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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全面、系统介绍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知识及其具体训练方法的工具书。
此书语言严谨、精炼、准确，全书从行当、形体、跳转、毯子功、服饰、盔帽翎发、髯口、道具、把
子功、舞台调度和排演术语等十一个方面对戏曲表演艺术作了详细地阐述，所释名词、术语共有一千
五百多条，随文配有一千三百多幅精心绘制的图画，让人一目了然。
本书图文并茂的这一特点，使其不仅可以作为一本辞典备查，也可以作为教科书供戏曲演员、教师、
学生以及戏曲爱好者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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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　　戏曲行当　　【生】戏曲行当名。
生的名目最初见于宋代南戏，泛指剧中男主角，相当于北杂剧的“正末”行当。
历代戏曲界均沿用此名目，将剧中“净”、“丑”行以外的男性角色统归于生行，生行便成为戏曲表
演行当中的主要类型之一。
根据角色的年龄、性格、表演特征、外部形象等方面，大致可分为“唱功老生”、“做功老生”、“
文武老生”、“末”、“外”、“长靠武生”、“短打武生”、“红生”、“娃娃生”、“小生”、
“武小生”、“纱帽生”、“扇子生”、“翎子生”、“穷生”等。
详见各条。
　　【老生】戏曲行当名。
亦名“须生”。
属生行分支。
在传统戏曲中，泛指带胡须（即“髯口”）的角色。
专门扮演中年或老年的男性角色。
以“俊扮”（即不勾画脸谱）为主。
根据人物的性格、年龄、地位、表演特点等，老生行中又分为“唱功老生”、“做功老生”、“王帽
老生”、“红生”、“文武老生”、“靠把老生”、“衰派老生”等。
　　【须生】即“老生”。
详见“老生”。
　　【唱功老生】戏曲行当名。
亦名“安工老生”。
属老生行。
在舞台表演中，以唱功为主，身段较少。
表演上以安详、稳重为特点，故俗称“安工老生”，如《空城计》中的诸葛亮《捉放曹》中的陈宫、
《文昭关》中的伍子胥、《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中的杨波等[见图]。
唱功老生在韵味、咬字、音色、唱法诸方面，形成有多种艺术流派，使戏曲的声腔艺术得到很大的发
展。
　　【安工老生】即“唱功老生”。
详见“唱功老生”。
　　【做功老生】戏曲行当名。
亦名“衰派老生”。
属“老生”行。
在舞台表演上，以做功为主，身段较多，动作幅度比唱功老生大，需具备较扎实的“髯口功”、“水
袖功”、各种“台步”，还应具备一定的“软毯子功”，如“吊毛”、“抢背”、“僵尸”、“扑虎
”。
如《徐策跑城》中的徐策、《四进士》中的宋士杰、《清风亭》中的张元秀[见图]等，均属做功老生
。
因这类角色在舞台上大多戴白色的“髯口”，扮演年纪衰迈或生活窘迫的人物，故亦俗称其为“衰派
老生”。
　　【王帽老生】戏曲行当名。
属老生行。
因为在舞台表演上，以戴王帽盔头为特征而得名。
以唱功为主，身段较少，表演上以稳重、沉着为特点，如《上天台》中的刘秀、《大登殿》中的薛平
贵、《三哭殿》中的李世民等[见图]。
　　【衰派老生】即“做功老生”。
详见“做功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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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生】戏曲行当名。
属“文武老生”行。
武生亦兼之。
因化妆时，勾画红色脸谱而得名。
在舞台表演上，主要是演勾红色脸谱的角色，如《古城会》中的关羽、《千里送京娘》中的赵匡胤。
红生虽系专行，今时大都由“靠把老生”、“长靠武生”担任。
因勾红脸，俗称为“红净”。
表演上重工架，重在表现人物的稳健、刚毅、威武，刻画气度非凡、具有神武气质的人物形象[见图]
。
　　【靠把老生】戏曲行当名，属老生行。
在舞台上，大都扮演须“扎大靠”并舞动刀枪把子的武将一类人物，如《定军山》中的黄忠、《战樊
城》中的伍子胥。
表演上重做工，需具备较扎实的“大靠功”、“把子功”。
详见“文武老生”。
　　【文武老生】戏曲行当名。
属老生行。
是指演员不仅能唱文戏，具有较好的唱功，而且还能演武戏，具有较好的做功，即“文武昆乱不挡”
，艺术上较全面的演员。
在舞台上专门扮演文武双全的老生行角色。
如《满江红》中的岳飞、《战太平》中的花云、《战樊城》中的伍子胥等。
　　【武老生】戏曲行当名。
属老生行，武生行亦兼之。
在舞台上，大多扮演武艺高强的中、老年人物。
需戴长髯口，以武打和做工为主，如《潞安州》中的陆登、《虫八蜡庙》中的褚彪，专以刻画年纪虽
老，但猛志常在的老英雄、老将军。
　　【外】戏曲行当名。
外之名源于北杂剧、南戏。
泛指生行或末行之外的角色。
即“生外之生”、“末外之末”，实际上是指配角。
元杂剧中就有外末、外旦、外净。
明、清之后，外在舞台上大都扮演中年或老年等以做功、念白为主的角色。
今时，汉剧仍沿用此名，称“六外”（汉剧的行当名称是：一末、二净、三生、四旦、五丑、六外、
七小、八贴、九夫、十杂）。
如《四进士》中的宋士杰、《扫松》中的张广才、《表功》中的秦琼。
其表演特征同于“做功老生”。
参阅“做功老生”。
　　【末】古代戏曲行当名称。
末之名源于北杂剧和南戏，当时主要扮演中青年的男子。
元杂剧中以“正末”和“正旦”作为全剧的男、女主要角色。
南戏中的“副末”则充当演出前向观众介绍剧情的角色，即“副末开场”。
还指扮演与净、丑配合进行滑稽调笑表演的社会下层人物。
明、清以后，末行正式成为专扮戴白。
胡须的老年角色。
如《四进士》中的宋士杰、《龙凤呈祥》中的乔玄等，表演上重做功、念白。
至今，汉剧仍用此名，称“一末”。
表演特征同于“做功老生”。
参阅“做功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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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生】戏曲行当名。
属“生”行分支。
主要是扮演青少年男子。
在舞台表演上，不戴髯口，俊扮，用假声（即“小嗓”）发声。
演唱时用假声，念白时真假声交替运用。
身段动作幅度小，以表现青少年的儒雅、英俊、秀气为主。
根据人物的性格、地位，分为“纱帽生”、“扇子生”、“穷生”、“翎子生”等。
　　【纱帽生】戏曲行当名。
属小生行。
在舞台上，以头戴纱帽为主要标志而得名。
扮演文职官员一类的青年男子，如《三堂会审》中的王金龙、《四进士》中的田伦、《望江亭》中的
白士中等。
表演上唱、念、做并重，身段潇洒、稳健，格外注重俊秀的仪表[见图]。
　　【扇子生】戏曲行当名。
亦名“褶子生”。
属小生行。
在舞台表演上，以持扇子、穿褶子进行表演而得名。
专演风华正茂的儒雅青年公子或书生，如《牡丹亭》中的柳梦梅、《红娘》中的张生等[见图]。
要求具备较好的扇子功，动作要柔和、潇洒。
唱、念、做并重，重在展现人物的俊秀和多情善感的神态。
　　【翎子生】戏曲行当名。
亦名“雉尾生”。
属小生行。
在舞台上，因盔头上插两根较长的雉尾翎子而得名。
专门扮演英俊、勇敢、文武双全的青年将士，如《群英会》中的周瑜[见图]、《白门楼》中的吕布、
《穆柯寨》中的杨宗保等。
表演上重工架，要具备扎实的“腰腿功”、“翎子功”、“把子功”，重在表现人物英武少壮的气质
。
　　【褶子生】戏曲行当名。
即“扇子生”。
因常穿“褶子”服装而得名。
专门扮演书生和年轻的儒士，因手中常持扇，故又称“扇子生”。
详见“扇子生”。
　　【武小生】戏曲行当名。
属小生行。
在舞台上，基本特征同于翎子生，但又偏重于武功，如《八大锤》中的陆文龙、《镇潭州》中的杨再
兴、《岳家庄》中的岳云。
因要求武功突出，后来多由武生行兼之。
参阅“翎子生”。
　　【雉尾生】即“翎子生”。
详见“翎子生”。
　　【穷生】戏曲行当名。
属小生行。
在舞台上，扮演穷困潦倒、处于生活窘境的青年男子或书生。
因身穿“富贵衣”而得名。
表演上重做功，以表现人物贫困潦倒的情态为主，但还要注重刻画其酸腐气和清高、自命不凡的性格
，如《金玉奴》中的莫稽、《评雪辨踪》中的吕蒙正等[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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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娃生】戏曲行当名。
在舞台上，专门扮演少年、儿童一类的角色，如《秦香莲》中的冬哥、玉妹，《二堂舍子》中的沉香
、秋儿，《望江亭》中的书童。
演唱时用大嗓，即真声唱。
若剧中出现两个娃娃，则由一生、一旦扮演，以免唱念的方法和音色雷同。
　　【武生】戏曲行当名。
属生行分支。
在舞台上，专门扮演武艺高强、英勇善战、粗犷威武的青壮年男子，俊扮。
依表演特征和服饰特点分两大类，即“长靠武生”、“短打武生”。
另外武生行的演员，因其武功较好，基本功扎实，根据自身条件，也可兼演其他行当中武功较重的戏
，如兼演“武净”的戏有《艳阳楼》中的高登、《铁笼山》中的姜维；兼演“武老生”的戏有《一箭
仇》中的史文恭、《洗浮山》中的贺天保；兼演武小生的戏有《八大锤》中的陆文龙、《镇潭州》中
的杨再兴等。
另外，猴戏中的孙悟空大多由武生行扮演。
　　【长靠武生】戏曲行当名。
俗称“墩子武生”。
属武生行。
在舞台上的特征是，脚穿厚底靴，身披大靠或箭衣，如《挑滑车》中的高宠、《长坂坡》中的赵云等
。
重工架，需具备较扎实的“腰腿功”、“把子功”，讲究身段大派、洒脱、稳健。
动作幅度大，体现人物高大、勇猛、威武的气质。
因其亮相动作讲究墩实、稳重，故俗称“墩子武生”[见图]。
　　【墩子武生】即“长靠武生”。
今已不用此名。
详见“长靠武生”。
　　【短打武生】戏曲行当名。
属武生行。
在舞台表演上，同“长靠武生”相对，脚穿薄底靴，身着短装，如“抱衣抱裤”、“侉衣侉裤”。
《三岔口》中的任堂惠、《武松打店》中的武松均属短打武生。
重工架，需具备较深的跳转、翻跌基本功。
表演上要求动作利索，以轻、快、猛取胜，重在表现人物的灵敏、英俊和勇猛。
　　【撇子武生】指没有经过规范训练或师传的武生，专门扮演翻扑动作较多的武生，如《四杰村》
中的余千。
因其亮相姿势不规范而得名，含有贬意。
参阅“短打武生”。
　　旦　　【旦】戏曲行当名。
旦之名始于宋杂剧，即宋杂剧中的“装旦”。
在元代杂剧中，旦行又分为“正旦”、“小旦”、“搽旦”等。
其中“正旦”同“正末”是两个并重的主要行当，正旦扮演剧中的女主人公。
旦行泛指扮演舞台上的女性角色的行当。
根据人物的年龄、性格、身份、表演特征，可分为“正旦”（即“青衣”）、“花旦”、“刀马旦”
、“武旦”、“老旦”、“彩旦”等。
　　【正旦】戏曲行当名。
亦名“青衣”。
属旦行。
在舞台上，扮演端庄、娴雅的青年、中年妇女，大多为剧中的女性主要角色，表演上唱念并重，因此
要求有较扎实的唱功、念白功、水袖功、台步、圆场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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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段优美、动作妩媚、大方，体现人物的端庄、典雅，如《牡丹亭》中的杜丽娘[见图]。
　　【青衣】戏曲行当名。
即“正旦”。
属旦行。
因常穿青色帔而得名，如《秦香莲》中的秦香莲、《武家坡》中的王宝钏。
详见“正旦”　　【花旦】戏曲行当名。
属旦行。
在舞台上，扮演天真活泼、小家碧玉或身份低下的青、少年女性角色，如《拾玉镯》中的孙玉姣、《
春草闯堂》中的春草、《红娘》中的红娘等。
此行常穿袄裤，有的角色穿带长袖的服装。
表演上以念白、做功为重。
需具备较好的圆场功、手帕功、扇子功等[见图]。
有时，花旦行也扮演以做功为主的放荡而泼辣的妇女角色，如《乌龙院》中的阎惜姣。
　　【花衫】戏曲行当名。
由梅兰芳始创，表演上融合青衣、花旦的特点而形成的行当。
属旦行。
在舞台上，既需要有较好的唱功，又需具备较好的做功才能胜任。
艺术上综合了青衣、花旦、刀马旦的表演特点，塑造既端庄、典雅又稳重、纯情的女性人物，如《霸
王别姬》中的虞姬[见图]。
要求演员条件全面，唱、念、做并重。
此行能多侧面地刻画人物性格，同时也可展现演员能唱能舞、文武双全的艺术功力。
　　【贴旦】古代戏曲行当名。
见于宋、元以来戏曲剧本中。
明代徐渭《南词叙录》中解释为“旦之外，贴一旦也”，即“旦外之旦”，指“正旦”以外的女配角
。
在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又解释为“贴旦谓之风月旦，又名作旦”，指扮演放荡而泼辣的青年女
性角色。
今时汉剧中称之为“八贴”，其大多数剧目同于花旦行的演出剧目。
表演特征基本上同于花旦行。
参阅“花旦”。
　　【闺门旦】戏曲行当名。
属花旦行。
在舞台上多扮演“小家碧玉”、受过严格封建礼教教育的青年女性角色。
在表演上既要表现人物的天真活泼，又要体现其温雅秀丽柔情的性格。
如《拾玉镯》中的孙玉姣、《梵王宫》中的叶含嫣。
表演特征同于花旦行。
参阅“花旦”。
　　【小旦】戏曲行当名。
因演员常扮演年少活泼的姑娘而得名。
今昆曲仍沿用此称谓。
表演特征同于“花旦”。
详见“花旦”。
　　【刺杀旦】戏曲行当名。
属花旦行。
因常扮演性格泼辣、行为放荡、最后遭刺身亡的女性角色而得名，如《坐楼刺惜》中的阎惜娇、《战
宛城》中的邹氏、《狮子楼》中的潘金莲等角色[见图]。
在表演上应具备较好的“软毯子功”，如“抢背”、“扑虎”、“屁股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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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一些正剧中，表现刺奸复仇的女性人物也被称为“刺杀旦”，但其表演特征却同于正旦，如
《审头刺汤》中的雪艳。
　　【泼辣旦】戏曲行当名。
属花旦行。
在舞台上专门扮演性格开朗、爽直泼辣的中、青年妇女。
如《三打祝家庄》中的顾大嫂、《刺巴杰》中的马金定、《宏碧缘》中的花母。
表演上，重念白和做功。
身段动作幅度大，洒脱，利索，利于扮演喜剧人物。
根据剧情需要，泼辣旦虽不打出手，但要具备一定的“武打”功，如《宏碧缘》中的花母也要参与同
地主、恶棍、流氓、把头的武打格斗。
　　【武旦】戏曲行当名。
属旦行。
在舞台上，专门扮演武艺高强的中、青年女性角色。
表演上以“武打”为重，需具备扎实的“腰腿功”、“把子功”、“出手功”。
动作利落、敏捷、轻巧，节奏感强，着力刻画人物的聪慧、灵活，如《武松打店》中的孙二娘、《八
仙过海》中的鲤鱼仙子、《虹桥赠珠》中的水母娘娘等[见图]。
武旦和刀马旦很相近，一般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武旦行的角色大都要打出手，重武功，而刀马旦行
则不打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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