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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传统戏曲的发展历史悠久，戏曲的表演形式比较灵活，搭配优美的唱腔、柔美的身段、丰美的
形体，构成了传统戏曲表演的三方面要素。演员的身段要与所表演的角色性格、言语与神态吻合，这与我国传
统戏曲中的“唱念做打”要求是相吻合的，戏曲表演艺术中的“做”与“打”就是对演员情绪、神态、气质等
方面的明确要求，要想真实地再现戏曲人物的本来面貌，演员就要注重身段与形体的塑造，通过模仿、揣摩角
色的特质，协调自身的动作，形成一套具有识别性的表演方法，才能够更好地展现戏曲角色的身段。本文从戏
曲演员的身段与形体在人物塑造中的作用进行分析，研究了戏曲表演中身段与形体塑造的要点，并给出了具体
的建议和方法，旨在为戏曲表演提供可行的策略。

关键词：戏曲表演；身段；角色塑造；形体美；人物个性

浅谈戏曲演员的身段与形体
文/黄路尧

戏曲表演对演员自身的要求较高，需要演员具
有较好的身段与形体，才能体现出戏曲艺术的美感。
而且戏曲表演具有技巧性，演员的形体会反映出戏曲
人物的塑造水平，为角色调整自身的形体与身段是非
常必要的，比如戏曲中的“净”与“旦”就有明显的
形体差异。戏曲演员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可以融入技术
性的身段，丰富人物的情感与能力，体现出角色的思
想及社会地位。毕竟戏曲源于生活，戏曲中的角色是
从生活中提炼出的形象，经过艺术加工以后，在舞台
上呈现出更加鲜明的个性，那么演员就要以生活为基

础，以角色的个性为方向，深入研究人物角色的特
点，钻研戏曲中不同人物的神情、动作的不同之处，
在人物塑造方面更要严格把握身段与形体的特殊性，
掌握塑造人物的要点，使戏曲身段与形体方面成为演
员塑造角色的有效方法，可以为戏曲表演增添色彩。

一、戏曲演员的身段与形体在人物塑造中的作用
（一）展现人物个性
戏曲表演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有所不同，是通

过“唱”与少量的“独白”搭配讲述故事的，所以人
物塑造要鲜活生动，身段与形象特点要保持一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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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达到塑造人物的目标。在戏曲表演中，演员的扮相
通常会非常漂亮，神情、动作则主要从身段中体现出
来。如在《武松打店》的表演中，演员需要在舞台上
脱衣、砸手铐等，这些动作要配合相应的神情变化，
才能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主人公武松的处境——其中一
场戏中包含了“搓掌踱步”的动作，即反映出武松内
心的矛盾与纠结；还有耍罗帽的动作，则是表现武松
身处危险的境况中。演员的动作是灵活矫健的，形体
却是大胆细心的，真正的英雄总是粗中有细，所以在
塑造武松的形象时，演员也要留心细节之处，才能凸
显武松的英雄本色。比如武松的性格特点有沉着、冷
静、机警等，演员就要在神态方面加以把握，身段是
否能神似武松，将影响着整出戏的表演效果。

（二）再现情节过程
戏曲表演的过程中，演员的唱腔与舞台动作是

凸显人物性格的主要因素，而演员的身段动作对塑造
戏曲人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既可以描绘人物，也可
以推动情节，特定的角色在戏曲情节中的行动是特殊
规定的。比如在戏曲《秋江》中，“追舟赶郎”其实
并没有船，但是扮演艄公的演员却需要展现手摇船桨
的动作来表示划船，动作的诙谐幽默能够增强戏曲效
果，丰富戏曲的故事情节，使观众在聆听演员的唱腔
表演之外，还能通过动作来得知情节发展的过程，动
作也属于身段的内容，能够让演员对人物的故事情节
具备更深刻的印象，对演员的身段与表演予以认可。

（三）表达心理情感
身段可以在戏曲表演中凸显出人物的心理情感，

主要来源于演员的肢体语言。肢体语言也属于语言的一
种，是通过人物心理与情感所表达的情绪动作，可以从
演员的身体姿态中展现出来。因为戏曲表演的舞台性质
比较特殊，所以演员在表演过程中展现的动作要比生活
中更加细致。普遍来说，戏曲中的表演动作会比生活中
更加夸张，演员通过面部表情及手势等组合起来，增强
戏曲的整体观赏性，使其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比如戏
曲中的身段有“飞轴”，可以表达角色内心的愤怒，与
日常生活中人们生气时的“拂袖而去”是同样的道理，
但是在戏曲表演中就使用“飞轴”来代替，所谓的“飞
轴”就是演员双袖飞舞的动作。再比如花旦扮演者通过
耍手绢来表达内心的喜悦等，这些身段的运用可以帮助
戏曲演员表达角色的内心情感，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
而身段的展现通常也会与下一步的动作形成连接，作为
内心情感的表述方式。

（四）凸显神韵气质
戏曲表演之所以成为独特的艺术，就是因为戏曲

表演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比如戏曲中的脸谱文化，
不同人物形象的不同性格特点可以通过不同的脸谱来
展现，脸谱也属于戏曲表演体态的一种。演员在舞台
上的一举一动都有其定式，要求演员在舞台表演中要
有章法、有逻辑、有固定的姿态，才赋予了戏曲表演
极强的可观赏性。比如戏曲表演中的醉酒、睡觉等形
态，演员自身的个性化特点几乎无法表露，必须遵循
古往今来的表演方式塑造人物形象，更在戏曲表演中
衍生出“生、旦、净、末、丑”五类行当，代表着五

种各具形体特色的行当。这五种角色的神韵气质都不
相同，是通过典型形象展现的，配合不同角色区别的
身段表演，戏曲人物的形象才能变得丰满，而演员也
需要在塑造不同角色时，用不同的细节来描摹角色的
神韵气质，尽管与生活中本人的气质可能有所反差，
但是在表演中，必须要以形体动作来凸显人物气质，
才能更准确地完成戏曲表演。

（五）体现角色身份
戏曲表演中也有武术的部分，更有杂技的部分，

这是我国传统戏曲表演的文化精髓，现代戏曲表演中也
保留了这些内容，所以戏曲演员要有通过技术性的身段
塑造人物的能力及情感等。比如戏曲《天女散花》中，
扮演天庭中的仙女的演员，就要能够驾驭仙气飘飘的长
裙，展现出仙女的不同凡响、不落尘俗。又比如经典的
戏曲《贵妃醉酒》中，演员要具有一定的舞技，运用技
巧性较强的身段表演，才能凸显出贵妃的角色特点。每
一个角色都有其代表性的特点，演员通过塑造身段来刻
画人物，更容易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技巧性的身
段表演既能够推动故事发展，又可以体现出角色身份，
演员要保证技巧性的身段表演和人物的真实能力相符
合，才能满足观众对角色的想象能力，这也要求演员要
对所扮演的角色具备深刻且全面的认知。

二、戏曲演员的身段与形体在表演中的要点
（一）统筹兼顾
戏曲演员在戏曲表演中要统筹兼顾角色的身份

与性格，神态与语言要一致，身段的训练内容就是演
员自身要协调情绪、神态与气质，从手势、步伐中展
现形体的优美，演员通过对这些动作的协调，可以为
戏曲人物建立一套具有较高识别性的动作体系，即为
戏曲表演中的身段。演员要在训练时，对各种动作的
组合熟烂于心，并深入研究角色的内心世界，梳理戏
曲故事情节的发展进度以及在不同的情节中，该人物
的心理特征与变化，将这些内容从肢体动作中展现出
来，需要演员对表演设置一定的框架，从框架的细节
中加入自己的理解。这就是戏曲表演的模式基本一致
但仍可以辨别演员“戏好”与“戏不好”的原因所
在，演员自身要琢磨戏曲表演的艺术性，根据自己的
理解丰富人物的性格，而不是一成不变地模仿演绎，
在原有的身段中利用细部动作加强角色的表达，则更
适用于演员身段与形体的训练。而且戏曲表演中演员
的身段与形体不仅包括肢体动作，更有情绪、表情、
神态、眼神等内容，所以演员的研究范围应当相对广
泛，不要被程式化的表演束缚住，即便是同样的角
色、同样的演绎方式，善于研究的演员也可以在形体
表演上找到细节完善之处，经过长期的积淀和研究，
演员自身的戏曲功底才会逐渐深厚，在戏曲表演中的
身段与形体才会更加贴合戏曲中的人物形象。

（二）把握原则
演员塑造戏曲人物过程中所做出的身段与形体

动作都是为角色服务的，所以再优美的形体表演都要
与艺术感联系，否则就会破坏人物塑造的艺术性。以
戏曲表演的五大行当为例，其中“小生”的动作是比
较潇洒的，其原则就在于自由地挥洒；“武生”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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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则要表现出力量感与灵活感，才能体现出“武生”
的人物特点与能力；“老生”则比较稳重，一般具有
较高的智慧，性格比较平稳。在其他的行当中，“青
衣”比较素静，性格温柔、举止大方；“花旦”比较
活泼轻松、可爱青春。戏曲表演按照不同的行当分
类，也为演员的形体表演设置了大概的框架，演员要
在具体的节目中进行深入地刻画，把握角色的基本性
格特点，而不是为了“创新”去“创新”，戏曲表演
中的身段与形体再现是要合理地融入自己的理解。比
如在传统戏曲《白蛇传》的表演中，白蛇与青蛇的性
格特点截然不同，白蛇更加温婉、含蓄，执着且善
良，动作非常柔美，青蛇则比较伶俐、活泼，有时会
冲动，身段节奏要更加有力。戏曲表演中，无论是哪
一种人物，都要通过演员的形体塑造来再现其性格，
向观众展现人物的细节之处，身段训练要与唱词保持
一致，配合脸谱的个性特征，整体协调戏曲表演地过
程，深刻理解人物的性格与情境，进而打造人物角色
的气韵。又比如戏曲表演中的转身，戏曲与生活则截
然不同，生活中的转身显得随意，而戏曲中的转身则
要先蹩脚、拧腰，再走肩、留头，整体肢体动作的要
求比较严格，这需要戏曲演员违背生活中的习惯性动
作，按照戏曲表演的方式来塑造形体，手、眼及身体
的每一个部分都要保持协调，为角色的表演而服务。

（三）配套使用
配套使用的原则与把握人物性格特点的原则有所

差异，即演员要对表演的部分做出细致的分析，在怎
样的故事情节上完成怎样的肢体动作，角色的年龄特
点应该有怎样的脚步节奏等等，都要经过细致的分析
和研究，才能帮助演员更好地塑造人物性格。一般戏
曲表演中，演员需要完成的动作较多，一连串的动作
都要在恰当的时间节点上完成，包括戏曲表演中的开
门、关门、摆手、拾袖等等。如果戏曲表演中的角色
定位是一位少女，在淳朴的生活状态下，角色的姿态
应当是轻盈且活泼的，演员的脸上也要流露出天真的
神情，在戏曲身段的应用中，要配合舞台的背景及道
具，以达到自然演绎的效果。因此，戏曲表演中经验
丰富的演员都是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来展现身段，有
时仅凭一个身段、一个动作就可以将角色刻画得更加
传神。可见身段是戏曲表演中勾画人物特征必备的条
件，演员不能仅重视唱腔是否优美，还要兼顾发展自
身的身段与形体能力，完善自身的表演能力。

三、戏曲演员的身段与形体的具体应用
（一）眼神的运用
戏曲表演中演员眼神的应用体现着与心的互动，

眼睛是传达情感的“窗户”，可以传达更复杂的情感。
演员要想在戏曲表演中用眼睛传达更多的情感，就要能
够用技巧性的方法运用眼神，将其作为形体表演的重要
部分，成为可塑性较强的表演手段。只要演员的内心有
戏，戏就会从眼睛中表现出来，戏曲表演的人物各有不
同，所以眼睛的灵活度也各有不同，自然状态的眼睛是
不适合戏曲在舞台上的表演的，演员可以在基础的表演
上增加眼神的训练，比如提眉、挑眉、上下眼睑的动作
等，将眼部周围的肌肉上提，可以带动眼角、眉梢的动

作，使眼部周围的肌肉最大限度地打开。这些动作多数
用于角色亮相或者重要情绪的转折点的表演中，演员要
通过不断的训练，熟练扩眼的方法，在戏曲表演中争取
做到收放自如、松紧协调，视角的远近斜俯可以引导眼
睛行动，多数情况下，演员的眼睛要与观众正常交流、
保持平视的状态。至于眼神的变换，演员要根据表演的
需求灵活地掌握应用技巧，必要的时候让眼神变得更加
明亮，才能具有充足的展现力。

（二）神情的运用
现实生活中面部表情就是人情绪的真实写照，有

时也会反映出人的内心世界，在戏曲表演中应用面部
神情配合演员的演出，从神态中的嘴、鼻等器官的动
作，也可以成为面部表情的象征。演员的肢体动作中
一定包含面部神情的应用，演员的形体与身段更要注
重用神情来传达情感，才能将人物塑造得更加逼真，
包括嘴巴的张合、撇、翘等，都是能够表达情绪的。
比如人在惊讶的状态下，嘴巴是张开的状态，可能会
倒吸一口气，表示对现实的不敢相信，如果人在愤怒
的状态下，一定是牙齿紧闭、怒目圆睁的，证明一口
气憋在心里，难以下咽。人的笑容也很明显，在面部
表情中看到微笑、大笑、冷笑等，都具有不同的神
情。人在悲伤的状态下，会鼻翼微动，吸声喘气以平
稳心态，如果是京剧花脸在愤怒时，还会发出“哼”
的声音。演员要注意对人物神情的研究，琢磨不同角
色表达同一种情绪时的差异，在戏曲表演中熟练地运
用神情来刻画立体感更强的人物。

（三）表演的运用
戏曲表演中的角色都有其独特的能力，演员的

身段与形体是为戏曲表演所服务的，所以如何“表
演”就成为演员的必修课，其中不乏有一些特殊的表
演技巧，需要演员进行专业的学习，而并不是从生活
中就可以琢磨透彻的。比如在《贵妃醉酒》的戏曲表
演中，有一段表演需要演员具备扇舞的功底，为展现
贵妃的舞技出众，更需要演员不断地练习舞技。在戏
曲表演中要想增强角色的艺术感染力，演员就要从角
色出发，扮演好戏中的角色人物，自身要成为这个人
物，掌握其表演的关键点，技巧性的身段要与人物的
真实能力吻合，满足观众的观赏需求，熟练运用表演
技巧，不要脱离戏曲表演的本质要求，才能按照要求
塑造完整的人物形象。

四、结语
在戏曲表演中，演员的身段与形体是非常重要的

因素，其包含的内容较多，既有眼神方面，也有神情
方面，还有演员自身的表演功底，这些内容要求演员
要在表演事业中具有求知精神，不断探索更高超的表
演技巧，深入琢磨角色人物的特点，要具备流畅的形
体表演方式，以求戏曲表演中的形似、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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