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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艺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京
剧艺术是中国戏曲艺术的瑰宝。京剧不仅
继承了古典戏曲艺术的美学原则和艺术精
神，而且在长期的艺术实践过程中，不断
吸收各类姊妹艺术特别是其他戏曲艺术的
营养，逐渐丰富演化蜕变，最终形成了完
善的表演体制，这里既包括四功——唱念
做打、五法——手眼身法步、鲜明的艺术
特性——综合性、虚拟性和程式性，也包
括传统京剧的服装、头饰、道具与舞台装
置，所有这些表演手法和形式，都汇聚集
中体现在京剧艺术表演体制中的核心本体
——行当。

行当，也就是中国古典戏曲中称谓的
“脚色”，它的存在可以追溯到唐代关于
“参军戏”的记载。参军戏在唐代有“参
军”与“苍鹘”两个固定的脚色。迤至宋
杂剧，在唐代参军戏的基础上吸收了歌舞
戏及其他种类的艺术发展而来的一种戏剧
形式，已经将唱念做打综合运用于一身，
以代言体的形式抒情达意、刻画人物、演
绎故事情节，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具有里
程碑式意义。宋代教坊中共有包括杂剧色
在内的十三色，杂剧色因其内核不断吸收
其他表演内容和方法，在十三色中一枝独
秀。宋代杂剧通常有五个脚色，即末泥、
引戏、副净、副末，以及装孤。元明时期
的杂剧有副末、老生、正生、老外、大
面、正旦、小旦等行。明代弋阳腔流入北
京时有小生、正生、老生、二花、三花、
小旦、正旦、老旦等行，及至进入京城特
别是宫廷以后，逐渐吸收北京地区的语言
和习俗开展唱念做表，形成了新的剧种
——京腔。在“百本张”钞本《高腔戏目
录》中，以剧目类型区分，有红净戏、黑
净戏、贴净戏、老生戏、三髯戏、贴生
戏、老旦戏、青衫戏、花衫戏之别，行当
分类有了进一步的演化。1790年徽班进
京时，徽戏艺人兼唱的二簧、昆曲、梆子
等剧目有九门脚色。继徽班之后进京的汉

调艺人所演出的西皮汉调剧目所涵盖的脚
色非常齐整，分为十门。徽汉合流于北
京，不仅仅是音乐声腔的融汇，也是脚色
分工与表演技艺的融合再细化，渐而形成
了京剧表演的行当。

京剧行当形成过程中所经历的变化，
也与艺人们在京城演艺过程中不断杂糅借
鉴其他姊妹剧种艺术息息相关。直到京剧
基本形成，京剧行当的确立也成为京剧形
成的一个标志。通过清代北京梨园组班时
须向精忠庙梨园行会和内务府报备审核的
文书——报班文书可窥一斑，内中包括演
职员花名册、演习剧目等。如三庆班报班
文书中，将演员分为：老生行、花面行、
老旦行、小生行、丑行、旦行、武行。此
后，京剧行当演变为“生旦净丑”四个大
类，每个大类中又有细密严谨的分支，如
生行分为：老生、小生、武生、红生、娃
娃生；旦行分为：青衣、花旦、老旦、武
旦、刀马旦；净行分为：铜锤花脸、架子
花脸、武花脸；丑行分为：文丑、武丑。

从古典戏曲的脚色，到近现代戏曲和
京剧的行当，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丰
富。脚色，不是现代戏剧中所称谓的角
色，不是指戏剧情境中的具体人物，而是
戏剧人物类型的代称，与京剧所称谓的行
当相同。行是类别之意，指的是戏曲艺术
中演员所专门扮演的某类型角色；当，是

“应工”之意，就是以最准确规范或者约
定俗成且适当的表演方法承担类型化角色
的舞台表演任务。所以说，京剧行当既是
京剧演员在剧目中表演任务的分工，是带
有一定性格色彩的分类清晰的人物形象系
统，不同行当的确定，主要依据于剧中人
物的自然属性 （性别、年龄、外貌、体
形）、社会属性（身份、职业）和人格属
性（性格特点、善恶褒贬）；同时，京剧
行当也是京剧艺术表演技巧和表演手段的
专门化、类型化、程式化系统，是包括京
剧在内的中国戏曲独有的、有别于世界其

他表演艺术类型的、极具个性化和典型化
的表演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戏曲
程式化审美特征的一个重要体现。

京剧行当是京剧艺术表演体制的基
础，彰显了京剧艺术的美学原则。京剧演
员在剧目表演中须将人物思想感情的内在
特征外化，并以程式化的方式对其进行提
炼和规范，使得唱念做打各类手法无不带
有某种性格色彩，从而形成了不同行当表
演的不同程式动作。不同的行当在人物造
型、声腔运用、念白歌唱、手眼身步等方
面有着显著的区别，形成各自独特的风格
鲜明的表演方法，这些方法在艺术家长期
的艺术实践中被约定俗成地固定下来，日
积月累，成为程式化表演的美学标准。了
解和认识京剧的行当，对于京剧艺术的传
承发展和宣传推广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
实用价值。

掌握京剧行当，有助于从事京剧表演
的演员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与行当的属性
要求精准匹配、量才适用、按行归路，最
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优势，准确而迅速地集
中精力学习和掌握所学行当的技艺技巧，
掌握演唱和表演的特点方法，从而更加全
面、高水平地完成舞台表演和艺术建设，
精准规范传承京剧艺术。对于演员来讲，
以熟练积累掌握的行当表演程式为手段，
可以创造新的舞台艺术形象，不断为京剧
艺术的当代发展注入活力。

了解京剧行当的划分，有助于观众
欣赏演员的表演。不同行当的表演方法

和特点有着显著的区别。舞台上的演员
所饰演的角色都具有各自行当的属性，
演员能否恰当运用行当表演的程式性，
并发挥自身的才能优势，进行剧中人物
刻画与思想情感的传达就成为检验其水
平的标准，从而大大增强了演员表演的
观赏性。

当然，上述所说的京剧行当主要指的
是传统京剧范畴。像其他艺术门类一样，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京剧的行当也随着京
剧艺术在当代的发展创新而有了新的变化
和内涵。现代京剧，特别是取材于现代生
活的剧目，在表演美学体制上与传统京
剧有了很多不同，剧中的角色已经不再
纯粹以行当来类型化，而是赋予了实实
在在鲜明生动的性格特征，原生行当的
一些程式化艺术手段如声腔、道白也成
为刻画人物性格的基本方法，而另外一
些原生行当中程式化的服装、道具、脸
谱、造型和形体表演手段，已经不再完
全适用于现代京剧了。时代在进步，科
技在创新，审美在提升，京剧艺术必然
也必须尊重自身发展规律、不断顺应时
代变化，在文化传承发展的背景下，在守
正创新的基础上，在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
需求中，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完善自身的
美学内涵与表达，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在不断的突破和发展中欣欣
向荣、波澜壮阔。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一级编剧、
北京京剧院原院长）

行当的流变与京剧的传承发展
刘侗

2023 年 10 月召开的全
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
次提出和系统阐述了习近平
文化思想。这一思想“明体
达用、体用贯通”，为我们
做好文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
循。近年来，北京市东城区
政协着眼传承和发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更广阔的文
化空间，不断进行面向未来
的基层创新和实践探索。我
们以文史资料工作为切入
点，认真研究、精准把握文
史工作定位，积极活化利用
区域文化优势和文史工作成
果，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助力古都历史文脉
传承与发展。

聚焦城市历史文
脉，展现政协文史工作
深沉的文化情怀

东城区政协深刻认识做
好文史工作之于古都文脉传
承的重要意义，围绕首都“四个中心”建设和“文化东城”建设，将
文化文史工作细化为“老城风貌保护”“中轴线申遗”“工美传统技
艺”“核心价值观传播”四个专项课题组，50余位政协委员、专家学
者、业界翘楚、社会人员担任文史专员，建成“文史智库”，分组开
展针对性专题研究。“老城风貌保护”组，以区域综合治理、风貌保
护题材为牵引，征集、汇编“政协视觉，这十年 （2012—2022） 老
城保护与复兴文史资料”；“工美传统技艺”组，聚焦“燕京八绝”、
传统非遗及民间工艺，开展文化溯源、技艺传承、成果运用等研究探
索；“中轴线申遗”组，围绕中轴线历史沿革，开展珍贵影像学研究
与利用；“核心价值传播”组征集、宣传百姓身边的“家国故事”，生
动传播现代文明和发展成就。

提升文史工作格局，助力古都历史文化传承发展

建立“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区委宣传部、统
战部、党史办、文旅局、文联等部门围绕“文化东城”建设，合
作开展文史资料的选题征集、编辑出版及成果应用工作。一年
来，征集整理城市综合治理和老城风貌保护文史资料 50余篇，涉
及政策沿革、历史文献、红色记忆等珍贵文案；广泛征集来自统
一战线人士及界别群众的“三亲”史料——“我的家国故事”，在
《东城史志》开辟专栏，连续刊发优秀征文。盘点造册京城非遗技
艺人才库，开展文化名流、老艺人、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人
资料的采访、征集和研究整理。

加强与优质资源企业的协同合作，7家文化、教育、出版、艺
术等领域的委员企业 （单位） 参与文史工作，创建了文史搭台、
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如“文化·景山”政协委员工作室以中轴
线历史影像学研究为重点，组织多场专题学术研讨及惠民讲座；
与北京电视台合作录制“照片里的中轴线”“打开文化之门”专题
节目；在申遗考察专题会做重点发言，向国际考察组专家影像分
享并立体呈现了中轴线自1860年以来的完整存续及保护历程。

建立文史独特语言体系，在文化交流中传播政协好声音

东城文史资料工作边注重研究、宣传和整理，边探索活化、
转化与利用，提出践行文化育人、社会实践育人的“研学+游学”
新课题，在加快构建国家叙事体系、推动文化文明建设、促进人
文交流中勇于探索和实践。

组织历时一个月的“我与北京中轴线”港澳学子游学采风。
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领导及文史专员
组成导师团队，带领香港 7所大学的 15名港澳青年参加了中轴沿
线32场文化活动和全要素采风，形成了6万多字的体验感想、400
多张摄影作品、5条短视频和15个文化遗产要素PPT。与宋庆龄基
金会共同举办“我爱北京天安门”夏令营，来自宁夏、山西、河
南、四川的 110 名留守儿童参加了“宫廷文化”“戏剧脸谱”“北
京兔爷”等非遗文化体验活动。与北京青年报、中国书画家联谊
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祥瑞中国——壮美中轴”摄影作品展。面向
社区、学校开展非遗技艺研学，研发伴手礼等微科创，持续输出

“京味儿”文化产品。
东城区政协以多措并举的创新实践，改变了政协文史工作传

统模式，以更加丰富多样的形式，积极服务党政决策、普惠广大
群众、传播文化精髓，在助力古都历史文脉传承发展和推进全国
文化中心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者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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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是人类文明史上壮观的文化
遗产。我国修筑长城的历史超过两千
年，早在先秦时期，周王朝就曾修筑连
续的“列城”，此后历朝历代大多都有兴
修长城之举。而在地图上绘制长城的历
史也很悠久，据不完全统计，标识长城
的舆图就包括《华夷图》《历代地理指掌
图》《陕西五路之图》《东震旦地理图》
等。其中 《华夷图》是目前现存中国古
地图中最早标识有长城的地图，其绘制
的时间在北宋徽宗政和七年 （1117年）
到宣和七年（1125年）之间，距今也有
将近1000年的历史。

到了明代，按照长城舆图绘制内容上
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嘉靖朝之前和嘉靖朝
之后。嘉靖之前，由于明代长城全线尚未
完全竣工，此时明人绘制的长城舆图上多
为前朝长城，比如天顺年间 《明一统
志》，其中绘制的长城就并非明长城，而
是秦朝修建的长城。嘉靖中叶以后，由于
从辽东至陕西、宁夏的长城修筑完工，同
时各个地区边镇、卫所、堡寨的边防体系
逐渐完善，舆图上的明长城开始多以真实
绘制为主。其中比较典型的当属 《广舆
图》，这幅图详尽描绘了当时的边墙、卫
所及各个堡寨。

明清易代以后，清人绘制的长城地图
基本都能如实详细地描绘相关长城。其
中，国家图书馆馆藏《直隶长城分防险要关
峪各口山水形势地舆城图》是其中的代表
之一。该图由崔汝立绘制于清光绪二十八
年（1902年），以纸本彩绘，长卷折叠装，纵
30厘米、横1344厘米。其封面为硬蓝布，
上贴红签，题有“直隶长城分防险要关峪各
口山水形势地舆城图恭呈宪览”，可知崔汝
立绘制这幅图的目的是呈送上级阅览。该
图卷尾贴有落款“户部主事崔汝立敬画”和

“五品衔侯补州吏目崔汝棨谨呈”。有清一
代，往往会为一些宫廷画师赠予较低品级
的虚衔，比如崔汝立的户部主事一职，在清
代属于正六品的低级官员。不过也有另一
种可能，据《清实录》记载，崔汝立曾于光绪

六年（1880年）参加庚辰科殿试，登进士二
甲第107名，可能他进入仕途后成为了户
部主事。而崔汝棨为崔汝立族兄，也就是
说他向长官呈送了其族弟所绘舆图。

《直隶长城分防险要关峪各口山水形
势地舆城图》在绘制上基本采用了中国传
统山水画的绘制手法。尽管绘制于清末，
但该图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当时西洋画画法
的影响，基本上没有采用透视、远近的技
法，整体上更趋近于“画”而非“舆图”。但
相比较于传统的山水画，这幅地图又不是
纯粹的写意山水画，在构图比例上并没有
不遵照实物的真实比例：其关隘、山脉、要
塞的方位与位置基本准确，有着比较强的
方位指示功能。不过其所绘边墙、敌台在
数量上往往采用示意的方式，并不会还原
准确的数量，因而在具体数量上基本没有
参考价值。因为更趋近于“画”的缘故，《直
隶长城分防险要关峪各口山水形势地舆城
图》设色比较鲜艳，摆脱了一般舆图用色沉
闷、单调的特点；在用笔上全图勾线也很
实，长城上的每一个垛口、城砖的排列都有
清晰的描绘。因而可以说这幅地图兼顾了

一般舆图的记录功能，又有一定的艺术价
值，既是一幅清代长城的舆图，又是一幅描
绘长城山川形胜的画作，这种绘画式的地
图在中国传统制图方法上属典型的绘景地
图。

作为绘景地图，《直隶长城分防险要关
峪各口山水形势地舆城图》以画的形式记
录了大量清代直隶长城、关隘和周边的山
川形胜。这幅地图绘制的清代直隶长城西
起沙坡峪、东至山海关，虽然清代对明代长
城、关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缮和翻新，如
乾隆朝时就分别对京畿以北的关口和边墙
进行了维修，但总体而言这种修缮和翻新
规模很小，清代长城、关隘的形制和规模几
乎同明朝无异，因而该图记载的直隶长城
及其周边的军事要塞的形制和规模约等同
于明代的蓟镇军塞。

蓟镇又称蓟州镇，蓟镇共分十二路镇
防：山海路、石门路、台头路、燕河路、太平
路、喜峰口路、松棚路、马兰路、墙子路、曹
家路、古北路和石塘路。其中《直隶长城分
防险要关峪各口山水形势地舆城图》东线
起点的山海关位于今河北省秦皇岛市的东

北角，是明代边境上的著名关隘，也是该图
要塞、关隘与相关建筑分布最多、着墨最多
的地方。山海关自身也是一处名胜，因其

“北倚崇山”——燕山，“南临大海”——渤
海的特点，因而被称为山海关。

山海关建城、设置卫所始于洪武十四
年（1381年），大将军徐达率燕山等卫所兵
15000多人修建永平、界岭等32关，并于
同年九月设置山海卫指挥使司，满额时约
有官兵1万名。

清代，山海关改属永平府临榆县所
辖。清初因其用兵重点在南方，因而在山
海关布置的兵力十分有限。自康熙十四年
（1675年）至乾隆七年（1742年），山海关
的布防力量进入发展期，人数逐渐增加。
总体而言，由于边防形势和边防压力的不
同，山海关在清代的战略地位远不及明
代。至《直隶长城分防险要关峪各口山水
形势地舆城图》绘制的清末，山海关最高将
领设副都统一名，共有兵士约800名。

2021年，《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
护规划》《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河北段）
建设保护规划》先后出台，这为秦皇岛长
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吹响了全面推进的号
角，一系列重点项目开始实施，如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河北段“一号工程”——山海
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博物馆将建设中国长
城文化陈列展厅、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规划
展厅、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等。博物
馆定位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长城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利用现代化综合性博物馆，将全
方位展示中国长城产生和发展、长城建筑
与营造、长城军事与防御、长城戍守与生
活、长城经贸与文化，以及沿线15省市
的长城文物保护利用、遗产保护传承、文
化带建设发展、文化公园建设成果等。博
物馆的建设将让山海关汇聚全国的目光，
全面展示博大厚重的中国长城文化，展现
中华民族精神。

（作者陈红彦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
图书馆古籍馆馆长，易弘扬系国家图书馆
馆员）

舆图中的长城
陈红彦 易弘扬

了解和认识京剧的行当，对于京剧艺术的传承发展和宣传推广具有重
要的参考意义和实用价值。

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完善自身的美学内涵与表达，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在不断的突破和发展中欣欣向荣、波澜壮阔。

■ 精彩阅读：

京剧行当精彩纷呈京剧行当精彩纷呈。。图为北京京剧院国粹传承图为北京京剧院国粹传承··““青京会青京会””粹粹《《龙凤呈龙凤呈
祥祥》》演出剧照演出剧照。。

《直隶长城分防险要关峪各口山水形势地舆城图》

东城区政协深刻认
识做好文史工作之于古
都文脉传承的重要意
义，围绕首都“四个中
心”建设和“文化东城”
建设，将文化文史工作
细化为“老城风貌保护”

“中轴线申遗”“工美传
统技艺”“核心价值观传
播”四个专项课题组。

东城文史资料工作
边注重研究、宣传和整
理，边探索活化、转化与
利用，提出践行文化育
人、社会实践育人的“研
学+游学”新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