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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便于领导干部更好地从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拓宽人文视野，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提高
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自2002年开始，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了“部级
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内容涉及历史、文化、民族宗教、文学、政治、社会学经济学等诸方面，
作者均为享誉国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像任继愈、李学勤、戴逸、田余庆、汤一介、楼宇烈、宁可、
马大正、方立天、葛剑雄、何芳川、庞卓恒、吴江、赵汝蘅等，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纵横国际与
国内、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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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国家图书馆，1998年12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对外称中国国家图
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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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吴江 浅谈京剧文化　　享誉世界的三大古典戏剧包括古希腊的悲喜剧、印度的梵剧及中国戏曲。
其中中国戏曲是这三者之中惟一始终不曾中断，一直活跃在舞台上的古老剧种。
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悲喜剧和印度的梵剧就比较繁荣了，而中国戏曲，就我们目前掌握的材料，从
《永乐大典》戏文3种中的《张协状元》这个时期算起，仅有800年左右的历史，也就是在宋元之际，
中国戏曲才真正形成了。
古希腊的悲喜剧和印度的梵剧，从其诞生、繁荣之始就活跃在舞台上，以后逐渐绝迹。
中国的戏曲则不同。
它虽然诞生较晚，但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至今依然活跃在舞台上。
　　在全国300多个戏曲剧种中。
京剧是观众最广泛、最有代表性的剧种。
京剧刚产生的时候叫皮黄戏，又叫京腔大戏，后来叫京戏、京剧，在台湾和海外，也称为国剧。
　　京剧诞生于晚清的咸丰、同治年间，即距今约150年之前。
它是在中国戏曲发展到巅峰时期，在清代由皇家知识分子和众多艺术家共同创造的文化工程。
根据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有关昇平署的资料可知，京剧的产生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
晚清时期，社会混乱，人心思变。
为维持封建统治。
一大批皇家知识分子为京剧的形成做了很多的研究和推动的工作。
当时有很多徽剧、汉剧的艺术家们，也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
由于皇家直接参与了京剧形成这项工作，所以京剧本身的文化含量是比较高的，在当时全国出现的戏
曲剧种当中，它的文化含量最高。
由于当时是通过经商和京官两条途径推广开的，所以京剧的观众很快地就从大的都市到大的港口，逐
渐辐射开来，最终形成了国际最有影响的剧种。
清光绪年问出现了一幅沈容圃画的《同光名伶十三绝》，其中有老生程长庚、卢胜奎、张胜奎、杨月
楼，文武老生谭鑫培，小生余小香，旦角时小福、余紫云、梅巧玲、朱莲芬、郝兰田，丑角刘赶三、
杨鸣玉。
它说明同治、光绪年间戏曲行当发展的情况，也是画家为戏曲演员树起的第一块丰碑。
　　京剧的内容主张文以载道，剧情多以形象地宣传道德，高台教化为主。
形式上继承了传统美学“有无相生”、“立象尽意”的写意性。
程式性的表演以夸张和象征的方式展示出中国古代社会对善恶美丑的道德取向。
强调整体美感的中国京剧形成了与各国戏剧迥然不同的独特艺术风格，是被世界公认的三大戏剧流派
（前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德国的布莱希特、中国的梅兰芳）之一。
　　在这里我要着重介绍一下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
梅兰芳是中国京剧“四大名旦”之一，他的表演风格雍容华贵、典雅大方。
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有闺阁千金，如《宇宙锋》中的赵艳蓉、《风还巢》中的程雪娥；有气度不凡的
贵妇人，如《贵妃醉酒》中的杨贵妃；有受尽生活磨难的女性形象，如《生死恨》中的韩玉娘；也有
地位卑下的女婢，如《千金一笑》中的晴雯；还有当代女性形象，如《邓霞姑》中的邓霞姑⋯⋯梅兰
芳为戏曲人物画廊增添了不少光彩照人的新形象，对旦角声腔表演的发展有突出的贡献。
除此之外，那就是他用毕生精力使中国京剧走向世界，他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率团走向世界舞台演
出的艺术家。
他还用多种形式，如小型戏曲服饰、脸谱展览、演出精彩京剧歌舞片段等，介绍中国戏曲文化，以至
于外国朋友访问中国一定要观“梅剧” （即梅兰芳的演出）。
他们称中国戏曲为“梅兰芳体系”。
中国戏曲在世界文化艺术中所取得的地位，与梅兰芳所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以歌舞演故事”的综合性是中国戏曲，也是京剧的第一个特征。
京剧继承了中国文化包容性的传统，在艺术形式上，集歌舞、说唱、武术、杂技、相扑、村歌俗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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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在文学样式上，融诗、词、史、赋、俗讲、话本小说诸文于一炉；在直接的综合上，化徽、汉
、昆、梆诸剧及胡汉夷狄众乐为一体。
它真正做到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故而形成包容百家、自成一统之势。
　　在这里我想举乐器和剧目方面的例子来说明京剧的包容性。
大家都知道，京剧的主奏乐器是胡琴，顾名思义，胡琴不是我们中原地区的乐器，它来自少数民族。
另一个乐器月琴也是少数民族的。
我们中国的乐器中，最早汉族地区的乐器，一般都是一个字，笛、箫、鼓属于这类，筝、琴也属于这
类。
凡是两三个字的，基本上就是少数民族的乐器。
由此可见京剧对其他乐器的吸收面之广。
　　至于剧目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现代戏，《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等等都属于这
类戏，它们都不是京剧的原创。
以《红灯记》为例，中国京剧院演出的《红灯记》是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本改编的，编剧阿
甲、翁偶虹，导演阿甲。
沪剧本取材于电影文学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
根据电影文学剧本改编的还有昆曲《红灯记》、京剧《革命白有后来人》。
两出京剧都参加了1964年全国京剧观摩演出大会，同一题材的两出京剧各具特色。
所以说京剧真正的原创是地方戏，像沪剧、话剧、歌剧都是原创，而京剧把它们拿过来，通过自己的
加工、改编以后，就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代表性的剧目。
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出京剧的极强的包容性，它通过吸收别家来发展自己，这正是它为什么能够持续发
展，赢得更广泛观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京剧的特征是通过具体的剧目来展现的。
为方便大家的理解，加深对京剧的认识，下面我采取边举例边说明的方式为大家介绍。
　　《春草闯堂》描写相府小姐的侍女春草为搭救见义勇为的青年薛玫庭，闯公堂替小姐冒认夫婿，
引出一串啼笑皆非、最终弄假成真的故事。
其中“行路”一场，表现县官胡进坐轿随春草去相府找小姐对证夫婿是真是假的情节。
这场戏充分展示出京剧的特点，它“有对话，不是话剧；有歌唱，不是歌剧；有舞蹈，不是舞剧”，
而是以独特的民族方式载歌载舞地演故事，在歌舞表演中刻划人物内心活动，推动剧情发展。
台上6个演员什么道具也没有拿，就凭他们在空旷的舞台上表演，大家就能看明白：县官坐在轿子 里
，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坡，一会儿又从轿子里摔出来了。
通过演员的表演，通过他们的舞蹈与对唱，不但把故事情节展现给了观众，而且将县官和春草之问的
内心冲突也表达得清清楚楚。
这就像齐白石先生画的虾，虽没有画出水和水中的环境，可是人们仅凭那只虾的须向后捋着这一点，
就知道那是一只在水中游动的活虾。
要做到这一点，正是借助于京剧的第二个特征——虚拟性。
　　虚拟性，立天地万象于半亩氍毹，借唱念做打演古今传奇， “神是人，鬼是人，人也是人，一二
人千变万化；车亦步，马亦步，步行亦步，三五步四海五湖”。
自由的时空，借传神的表演，唤起观众的无限遐思。
在最经济的舞台上表现出无限大的场面、无限广的空间、无限长的时段和无限隐密的内心。
同时采取的又是最尊重观众，允许观众主动参与的形式。
这就是中国戏曲艺术继承古典美学写意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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