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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研究》由欧阳启名、欧阳中石编著
中国戏曲艺术，是世界戏剧中极有中国艺术特色的一种综合性演出艺术。
是突出地把歌唱与表演，以中国特有的艺术方式呈现在观者面前的一种艺术形式。

中国戏曲从人们的生活中来，更生活在观众之中，她把带有戏剧性的素材，以特有的艺术形式作为综
合的整体，集中地呈现在一个“舞台”之上，使观者享受到欢娱，使观者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教化”
。
她植根于中国的沃土，深深地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也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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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如“麒麟童”饰演的闻太师，一出场，就给人以正气凛凛、仪表堂堂、令人望而生畏的气
概。
而“小鞑子”饰演的姜子牙的出场虽没有那么大气派，然而同样令人不敢小觑而悚然正视，在台口一
出声便把所有的观众都镇住了，嗓音竟不像从一般人嘴里吐出的，那么清脆、那么嘹亮，如脆萝卜一
般，声震云霄。
再如叶盛兰在《群英会》中饰演周瑜的上场，威武、庄重而有尊严。
 侯喜瑞在《战宛城》中曹操的上场，前边龙套满台，八将列阵，已是十分的威严，在这种气氛下走出
来的曹操似乎应该矜持而严肃。
但侯喜瑞却极其轻松地走了上来，极其随便地投袖、抖袖，举手整冠时，也只是远远地比划-下，向下
整髯，捋到胸前时竟向两边分去，同时随着“丝鞭”一耸肩膀，不出声，只一个展辅、微微眯眼的得
意神情，便把曹操的“奸诈”、“阴险”而又踌躇满志的神态表露得淋漓尽致了。
 杨小楼的上场很特别，其他演员、特别是武生演员，在上场前总要聚精会神地用力，着力去赢得一个
“碰头好儿”。
杨小楼则不然，出台帘，头一低，再一扬，就完了，可是很好看、很自然。
别人的亮相，都是在四击头的锣鼓中硬砍实凿地完成的，着力显现磁实、有力。
杨小楼却只于前边有一个稍微的招呼，而在末一击之前，他已站好，在末一击鼓点上，把肩膀一动，
靠旗一晃，俏皮、美观、省力而自然。
 奚啸伯在《空城计》中饰演诸葛亮的上场，前边四将起塥，龙套站门，待唢呐牌子吹完，“一锤锣”
的“掉钹”声中，他才缓步登场，虽是羽扇纶巾，但满脸肃穆，俨然是一位爱国爱民的武乡侯。
他出场亮相，整冠、捋髯，但不投袖，眼神平视前方，远放到台下，然后收回来，略低头，看着舞台
前方的台毯，再起步，以表现出诸葛亮在大敌当前的情势下依然沉稳凝重、思虑国家大事的内心活动
。
《哭灵牌》中刘备的上场，则于眉攒处聚成一个疙瘩，一腔哀戚与仇恨的感情都在脸上、眼神上表现
了出来。
在《四进士》中奚啸伯饰演宋士杰，上场时，眉心上举，表明了他恬然闲散的心情。
《珠帘寨》中李克用的上场，只见他眼神下瞥，鼻翼纹耸起，那种倨傲得意的神态不言而喻，细致而
入微。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各地的演员都怕去烟台演出，因为烟台的观众看戏有个习惯，每个人都带着一
盏灯去看戏。
走进剧场，坐在座位上，灯就插在座位边上，看演员出场，等演员念完了（引子），一听不错，就把
灯吹灭，接着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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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研究》是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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