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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谈京剧行头(代序)孙其峰京剧是综合艺术，其中演员在台上所穿戴的行头也是相当重要的。
在我的家乡山东，过去一到农闲时，就有戏班去演戏。
有的农民说：不要约某个戏班去演，它的“箱”不行。
他们说的“箱”，是指“戏箱”，也就是指行头。
可见行头新不新，好不好，人们是很在意的。
京剧的行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一些盔头、冠帽上的装饰啊，绒球啊，珠串啊，原来较为简单一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装饰也
有改进，显得更丰满、更完美了。
制作京剧行头的着眼点不是写实，它有点像绘画中的重彩写意，允许以虚为实，但要让人看着觉得色
彩斑斓，顺眼好看。
譬如长靠武生戏要扎“靠”，在“靠”上面有不少零碎儿，诸如靠旗、飘带、靠绸等等，有的还有网
子穗儿。
演员穿上既威武，又适合表演。
然而它不是写实。
如果真要穿这身行头去打仗，敌人不用拿刀拿枪，只要拿个长钩杆子就行，一钩就能把这员大将从马
上拽下来。
怎么呢？
他身上能让人钩住的零碎儿太多了。
再如《苏三起解》这出戏中的苏三，要穿“罪衣”，戴“行枷”。
在实际生活中，所戴的枷当然是用木头和铁皮制成的，所穿囚服也只能是布的，而且由于不同囚犯的
反复穿用也多是又脏又破，很难看的。
但在京剧舞台上，苏三戴的却是电镀的鱼形枷，所穿罪衣也是用红色绸缎制作的，悦目而不刺目。
诸如此类的处理，我想主要是体现了观众的审美需求。
对于京剧服装这一课题，我本未从理论的角度去思考过，因为我对这一课题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外行。
我只是喜爱京剧，当然也喜爱京剧的服装艺术。
喜爱而已，却没有专门研究过。
当然有时偶然谈到京剧的服装问题时，我也信口“议论”一番，这是因为京剧与我的本业：画国画都
是写意的，我从写意的角度上，也是从美学的角度上，找到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
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个“道”字，或者说是“艺通于道”。
画国画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人批评我们的画不科学，例如说不应把不同时开的花集于一
幅，不应把多生于水边而不生于松林的丹顶鹤与松柏画在一起等等，把国画的这类传统画法视为“有
乖物‘理’”，是所谓“不科学”。
其实某些论者所批评的这些有关情况，我们也知道，那么为什么知而不改呢？
这是因为我们追求的是写意化的艺术之美，而不是自然状态的科学上的真。
我曾在我的一幅画的题画散语中写过这样一段话：“科学重真，艺术重美，治艺者倘若不能兼得，则
舍真而存美。
猪八戒、孙悟空皆不真而美者，故能久传而不绝，盖观者但爱其美而不责其真也。
”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国画如此，京剧也如此。
京剧服装的写意性，比起我们画画来，或许更有过之无不及。
试想在京剧舞台上，对于汉、唐、宋、元等历朝历代在衣着上的时代特征，几乎全然不顾，只用一个
舞台惯用的服装模式来概括整个古代社会的服饰，这不是更大的“不科学”吗？
然而，正是这个所谓“不科学”的事物，却有着巨大的生命力，一直流传下去，一直得到广大群众的
认同，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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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文人作诗画画，只是文人圈子里传看一番而已，好与不好，都不必顾虑群众的观感与批
评。
如果是在寺庙的墙壁上画一幅壁画，那就要考虑得多一些了，因为这幅画将来要面对的是到庙里来的
群众，如果画得不好，不合群众的口味，就会受到指责。
京剧更是这样，它所要面对的是遍布城乡的广大观众，因而必须与观众的要求相适应。
京剧的行头，之所以是现在这样形态，浓墨重彩，写意娱目，则正是历代京剧艺人与广大城乡观众共
同创造的结果。
当然，京剧行头在实践中要有所发展，也要看观众的审美眼光，要符合观众的要求。
总之，京剧行头中的学问不少，是很值得介绍和研究的。
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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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京剧行头在处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时，既不奉行唯美主义，也不采用写实的表现手法，而是
兼顾生活的真与形式的美，并以美为主导，可以说遵循的是一条尚美的原则。
因此，任何以“写实”或“唯美”的眼光来审视京剧行头而得出的看法和做法都是值得商榷和未必妥
当的，而“尚美”的原则却是必须尊重并加以弘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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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京剧行头（代序） 孙其峰导言官服篇蟒——帝王与高官权贵的专用服装红蟒随笔之一：红蟒之舞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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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红蟒红色是仅次于黄色的尊贵之色。
权臣如《群英会》等剧的曹操、《打严嵩》的严嵩、《法门寺》的刘瑾；高官如《四进士》的八府巡
按毛朋、《玉堂春》的八府巡按王金龙、《凤还巢》的监军周公公；亲贵如《伍子胥》的“御弟”姬
光、《铡美案》的驸马陈世美、《四郎探母》的驸马杨延辉；虽是一方之君或一山之主，但并非君临
天下的皇帝如《珠帘寨》的李克用、《龙凤呈祥》、《定军山》的刘备、《三打祝家庄》等剧的宋江
，因其身份和权位的贵重，都穿红色蟒。
《大登殿》的薛平贵在西凉国帮助下，夺得唐室天下，自立为帝，本来是有资格穿黄蟒的，但实际上
却穿红蟒。
薛平贵本非真实历史人物，其出征西凉、入赘西凉、并借助西凉打回本国的行为也并不光彩，故虽然
当了皇帝也只让他穿红蟒，其中实含有某种贬义；这可以说是红蟒运用上的一个特例。
随笔之一：红蟒之舞也许有的青年朋友会问：某先生，你写错了吧，我只知道有红绸舞，哪有什么红
蟒舞啊！
我的回答是，有的，在京剧舞台上就有一段异常生动的红蟒舞。
请您不要着急，且听笔者道来。
我说的红蟒之舞就是指的京剧《战宛城》中曹操“马踏青苗”那段戏。
这是名净侯喜瑞的拿手戏，名净裘盛戎在年轻时也常演这个戏，也演得好。
《战宛城》一剧写曹操带领大军征宛城，在向清水进发途中，曹操传令不许马踏田地禾苗，骚扰百姓
，违令者斩。
而偏偏是曹操本人的战马，由于斑鸠突飞而受惊乱跑乱踏起来，曹操虽紧急控马也无济于事，于是“
一霎时踏坏了一方麦田”。
曹操自违自令，十分懊恼，他拔剑欲自刎，被众将拦住，只得砍下马头，并割下自己的一绺头发，即
所谓“割发代首”，以示惩罚。
此戏的后半出，则表演曹操贪图女色，掳占宛城降将张绣的婶娘邹氏，以致激怒张绣，不仅邹氏被刺
死，曹操也终于败逃而去。
这出戏鲜明地表现出封建社会的某些著名政治家的两面性，他们一方面庄重严明，显得很高大，另一
方面又荒淫无耻，像个小丑。
戏的前半出曹操头戴相纱，身穿红蟒，右手执马鞭，左手抱宝剑和“令”字旗，真是踌躇满志，好不
气派。
曹操在前呼后拥之中缓辔而行。
不料风云突变。
曹操的战马因受惊而狂奔。
这时扮演曹操的演员就要用种种“趟马”身段来展现这种突发的情景。
他要用大趋步、小趋步、败步、搓步等种种雄健而美妙的台步来表现惊马的左冲右突，用繁难的“卧
鱼”身段表现马腿在奔跑中陷进泥淖，用连续而快速的转身打马动作表现马在麦田中惊慌地旋转。
请看看著名戏剧家翁偶虹对侯喜瑞的这个红蟒之舞的描述吧：侯喜瑞应着节奏，盘马三转身，接着是
三个“呱儿嗒仓”，三转身，三转鞭子，三打马，脚下如同安了轴儿，转得那么轻快自然，每一转鞭
，都是把腿高高抬起，鞭子打在靴子尖上，其腰腿之灵活，功夫之磁实，由此可窥一斑。
(抄略)最后在一个大[撕边]“呱儿，崩登仓”里，曹操搓步斜行，疾如风之偃草，在“崩登仓”中表
现出用尽全身之力把马勒住。
这个亮相，在富于雕塑关感之中洋溢出内在的激情，只见他两只水袖，不动而颤，表现出控马不及。
踏坏禾苗的内疚心情。
(《翁偶虹戏曲文集》第366页)这段“马踏青苗”历来为京剧观众所津津乐道，这不是偶然的。
曹操身着大红蟒的扮相，何其沉稳端庄；而他不由自主地奔跑、旋转、颠簸，又何其仓皇狼狈。
因而这种矛盾的景象是非常罕见、奇特和富于戏剧性的。
而且，也正因为有这个宽袍大袖的蟒袍与快速多变的形体动作之间的矛盾，反而更增添了这段戏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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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性。
正如侯喜瑞这位曹操扮演者自己所说的，在演这段戏的舞蹈动作时“上边要注意令旗和宝剑穗子不要
和相貂裹上，下边应注意在迈步时要踢着蟒袍走，不然就容易让蟒袍底襟绊脚，一踩上袍，准会趴下
。
”而且，他还说在做搓步、转身等动作时，要用脚尖。
(见《京剧谈往录》第408页)正因为这个身穿大红蟒的扮相为表演动作增加了难度，也就要求演员必须
具备过硬的功夫技巧，于是也就使观众更觉看得过瘾。
这正如一只小猫的欢蹦乱跳，人们会觉得司空见惯，不以为然；而一只老虎的纵横跳跃、左右翻滚，
就会显得格外壮观，值得观赏。
又如舞台上经常见到的那些短衣襟、小打扮的人物纵马奔驰的场面，固然也具有其一定的美感，而《
战宛城》中的曹操则不然，他是一派堂堂造型而突然落人惊险难堪之境，因而这段红蟒舞就不仅仅是
具备一般的舞蹈美，而是在强烈而激越的锣鼓伴奏下，能给人一种既愉悦耳目而又惊心动魄的审美享
受。
不知为什么，每当我忆起以前看过的京剧中的这段红蟒之舞时，我就总是联想起书法中的颜体。
唐颜真卿的楷书写得大气磅礴，端庄严谨；而当他以行草字体写《祭侄文稿》时，则化规整为雄肆，
变方正为激越，显得格外灵动美妙，不愧有“天下第二行书”之誉。
以雄劲的颜体，作流畅连绵的行书，不是正如经常以正襟危坐的姿态出现的身着蟒袍的净角而忽作充
溢动感的驭马之舞吗？
可谓别具一格，别有一美。
就在曹操与他受惊的战马在较劲的时候，好像是原有的那种庄重之美与突现的奔流之美也在互相纠缠
，互相激发，互相较劲，从而构成了一幅幅美不胜收的以大红为主色调的流动的画面。
据说侯喜瑞先生自豪地说过：“我的《宛城》，不可不看。
”是的，《战宛城》不愧是一出佳剧，其中的红蟒之舞则不愧是戏中精华。
其独有之美的构成，在着装方面如果不用红蟒这件行头行吗？
我想，恐怕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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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前几年我写作《京剧形式特征》(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时，便已意识到京剧行头可以说是构
成京剧艺术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是当前向读者宣扬京剧知识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之，我加强了对这方面资料的积累与研究。
去年(2006年)8、9月间，百花文艺出版社薛炎文社长本着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宗旨，提出“京剧
行头”这个选题，并约我来写。
出版社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我便欣然接受了这个写作任务。
为了尽早写出书稿，在今年过春节期间我也没有休息一天，每天从早到晚都在脑子里和“褶子”、“
官衣”、“红靠”、“绿蟒”打交道。
从2006年10月至2007年4月，共用了半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京剧行头》这本书的写作。
今年春季的一天，我去看望八十七岁高龄的孙其峰老先生，我渴望孙老能力《京剧行头》这本书作序
。
然而正赶上孙老身体不适，我遂不忍心让老先生再为写序的事操心受累，所以当时我并未向孙老提出
作序的请求，而只是向孙老请教了一些对京剧行头的见解。
孙老虽身体不适，却思维敏捷，尤其是谈论他所喜爱的京剧艺术更是有问必答，见解精到，兴趣浓郁
。
后来我就根据孙老这次的谈话记录整理出一篇数百字的短文，在征得出版社同意后，便将此文寄给孙
老，并提出是否可作为书的代序。
做事认真的孙老这次又不辞辛劳地亲笔补写了数百字，并让我将这段文字分插到原来所整理的谈话稿
中去。
于是，我终于为孙老整理出了这篇约一千五百字的《谈京剧行头(代序)》，并经孙老阅后成了定稿。
通过此事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孙其峰老先生对中华民族艺术的挚爱之情和对艺术事业一丝不苟的作风。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当然要衷心感谢孙老对本书的宝贵支持。
本书得以刊载部分行头的图片则要感谢天津市艺术学校的热情支持。
特别要衷心感谢天津市艺术学校郭秀琴书记等有关领导和艺校的戏箱专家李文浮老师以及负责戏装管
理工作的刘长水、韩启明、罗同、王忠喜等各位先生所提供的积极协助。
以前我曾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两本关于京剧的书，这次出版《京剧行头》一书是我与“百花”的
又一次合作。
“百花”对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高度重视，及其在编辑工作中的积极、认真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衷心感谢薛炎文社长对于出版此书所提出的创意和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衷心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高为先生，以及有关编辑人员魏力、刘建勋、孙亮等各位先生为本书文字的
修正与图片的配置所提供的高质量的工作。
在京剧研究领域，人们对于表演、唱腔、脸谱、流派、剧目等研究得较多，有关出版物也较多，而对
于行头的研究则相对要少，甚至某些有关行头的名词术语仍多歧义，对京剧行头在美学上的探讨也尚
嫌不足。
本书对京剧人物所穿戴的衣装、盔帽、靴鞋做了扼要的介绍，并在附写的随笔中对于行头的审美特色
和审美功能有所阐发。
笔者在写作中，要求自己在知识方面要写得准确，在学术见解方面要尽可能写得深入一些，不过限于
水平恐怕仍然会有疏漏出现。
恳请各界读者和专家对本书给予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如果说中国京剧是在神州大地上开出的能体现中华民族审美情趣的艺术智慧之花，那么京剧的行头便
是这花上的五彩斑斓的颜色。
希望京剧行头按照艺术的客观规律不断创新，发扬光大，还希望人们对京剧行头关注与珍视的程度与
时而进。
刘琦200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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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京剧行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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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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