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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楚文化交融下的戏曲艺术——宛梆田调札记

刘  超
（河南工程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摘要】宛梆至今已有 400 多年历史，它是在明末清初陕西同州梆子传入豫西南地区与当地民歌、小调、说唱等民间音乐结合形

成的一个稀有戏曲剧种，比京剧、豫剧、曲剧、越调更为古老。它受中原文化、秦晋文化和楚文化的共同滋养，至今依然散发着浓郁的

戏曲艺术气息，被学者认为是研究河南梆子的早期生态标本，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宛梆唱腔激昂，声腔豪放，女

声唱腔高八度使用呕音花腔，声音娓婉清亮，堪称一绝。文章将以田野考察为起点，对宛梆艺术的起源、形成、兴衰与传承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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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梆是一个稀有地方戏曲剧种，它生长流布于河南西南部南
阳及周边广大地区，至今已有 400 多年历史，比京剧、豫剧、曲
剧、越调更为古老。受中原文化、秦晋文化和楚文化的共同滋养，
被学者认为是研究河南梆子的早期生态标本，也是研究中原戏曲
文化的重要史料。

一、同州梆子的传入与宛梆戏曲的萌芽

据吕不韦《吕氏春秋·音初》记载，公元前 1534 年，“殷整
甲徙宅西河（今大荔县一带），实始作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
山，秦缪公取风焉，实始作秦音”。这说明陕西的秦腔是在大荔
（大荔位于陕西省关中东部，古称同州）一带逐渐发展形成的。
同时因为秦腔的伴奏乐器主要采用枣木制作的梆子击节，打击时
发出“桄、桄”之声，所以故称“桄桄乱弹”或“梆子”。后来
为区别其他梆子剧种，将地名与剧种结合，始称“同州梆子”。
随后以西安为中心产生的陕西中路秦腔（即西安乱弹）形成以后，
同州梆子被称为“东路秦腔”，外省称“西调”、“西秦腔”、“山
陕梆子”、“同州腔”、“安安腔”等。同州梆子曾盛行于同州
周边十余县，东至潼关，西至渭南，北至绥德，南至洛南，在宁
夏、青海、新疆、河南、江浙等地，也多有流传。因其历史悠久，
影响深远，被奉为梆子戏鼻祖。

关于同州梆子怎样传至豫西南地区，现在学者主要有两种说
法：其一，李自成起义说。认为明天启、崇祯年间李自成起义军
经陕南商州转战河南，起义军把秦腔从陕西商洛带到河南南阳一
带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而成。其二，逃难说。在《中国戏曲手册》
记载中曾这样描述：“明朝末年陕西一带的秦腔艺人因灾荒和战
乱向东流浪，沿途以演唱谋生，把秦腔融入南阳民间曲调，逐渐
形成当今独具南阳地方特色的戏曲剧种。”因南阳古称宛，新中
国成立后定名为“宛梆”。

通过对同州梆子（即东路秦腔）流传区域的考证，结合以上
两种说法，可以确定的是：第一，宛梆的确是由陕西同州梆子与
豫西南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的。另外从艺术特征看，同州梆子唱腔
系板式变化体，有欢音和苦音之分，主要用本嗓歌唱。宛梆唱腔
属板腔体，声腔高亢豪放，男声也主要用大本嗓，给人以粗犷、
奔放的感觉。主奏乐器，宛梆主弦和秦腔早期主弦一样，击节也
都使用枣木梆子。第二，同州梆子是通过陕西商洛一带传入豫西
南地区。据相关史料考证，明清时期秦楚经济文化交流主要通过
南北两条路线形成。南部通过中原地区的南阳经商洛一带进入陕
西南部，北部通过洛阳往西至长安，所以传入的路径也较为确切。

二、社会政治经济对宛梆的兴衰的巨大影响

宛梆音乐属板腔体系，主弦为秦腔早期的大弦，发音高亢清
亮，与枣木梆子及唱腔搭配融为一体，形成独有的风格。宛梆唱
腔分为本腔与假腔（亦称“花腔”、“后腔”），本腔有唱词，

音发丹田，假腔在本腔之后，脑后发音，有音无词。男女同腔同
调，唱腔激昂，声腔高亢豪放。男声用大本嗓，给人以豪迈、粗
犷、明朗、奔放之感；女声唱腔高八度使用花腔，声音委婉清亮。
正是这些都有的艺术特征使宛梆成为人们较为喜爱的剧种。它在
道光年间至民国三十年比较兴盛，民间婚丧嫁娶、春祈秋报、重
大节庆多唱宛梆，就连普通百姓都能随口哼唱。民谣流传着“扛
起锄头上南岗，嘴里哼着梆子腔”、“桃黍（高粱）地里喊乱弹”，
足以说明宛梆在当时百姓中的影响力。同时在南阳周边戏班也达
数百之多，众多的班社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南阳城关的白音堂班、
府门外班、掘地坪班、石桥黄碧班；邓县的磨户张班、林扒班、
库粮房班；内乡齐营齐大茂班、镇平城关王少班以及方城、唐河、
桐柏等班社。其中由内乡夏馆张珊创办于清咸丰三年（1853 年）
的“公义班”在豫西南名声最大。其演员有著名武丑王老四、专
攻生旦的王春生、红脸翟道三、著名黑头杜林保等诸多大师级灵
魂人物，可以说名角荟萃、成员众多。宛梆在此后百余年里戏班
此起彼伏。后来随着豫剧在河南的兴起，宛梆兴盛至 20 世纪 30
年代逐渐衰落。同时因为民国三十年后国内时局动荡，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的长期战乱，艺人逐渐失散，班社多数停办，至解放
前夕已所剩无几，这个古老剧种逐渐衰萎。

三、“天下第一团”的发展是对宛梆艺术传承的成功探索

“在宛梆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包括信仰、仪式、禁
忌、传承等内容的传统习俗，从行为、语言、心理等各个层面做
出规范，维持着艺术团体的生存发展”。戏曲是在特定的社会背
景和经济发展水平而存在的一种文化，宛梆戏曲的兴衰也是对这
一现象的体现。“宛梆剧团探寻生存道路的发展并不是一开始就
恰合时机地利用了乡村礼俗空间的恢复这一有利条件，而是经过
一个比较长的摸索时期”。宛梆发展至解放前夕的 1948 年仅剩内
乡师岗镇一所宛梆戏剧班社。1951 年，内乡县政府为保护地方戏
曲，将该戏班改制组建了“内乡县宛梆剧团”。在随后的时期里，
宛梆的发展面临很多难题。通过对内乡宛梆剧团团长，非遗文化
传承人刘铁民的了解，宛梆的发展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困境：其
一，宛梆戏曲的发展缺乏新生力量。老艺术家大都年逾古稀，有
的已经过世，稀有剧种正在失传，人才缺乏是最大的困难。其二，
招生困难。年轻人大部分外出务工，中学生一般不来学戏，生源
主要是农村家庭较为困难的学生，学习基础不够扎实等等。其三，
文化娱乐的多元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代传媒的影响，人们的
文化娱乐已走向多元化。同时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农耕民俗
文化逐渐变迁乃至消亡，使主要成长于农村的戏曲文化被边缘化。
甚至在特定的人群中戏曲文化被遗忘和取代，宛梆艺术生存空间
也日趋艰难。

面对社会进步，宛梆要想发展就要求变。经过多年努力，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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梆广大艺术工作者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找出
了一条宛梆发展复兴之路：其一，培养专业艺术人才。20 世纪 80
年代后，宛梆剧团广招学员，努力培养宛梆人才，大力弘扬宛梆
艺术。南阳宛梆艺术中等职业学校的前身是南阳艺校内乡宛梆班，
它为宛梆培养了一大批戏曲人才。内乡宛梆剧团开办了两期“小
百花”宛梆专业戏校，共招收小学员 70 多名。其二，扎根群众。
剧团在演出方面，坚持地方特色和团队精神，扎根农村、服务农民。
剧团参与传统活动和各村镇的传统古会、庙会，普通百姓的红白
喜事、立碑周年、寿诞等，也参加各类庆典、促销等商业宣传活动，
最多时年演出达到五百多场。这种灵活的组织形式使宛梆剧团成
为南阳地区百姓喜爱和熟知的专业剧团。乡间俚语也流传着“红
白豆事唱宛梆，十里八村美名扬。哪村春季唱宛梆，吉祥如意喜
洋洋”的说法。这些说明宛梆在当地影响力和百姓的喜爱程度。

通过多年的努力，宛梆剧团取得了可喜成绩。中央电视台、
人民画报社、河南电视台、香港卫视等新闻媒体多次报道。1992 年，
内乡宛梆剧团被文化部命名为“天下第一团”，确立了程建坤、
李建海、周成顺、范应龙四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多
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剧团先后被河南省人事厅、文化
厅手语“河南文化工作先进集体”，获得“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
称号。先后荣获“河南省第七届戏剧大赛金牌奖”、“文化部优
秀剧目奖”、“河南省首届民间艺术节金奖”等奖项，被誉为“县
级剧团、省级水平”。

四、结语

中国戏曲极其丰富，“戏曲”概念也极具中国特色。在戏曲

艺术受众急剧减少、戏曲文化传承衰微的今天，怎么去找寻文化
的根基，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是我们不断探索的内容。中国快速
发展和城镇化使城市与山水、与文化逐渐割裂。农村的空巢和城
市的喧嚣使我们能够在街头、花园看到中国戏剧独有的传承方式。
在中原文化中，宛梆独有的戏曲艺术风格是我们研究中原戏曲文
化的重要史料。它的兴衰发展之路是我们对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
课题，也为我们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做了有益的
探索。总之，在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道路上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

参考文献

[1] 魏冉．内乡宛梆的唱腔浅析 [J]．四川戏剧，2012，（2）．

[2] 宋正．对内乡宛梆生存现状的思考 [J]．山东社会科学，

2013，（1）．

[3] 赵倩．乡村礼俗与官方语境——内乡县宛梆剧团的生存空

间及其恩主 [J]．中国音乐学，2007，（3）．

[4] 刘飒．让古老的声腔焕发活力 [J]．大舞台，2012，（9）．

[5] 赵倩．乡土语境中的艺术呈现——祝寿仪式中的宛梆音乐

表演 [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09，（2）．

[6] 刘克．中原民间传统娱俗与戏曲程式的传承关系 [J]．中国

戏剧，2006，（11）．

变形使其音色会较中声区偏暗，字也会随之不那么清晰、明显。

前面提到，音乐是歌剧的载体，而美声唱法更加注重的是声音，

字次之。

京剧的唱功讲究“字正腔圆”。可以从字面上看出：“字正”

被置于首位，“腔圆”次之，另一说法是只有“字正”时“腔”

才能“圆”，关于两者的孰重孰轻我们姑且不去探讨，我们更需

关注的是“字正”。京剧演唱时，中声区喉位会相对偏高、音色

较“明亮”，至高声区时声音就会比较尖锐刺耳。此外，京剧中

还讲究“四呼五音”的原则，而有些声母和韵母的发音在高声区

就显得非常困难。为了达到“字正腔圆”的效果，常采用加衬字

的方法，如“细（呀嘛）细思量”，这样就舍弃了一些“声”而

保证了“字”的清晰。

由上可知，京剧和歌剧对“字”与“声”有所区别，歌剧中

的美声唱法常会轻“字”求“声”，而京剧则因追求“字正”而轻“声”

求“字”。这说明两门艺术的构成、侧重和审美的不同。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京剧和歌剧对角色的划分和角色内涵的比较，得

出如下结论：( １) 歌剧较京剧更重视多声部的音乐性。如有明确

的声部划分；重唱和合唱的运用；交响化的乐队伴奏。（2）京剧

较歌剧更要求表演中除演唱以外的多样性，成熟地体现了“体验派”

和“间离效果”（世界两大表演体系的内涵）的原则。（3）歌剧

和京剧在演唱语言和声音方面都会因审美的不同而厚此薄彼。

歌剧在中国的土地上还很年轻，它的发展应向京剧这位长者

学习，如京剧更贴近中国观众的审美要求和欣赏口味。京剧也需

要创新发展，可以吸纳歌剧中创作、音乐、演唱上的合理因素。

两门艺术相互借鉴，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戏剧艺术的繁荣。本文

是我对专业学习中的观点理论进行的梳理和探讨，其中的不妥之

处将通过今后的深入研究来弥补，也希望能对我国的戏剧和声乐

艺术发展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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