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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戏剧壁画是一种反映戏剧外观形象的史料，其文物实体约出现于汉代。考古发现 的 墓 室 壁 画 为 探 讨 戏 剧 发

生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图像资料；洞窟所存壁画为戏剧音乐和歌舞研究呈现出诸多实物证据；神庙壁画中的戏剧现场

史料则反映出更多的戏剧元素和内容。对 戏 剧 壁 画 进 行 梳 理 和 研 究，可 以 深 入 了 解 壁 画 内 容 并 印 证 相 关 文 献 的 可 信

度。从戏剧与壁画的发生因子和发展模式看，在中国古代艺术领域中音画的发展应该是同步的。以壁画形式展现戏剧

内容，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看图讲诵”与戏剧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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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是中国古代 社 会 的 主 要 娱 乐 形 式，由 于 长 期 被 正

统观念所轻视，所以 相 关 历 史 记 载 较 少，而 戏 剧 文 物 可 以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这 种 不 足。在 戏 剧 文 物 中，壁 画 是 最 生

动且有特色的一种。目 前，已 发 现 的 与 戏 剧 相 关 的 壁 画 主

要以三种形式存 世：墓 室 壁 画、洞 窟 壁 画 和 神 庙 壁 画。戏

剧壁画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其简明而生动的戏剧现场史料。

戏剧是表演艺术，具 有 时 间 性，所 以 任 何 能 够 反 映 戏 剧 外

观形象的实 体 史 料 都 显 得 弥 足 珍 贵。已 发 现 的 资 料 表 明，

在汉代就出现了与戏 剧 壁 画 有 关 的 内 容，魏 晋 六 朝 时 期 又

涌现出一批比较单纯 的 带 有 戏 剧 因 素 的 洞 窟 壁 画，唐 宋 时

期则形成了较为正 式 的 戏 剧 壁 画，自 此 以 后，真 正 意 义 上

的戏剧壁画就开始 丰 富 起 来。毫 无 疑 问，对 这 些 涉 及 戏 剧

内容壁画的整理与探 讨，可 以 更 好 地 解 决 中 国 戏 剧 发 展 史

上的一些问题。

一

秦汉以后生殉废止，墓 室 中 开 始 逐 渐 出 现 形 式 多 样 的

乐舞百戏装饰，壁画 是 其 中 的 形 式 之 一。东 汉 晚 期 的 河 南

密县打虎亭二号墓主室北壁绘有舞蹈和杂技场 面［１］，同 为

东汉晚期的内蒙古和 林 格 尔 新 店 子 墓 葬 壁 画 中 亦 绘 有 一 大

幅乐舞百戏图，画面中有器乐演奏和百戏 表 演［２］。就 考 古

所获乐舞资料而言，汉 代 乐 舞 与 杂 技 尚 未 分 离，它 们 往 往

同场演出，在大幅壁 画 上，常 常 混 杂 着 各 种 不 同 风 格 的 俳

优谐戏、舞蹈 和 各 种 杂 技 节 目 表 演［３］ （Ｐ１５５）。由 此 可 以

肯定，至迟在东汉时期 我 国 就 已 出 现 较 为 原 始 而 自 觉 的 具

有戏剧性质的壁画。

以戏剧壁画作为墓 室 装 饰，主 观 上 反 映 了 墓 主 希 望 能

在幽冥世界享乐的愿 望，但 客 观 上 却 为 后 世 遗 留 下 了 诸 多

考证古代戏剧发生、发 展 的 图 像 史 料。汉 代 大 幅 彩 绘 百 戏

壁画是考古发现的最 早 与 戏 剧 有 关 的 壁 画。魏 晋 六 朝 时 期

限于墓制规模，大幅壁画多转为表现世俗生活的小型壁画，

至唐宋时期演变为 工 艺 复 杂、绘 制 精 美 的 壁 画 形 制，其 中

壁画内所蕴涵的戏剧 元 素 也 日 趋 丰 富。金 代 墓 室 戏 剧 壁 画

承继宋风，至元代而逐渐式微。从墓室戏剧壁画流变来看，

北宋时 期 应 该 是 墓 室 壁 画 中 戏 剧 元 素 由 “戏”到 “戏 剧”

的转捩点；从壁画中 的 舞 台 布 局、乐 队 设 置、演 员 动 作 等

形象史料来判断，至少 在１２至１３世 纪 中 国 古 代 戏 剧 演 出

程式就已经较为成熟。

１９５１年对河南禹县白沙镇北颖东 墓 区 一 号 宋 墓 进 行 了

考古发掘，墓葬年代为北宋哲宗元符二年 （１０９９）。墓室东

壁阑额下，绘有戏剧壁画一幅，图中共绘参演乐人十一人。

壁画右侧五人分为两排，后排两人，一人击鼓，一人拍板，

前排三人，居左者吹觱篥，居右者击腰鼓，当中者吹横笛；

左侧立五人，后排两人 吹 箫，前 排 三 人，居 左 者 吹 笙，居

中者吹排 箫，居 右 者 弹 五 弦 琵 琶；左 右 侧 四 排 女 乐 之 间，

一女子欠身扬袖作舞。［４］ （ＰＰ．３５－３６）壁画所绘应是富户

闲居时家庭宴饮歌 舞 场 面，据 一 人 独 舞、以 手 袖 为 容 的 场

面和图中所绘各种鼓与丝竹器乐配合的形式判断，“表演内

容当为大曲舞蹈”［５］ （Ｐ１５３），尚不属戏 剧 之 列。但 唐 宋 大

曲与宋金杂剧及南 戏 有 着 密 切 的 关 系，王 国 维 在 《宋 元 大

曲考》中称：“惟大曲一定之动作，终不足以表戏剧自由之

动作；唯极简单之剧，始能以大曲演之。”［６］ （Ｐ１５９）这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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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大曲是可以应用 于 简 单 戏 剧 演 出 的。另 外，从 壁 画 中 舞

者与乐队的位置布局 亦 可 见 出 其 对 后 世 戏 剧 表 演 中 演 员 与

伴奏乐队程式的影响。１９７１年河北宣 化 发 现 了 一 座 辽 代 壁

画墓，墓分前后二室，墓 壁 皆 有 壁 画。前 室 东 壁 绘 一 散 乐

图，画面共有十二 人，十 一 人 奏 乐，一 人 独 舞。［７］该 壁 画

所反映的场景与白沙 宋 墓 极 为 相 似，只 是 壁 画 内 容 表 现 的

是辽朝大曲表演情形。

１９８３年，一 座 绘 有 杂 剧 壁 画 的 宋 宣 和 年 间 （１１１９—

１１２５）的墓葬在河南 新 安 被 发 现。墓 室 内 壁 遍 画 彩 绘，画

面共有五人，二人在场中表演。［８］ （Ｐ５７）故 事 情 节 虽 极 为

简单，但表演的二人 有 戏 剧 行 为，同 时 除 其 他 三 人 作 为 自

演自赏的观众外，此 处 应 当 有 “潜 藏”的 观 众，这 种 表 演

行为赋予所在场 所 “剧 场”的 意 义，基 本 具 备 了 简 单 戏 剧

的演出要素。２００９年陕西韩城 发 现 了 一 座 北 宋 墓 葬。墓 室

内除南壁外分别绘制 有 不 同 内 容 的 图 画，特 别 是 西 壁 的 宋

杂剧演出图，不仅为 陕 西 首 次 发 现，而 且 也 是 国 内 同 类 壁

画中最完整、规模最 大 的 一 幅。该 壁 画 绘 制 有 十 七 人 组 成

的北宋杂剧演出场 景，其 中 五 人 正 进 行 杂 剧 表 演，其 余 十

二人为乐队，分列两 边。该 壁 画 不 仅 完 整 呈 现 了 北 宋 杂 剧

的五个脚色：末泥、引 戏、副 净、副 末 及 装 孤，而 且 呈 现

出北宋杂剧正在进 行 的 演 出 场 景。尽 管 所 演 剧 目 为 何，目

前尚难确定，但从壁 画 判 断，基 本 上 是 一 种 滑 稽 调 笑 剧 目

无疑。［９］１９９４年在 山 西 平 定 西 关 村 发 掘 出 一 处 金 代 墓 葬，

墓室东壁发现杂剧壁画，画面共五人，其中四人化妆演出，

一人在旁伴奏［１０］。此画所表现的为杂剧中的 滑 稽 戏，表 演

角色清晰可辨，四人分 饰 引 戏、副 末、副 净 和 装 孤。这 些

壁画中对人物角色的 记 录，为 印 证 文 献 所 载 宋 金 杂 剧 角 色

内容的真实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 资 料。１９８６年 山 西 运 城 西

里庄发现了 一 座 元 代 晚 期 壁 画 墓，墓 室 西 壁 为 戏 剧 壁 画，

画面共有六人，五男一女。其中一人双手持戏折展于胸前，

面向观众，意似为 “副 末 开 场”，戏 折 右 手 楷 书 “风 雪 奇”

三字。［１１］虽然该剧 剧 名 未 见 文 献 著 录，但 此 壁 画 中 由 一 女

子扮演旦角的场 景，证 实 了 元 代 夏 庭 芝 《青 楼 集》所 记 元

杂剧演出中有诸多女艺人的事实。

中国古代戏剧自汉代 以 后 就 开 始 了 从 形 成 到 成 熟 的 逐

渐演进，在这一发展 过 程 中，歌 舞 百 戏 等 各 类 艺 术 形 态 既

保持了自身相对的 独 立 性，又 在 表 演 时 交 互 融 通，具 备 了

综合性，这一方面促使 了 乐 舞 百 戏 艺 术 形 态 在 变 化 中 继 续

得以传承，另一方面也 促 使 了 源 于 原 始 仪 式 的 早 期 戏 剧 在

乐舞百戏的综合性影 响 下 不 断 成 形，于 是 在 相 当 长 的 一 段

时间里，乐舞 百 戏 和 早 期 戏 剧 就 在 互 相 影 响 中 同 场 发 展。

但是，当戏剧表演的观 赏 性 发 展 到 需 要 观 众 保 持 足 够 的 注

意力，戏剧的长度逐渐 增 加 并 需 要 长 时 间 地 占 据 表 演 场 地

时，带有竞演性质的演出方式就逐渐开始隐退。［１２］ （Ｐ１１７）

北宋末期，杂剧表演 范 围 日 渐 广 泛，剧 目 演 出 长 度 不 断 增

加，固定的观演场所、稳 定 的 观 众 群 体 逐 步 形 成，杂 剧 开

始脱离与乐舞百戏同 场 演 出 的 混 同 形 态，入 元 以 后 这 种 同

场演出方式最终消亡。从 这 一 时 期 壁 画 的 独 立 戏 剧 内 容 来

看，宋金杂剧已经形 成 自 身 独 特 的 表 演 程 式，并 出 现 单 独

上演的趋势。

二

在进行戏剧壁画研究过程中，敦煌石窟所保存的乐器、

乐队、乐舞图像内容 丰 富、形 式 多 样，是 研 究 古 代 戏 剧 的

生动资料。据统计，在 莫 高 窟４９２个 洞 窟 中，有 伎 乐 图 像

的洞窟 达２４０个，洞 窟 壁 画 中 所 呈 现 的 乐 器，打 击 类２２
种、弹拨类９种、吹奏类１２种［１３］ （Ｐ２２０），其中 多 数 为 古

代戏剧演出时的伴奏 乐 器。而 洞 窟 中 部 分 乐 舞 画 和 经 变 画

则与戏剧密切相关。第３６１窟 南 壁 绘 有 巾 舞 与 百 戏 图，八

个乐人伴奏，中间有 一 舞 伎，长 巾 绕 身 而 舞，画 面 下 方 是

与巾舞串演的百戏表 演。画 面 中 伎 艺 的 综 合 性 和 表 演 性 很

强，这是对汉代乐舞 与 百 戏 同 场 演 出 的 继 承，同 时，这 也

启发了后世戏剧在舞台表演过程中多样化艺术形式的形成。

第２２０窟北壁是一幅 四 人 巾 舞 图，图 中 左 面 一 舞 伎 身 着 武

装服饰，一手向上托 举，一 手 侧 垂 作 “提 襟”状，舞 姿 刚

劲有力，其 “提襟”动 作 至 今 仍 是 戏 剧 表 演 中 武 将 角 色 常

用的舞蹈动作。壁画中 的 这 些 内 容 在 后 世 戏 剧 表 演 过 程 中

均有所反映。

关于唐宋时期歌舞 和 戏 剧 演 出 的 场 地，在 敦 煌 莫 高 窟

和榆林窟中亦可见到 相 关 内 容。莫 高 窟 壁 画 中 除 了 一 般 伎

乐人表演时所使用 的 平 台、桥 台 外，同 时 还 出 现 了 类 似 于

后世戏台的二重楼 阁，如 在 第３４１窟 北 壁 弥 勒 经 变 中 的 小

桥和平台连接处有 一 座 四 柱 的 亭 台 式 建 筑，第２３７窟 南 壁

与第６１窟南壁法华经变下部 《妙法莲华经·譬喻品》的火

宅喻图中更是出现 了 规 范 的 表 演 舞 台。除 经 变 画 外，一 些

世俗壁画中也出现了 早 期 的 庭 院 戏 场 与 勾 栏 酒 肆，莫 高 窟

第２２０窟南壁下方的 唐 代 《舞 乐 女 伎 图》以 俯 瞰 构 图 描 绘

了唐代贵族组织女艺 人 在 勾 栏 演 出 的 全 景。榆 林 窟 第３窟

壁画上的戏剧因素则 更 为 浓 厚，不 仅 出 现 了 舞 台 与 身 着 戏

装的演员，而且在图像的诸般法器中出现了各种演奏乐器，

尤为珍贵的是其中绘有后世戏剧主奏乐器胡琴。［１４］ （ＰＰ．９３

－９４）榆林窟第３８窟 《婚娶图》中则有人在勾栏之中表演

小型歌舞戏。唐朝时期宫廷中的歌舞表演就已与勾栏相关，

这种世俗的表演场所，很 可 能 就 源 于 敦 煌 壁 画 中 用 于 天 宫

伎乐表演场所的勾栏。敦 煌 壁 画 中 丰 富 的 戏 剧 资 料 为 探 讨

中国戏剧的起源和嬗变提供了可靠的实据。

西域文明对 中 原 文 化 的 发 展 有 着 重 大 而 深 远 的 影 响，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 流 之 一。戏 剧 的 发 生 与 发 展 同 样 也 受

到它的诸多影响。西 域 地 区 自 古 以 来，音 乐 舞 蹈 艺 术 就 较

为发达，公元４至５世 纪，龟 兹 乐 舞 就 已 传 入 中 原 地 区，

到隋唐时期，盛行于宫廷与 民 间，著 名 的 《胡 旋 舞》、 《胡

腾舞》、《柘枝舞》等，已成 为 深 受 时 人 所 喜 好 的 乐 舞。位

于新疆拜城 的 克 孜 尔 石 窟 现 存 洞 窟２３６个，有 壁 画 的７４
窟，与音乐有关的洞窟５０个。占据克孜尔石窟总数一半的

伎乐壁画石窟，其时代上限起于东汉末，下限延至唐五代，

前后７００余年。克孜尔伎 乐 壁 画 反 映 出 不 少 与 中 土 戏 剧 发

生相关的问题，与莫 高 窟 伎 乐 壁 画 相 仿，其 中 同 样 出 现 了

大量用于戏剧伴奏时 的 乐 器，如 运 用 较 为 广 泛 的 打 击 乐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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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板、大鼓、铜钹等；后世许 多 地 方 戏 剧 的 主 奏 乐 器，管

乐器中的笙、笛、箫和筚篥等，尤其是第３８窟壁画中出现

了近似小唢呐的乐 器；以 及 在 宋、元 杂 剧 中 常 用 的 弹 拨 乐

器，如琵 琶、阮 咸、筝、箜 篌 等。［１５］ （Ｐ７２６）克 孜 尔 乐 舞

壁画中所保留的大量 舞 蹈 音 乐 场 面，直 观 再 现 了 龟 兹 乐 队

的规模、面貌、编制以 及 演 奏 形 式 等 内 容。隋 唐 时 期 经 变

画中乐队的编制，就是以龟兹石窟乐舞造像为范本形成的，

而这种交流与变化也影响到了这一时期戏剧的发生和发展。

第３８、６９、１００号石窟壁 画 中 都 绘 有 二 人 一 组 的 伎 乐 组 合

形式，这可能与龟兹 地 方 性 歌 舞 表 演 方 式 有 关。双 人 歌 舞

能进行情感 交 流，又 可 戏 剧 性 地 表 演，是 说 唱 艺 术 的 一

种［１６］ （Ｐ１０９），这种 带 有 简 单 叙 事 性 的 西 域 舞 蹈，经 丝 绸

之路输入中原之后与 本 地 舞 蹈 相 融 合，逐 渐 演 变 为 情 节 性

的风俗舞 蹈，从 而 促 进 了 中 原 地 区 歌 舞 戏 的 发 展。此 外，

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同样出现了歌舞演出场所，第３８窟拱

形顶下沿部位画有一长幅 《伎乐图》，画面上有用墙栏相隔

的楼台，这应该就是后世戏场中的舞台。

除伎乐壁画之外，克 孜 尔 壁 画 中 的 本 生 故 事 画 内 容 也

或多或少地影响到 了 后 世 戏 剧 的 发 生、发 展。这 些 本 生 故

事画的题材多取自 民 间，因 此 它 不 单 纯 是 宗 教 宣 传 画，自

身还带有一定的世 俗 教 化 性 质。较 为 典 型 的 如 《端 正 王 智

断儿案》因其积 极、正 面 的 内 容，佛 教、基 督 教 和 伊 斯 兰

教经籍中均有载述，其 最 终 被 敷 演 为 我 国 元 杂 剧 《包 待 制

智勘灰阑记》中的主要情节［１７］。从克孜尔石窟戏 剧 壁 画 内

容可以看出，中原地区 与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在 文 化 艺 术 上 的 相

互交流与融合。虽然这 些 地 区 的 戏 剧 壁 画 表 现 出 不 同 风 格

和不同形制，但是对相 同 内 容 的 涉 及 则 反 映 出 它 们 所 具 备

的文化共性。这些存 在 于 壁 画 中 的 戏 剧 要 素，可 以 促 使 我

们将西域乐舞对中原戏剧影响的研究进行得更加深入。

三

商周时期，人们就已 经 开 始 将 著 名 历 史 人 物 或 重 要 故

事绘于神圣 庄 重 的 庙 堂 之 内，供 人 瞻 仰 或 引 以 为 戒。在

《墨子》中提到的 殷 纣 “宫 墙 文 画”， 《吕 氏 春 秋》引 《商

书》中 “可以观怪的五世之庙”， 《孔 子 家 语》中 “孔 子 观

瞻之明堂”都有过壁画留存的痕迹［１８］ （Ｐ２４）。汉代壁画大

盛，王延寿 《鲁灵光 殿 赋》对 西 汉 景 帝 之 子 鲁 恭 王 刘 余 所

建灵光殿壁画的描绘，惟妙惟肖，生动传神。《后汉书·南

蛮西南夷列传》中 “是 时 郡 尉 府 舍 皆 有 雕 饰，画 山 神 海 灵

奇禽异兽，以炫耀之”［１９］ （Ｐ２８５７）的记载 说 明 壁 画 在 当 时

上流阶层的普及。魏 晋 六 朝 佛 教 壁 画 遍 布 石 窟 佛 寺，隋 唐

两代民间杂神众 多，壁 画 艺 术 借 此 兴 盛，至 宋 元 时 期，前

朝壁画之风得以绍继，壁画中时有奏乐场面出现。“壁画图

绘奏乐场面，象征祭 祀 仪 式。宋 元 时 期 祭 祀 雅 乐 多 由 俗 乐

（包括戏曲演出）代替，故而神庙壁画中出现优 戏 场 面”［５］

（Ｐ４９）。但宋代神庙壁画存世极少，金元时期较多，且多集

中在山西地区。

山西繁峙县岩山寺，创建于金正隆三年 （１１５８）。寺内

文殊殿四周通绘壁 画，画 面 内 容 多 为 佛 传 故 事，但 其 中 西

壁左上方绘有酒楼 一 处，内 有 一 女 子 双 手 执 杖 击 鼓，旁 坐

一男子击拍板，又一 人 持 书，面 向 伴 奏 二 人，似 在 表 演 说

唱。其东壁中部绘有 “鬼子母本生故事”，故事描绘中有木

偶表演，并有 数 名 观 演 者。［２０］ （Ｐ２７５）戏 剧 壁 画 绘 制 于 佛

教寺庙的最初目的是 酬 神，但 壁 画 内 容 与 世 俗 生 活 又 有 关

联，也从侧面反映出 其 娱 人 的 另 一 目 的。胡 忌 先 生 在 《宋

金杂剧考》中论称 “金地杂剧和宋无异”，“所 记 演 剧 人 服

色亦大致相类。不过 在 金 代 末 期，又 有 了 一 个 代 替 杂 剧 的

名称———这就是院本”，“金 代 的 杂 剧 和 院 本，其 本 质 上 是

相同的东西”，“金、元的院本 即 是 承 继 唐、宋 滑 稽 戏 和 歌

舞戏的原有传统，它和 南 宋 以 后 发 展 的 戏 剧 南 戏 及 北 曲 杂

剧有别”［２１］ （ＰＰ．１０－１１）。依 据 胡 先 生 所 论，推 想 宋 金 元

时期的戏剧壁画 流 变，亦 应 大 体 如 此：宋、金 戏 剧 壁 画 除

了人物外观，在反映 戏 剧 内 容 上 差 异 很 小。金、元 戏 剧 壁

画的发展，不但承继 了 宋 代 戏 剧 壁 画 的 传 统，也 增 添 了 新

的内容，而且对明、清时期的戏剧壁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山西洪洞广胜寺明应 王 殿 壁 画 是 目 前 发 现 的 唯 一 大 型

元代戏剧壁画，是元 杂 剧 在 平 阳 一 带 兴 盛 发 展 的 写 照。该

壁画位于殿内南壁东侧，绘于元泰定元年 （１３２４），横额楷

书 “尧都见爱，太行 散 乐 忠 都 秀 在 此 作 场，泰 定 元 年 四 月

日”。画中共十一人，四女七男。演员、司乐分列两排，前

排五人为演员，身着戏装，上有纹饰，五人均有表演动作；

后排五人为乐队人 员，皆 着 元 代 生 活 常 服，所 持 乐 器 为 大

鼓、笛、拍板等，表现出表演过程中较为复杂的乐器配置。

从演员服 饰，既 可 以 看 到 前 朝 宋 代 官 服 如 幞 头、公 服 等，

更有属 于 当 时 蒙 古 族 的 曳 撒、笠 子 帽 等，从 色 彩、图 案、

绣花等方面看，基本具备了后世戏衣出演时的审美和需要，

服饰既富于生活 化，又 着 力 追 求 舞 台 的 艺 术 化。除 此，画

中演员还挂 有 髯 口，并 用 粉 墨 之 类 色 彩 进 行 了 面 部 化 妆，

涂抹成脸谱型扮 相。同 时，壁 画 中 所 绘 舞 台，亦 可 清 晰 辨

认。［２２］ （ＰＰ．５９－６５）广胜寺戏剧壁画是对元杂剧表演程式

的形象化记录，它清晰 地 反 映 了 元 代 戏 剧 的 服 饰 特 点 及 演

出状况，是古代戏剧史上的重要资料。

明代与戏剧相涉的 绘 画 文 物 尚 有 发 现，但 戏 剧 壁 画 绝

少留存。清代以来，神庙 戏 剧 壁 画 不 再 像 金 元 时 期 多 出 于

山西，其分布区域不 断 扩 大，遍 布 诸 多 省 份，体 现 出 这 种

艺术形式被民间的 认 可 和 社 会 地 位 的 细 微 变 化。清 初，绘

于西藏布达拉宫的壁 画 中 有 两 铺 藏 戏 壁 画，一 铺 为 连 环 画

式 《文成公主》演 出 壁 画，另 一 铺 为 某 一 藏 戏 之 特 写，演

员戴有面具，周围观众若干［２３］ （Ｐ５４）。河南 密 县 洪 山 庙 戏

剧壁画为明末清初之物，上存戏剧壁画２８幅，绘有 《封神

榜》、《哪吒闹海》、《三国演义》等 剧 目 场 景，戏 画 内 容 可

以准确认 定［２４］ （Ｐ５５７）。福 建 尤 溪 凤 山 夫 人 宫 和 江 西 武 宁

辽田东岳庙等地的戏 剧 壁 画 均 为 清 光 绪 年 间 所 存，山 西 洪

洞上跑蹄老君庙创建于清咸丰三年 （１８５３），其正殿走马板

上绘有壁 画 六 幅［２０］ （Ｐ２８２）。这 几 处 壁 画 的 共 同 点 是 所 绘

戏剧名目，依据出场 画 面 多 可 清 晰 辨 认，画 工 细 腻，色 彩

艳丽，壁画保存较为完整，属于成熟的戏剧壁画。

位于北京外城胡同的精忠庙，在上世纪５０年代虽被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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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但民国时期中日学 者 对 其 碑 刻 资 料 进 行 了 记 录 并 有 照

片存世。该庙喜神殿 内 绘 有 七 幅 戏 剧 壁 画，大 小 不 等，随

神像、神案和周边墙体的面积设置。其中蕴含的文化信息，

包括 “音神”与 “唱”的 观 念、乐 舞 与 戏 剧 的 关 系、戏 场

与戏台的形态等，反映 着 戏 剧 界 关 于 戏 剧 的 历 史 观 和 艺 术

观，同时与明清民俗 文 化、徽 班 进 京 等 也 有 较 为 密 切 的 联

系，是戏剧史上珍贵的实物资料。［２５］ （Ｐ１７）喜 神 殿 戏 剧 壁

画涉及古人关于戏剧 起 始 和 戏 剧 源 流 的 观 念，其 文 物 价 值

和戏剧史价值同样 值 得 关 注。由 此 可 见，由 于 艺 术 的 时 代

性和文化的地域性，不 同 时 期、不 同 地 区 的 神 庙 戏 剧 壁 画

因此而呈现出了不同 的 面 貌，但 其 通 过 壁 画 的 形 式 将 戏 剧

的文化外观固定下来，并 以 此 来 表 达 对 戏 剧 内 涵 理 解 的 初

衷却是相同的。

四

由于戏剧自身的形 象 性 和 舞 台 性 特 点，又 由 于 在 其 发

展过程中民间性和娱 乐 性 的 结 合，中 国 古 代 戏 剧 发 生 与 发

展的诸多痕迹在不同 形 式 的 文 物 中 得 到 了 保 存。戏 剧 壁 画

就是这类实物记录之 一。通 过 对 目 前 所 发 现 的 部 分 墓 室 壁

画、洞窟壁画及神庙壁 画 中 戏 剧 内 容 的 系 统 考 察 与 具 体 分

析，我们可以进一步明 确 戏 剧 壁 画 在 戏 剧 相 关 问 题 研 究 中

所具有的意义。

（一）以壁画实体佐证文献内容，既能深入了解壁画内

容，又能提高文献可信度。

中国古代戏剧起源 于 上 古 的 原 始 仪 式，形 成 于 汉 魏 的

俳优百戏，发展于唐 代 的 戏 弄，成 熟 于 宋 金 时 期，至 元 乃

蔚为大观，并于此时 出 现 了 戏 剧 史 上 的 第 一 个 高 峰。但 由

于戏剧在中国文化史 上 地 位 一 直 较 低，长 期 以 来 并 不 被 主

流文化及上层社会所 认 同，其 相 关 文 献 也 未 得 到 治 史 者 有

意识的整理和保存，处 于 自 然 生 存 状 态，因 而 古 代 戏 剧 的

存世文献相对较少。这 就 使 戏 剧 文 物 对 相 关 文 献 加 以 佐 证

和补充显得更加重要，戏 剧 壁 画 就 是 这 类 文 物 中 比 较 特 殊

的类型之一。文物图像是对当时正在发生状况的现场描述，

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和写实性，虽然其缺乏一定的文字说明，

但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印证文献的真实或补充文献的不足。

由于戏剧是 现 场 艺 术，具 有 生 产 和 消 费 不 可 分 离 的 特 性，

所以任何能够反映其 舞 台 形 象 的 资 料 都 弥 足 珍 贵，而 与 戏

剧相关的绘画就显得尤为重要。

唐代画家张彦远 在 《历 代 名 画 记》中 援 引 南 朝 宋 诗 人

颜延之之说：“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

图识，字学是也；三 曰 图 形，绘 画 是 也。”张 氏 论 称： “又

周官教国子以六 书，其 三 曰 象 形，则 画 之 意 也。是 故 知 书

画异名而同体也。”［２６］ （Ｐ３）其中所称 “图 形”即 现 代 之 绘

画，是 “图载”的 三 种 涵 义 之 一，另 外 两 种，一 是 图 理，

即 《易经》八卦，一 是 图 识，即 书 写 文 字。由 此 可 见，文

字与绘画 不 仅 “异 名 而 同 体”，二 者 还 具 有 相 同 的 社 会 功

用，即 “图载”，也就是信息记录功能。绘画作为一种视觉

语言，从出现之始就 担 负 着 记 录 功 能，壁 画 则 是 绘 画 形 式

的一种，同样兼具叙 事 和 传 形 的 双 重 功 能，一 方 面 它 为 叙

事提供了良好的空间 载 体，另 一 方 面 也 为 绘 画 的 空 间 表 现

拓展了发展的可能性。壁 画 大 多 是 在 描 绘 某 一 特 定 时 间 内

发生的事件，绘制过程 中 作 者 将 事 件 经 过 以 图 像 的 方 式 讲

述在画作里，后世研 究 者 通 过 读 图，进 而 对 画 面 信 息 加 以

思考和探索。因此，对 于 戏 剧 壁 画 研 究 而 言，不 仅 要 把 握

好视觉画面中图像和 叙 事 始 终 是 相 互 关 联 的 原 则，而 且 应

关注到文献考 证 中 图 像 与 同 一 时 期 文 本 文 献 的 对 应 问 题。

由于特殊的丧 葬 和 宗 教 习 俗 而 有 幸 遗 留 下 来 的 戏 剧 壁 画，

表面上只是一些表现 各 种 戏 剧 人 物 与 故 事 的 形 象 图 案，但

它本身所涉及的题材 与 蕴 含 的 内 容 必 然 会 关 乎 古 代 戏 剧 发

生与发展的线索。戏剧 壁 画 实 质 上 就 是 一 种 以 图 证 文 形 式

的存在，这种存在记录了古代戏剧真实而形象的发展历程，

客观描绘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以及不同民族的戏剧风尚，

深刻反映了古代戏剧 文 化 中 客 观 存 在 的 图 本 来 源，最 终 达

到了与文本文献同样重要且更具实效性的文化与研究价值。

（二）从戏剧与壁画发生因子和发展模式看，在古代艺

术领域里，音画发展应该是同步的。

壁画历史源远流 长，早 在 旧 石 器 时 代，原 始 岩 画 就 已

经开始记载人类早 期 的 活 动。几 经 变 迁，到 春 秋 战 国 或 更

早的周代就已经产生 了 绘 画 史 意 义 上 真 正 的 壁 画，壁 画 也

成为人类绘画艺术 的 起 源 之 一。戏 剧 的 早 期 形 态———原 始

歌舞亦起源于史前 先 民 生 产、生 活 的 需 要。这 时 歌 舞 的 主

要内容虽仅在于模仿 人 类 生 活 和 劳 动，但 其 娱 神 的 主 要 目

的注定了其一定程 度 的 超 现 实 性，含 有 戏 剧 的 因 子。青 海

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 的 新 石 器 时 代 舞 蹈 纹 陶 是 我 国 考 古 发

现的最早的原始歌舞 资 料。它 是 绘 在 彩 陶 盆 内 壁 上 的 一 组

舞蹈场面，所绘人物 并 肩 携 手，翩 翩 起 舞。画 面 内 容 主 题

鲜明，舞者形态美观，衣饰整齐划一，富有韵律和节奏感，

并带有较强的叙事色 彩。该 彩 陶 以 绘 画 的 表 现 形 式 将 乐 舞

所要表达的内容进行 了 实 时 再 现，它 所 附 带 的 这 种 艺 术 形

式已经具备了自发的音画同步意识。

从壁画和戏剧发展 模 式 看，壁 画 是 通 过 图 像 形 式 对 情

节进行陈述，适合于 表 现 特 定 的、瞬 时 的 场 景，具 有 特 定

性、凝固性和不可重 复 性，而 戏 剧 则 是 通 过 乐 舞 来 表 达 对

故事的理解，善于表 现 丰 富 的 内 容 和 复 杂 的 场 面，具 有 现

场性、流动性和可再 现 性。在 中 国 古 代 社 会，人 们 将 戏 剧

作为第一娱乐，其中很 重 要 的 一 个 原 因 就 在 于 戏 剧 本 身 对

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观 众 通 过 戏 剧 对 自 我 情 感 的 宣 泄。正 如

格罗塞 （Ｅｒｎｓｔ·Ｇｒｏｓｓｅ）在 《艺 术 的 起 源》中 所 说： “戏

曲的特质在于同时用 语 言 与 摹 拟 来 扮 演 一 种 事 件。在 这 一

意义上，差不多一切 原 始 故 事 都 是 戏 曲；因 为 述 说 者 总 不

以口说事迹为满足，还 要 靠 适 当 的 声 调 和 姿 势，来 辅 助 他

所 说 的 言 辞。———就 是 他 总 是 戏 剧 地 表 演 他 的 动 作。”［２７］

（Ｐ２０２）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有一定的程式性，中国绘画

和戏剧也概莫能外。程 式 是 一 种 富 于 高 度 社 会 约 定 性 和 历

史延续性的严格的形 式 规 范，它 主 要 是 通 过 对 艺 术 主 体 的

情感再现，最终呈现 出 艺 术 主 体 在 不 同 地 域、不 同 时 空 中

的统一性效应。中国绘 画 和 戏 剧 通 过 对 具 有 高 度 社 会 约 定

性的原始仪式的延续 和 承 继，以 图 画 和 舞 乐 的 外 在 形 式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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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主体的情感进行 艺 术 的 勾 勒 和 表 达，最 终 在 艺 术 追 求

过程中形成一 种 具 有 统 一 性 的 “泛 时 同 化 效 应”［２８］，即 对

艺术主体形式感的塑 造 和 确 立。凭 借 这 种 发 展 成 熟 的 程 式

系统，中国绘画和戏 剧 全 方 位、高 难 度 而 又 超 稳 定 地 构 建

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领 域。对 比 二 者 所 遵 循 的 程 式 化 表 现 原

则：绘画以空间为基 本 存 在 方 式，借 助 点 线 组 合、色 彩 装

饰等要素记事，其中 伴 随 着 人 们 的 思 想 情 感；而 戏 剧 则 以

时间为存在方式，通 过 乐 舞 节 奏、人 物 扮 演 等 要 素 推 演 情

节、叙述故事，进而达 到 抒 情 的 目 的。早 期 的 原 始 艺 术 虽

然常出现综合和交叉 现 象，但 其 形 式 总 体 是 趋 于 稳 定 和 个

性化的。 “人 类 早 期 的 艺 术，实 际 可 分 为 两 个 ‘集 合 体’，

一个是以声音节奏 为 核 心 的 音 乐、诗 歌 和 舞 蹈 艺 术；另 一

个是以 色 彩、造 型 为 核 心 的 绘 画、书 法 和 雕 塑 艺 术。”［２９］

（Ｐ９）戏剧和壁画正分属于这 两 个 “集 合 体”，二 者 所 运 用

的特殊叙事符号讲述 故 事 和 表 达 思 想 感 情 的 功 能 在 本 质 上

是相同的，戏剧的 “音”通 过 模 仿 生 活 中 的 声 和 调，壁 画

的 “画”通过模仿自 然 界 的 形 和 色，最 终 以 视 听 的 形 式 达

到情感表达和接受 的 目 的。由 此 可 知，在 中 国 古 代 艺 术 领

域里，音画发展应该是同步的。

（三）以壁画形 式 反 映 戏 剧 内 容，可 以 看 出 “看 图 讲

诵”与戏剧发生、发展的密切关系。

先秦时期，以往记录 性 和 装 饰 性 图 像 占 主 导 地 位 的 局

面逐渐发生 改 观，反 映 现 实 生 活 的 故 事 性 图 像 逐 渐 增 多，

图像的叙事功能进一 步 显 现 出 来，这 标 志 着 图 像 功 能 开 始

由再现向表现过渡。“看图讲诵”就是这一时期图像与叙事

结合的一种艺术形 式，其 源 头 大 致 与 巫 祝 仪 式 有 关，负 责

宗庙祭祀的巫祝依凭 庙 主 图 像 讲 述 故 事，这 种 叙 事 形 式 影

响了后世史官就图 像 而 讲 史 实 的 形 成。在 夏 商 之 际，就 已

有面对君王图像 讲 述 历 史 兴 衰 的 形 式。［３０］ （ＰＰ．１４１－１４２）

巫史在解说壁画时，或用散说，或用韵诵，“看图讲诵”原

本应该是一体的，但 在 记 录 过 程 中，由 于 绘 画 与 文 字 是 两

种不同的记录形式，加 之 二 者 传 达 信 息 的 不 同 效 果，从 而

导致了 “图”与 “诵”的 分 离。东 汉 王 逸 说 《天 问》是 屈

原面对庙堂中的壁画以歌赋的形式所提出的问题［３１］ （Ｐ３）；

清代郝懿行指出 “古之为书，有图 有 说”， 《禹 贡》之 图 汉

代尚存，在 晋 代 还 可 看 见 《山 海 经》古 图［３２］ （Ｐ５），这 都

可视为 “看 图 讲 诵”的 事 实 依 据。西 汉 时 期，刘 向 编 辑

《列女传》，将人物绘 于 屏 风 之 上，其 故 事 就 是 按 照 图 画 来

讲诵的。现存 《列女 传》中 的 部 分 片 断 仍 然 保 留 有 讲 诵 特

征，并可与出土汉代画像相匹配。

唐五代时期，变相和 变 文 的 结 合 延 续 了 秦 汉 时 期 “看

图讲诵”的叙事传 统。唐 代 之 前，变 相 可 以 指 称 表 现 佛 经

中奇异神变的多种 艺 术 形 式。唐 代 以 后，讲 唱 风 气 逐 渐 盛

行，为达到更好的艺 术 效 果，于 是 在 变 文 讲 唱 过 程 中 采 用

了图画的辅助配合，各 自 独 立 的 变 相 和 变 文 因 演 出 需 要 逐

渐结合，最终形成 了 图 文 结 合 的 “看 图 讲 诵”形 式。定 型

之后的 “看图讲 诵”变 文 形 式，从Ｓ．２６１４ 《大 目 乾 连 冥

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的标名以及Ｐ４５２４ 《降魔变文》

正面为图、背面为词 的 形 制 即 可 证 实。这 种 在 讲 唱 过 程 中

辅以画图的叙事方式 对 后 世 戏 剧 的 发 生、发 展 产 生 了 深 刻

影响。变文与变相配 合 讲 唱 故 事 的 形 式，凸 显 出 二 者 与 后

世戏剧紧密相关的诸 多 因 素。变 文 由 表 演 艺 人 以 说 唱 结 合

的方式、富于韵律的 声 腔 和 艺 术 化 的 语 言 进 行 表 演，这 就

使其本身具备了演 出 活 动 的 特 点，后 世 戏 剧 以 唱 为 主，辅

以说白的表演形式应 当 受 到 过 它 的 启 发。变 文 体 式 韵 散 相

间，散体注重叙事，韵体 多 在 抒 情，二 者 交 叉 使 用，间 有

入韵套语，这种特殊的 文 体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影 响 了 后 世 戏 剧

唱词范式的形成。在 故 事 叙 事 过 程 中，变 文 囿 于 说 唱 的 口

头表演形式，听众不 易 分 辨 先 后 的 说 话 者，只 能 是 表 演 者

模仿人物 口 吻［３３］ （Ｐ２５９），从 而 使 得 变 文 说 唱 具 有 了 部 分

角色扮演的性质，而 扮 演 则 是 戏 剧 的 必 备 要 素 之 一。变 相

的出现不仅仅是一种 简 单 的 视 觉 辅 助，更 为 重 要 的 是 它 与

文学有着一定的关 系。变 文 作 为 一 种 叙 事 文 学，其 内 在 的

单向叙事结构 较 为 适 宜 于 由 图 画 来 配 合 故 事 情 节 的 展 开，

在讲唱过程中以图画 的 空 间 性 表 现 方 式 勾 勒 出 故 事 的 叙 事

结构，对于文化层次 不 高 的 普 通 听 众 而 言，这 种 图 文 并 茂

的宣讲方式对他们 的 教 化 无 疑 更 具 影 响 力。通 过 “看 图 讲

诵”的方式让表演者处于一种远离现实的语境来讲演故事，

这种自觉摆脱第一人 称 叙 事 的 讲 诵，可 以 说 是 对 戏 剧 代 言

的前期准备。虽然戏 剧 是 一 种 重 于 抒 情 的 艺 术 形 式，但 是

追求叙事是戏剧走向 代 言 的 必 经 之 路。代 言 是 戏 剧 的 形 式

基础，它需要表演者以 扮 演 他 人 的 角 色 而 不 是 以 自 己 的 身

份进行表演，代言的 独 立 出 现 标 志 着 戏 剧 雏 形 的 形 成。承

继 “看图讲诵”形式 的 变 文 与 变 相 的 叙 事 方 式 为 后 世 戏 剧

代言的最终形成 起 到 了 促 进 作 用，同 时 也 “为 宝 卷，为 诸

宫调，为鼓词，为弹词……，在 瓦 子 里 讲 唱 着，在 后 来 通

俗文学的发展上遗留下最重要的痕迹”［３４］ （Ｐ２１１）。从戏剧

壁画透视 “看图讲 诵”与 戏 剧 叙 事 的 关 系，虽 然 有 待 于 更

多文献资料的佐证，但 可 以 肯 定 的 是：后 世 戏 剧 唱 词 和 表

演结合的形式与 “看图讲诵”一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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