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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陈凯歌 

编剧: 芦苇 / 李碧华 

主演: 张国荣 / 张丰毅 / 巩俐 / 葛优 / 英达 / 更多... 

类型: 剧情 / 爱情 / 同性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 香港 

语言: 汉语普通话 

上映日期: 1993-01-01(香港) 

片长: 171 分钟 

又名: 再见，我的妾 / Farewell My Concubine 

 



影评： 

关于《霸王别姬》 

 

又看《霸王别姬》，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感动。 

有几大矛盾对象：  

程蝶衣与段小楼 

蝶衣从最开始近京剧班，就与小楼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感人的画面：小楼

受罚，黑夜冬天在院子了跪着，蝶衣则隔着窗子心疼地看着他，等小楼回来后则自己光着身

子，却把被子给小楼裹上。接着那个他们依偎在一起睡觉的场面大家一定很难忘记，蝶衣紧

紧地搂着小楼，仿佛怕失去了他。而小楼对蝶衣也是身份的爱护，他开始知道蝶衣不想学京

戏了，那一次，他却把蝶衣放走了，尽管他十分的不舍的。还有后来让老板来，听蝶衣总唱

不好“我本是女娇娥”，就用烟斗烫他，从而使蝶衣第一次唱对。 

毋庸置疑，他们都是相互喜欢的，但是，小楼对蝶衣只是好兄弟一样的感情，而蝶衣对小楼

则超越了亲情。由于总在戏中扮演青衣，唱的是女腔，学得是女形，久而久之，在社会及角

色中，他则比较倾向于女性。对小楼，他也一直是以一个女性的角色，例如帮小楼舔伤口，

给小楼画脸谱，其亲昵的动作无不体现出他对小楼的超出一般的感情。尤其是在出现了菊仙

以后，他对菊仙的嫉妒和对小楼的怨恨，都很明显的变现了他社会角色中女性化的特点。 

 

程蝶衣与小癞子 

小癞子给蝶衣留下的最深的印象，莫过于一句话：“等以后我成角儿了就天天吃糖葫芦”和一

个场景了“最后因为害怕被师傅毒打，而上吊自杀。”他的自杀是有准备的，由于看着蝶衣被

打的恐怖的场面，或许还由于他觉得成为一个角儿还要挨很多很疼的打而觉得害怕？总之，

他有准备的自杀了，死之前他把自己身上所有的吃的东西都急急忙忙的吞了下去。这也许是

许多学京戏却没有成角儿的人的另一种选择吧。梦不能成真，就只有在虚无的世界中去寻找

了。 

但他却留给蝶衣一生的印象。在蝶衣成角儿后，一次入场前他听到了冰糖葫芦的吆喝声，就

愣住了。那时候，他想到了什么呢？小癞子的梦想？小癞子的死？或许是震惊和无奈？ 

 

程蝶衣与张公公 



张公公玷污了蝶衣。成了角儿，也并不一定只是荣誉和欢乐。他们或许还不知道，开始只是

拼命的向前奔，可后来等达到了目标，却才发现这结果也许并不是美好的，可却，只能接受

而不能改变了。 

讽刺的是，后来的新中国成立前夕，曾经呼风唤雨，为所欲为的太监，张公公，却成了一个

买烟的贫苦的老人，并且已经神智不清，只知道买烟的人。他曾干过的一切，就在他的混沌

中被遗忘了吗？可是受到伤害的人，却是一生的无法挽回的创痛。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一件

事也许对一个人来说微乎其微，何时对另一个人来讲也许是决定性的。 

 

程蝶衣与菊仙（妈妈） 

从一开始蝶衣对菊仙就充满了敌意，嫉妒，因为她抢走了小楼，一个蝶衣生命中最最重要的

人。他们之间也许存在着一场战斗，而蝶衣注定是失败者。 

可是，在一幕幕蝶衣与菊仙的对视中，他有对蝶衣有一定的依恋，是一种对于母亲的依恋。

尤其在他戒毒瘾时菊仙抱着他哄他睡觉更表现得淋漓尽致。蝶衣从小就被妈妈送到京戏班，

连妈妈的最后一眼，那个空荡荡的没有人影的门，都没有看到。因此他对母爱是渴望的。并

且菊仙和蝶衣妈妈得出身一样，都是妓女，更给他一种幻象，菊仙有着他妈妈的众多特性，

女性，泼辣，妓女。 

因此他对菊仙的感情就非常的矛盾了，在敌视与依恋中徘徊。 

 

程蝶衣与袁四爷 

也许袁四爷是他的知音，在京戏方面。他在蝶衣失去小楼的最痛苦的时候，让蝶衣产生了幻

觉。他很欣赏蝶衣，他也给过蝶衣很多的帮助，各个方面。但小楼对他是充满敌意的，也许

是因为他对蝶衣的特殊的关照也令小楼嫉妒了？但他的命运让小楼和蝶衣都很惊讶，一个社

会上游刃有余的名流，终会遇到一种无法逍遥自在的社会。他就那么的死了，被历史碾死了。 

 

程蝶衣与小四 

蝶衣捡来了小四，在师傅死后，又收养了小四。他是想让小四延续京剧的发展。可时候来，

小四却无情的将蝶衣打下了地狱。他抢占了蝶衣的上台的机会，他抢占了虞姬的角色。而对

于蝶衣，一个把京剧视为生命，甚至比生命还重要的人，如果连京戏都被剥夺了，那他还能

剩下什么呢？ 

 



程蝶衣与京戏（师傅） 

师傅把蝶衣领进了京剧的世界，一个严厉的，传统的，却对京剧充满理解的师傅，他最终在

唱京剧时倒下了，辞世了。无疑，他给了蝶衣很大的影响。蝶衣慢慢的从只知其声，其形，

到了解其中的精粹，最终把其视为生命。他在表演时非常的入境，常到达一种与戏中的人物

和一的境界。那种潜心投入的表演，一切外在的喧闹和烦扰都不能够影响。 

 

程蝶衣与时代（清末，侵华，民国，新中国初期，文化大革命，之后） 

一个动荡的年代，人们的思想也是非常慌乱的，不确定的。连国家，民族，你都不能确信，

你就更不能确信任何其他的一切了。人们仿佛都是漂浮在空气中的，没有根基。善于生活的

人也不一定能够生（比如袁四爷），懂得人生常识的人也不一定能够生，（比如菊仙）。 

清末，百姓，戏子，被动得像旗子一样受封建残余的玩弄，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日寇来了，无辜的人们的姓名也不能幸免。或许艺术能够无国界，可是舆论却不能够接受，

民族感情不能接受。 

民国呢，仍然是动荡不安，随时都回发生变动。 

短暂的新中国初期，对于京剧形式的变形，蝶衣很难接受，毕竟，那不是他心中的京剧的印

象。可是他不能决定一切，因为时间的车轮在不停的转着。 

他一直都在唱着，不管是哪一个时期，或许，每个时期都需要艺术。艺术没有时间性。可是，

在这其中蝶衣总要时不时地受到外界的干扰，政治，一个无聊的却无法避免的东西，在艺术

前进的道路上洒满了图钉。 

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切真的都颠覆了？革文化的命，对文化进行批判，打破固有的一切文化。

或许如果这只在学术界进行，只是行而上的批判是好的，可是当权力掌握在了不成熟的头脑

发热的人的手中，也许就变味了。没有了文化，没有了标准，没有了历史，每个人都可以是

他想是的了，最终，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程蝶衣与死 

蝶衣真的累了，经历了那么多辉煌与动荡，得到，失去，又得到。最终，他选择了在戏中结

束自己的生命。一生都无法把握住自己，一生都宿命的漂泊，终在死亡这件事上他做了自己

的主人。一幅完美的画面——霸王别姬，永不能重演了。留下了孤零零的楚霸王，人生，也

许真的只是一场戏。爱，别，离，怨，憎，恚，总得有一个苦涩的结局来收场。 

 



程蝶衣与张国荣 

虞姬死了，程蝶衣死了，张国荣死了。戏里戏外，真真假假，可是，结果都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