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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艺术的表演技巧教学研究
蔺琳

北方昆曲剧院，中国·北京�������

摘要

论文首先从音乐和唱腔表演两个方面对昆曲艺术的主要特点进行了阐述，而后从大小砌末造型、唱念写景、做功写景以及龙
套写景四个方面对昆曲艺术思想的舞台表现进行了分析，最后从唱腔技巧、念白技巧以及动作技巧三个方面分析了昆曲艺术
的表演技巧，以期为我们深入理解昆曲的艺术特征及其整体的舞台表现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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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我们一般把昆曲称为是昆腔或昆剧，在中国传统的戏剧

表演艺术中，它极具代表性，它的生命力也很强。昆曲中的“昆”

指的是地域，也就是现在中国江苏的昆山地区，昆曲艺术就

是源自于这里。我们知道，四大声腔为海盐腔、弋阳腔、余

姚腔、昆山腔四个戏曲剧种之合称。明和清两代，在中国的

戏曲舞台上，昆剧这种声腔剧种的影响是最大的，因而，昆

曲也被人们称为中国戏曲之母。从整个中国戏曲史来看，不

管是在创作方面还是在表演方面，昆剧都有着最完整的体系，

最深厚的基础，最丰富的积淀，它代表着中国传统民族艺术

的璀璨成果，对中国的古代以及近代文学还有音乐舞蹈等艺

术门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昆曲艺术的主要特点

2.1�音乐方面的特点

昆曲是从昆山腔演变发展形成的，昆山腔最早出现的时

间是在元末明初，最初是作为一种清唱与小曲，流行于民间。

明代嘉靖年间，江苏太仓出现了一名叫魏良辅的戏曲家，当

时在昆山一带，有很多的戏曲唱腔在流行，他对这些戏曲进

行了比较全面的收集与整理。魏良辅原本是中国江西豫章人，

是当地的一名乐户，十分酷爱弋阳唱腔。到了江苏之后，受

到了过云适和张野塘的精心指导，他开始对当时的海盐腔和

余姚腔等进行兼容并包地学习，通过这种学习与借鉴，他将

南北东西的戏曲风格集大成的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新

的“水磨腔”，它又被人们称作是昆腔，它有着清新的格调，

细腻的表现形式，舒缓的节奏，柔美的音色。由此我们可以

看到，昆曲这种音乐从一开始就是融合了其他多种形式的艺

术手法。昆曲的板式主要分为 �种，也就是散板、干板、一

眼板、三眼板以及赠板。在昆曲中，伴奏的乐器种类很多，

如箫、笛、唢呐、三弦、琵琶、月琴、鼓板、大锣、云锣、

小锣、堂鼓以及铴锣等多种乐器。这些乐器如果全部都融合

起来，就可以实现“交响乐队”的效果，它在风格以及表现

力方面都独具一格。就昆曲而言，它又有南曲和北曲之分，

它们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特色。第一，从调式与音程来看，南

曲的调式通常是五声音阶，北曲的调式一般是七声音阶；南

曲在曲调方面，一般比较舒缓平稳，北曲的曲调常常会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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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式的旋律。第二，南曲允许在一出戏中进行换韵和换调，

北曲不允许在一出戏中来换韵和换调。在词曲结合搭配方面，

南曲中有着较多的腔和较少的字，北曲中有着较少的腔和较

多的字。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南曲比较委婉抒情，而北曲具

有刚劲慷慨的特点。从唱腔形式来看，南曲在唱腔方式方面，

分别为独唱、齐唱、同唱、接唱以及独唱接齐唱等五种形式，

对于北曲来说，全部是由一个人来完成唱腔。

2.2�唱腔和表演方面的特点

昆曲在唱腔方面，对于声音的要求比较高，要严格把握

好声音和节奏，对其速度也要掌握好，在发音咬字时，必须保

证清晰，在技巧方面也更加注重其细腻性。在唱腔方面，昆曲

的腔法比较多，角色不同，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唱法。昆曲在音

乐节拍方面，大多使用了传统戏曲中典型的节拍，如一眼板和

三眼板以及流水板等。在具体唱腔方面，戏曲中的剧情会比较

曲折，人物也会有着多种情绪，在表达方式上也会各自不同，

因而在唱腔和节拍方面也会存在不同的变化。昆剧在表演形式

方面，具有严谨规范性，它充分体现出了作为一种综合艺术的

戏曲特质。在进行昆剧表演中，演员要确保其唱腔和念白以及

表情还有动作体态等实现有机地融合，进而完美地呈现出戏曲

中的不同人物以及故事情节。事实上，对于中国的民族音乐以

及舞蹈艺术来说，它们都从传统戏曲特别是昆曲中汲取了很多

的养料。对于中国的民族舞蹈来说，它对于身韵训练非常重视，

讲究写意，对于动作的表现力比较注重，无论是举手投足还是

眼神手势，其中都蕴含着深意和韵味，这些都是极大地借鉴了

昆曲等传统戏剧表演的手法 >��。

3�昆曲艺术思想的舞台表现

3.1�大小砌末造型

昆曲在舞台造型方面，使用的比较多的是大小砌末造型，

相比于其他的形式，在大小砌末的具体运用中，比较简洁和

统一。一般而言，大砌末的呈现，通常由椅子、桌子、布城

以及帐门等元素来完成，而酒杯和篮子以及船桨等内容都是

小砌末。以桌子这一砌末为例，在昆曲的表演中，如果表现

的内容中出现了楼台等元素，演员就会将桌子摆放在大帐前

面，这样就能呈现出剧情中有关彩楼与阁楼的内容；对于御

案和宴会等剧情内容，也可以通过设计不同的桌子的造型来

进行呈现。这种呈现方式注重以部分来代整体，注重以小见大，

很好地运用这种技巧，就能有助于昆曲中情境美感的有效传

达，进而充分彰显出表演程序中具有的泛美化特质。

3.2�唱念写景

对于昆剧的戏曲表演来说，在唱段的起始方式方面，通

常都会呈现出唱念写景的艺术特点。就具体的唱念写景而言，

随着表演者对内容的不同演绎，观众也会在自己的脑海中对

相应的景象进行想象。例如，在《千里送京娘》戏曲中，前

部分内容以大量的念白为主，来对赵匡胤与赵京娘回家途中

的经历进行描绘，一路上的各种风景都以念白方式出现，这

种表达方式，将虚实融合在了一起，进而淋漓尽致地呈现出

了昆曲艺术的意境美，同时也把赵匡胤对于京娘的细腻情感

传达了出来 >��。

3.3�做功写景

一般来说，昆曲通过做功写景这种方式，来呈现出戏剧

人物的舞台形象，进而实现对环境的具体塑造，并传达人物

的情感。通常来说，如果演员要想实现良好的做功写景，就

需要掌握扎实的基本功，还要熟练地把握好唱念做打的全部

内容，而后通过舞台的表演将美学艺术思想彰显出来。例如，

在《夜奔》中，表演者舞台上的做功非常逼真，剧中的主人

公被奸人陷害，在上梁山的过程中有着复杂的心情，通过舞

台做功将这种心情鲜明地呈现了出来。

3.4�龙套写景

对于戏曲的舞台表演来说，龙套写景很常见。龙套演员

使用不同的程序化方式，来实现对不同动作的传达，这样能

极大地调动表演中的气氛，进而促进剧情曲折起伏的变化。

在昆剧表演中，龙套写景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体现出了

一种虚实相生的艺术美丽，体现出夸张的特性，这样就能对

表演舞台的气氛进行很好的烘托，从而淋漓尽致地呈现出传

统文化的艺术特质。如在昆曲舞台表演中，“大推磨”是一

种比较常见的位置转换形式，剧中主角会站在中间位置，龙

套演员会进行不停地围绕移动，进而让观众了解到其空间位

置发生了变化。这种方式可以灵活地将不同的空间呈现出来，

它其中也包含着虚实相生的传统思想，能充分彰显出传统文

化的特质 >��。

4�昆曲艺术的表演技巧教学分析

4.1�唱腔技巧方面

就唱腔技巧来看，要想演好昆曲，就需要把握好其中的

声音，节奏的速度需要掌握好，确保其顿挫疾徐，咬字吐音

方面也必须讲究，根据不同的角色类型，有着不同的腔法和

唱法之分。在音乐方面，一般都使用一眼板和三眼板以及流

水板等形式。具体的唱腔过程中，会有不同的板式，全都是

根据剧情以及角色情绪的需要来安排。昆曲的唱腔有着以字

行腔的特点，腔要随着字走，唱腔上的腔格也有着严格的规定，

这样就增强了音乐的空间布局性 >��。

如《游园》中的“步步娇”“皂罗袍”“好姐姐”，《琴

挑》中的“懒画眉”“朝元歌”，北曲中有“端正好”“新

水令”“醉花荫”“点绛唇”“粉蝶儿”“斗鹌鹑”“一枝花”“集

贤宾”等八套。昆曲中在应用曲牌时构成联套（又称套数），

通过联套的选用、调剂、对比组成一个整本大戏的音乐和文

学结构，基本上一出戏是一个套数。在唱腔技巧上昆剧注重

声音的控制，节奏速度的顿挫疾徐和咬字吐音的讲究，并有

“豁”“叠”“擞”“嚯”等腔法的区分以及各类角色的性

格唱法。音乐的板式节拍，除了南曲“赠板”将四拍子的慢

曲放慢一倍外，无论南北曲，都包括通常使用的三眼板、一



��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 卷·第 14 期·2021 年 7 月

眼板、流水板和散板。它们在实际唱腔时自有许多变化，一

切服从于戏情和角色应有的情绪。昆曲唱腔的特点是“以字

行腔”，腔跟字走，在唱腔上也有一定的腔格，不同于其他

戏曲可以根据演员个人条件随意发挥，而是有严格的四定：

定调、定腔、定板、定谱。从而使音乐布局的空间增大，变

化增多 >��。

4.2�念白方面的技巧

“念”和“唱”在戏曲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是

互为补充的，可以有效地呈现出人物的性格变化。我们一般

可以把戏曲分为韵白与散白两种，这两种语言都是进行了艺

术的提炼，其节奏性与音乐性比较好，既悦耳又铿锵，和唱

进行有机的协调。我们还是以《沉江》为例来分析。其中的

第一句念白就体现出了“先声夺人”的功能。演员在侧幕内

第一句就念到“杀败了啊，杀败了”，没有人出现在舞台上，

但却先听到了声音，声音传达出了一种悲愤的基调，这样尽

管观众并没有看到演员上场，然而也会在脑海中想象和理解

这个角色的情感状态，对于戏剧中的故事背景也会有所了解，

这样就能吸引观众，使其融入演员的演出以及剧情的发展中。

因而，虽然这句念白就几个字，但却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它

第一时间内细腻地流露出了人物的情感状态，在念这句“杀

败了啊”时，要使用中声部，其中还要带一些颤抖，以便将

哽咽的状态传达出来，进而来彰显出人物在面对战败时的心

情，在念后一句“杀败了”时，要使用高声部，以便将悲愤

的状态传达出来，进而传达出人物内心的绝望心情以及其精

忠报国的信念。

4.3�动作方面的技巧

演员在演绎角色时，要灵活地使用各种不同的程式化动

作，来传达出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通过举手投足的动作，

既能传达出其内心的感受，又能有力描绘出人物的外形特点，

进而实现内外的有机交融，从而更好地塑造形象。在角色上

场和下场前，或者是一段动作完成后，会有较短的时间停顿，

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全力来描绘人物形象的精神状态，因此

演员必须高度重视第一亮相这个环节。在《沉江》中，第一

句念白完成后，演员就要上场和亮相，史可法横扫马鞭，手

拿长枪，抖靠旗亮相，这时的文武老生演员，就需要集中全

部的精神，表现出目光炯炯的状态，实现气震全场的效果。

此刻的史可法尽管战败，通过这一亮相，观众依然能感受到

这位爱国将领身上的浩然正气，进而也就能充分理解其后面

的殉国沉江的行为 >��。

此外，在戏曲中，还经常会使用到“摔僵尸”这个动作

方式，它主要用来描绘人在听到噩耗后或遭遇剧变后，出现

昏厥或死去的场面。在《沉江》中，老赞礼和史可法见了面，

老赞礼告诉了史可法南京城里的具体状况，听完这些叙述后，

史可法的内心彻底崩溃了。老赞礼在念出“大势去也，大势

去也”后，史可法的单手不断颤抖并一直往上伸，口里一连

串地念出“噢”，当声音与手势都位于最高点时，他做出了

一个摔僵尸的动作，描绘出一种昏厥的状态，这时的戏剧情

节也发展到了高潮阶段。演员使用这个动作，来传达出人物

面临着的崩溃心理，观众就能有一个深入的了解，还能让观

众的情绪达到顶点，进而让观众产生极强的共鸣心理。

5�结语

在中国的传统戏剧文化中，昆曲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我

们需要对昆曲艺术的特点及其表演技巧进行深入地分析，这

样才能在舞台上将其艺术魅力充分展现出来，也才能更深入

地传承和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并不代表着墨守成规，

它也需要不断创新，我们要在对昆曲技术进行传承的基础上，

对先辈们的丰富经验进行汲取，进而在实践的创作中去不断

提高表演技巧，从而彰显出昆曲艺术的独特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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