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8

DOI: https://doi.org/文化艺术创新·国际学术论坛·第 03卷·第 03 期·2024 年 03 月 10.12345/cai.v3i3.16753

Research on the Comparing Tibetan Opera with Traditional 
Drama in Other Regions
Quyangzhuoma
The	Tibetan	Song	and	Dance	Theater	in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Hezuo,	Gansu,	747000,	China

Abstract
Tibetan	opera,	also	known	as	Tibetan	opera	or	Lhasa	opera,	is	one	of	the	local	operas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of	China,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a	unique	artistic	style.	It	takes	singing,	dance,	music	and	performance	as	the	main	forms	of	expression,	integrating	
the	Tibetan	ethnic	characteristics	and	religious	culture.	Tibetan	opera	covers	a	wide	range	of	contents,	covering	history,	folklore,	
Buddhist	stories	and	many	other	aspects.	It	usually	takes	Buddhist	stories	as	the	theme,	through	telling	or	interpreting	these	stories	
to	convey	people’s	thinking	and	sustenance	for	life,	religion	and	morality.	Tibetan	opera	has	been	widely	spread	and	popularized	
in	Tibet.	I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activity	for	 the	Tibetan	people	to	entertain	and	relax,	but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religious	
ceremonies	and	celebration	performances.	At	 the	same	time,	Tibetan	opera	has	also	been	loved	by	audiences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becoming	one	of	the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ibetan opera and traditional theatrical genres in other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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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戏与其他地区传统剧种的比较研究
曲央卓玛

甘南州藏族歌舞剧院，中国·甘肃 合作 747000

摘  要

藏戏，又称为西藏戏曲或拉萨戏曲，是中国西藏自治区地方剧种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它以歌唱、舞
蹈、音乐和表演为主要表现形式，融合了藏族的民族特色和宗教文化。藏戏的内容广泛，涵盖了历史、民间传说、佛教故
事等多个方面。它通常以佛教故事为主题，通过讲述或演绎这些故事来传达人们对于生命、宗教和道德等方面的思考和寄
托。藏戏在西藏地区有着广泛的流传和普及，不仅是藏族人民娱乐休闲的重要活动，也是重要的宗教仪式和庆典表演的一
部分。同时，藏戏也受到了中国和其他国家观众的喜爱，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论文论述藏戏与其他地
区传统剧种之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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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人，三级演员，从事藏戏文化艺术研究。

1 引言

藏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它在藏族地区有着

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与其他地区的戏剧形式相比，藏戏

在表演方式、表现手法和艺术特点上都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藏戏与京剧、豫剧等北方戏曲有着一定的联系。在历史上，

随着人们交流和迁徙，不同地区的戏剧文化逐渐交融。一些

传统的表演元素如服饰、道具、舞台构建等，在藏戏和其他

戏曲形式中都可以找到共通之处。这种交流对于丰富戏剧艺

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藏戏与西藏本土的宗教文化有着紧

密的关联。藏戏作为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常承载着

佛教故事、神话传说以及民间传统信仰等元素。这使得藏戏

在表演过程中注重宗教仪式感的营造，在形式上较其他地区

戏剧更具独特性。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藏戏也不

断吸收其他地区戏剧的艺术元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与

改变。在现代藏戏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戏剧、舞蹈和音乐

的影响，这进一步丰富了藏戏的表现形式，并使其与其他地

区戏剧之间产生了更加广泛的联系。

2 其他地区传统剧种的概述

2.1 京剧
京剧是中国戏曲四大剧种之一，起源于北京地区，经

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京剧注重歌唱和舞

蹈技巧，演员通过精确控制身体动作、表情和声音来塑造角

色形象 [1]。其剧目广泛，主题多样，包括历史故事、传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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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和文学名著等。

2.2 黄梅戏
黄梅戏是湖北省黄梅县地区的传统戏曲剧种，流行于

湖北和周边地区。黄梅戏注重唱腔和旋律的表达，以其柔美

婉转的唱腔和细腻的表演而闻名。剧目多为民间故事和家庭

琐事，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

2.3 川剧
川剧是四川地区的传统剧种之一，以震撼人心的唱腔

和豪放激烈的表演风格闻名。川剧以其独特的脸谱表演和肢

体语言，在舞台上展现出激情和豪情，常常描绘历史故事和

英雄人物。

2.4 湘剧
湘剧起源于湖南地区，以湖南方言演唱，演出形式注

重情感表达。湘剧的唱腔柔美、富有感染力，舞蹈特色鲜明。

剧目多为爱情和家庭关系故事，强调角色内心的情感表达。

2.5 粤剧
粤剧是广东地区的传统戏曲剧种，有着悠久历史和深

厚的文化底蕴。粤剧的唱腔流畅优美，注重讲究发音和抑扬

顿挫。剧目多为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以及现实生活中的社

会问题。

2.6 闽剧
闽剧源自福建地区，以其独特的音乐和表演形式而受

到广泛关注。闽剧以沉稳、舒缓的唱腔和流畅优美的舞台动

作为特色。剧目涵盖了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和现实生活中的

社会题材。

3 其他地区剧种的特点和表演形式

其他地区的传统剧种各有其特点和表演形式。以下是

对一些主要的地区传统剧种的特点和表演形式进行简要的

介绍。

3.1 京剧
京剧是中国戏曲四大剧种之一，其特点包括舞蹈、唱腔、

表演和化妆等方面的精湛技巧。京剧以刚健豪放的动作和富

有表现力的面部表情为特点，演员通过变化万千的身体姿势

和脸谱化妆来塑造角色形象。

3.2 黄梅戏
黄梅戏注重唱腔的表达，在音乐上以豪放激昂、婉转

柔和的唱腔为主。演员以细腻、真挚的表演风格和感人的情

感表达为特色，通常没有使用脸谱。

3.3 川剧
川剧以其独特的豪放激烈、慷慨激昂的唱腔和旋律为

特点。在表演上，川剧注重身体动作的韵律感和肢体语言的

表达，演员经常使用彩绘脸谱来突出角色的特征。

3.4 湘剧
湘剧以其柔美、婉转的唱腔和舞蹈为特色。演员通过

优雅的动作和精湛的技巧来表达情感，强调内心世界的展

现。湘剧通常不使用脸谱，而是注重演员的面部表情和肢体

语言的传达。

3.5 粤剧
粤剧以其流畅优美的唱腔和音乐旋律为特点，注重发

音的准确和抑扬顿挫的表现。在表演形式上，粤剧着重通过

身体动作和舞台布景来营造氛围，而不过多依赖于舞蹈和挂

彩等元素。

3.6 闽剧
闽剧特点在于其独特的音乐和表演形式。闽剧的唱腔

声音柔和、婉转，融合了音乐旋律和语言的表达。演员在表

演中注重传统的动作和手势，并通过细腻的面部表情来塑造

角色形象。

这些传统剧种在唱腔、舞蹈、表演和化妆方面都有各

自的特点，注重的表演形式也有所不同。通过掌握这些特点

和形式，演员能更好地传达角色的情感和故事的内涵，为观

众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舞台艺术作品 [2]。

4 藏戏与其他地区传统剧种的关系

4.1 藏戏与京剧的关系
藏戏和京剧在表演形式、演唱技巧、服装造型等方面

都互相影响和借鉴。据历史记载，清朝时期，西藏地方官员

会邀请京剧艺人来西藏表演，这就为藏戏的发展提供了一定

的影响和借鉴。同时，一些藏戏艺人也前往北京学习京剧技

巧，将其融入藏戏表演中。藏戏与京剧都注重舞台表现形式，

如肢体动作、面部表情以及身段的运用等。两者都追求舞台

上的形象美和艺术感染力，通过精心设计的动作和表情来传

达角色的情感和形象。因此，在舞台表演方面，藏戏和京剧

有着一些相似之处。藏戏和京剧在音乐和唱腔方面也存在一

些共同点。藏戏中常用的唱腔形式有“班竹”“格什”等，

而京剧中也有一些相似的唱腔形式，如“起板”“抬腔”等。

这些唱腔都具有一定的声腔特色和技巧要求，通过声音的高

低、快慢、音量的变化来表达角色的情感和心境。藏戏与京

剧在表演形式、舞台表现、音乐和唱腔等方面存在一些相似

之处，并且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借鉴和影响的历史渊源。

这为两个剧种的交流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促进了中国

传统戏曲的多样性和艺术繁荣。

4.2 藏戏与黄梅戏的关系
藏戏主要流行于西藏地区，而黄梅戏则起源于湖北黄

梅县一带，属于湖北地方传统戏曲。二者在地理分布上有明

显的区别，所以它们发展的历史和发展背景也存在较大差

异。藏戏以其宏伟壮观的舞台形象和独特的表演风格而闻

名，注重舞蹈和演唱的结合，强调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的精

准表达。而黄梅戏则更加注重唱腔和曲艺技巧的表现，以其

轻快活泼、婉转缠绵的唱腔为特色。藏戏和黄梅戏在音乐形

式和风格方面也存在差异。藏戏的音乐多采用西藏传统音乐

的元素，如藏族唢呐、锣鼓等乐器，以及独具特色的声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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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方式。而黄梅戏则使用湖北地区独特的音乐元素和曲调，

如梅花曲、泰山小曲等。藏戏与黄梅戏是两个不同的中国传

统戏曲剧种，它们的地域、表演形式和音乐风格都存在较大

差异，因此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每个剧种都有其独

特的艺术风格和发展历程，为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丰富多样

性做出了贡献。

4.3 藏戏与川剧的关系
藏戏与川剧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中的两个不同的表演

形式。藏戏源于西藏地区，是藏族人民的传统表演艺术，有

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表现方式。川剧则起源于四川地区，

是汉族人民的戏曲艺术之一，也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艺

术风格。藏戏和川剧在表演形式、音乐、舞蹈、服饰等方面

存在一定的差异。藏戏以唱念做打为主要表演形式，强调舞

蹈与肢体表演，音乐悠扬而古朴，常伴以具有藏族特色的乐

器演奏。川剧则以唱为主，注重唱腔和说白的表演，音乐旋

律优美流畅，常以十二平调为基础。两者的服饰也各具特色，

藏戏的演员穿着以藏族传统服饰为主，而川剧的演员则穿着

以四川地区传统服饰为主。虽然藏戏与川剧是不同的戏曲艺

术形式，但它们在某些方面也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两者都注

重舞台艺术和表演技巧的培养，强调演员的肢体语言、表情

和声音的运用。此外，藏戏和川剧在剧情题材和表演方式上

也有一些交叉和融合，这对于丰富中国传统戏曲文化具有积

极的影响。藏戏与川剧虽然有一些共同点，但在表演形式、

风格和文化背景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两者都是中国传统戏

曲文化的瑰宝，各自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魅力，对于传承和发

展中国戏曲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4 藏戏与湘剧的关系
藏戏与湘剧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中的两个不同表演形

式。藏戏源于西藏地区，是藏族人民的传统表演艺术，而湘

剧起源于湖南地区，是汉族人民的戏曲艺术之一。藏戏与湘

剧在表演形式、音乐、舞蹈、服饰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藏戏以唱念做打为主要表演形式，强调肢体动作和舞蹈的表

演，音乐悠扬而古朴，常伴以具有藏族特色的乐器演奏。湘

剧则以唱为主，注重唱腔和说白的表演，其音乐旋律独特而

多变，以二胡、板胡等弦乐为伴奏。藏戏与湘剧虽然有一些

相似之处，但它们在表演形式、风格和文化背景上存在明显

的差异。两者各具特色并在不同地区得到发展与传承，对于

丰富中国戏曲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4.5 藏戏与粤剧的关系
藏戏与粤剧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中的两个不同表演形

式。藏戏属于西藏地区的传统表演艺术，而粤剧则源自广东

地区，是粤语区域的主要戏曲艺术形式。藏戏和粤剧在表演

形式、音乐、舞蹈和服饰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藏戏以唱念

做打为主要表演形式，注重肢体动作和舞蹈的表演，音乐悠

扬而古朴，通常伴随着具有藏族特色的乐器演奏。粤剧则以

唱为主，演员的表演风格更加婉转细腻，音乐旋律独特而多

变，以粤剧的特有音乐曲式和伴奏乐器演奏为其特色。此

外，两者的服饰也各具特色，藏戏演员着装以藏族传统服饰

为主，而粤剧演员则穿着以广东地区传统服饰为主。尽管藏

戏和粤剧是两种不同的戏曲表演形式，但它们都具有长久的

历史传统，对中国戏曲文化具有重要的影响。两者在剧情题

材和表演方式上存在一些共同之处，如都推崇高亢激昂的表

演风格、注重舞台形象和角色塑造等。此外，由于地理接近

和文化交流，藏戏和粤剧也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影响和融合，

为两个地区的戏曲文化交流提供了机会 [3]。

4.6 藏戏与闽剧的关系
藏戏与闽剧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中的两个不同表演形

式。藏戏属于西藏地区的传统表演艺术，而闽剧则源自福建

地区，是闽南语区域的主要戏曲艺术形式。藏戏和闽剧在表

演形式、音乐、舞蹈和服饰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藏戏以唱

念做打为主要表演形式，演员通过肢体动作和舞蹈来表达情

感，音乐悠扬而古朴，通常伴随着具有藏族特色的乐器演奏。

闽剧则以唱为主，演员的唱腔激昂高亢，音乐旋律独特且富

有变化，以闽剧特有的音乐曲式和伴奏乐器演奏为其特点。

此外，两者的服饰也有所不同，藏戏演员穿着藏族传统服饰，

而闽剧演员则穿着具有闽南风格的传统戏曲服饰。此外，由

于地理接近和文化交流，藏戏和闽剧也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影

响和融合，为两个地域的戏曲文化交流提供了机会。

5 结语

藏戏和其他地区的传统剧种都是各自文化的瑰宝，通

过表演艺术形式展示了不同地区的历史、价值观和生活方

式。比较藏戏与其他地区传统剧种，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地域

的传统剧种间存在着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这种

多样性的存在，并不是单纯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互相借鉴、

交流和融合的机会。通过跨地域的学习与合作，我们可以更

好地理解和欣赏各个地区的传统剧种，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

和共融。这种思考也有助于传统剧种的保护、传承和创新，

使其在当代社会中焕发新的活力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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