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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Performance Form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ibetan Opera Art
Wanmacaoji
The	Tibetan	Song	and	Dance	Theater	in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Hezuo,	Gansu,	747000,	China

Abstract
Tibetan	opera,	as	an	ancient	form	of	opera	art	in	Tibet,	carries	a	long	history	and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This	art	form	originated	
in	 the	7th	century	AD,	and	has	experienced	hundreds	of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has	gradually	formed	a	unique	performance	
form	and	artistic	style.	 In	 the	Tibetan	opera	performance,	various	artistic	forms	such	as	dance,	music	and	drama	integrate	with	
each	other,	presenting	a	unique	artistic	style	together.	Through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erformance	form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ibetan	opera	performanc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of	this	art	form	and	provide	a	certain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uture	study	of	Tibetan	opera.	Through	the	in-depth	study	of	the	form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ibetan	opera	performance,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is	art	form,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opera	art.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also	help	u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ibet	and	promote	th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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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戏艺术的表演形式与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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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藏戏作为中国西藏地区特有的一种古老戏曲艺术形式，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这种艺术形式起源于公元7世
纪，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表演形式和艺术风格。在藏戏表演中，舞蹈、音乐、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相
互融合，共同呈现出一种独具魅力的艺术风格。论文通过对藏戏表演形式与特点的深入分析，旨在挖掘这一艺术形式的内
涵，为今后的藏戏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通过对藏戏表演形式与特点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艺术形式
的内涵，为推动藏戏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西藏地区的文化传统，促进民族文化
交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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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藏戏，又称藏剧，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魅力的

戏曲艺术形式，主要流传于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地区。它

将舞蹈、音乐、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

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近年来，藏戏艺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

关注，对于藏戏表演形式与特点的研究也日益深入。论文将

从藏戏的起源、表演形式、艺术特点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

对这一艺术形式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2 藏戏的起源与发展

藏戏作为一种独特的戏曲艺术形式，其起源可追溯至

公元 7 世纪。在那个时期，西藏地区的宗教艺术形式逐渐演

变成一种具有戏剧性质的表演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藏戏

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形式和

艺术风格。藏戏的起源与发展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早

期，藏戏受到了印度、尼泊尔等地戏剧艺术的影响，这些艺

术形式为藏戏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然而，在漫

长的历史进程中，藏戏逐渐吸收和融合了本地的文化元素，

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 [1]。此外，藏戏在发展

过程中，还受到了西藏地区宗教、民俗和文化传统的影响。

藏戏的剧本多取材于佛教故事、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这使

得藏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传播宗教教义和传统文化的重要

载体。同时，藏戏的表演形式和艺术风格也深受西藏地区民

间舞蹈、音乐和戏剧传统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

表现手法。藏戏作为一种古老的戏曲艺术形式，其起源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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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历程充满了丰富性和多样性。在历史的沉淀和文化的交融

下，藏戏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表演形式和艺术风格，成为西藏

地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

3 藏戏的表演形式

3.1 舞蹈
藏戏的舞蹈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它融合了宗

教舞蹈的庄重神秘和民间舞蹈的活泼欢快。舞蹈动作多以自

然动作为基础，强调身体的曲线美和韵律感。演员们在表演

过程中，通过丰富的舞蹈动作和表情，展现角色的性格特点

和情感变化。在藏戏表演中，舞蹈既是表达宗教信仰的重要

手段，又是展示民间习俗的生活写照。例如，藏戏中的“谐

钦”舞蹈，以优美、庄重的动作表现出对神灵的敬仰和祈福。

而“卓”舞蹈则以活泼、欢快的节奏展示了藏族人民的生活

乐趣和乐观精神。这些舞蹈动作在演员们的表演下，充满了

独特的艺术魅力，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神秘和欢乐的艺术

世界。此外，藏戏舞蹈还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如表现战争场

面的“剑舞”，以激烈的动作和气势展现了战士们的勇敢和

力量 [3]。而表现劳动生活的“农耕舞”，则以轻松愉快的动

作展示了农民们辛勤劳作的情景。这些舞蹈不仅具有很高的

艺术价值，还让观众在欣赏表演的同时，了解到了藏族人民

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

3.2 音乐
藏戏音乐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包括唱腔、曲调、节

奏等方面。唱腔分为“谐音”和“朗玛”两种，前者旋律优

美、音域宽广，后者节奏感强、富有力量。藏戏音乐在表演

过程中，既能展示角色的情感变化，又能营造出独特的氛围。

藏戏音乐的特点在于其独特的唱腔和丰富的情感表现。在唱

腔方面，藏戏音乐吸收了藏族传统音乐的精华，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情感表现方面，藏戏音乐通过激昂、抒

情的旋律，将角色的情感变化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藏戏

音乐还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如表现战争场面的音乐，以激昂

的旋律和强烈的节奏，展现了战士们的勇敢和力量。而表现

劳动生活的音乐，则以轻松愉快的旋律，展示了农民们辛勤

劳作的情景。这些音乐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让观众

在欣赏表演的同时，了解到了藏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

仰。藏戏音乐在表演过程中，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它不仅

能深深地打动观众的心灵，还能为观众带来一种独特的艺术

享受。这种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情感表现，使得藏戏音乐在表

演过程中，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视觉

和心灵的盛宴 [4]。

3.3 戏剧情节
藏戏的戏剧情节丰富多样，主要以民间传说、历史故

事和宗教题材为主。在表演过程中，演员们通过夸张的妆容、

服饰和动作，生动地展现角色的性格特点和故事情节。戏剧

情节紧张激烈，充满悬念，使观众沉浸在其中，体验戏剧带

来的紧张和刺激。藏戏的戏剧情节具有丰富多样的特点。一

方面，它展现了藏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文成公主》

等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传达了人们对和平、美好生活的渴望

和追求。另一方面，它反映了藏族人民对抗恶势力的勇敢精

神，如《格萨尔王》等历史故事，这些故事展现了人们面对

困难和挑战时的勇敢和坚持。这些戏剧情节在演员们的表演

下，呈现出一场场生动、感人的艺术盛宴，使观众在欣赏表

演的同时，也能从中获得对生活、道德和宗教等方面的思考

和启示。藏戏的戏剧情节既传承了藏族文化的精华，又展示

了藏族人民的独特魅力，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视觉和心灵的

盛宴 [5]。

3.4 舞台美术
藏戏的舞台美术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它包括布景、

道具、服饰等方面，都是藏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布景以

山水、建筑等自然景观为主，通过巧妙的舞台设计，将现实

与梦境相融合，为观众呈现出一个既真实又超现实的艺术世

界。道具和服饰也是藏戏舞台美术的重要内容，它们具有浓

郁的民族特色，既能展示角色的身份地位，又能增强表演的

观赏性。在藏戏表演中，舞台美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为观众呈现出一场视觉盛宴，还通过丰富多样的设

计，使观众能够深入了解藏族人民的审美观念和生活习俗。

这使得藏戏表演在视觉上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为观众带来

了极大的艺术享受。

4 藏戏的艺术特点

4.1 独特的表演风格
藏戏的表演风格独特，强调动作的夸张与变形，呈现

出一种古朴、粗犷的美感。这种独特的表演风格来源于西藏

地区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和民俗习惯。在演员们的表演过

程中，他们通过丰富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展现角色的内心世

界，使观众能够深入地理解角色的性格特点和情感变化。此

外，藏戏的舞蹈动作也具有独特的风格。舞蹈动作多以自然

动作为基础，强调身体的曲线美和韵律感。这些动作在演员

们的表演下，充满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6]。同时，藏戏的舞蹈

动作还具有宗教舞蹈的庄重神秘和民间舞蹈的活泼欢快，使

观众在欣赏表演的同时，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这种独特

的艺术风格，既传承了藏族文化的精华，又展示了藏族人民

的独特魅力，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视觉和心灵的盛宴。

4.2 严谨的演技规范
藏戏有着严格的演技规范，这是藏戏能够在历史长河

中得以传承并保持其独特艺术魅力的关键所在。演员们在表

演过程中，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和规范，以确保表演的顺利

进行。首先，藏戏的演员们在妆容上有着严格的规范。不同

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妆容，这些妆容不仅要体现出角色的性格

特点，还要符合剧情的需要。例如，坏人的妆容通常会比较

夸张，以突出其邪恶的特点；好人的妆容则相对比较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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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现其善良的性格。其次，服饰也是藏戏表演中的一大规

范。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服饰，这些服饰不仅要符合角色

的身份地位，还要体现出剧情的时代背景。例如，皇家的服

饰通常会比较华丽，以突出其尊贵的地位；而民间角色的服

饰则相对比较朴素，以表现其生活的艰辛。最后，动作和表

情也是藏戏表演中的重要规范。演员们在表演过程中，必须

通过丰富的动作和表情，来展现角色的内心世界。演员们通

过遵循这些规范，能够将角色塑造得栩栩如生，为观众呈现

出一场场视觉和心灵的盛宴。同时，这些规范也为藏戏的传

承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4.3 寓意丰富的表演内容
藏戏的表演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现实生活、宗教信仰、

道德观念等多个方面，寓意深刻，旨在引导观众反思生活、

认识世界。一方面，藏戏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具有很强的现实

意义。它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和角色塑造，展现出藏族人民

在生活中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困境，以及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

和价值观。例如，一些藏戏作品关注社会不公、家庭矛盾等

现实问题，通过表演来揭示这些问题，引发观众的思考和关

注。另一方面，藏戏对宗教信仰的传达也具有重要意义。藏

戏的剧本多取材于佛教故事和宗教传说，演员们通过表演这

些故事，传达出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和敬意。这些表演内容不

仅让观众了解和感受到宗教信仰的力量，同时也展示了藏族

人民对宗教的敬畏和信仰。此外，藏戏还通过寓意丰富的道

德观念来引导观众思考 [7]。它倡导诚实、善良、勇敢等美德，

批判贪婪、欺诈、怯懦等恶行。这些道德观念通过故事情节

和角色塑造，深入人心，对观众产生积极的影响。藏戏的寓

意丰富的表演内容旨在引导观众反思生活、认识世界。

4.4 强烈的民族特色
藏戏艺术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它是西藏地区独特的

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和社会风俗的集中体现。在藏戏的表演

过程中，演员们通过服饰、道具、舞蹈等方面，展示出藏族

人民的审美观念和民族精神，为观众呈现出一个独特的藏族

文化世界。一方面，藏戏的服饰是表演中的一大亮点，充分

展现了藏族人民的审美观念。演员们的服饰多以鲜艳的颜色

和丰富的图案为特点，体现了藏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

的追求。此外，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服饰，这些服饰不仅

符合角色的身份地位，还通过其独特的设计和装饰，展现出

剧情的时代背景和地域特色。另一方面，道具的使用也是藏

戏表演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演员们通过各种道具的运用，

增强了表演的可信度和观赏性。这些道具多以生活中的实物

为基础，如农具、家具等，既体现了剧情的现实背景，又展

示了藏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

此外，藏戏的舞蹈动作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充分展

现了藏族人民的民族精神。舞蹈动作多以自然动作为基础，

强调身体的曲线美和韵律感。这些动作在演员们的表演下，

充满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使观众能够感受到藏族人民的热情

和豪放。藏戏的强烈民族特色使其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通

过服饰、道具、舞蹈等方面的展示，藏戏为观众呈现了一个

独特的藏族文化世界，使人们在欣赏表演的同时，也能深入

了解和感受到藏族人民的审美观念和民族精神。这种独特的

艺术形式，既传承了藏族文化的精华，又展示了藏族人民的

独特魅力。

5 结语

藏戏艺术作为中国独特的戏曲形式，承载了丰富的表

演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分析其表演形式与特点，不仅可

以更深入地理解藏戏艺术的内涵，也为今后的藏戏研究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然而，面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我们也应

关注藏戏艺术的传承与发展问题，通过创新和改革，努力将

这一优秀的民族艺术推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藏戏

艺术的魅力。只有这样，藏戏艺术才能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

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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