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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研究的魅力——评王萍新著《京剧老生流派崛起的社会心

理分析》 
朱忠元 

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第七辑） 

- 

     

  京剧经过两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已经成为代表中国戏曲艺术的重

要艺术类型，京剧研究经过几代专家的努力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专门

的学科，就目前而言，对京剧文学史、表演及艺术美学的研究已经

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然而从行当的视界出发，对京剧艺术的学理探

讨似乎还未看到，故而王萍博士《京剧老生流派崛起的社会心理分

析》（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 年 6 月第一版）一书的出版，至少

改变了当前研究的格局。该书以慧眼独具的视界观照了在京剧发展

史上占重要地位的老生前后“三杰”，对其流派风格乃至老生行当

兴盛的社会心理原因进行了深入独到的分析，从剧目选择和表现体

系等方面对老生行当和流派所对应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审美背

景等作了全面精到的分析，视界独特、视野开阔、旁征博引，是一

本借用新方法、新视角、从外部原因研究分析京剧老生行当、流派

艺术和文化的新著。 

  我虽然也喜欢京剧，但对京剧的历史知之甚少，对京剧艺术也

没有什么研究，但在仔细读了本书之后，感觉到王萍同志所使用的

研究方法和本人比较熟悉的文化研究、外部研究方法有契合之处。

笔者曾经以此方法来分析论证中国文学的演进问题，杂七杂八已有

约 30 余万言的论述，故对此方法颇感亲切。因此之故，在这里冒

昧地谈点对其研究的认识，也许并非班门弄斧！ 

   就本书而言，笔者以为宽视野、多维度构成了本书广度，而返

本溯源的文化原型和审美原型的追溯，构成分析的深度。 

    一、慧眼独具的观照视界 

  如前文所述，京剧研究已经成为专门之学，在一门已经形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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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学科之中寻求具有价值的视角来做博士论文，肯定是比较困难

的，况且对作者来讲是从一个不甚熟知的领域进入。如果从京剧艺

术的内部进行研究，涉足京剧艺术的内部规律，将博大精深并众采

纷呈的京剧艺术规律梳理一遍恐怕没有三五年时间是不行的，如要

对京剧艺术有所体悟恐怕就不是三五年的功夫了。作者的聪慧之处

也许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选择了在京剧发展史上难以绕过，

但又具有历史长度的，具有一定分析价值的老生行当以及他们在清

代乃至清末民初的代表老生流派“前三杰”——程长庚、余三胜、

张二奎以及以谭鑫培为代表的“后三杰”来作为研究对象，并将注

意力放在分析其流派风格和影响形成这一风格的社会文化心理之

上。就对象的选择来说，抓住了京剧发展的主脉，因为老生戏是道

咸以来京剧剧目的主体，“从道咸年间这些剧目单子可以清晰看

出，老生剧目才是真正主流，是构成道咸以来京剧大繁荣的真正基

石。”[1]同时老生行当、老生流派是京剧发展繁荣阶段重要的标

志，甚至如作者所言，京剧以老生行“起家”，并以老生行“当

家”近一个世纪，且程长庚等人开创了“三杰鼎立”的艺术盛局，

代表了老生行当的繁荣和鼎盛。可见无论是作为一个行当角色还是

作为一种流派现象，老生都是值得关注的。面对复杂的戏曲现象，

面对纷繁的清代、近代戏曲状况，选择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是需要一

定的学术定力和眼光的。值得庆幸的是，作者选取了一个行当，一

个在花雅之争之后兴起的剧种——京剧的老生行当和流派作为自己

的研究对象。而作为流派应该涉及艺术风格、表演艺术乃至剧本、

剧目等诸多方面，对于京剧行内人士来说也是一个难以拿捏的对

象，作者却别具手眼，借助有效的社会心理视角避开专业人士关注

的领域，将自己的目光投射到社会心理对戏曲尤其是京剧老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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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流派的影响上面，这样就对论题做了特别的限定，在开阔的视

界上建立了一个独特的社会心理视角。这是本书选题上独具慧眼的

地方。 

  从学理上讲，一个艺术流派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内部的

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而就一个流派的来说，追溯其内部原因是

困难的，因为那是难以坐实的，如果硬性追索，可能会陷入难以自

圆其说的境地。作者巧妙地从外部因素入手，将自己的论题限定在

了一个比较狭窄的地域，形成了一个可以开掘的、能够深入的论

域，在这里深入的探讨得到了论题的有力限定和必要庇护，以至于

作者可以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对论题进行深入的开掘。正是如此，

我们在本书中看到了社会心理对前后三杰风格的影响，我们也可以

在社会心理的角度比较深入地、深切地感受到、认识到京剧演进过

程中尤其是老生流派所受的社会心理因素的胁裹，看到了艺术与社

会心理的双向运动，作者运用文艺社会学的方法对此作了深入的分

析，得出了结论，这就是“历史选择了老生行，社会的审美心理和

审美需求造就了老生流派艺术。也可以说在京剧形成期和成熟期，

老生行当及其流派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满足、适应社会心理，

满足社会精神需求、情感需求的结果。”（本书结论部分，见第

290 页）书中对“前三杰”的整体论述和对以谭鑫培为代表的“后

三杰”（另外两位是孙菊仙、汪桂芬）的谭派风格的详尽而精彩的

个案分析，都在证明这样一个互动生成原理。文本对于谭鑫培艺术

风格的分析是精细的，作者不惜动用两章的内容，80 多页的篇幅

来加以论述。尽管作者也在剧目选择、音乐的表现、演员的表演艺

术等方面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然而社会学理论的疏放对细腻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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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演进来说，明显放弃了精微的刻画而勾绘出其大略，只是将艺术

演进的大方向勾勒出来了，形成了具有宏观性的文化导向。在这样

的论述中，京剧老生流派形成的其他因素因为论题的限制没有得到

很好的展开，所以我们很难从全面的或者全景式的视角来看待对

象，看到京剧在社会的、艺术自身的、历史的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下

演进的宏阔状态。从论题的限定上来讲，作者用独到的视界将论题

的复杂性转移了，从而形成有限定的论域，为深入分析奠定了基

础。这是比较聪慧的策略。 

  除了以上的聪慧的视角选择，笔者还注意到，书中古代的方法

与现代方法相结合，多学科的不同视角相交织，至少在文本中被普

遍运用的批评方法除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社会心理学理论和方

法，还有美学的、艺术学的、戏剧学的原理和方法，多学科交叉构

筑了对京剧艺术现象的多维透视。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和方法的多样

性在此得到了深度融合，构成了视界的广阔性；在广阔的视界之中

又集中于社会心理的论述，构成了论域的集中性。 

   二、返本溯源的原型分析 

  按照一般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一般常识，文学艺术是随

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发展，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之间形成

共轭关系，然而这一关系的复杂性确乎超过人们的想象，因此要找

到晚清民初社会心理变革与京剧老生流派之间的契合点和共轭关系

是不大容易的，而且要将社会心理变革与京剧老生流派的崛起、前

后三杰为代表的流派的兴盛联系在一起，更是难上加难。但作者采

用了返本溯源的方法，从文化传统根基和社会现实文化心理相结合

的角度，寻绎京剧老生流派崛起、流行的文化原型和现实社会根

据，使对象一方面有了历史的根据，另一方面又有了社会的现实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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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这样就避免了对复杂的文化现象的单一解释所带来偏弊。 

返本溯源的方法是中国传统方法，《周易·系辞下》提出的“原始

要终”，乃至《文心雕龙》中屡屡提到和使用的“振叶寻根”、

“观澜索源”（《文心雕龙·序志》说：“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

源”）再到《文赋》中所言的“沿波以讨源”的方法都有较早的历

史渊源，本书采用这种方法对京剧老生流派崛起、兴盛原因的探讨

是富有启发意义的。作者通过这样的分析，最终对研究对象进行了

探底式的开掘，返其本而追溯其文化根基，从而为“士人”“君

子”形象在京剧中的复活找到了历史的、文化的根据，也为谭鑫培

感伤的美学特色找到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美学背景上的魂魄，为

目前京剧研究趟出了一条新路，其方法具有创新意义。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任何一

种美学风貌或者流派的兴起一般都是应运而生的，故而许多研究者

往往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对当下的现实因素的分析上。然而许多

文化现象，从历史的脉络发展而来，在一定历史时期呈现某种风

貌，有历史的偶然性也有文化的必然性。京剧作为中国戏曲中承袭

和包容了诸多文化因素的后起剧种，其中必然包涵着对中国传统文

学、美学乃至艺术诸多基因的承续，开掘其中的因素对研究和解释

后起文化现象具有借鉴意义。 

     王萍同志的研究正是在这方面显示了她的见识和学术

功力，这主要体现在对老生行的文化“原型”的分析和对以谭鑫培

为代表的感伤之美的原型分析上。 

  作者将京剧老生流派“前三杰”崛起的原因分析放在了整个老

生行当崛起的社会心理背景和文化原型的基础之上，这是由现象开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始寻根的举措，符合中国传统“振叶寻根”、“观澜索源”的学术

思路。中国京剧发展的道咸年间，在西方坚船利炮的轰击之下，国

势衰微，板荡思忠臣，国危思良将，从社会层面来讲，渴盼英雄救

世，思慕忠臣良将应该属于社会的正常心理诉求，这是现实社会心

理，用以解释京剧老生行的崛起也未尝不可，但作者却将这种社会

诉求的根源上溯至中国文化的根本——儒家文化的士人和君子，这

种抄底的文化分析从根本上借鉴了时下流行于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化

人类学研究的方法——原型分析方法。她认为，“京剧老生承载了

民族心理凝聚在社会文化产品中最具文化内涵、审美特质的原

型。”“京剧老生行当的文化原型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铁肩担道

义、积极有为的士人和中正稳健、文质彬彬的君子形象的高度类型

化，其人物的精神内核归旨于儒家道德伦理的君子人格。”（第 8

页）作者为此引经据典，对这一文化原型的内涵以及它所包孕、传

承的文化因子进行细致的分析，对以老生行为主的历史剧的审美期

待作历史分析，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对老生行当及角色形象形成的剧

种因素、文化因素进行详尽的分析，从而说明京剧种的老生行当代

表的文化、美学诉求和因之而形成的风格并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文

化基因、民族情感、审美经验的预设结构在一定历史文化语境的激

活，并且是在新的文化语境和现实情境中被发展的产物。在此基础

上得出结论是：老生行是“华夏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最具文明特质的

形象群的‘代言者’”（第 26 页），而出现在道咸年间的“前三

杰”的艺术风格及其所塑造的形象都是对当时社会心理诉求的回

应，也是文化原型在一定文化背景、社会背景下被激活的艺术反应

和文化表征。作者不仅在社会与艺术共轭的一般层面对此进行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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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更重要的是还从创作主体的人格、剧目的审美选择、艺术形象

的文化意蕴、流派风格等方面进行了反向论证，这就形成了社会心

理影响艺术风格，艺术风格回应或者应和社会心理的良性互动格

局，从学理上讲是辩证的，是合理的、全面的。 

  作者还将对“后三杰”的代表谭鑫培感伤之美风格的分析上溯

到中华民族“以忧患意识为核心的审美心理的定向选择”（第 189

页），笔者认为这也是一种原型分析。只不过前者属于文化原型分

析，这里主要偏重于审美原型分析，其实质也是一种文化原型分

析。诚如作者所言，谭鑫培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发生裂变和

重构，感伤情绪充斥社会的各个层面，当然京剧艺术也被这种情绪

弥漫，一个“英雄不再”的时代对应的是充满感伤情绪的艺术，作

者为此专门分析了诸如诗歌、小说、传奇杂剧等其他艺术形式，并

认定这些类型的艺术中“充盈的激愤、失望和感伤的社会情感，正

体现了社会心理对晚清整个艺术创作的影响。”（第 181）“谭鑫

培京剧表演的感伤风格和历史语境中的诗歌、小说、戏曲等一起表

征了一个时代民众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理走向。”（第 213 页）和

前文相较，作者在这里不是分析艺术形象的文化原型，而是着意分

析谭鑫培艺术感伤风格的美学原型，采用的方法也与此前不同，是

“寻根”而后“振叶”的模式，首先判定谭派的艺术风格，然后通

过概念的界定追溯了感伤意绪的种种表现，以及它在中国文学艺术

史上的种种表现——诸如沉郁、孤独、怨愤等，从而得出了“谭鑫

培艺术风格的感伤美，并不是无缘（应为“本”，笔者注）之木，

而是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第 198 页）的结论，并在

文学、音乐和戏曲中寻绎了这种感伤美的普遍表现，使得京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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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现的感伤美的风格类型有了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佐证，因此可

以断定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审美原型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的复活，原

来“谭鑫培的风格与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学艺术所推崇的美学追

求一脉相承。”（见傅谨序）恩格斯说“证据只能由历史本身提

供”（《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到历史

中寻找证据，这在方法上叫作寻根，是固本。此外作者还专章分析

了谭鑫培的剧目选择、音乐表现乃至表演等表演艺术的各个层面，

以实际的例证详尽分析、充分表征了谭鑫培表演艺术的全貌，坐实

了此前的判断，是之谓“振叶”，是兼末。本末结合的论证方法使

得作者的判断更切近实际。学理地讲，任何试图将单个文化现象放

回整个文化系统中加以解释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和褒扬的。 

  当然，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审美心理定势，总是接受着历史与

现实两股文化心理的左右，前者往往沉淀为一些潜在的艺术审美意

趣，后者则常表现为对艺术的直接评价和取舍。在原型追溯的同

时，作者还以大量的篇幅和广泛的材料来平衡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

系，来说明历史原型（文化原型和审美原型）在现实中复活或者被

激活的契机与缘由，这就使得前后三杰审美风格的形成和崛起的原

因得到了圆满的解释。 

  同时，笔者也注意到，在上溯到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和文学史的

层面之时，作者充分地展示了自己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方面的知

识背景与修养，论述被充分地加以展开，引经据典，诗（文）史互

证，古代的理论和西方现代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相互发明，

显得从容而裕如。相对而言，对文化原型的上溯部分在文本中的比

重有些大，在篇幅一定的情况下可以说挤占了对京剧老生流派的论

述空间，为此作者有必要处理好背景与对象的关系。当然从论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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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角度来讲，由于论述对象是一种艺术现象，而艺术现象与社会

心理、文化心理之间的对应关系也确实是难以坐实的，难以进行擘

肌析理的一一对应的分析，故而作者这样的处理也是可以理解的。

“原型隐含于或者说泛化于后世民族文化的种种创造性活动及其成

果之中，把握了原型，也就意味着能够从历史的纷繁的文化现象中

提取一脉所系的文化基因，从而使我们真正从根本意义上获得对某

种文化的理解。”[2]返本溯源的原型分析赋予了京剧老生流派乃

至于京剧本身以深厚的文化基础和文化品格，给仅有二百多年的京

剧艺术以宏深的文化渊源，读完本书，颇感京剧被称为“国粹”的

确是名至实归。 

  一定社会历史阶段必然呈现一定的文化心态，一定文化心态必

然促使一定的文化形态的产生，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必然以这样或

者那样的方式反映文化心态或者社会心理。从审美心理、文化心理

乃至社会心理对一种文化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入了解一种文化类型

的形成机制。这种方法适合于对一切文化形态的分析，当然也包括

京剧、和京剧行当文化。京剧的形成和崛起应该是近代中国社会重

要的文化现象，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

实。程长庚、谭鑫培等与时代争辉的艺术明星、文化明星的出现，

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也影响了京剧的进程。动态地考察从“前

三杰”到“后三杰”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流变，还有对“前三杰”产

生的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后三杰”之一的谭鑫培感伤美艺术风格选

择的横向展开，动态的历时性勾勒和静态的共时性分析相结合，构

成纵横交错的局面。在本书中，历时性的描绘和共时性分析相结

合，纵向的分析和横向的论证相映衬，共同形成关于老生行当、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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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这一文化类型演变的文化心理分析的纵横交错的结构，将京剧老

生的文化原型、流派、风格的复杂性一并呈现出来。既有对整个社

会心理的分析，又有以程长庚、谭鑫培为代表京剧老生艺术对社会

心理回应的具体分析，宏观的研究和微观的研究相互配合。毫无疑

问，作者的关于京剧老生流派崛起的社会心理研究彰显了外部研究

[3]、文化研究的魅力，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显示了文化研究方法本

身的缺陷，这就是很难坐实文艺与社会心理的一一对应关系，具体

演员风格的研究和剧目类型的分析尚需寻找与社会心理联系的直接

证据，因此本文中的某些解释还可以探讨并有深化的余地。比如关

于程长庚对于当时社会心理的回应的对应关系的分析，事实上忽视

了京剧初创阶段“因着初生牛犊的锐气，酣畅淋漓地表达着这个时

代缺乏的刚健气息，填补着国家危机、精神失语而造成的心灵空

白”[4]的重要因素，未能论述到京剧早期风格的形成实际上是在

花雅之争中吸收融合了诸多地方剧种战胜委婉细腻的昆曲的结果，

未能注意到成为菊坛新贵的京剧表现出沉郁刚健的表演风格也是与

昆曲争胜、争别的结果，是南曲北渐过程中吸收乱弹因素再铸新声

的结果（程长庚被称为“乱弹巨擘”可资为证）。作者在后文中引

用王骥德的话说：“大都创始之音，初变腔调，定自浑朴；渐变而

之婉媚”（《曲律·论腔调》），并说京剧艺术亦然，以总结这一

规律。高占祥先生以为“更可肯定，程长庚平宜、质朴的声腔，正

符合初创声腔的发展规律。”[5]这一规律似乎也适合解释从“前

三杰”到“后三杰”风格的演变，可惜文中没有详细论及，所谓智

者千虑必失，诚不易之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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