是以唱、念、做、打的综合表演为中心的

戏剧形式，它以程式化的歌舞表演故事，经过千百年来的锤炼，
创造了丰富的艺术表演手段。而这些大量的、精美的艺术表演手
段，集中体现在戏曲演员是否掌握好了戏曲的基本功――“四功、
五法”。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戏曲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一般需
要先有“功”，然后才能有人物。也就是说，一个戏曲演员要想
在戏曲中塑造好一个人物形象，首先要学习好五法即手、眼、身、
法、步以及戏曲发音、戏曲舞蹈、戏曲节奏、戏曲锣鼓经等，为
以后塑造人物做起码的技术准备，为将来在舞台上娴熟运用歌舞
化的行动展现戏曲冲突和矛盾打好基础，这一课是戏曲演员不可
或缺的。 

话剧表演虽然也有一套基本功，但与戏曲演员是不同的。话
剧演员要从体验生活、动物模仿、形体动作、台词、潜台词等一
系列的专业训练入手，让演员在舞台上运用这一套方法去塑造人
物形象。要求演员从自己出发、从生活出发，让所创造的角色进
入表演者的内心，用比较贴近生活原状的样式来塑造人物形象。 

而戏曲演员则有很大的不同，需要改变生活中自然的道白、
动作、语调，遵循“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程式，把生活进行艺
术化的处理后，才能搬上舞台。因此，戏曲演员首先需要具备戏
曲艺术特有的表演技能，一名戏曲演员如果连表演程式动作都完
成不了，那就更谈不上去进行剧中人物的心理体验和舞台表现。
如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在《嫦娥奔月》一剧“嫦娥与众仙在月宫
欢宴”的一场戏中，为了表现嫦娥快乐的心情，他运用了戏曲的
“水袖”功，编出了优美的舞蹈，艺术地再现了嫦娥在月宫中采
花的“花廉舞”和“欢宴舞”的优美身姿，演绎了天上人间神话
般的仙境，衬托出了嫦娥成仙后的美丽和可爱，也使该剧锦上添
花。如果梅兰芳大师不具备戏曲“水袖”的基本功，又怎么能编
演出“花廉舞”和“欢宴舞”?如果不运用这两段“水袖”功程
式来编排舞蹈，又怎能如此艺术地表现嫦娥的风姿? 

光有了戏曲表演技能还不行，还需要赋予角色以生命。中国
当代著名戏曲理论家、表导演艺术家阿甲先生说:“戏曲演员不
是简单地、直接地从自然界形态的生活去体验角色，而是要从戏
曲的歌舞规律所转化的艺术形态的生活体验角色，这种体验，是
审美意识和表演技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戏曲歌舞生活的体
验。” 

中国戏曲要求演员在舞台上只是演戏，而不是在真实地生
活，既要有深厚娴熟的一整套程式化基本表演技能，又要把情感
凝聚在程式技术的展现上，要体验的是戏曲化艺术感情，而不单
纯地停留在生活化情感体验层面上。 

2、运用程式化的技术去进行人物体验 
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特殊性要求演员要运用戏曲程式化技

术进行人物体验。戏曲艺术的体验，主要是在以歌舞演故事的过
程中进行的。当然戏曲艺术不排除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不
反对从生活的逻辑出发，但最终都必须要进行歌舞化、诗词化的
艺术加工，而不能是原生态。 

中国戏曲界千百年流传下来许多著名戏谚，如:戏不离技，
技不离戏；艺中有技，技中有艺；是艺必有技，光技不算艺；技
为艺所用，用技不显技等，可以看出自古以来我们的戏曲界前辈，
通过千锤百炼的艺术实践得出的经验总结，讲明了戏曲技巧与戏
曲艺术的辩证关系，这种戏曲观与西方对戏剧的认知观是不同
的。阿甲先生讲:“戏曲演员，应具有这样两种材料:一种是基本
的舞台技术(唱、念、做、打的基本功夫)，这是铸造角色的钢材；

另一种是演员在规定情境的烘炉中，燃烧自己的热情，将这些钢
材溶解在角色之中。”阿甲先生在这里讲了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
特殊性和要在特定的艺术氛围中去释放激情，要从艺术的角度出
发。这其实是要求戏曲演员要始终绷紧艺术这根弦，从戏曲艺术
的角度去准备舞台表演技术，从艺术的角度来训练自己的激情，
在艺术的范畴中奏出角色心曲。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特有魅力，
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艺术思维和要求而产生，使其成为独立于世
界几百年，至今仍在发出灿烂光芒的独特艺术流派。 

3、动作与内心的有机结合  
由于戏曲艺术表演程式是将不同类型角色的感情，用外在的

程式动作固定下来的产物，是角色精神生活的赋形。其形体和心
理是有机联系的，是并行、交织展现、互相引发的，因而就产生
了使戏曲外在的程式动作能反作用于内部体验。演员在舞台创造
的个别瞬间，可以借一套程式动作所铺成的轨道，进入角色的内
心世界中去，表现出他曾经体验到的角色的情感。中国戏曲艺术
塑造角色过程中的这种现象和方法，是将原来已经固定的那些成
功的内心体验的方法拿来重复进行使用，是一种特有外在动作程
式化的戏曲表演形式，即“在戏曲艺术创造中，既然内心体验会
激活形体动作，而形体动作当然也可以反过来引起内心的活动
来，出自内心的也就是进入内心的。这种由内到外，再由外反作
用于内的对流过程，就是在表现过程中，人物外在的程式动作引
起的内心的适应过程。 

戏曲演员在表演过程中，所饰演的人物每一个表演动作的内
在目的，必定要在它本身含有动作的核心。无形无体的内心情感
能够反射地影响我们的生理机能，使它发生动作，也能反射地影
响我们的心理活动，使它复活内心情感。值得注意的是，没有灵
魂的形体，只能是没有生命的傀儡。如果在创造过程中，首先不
深刻了解角色的生活状态，不去体验角色内心情感，单纯从外形
活动上去塑造角色、表演角色，是不可能正确体现出角色的精神
生活的。中国戏曲的特殊体验方法是：“词虽有意，意虽有艺，
艺里有形，形里有神，互为表里的有机统一。”只有经过“歇心
养气”“动心化形”的体验方法，才能达到中国戏曲表演艺术所
要求的“外在要精，内在要充，以情为主，内心自明”的目的。 

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特殊性，就是以体验为依据，以表现为
目的，以程式化歌舞演故事的艺术形式。它是综合性艺术，它熔
文学、美术、音乐、歌舞以及武术杂技于一炉，铸成了一种独特
的戏剧形式。通过唱、念、做、打等艺术手段，把语言、歌舞、
音乐、美术及各种技艺直接紧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各种艺
术元素和各种戏剧表现手段，更形成了高度综合的表演形式，这
种形式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一个完整的特殊的表演艺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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