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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发展的历史线索浅析

姜 涛

摘要：梳理了中国戏曲的发展历程。中国戏曲萌芽于先秦、形成于汉唐、发展于宋元，元杂剧是其成熟的标志。明清时期

中国戏曲走向繁荣，京剧成为国粹，对我国的文化影响巨大，对世界文化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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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之一。

我国的戏曲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在民族文化中

有着重要的地位。下面对我国戏曲发展的历史线索

进行简单的梳理和分析。

一、萌芽及形成发展阶段

(一)戏曲的萌芽期

先秦时期，戏曲逐渐有了发展的苗头。当时的戏

曲主要以逗笑为主，难登大雅之堂．只是出现在一些

王侯大臣的酒宴上，为其享乐助兴。根据史书记载，

先秦时期优人能歌善舞，歌舞表演为戏曲表演艺术

奠定了基础。

(二)戏曲的形成期

汉武帝时期国家繁荣、安定．张骞出使西域又促

进了中外文化交流，百戏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进入

兴盛阶段。百戏是古代的乐舞杂技表演，内容各式各

样，包括扮演鸟兽鱼虫，与武术有着一定的联系，同

时运用到了背景布置。

中国的戏曲发展与宫廷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

因为初级戏曲缺少一定的商业生存条件，不得不依

赖于宫廷的奉养。在唐代也是这样。唐玄宗对戏曲特

别热爱。采取了多种措施来促进戏曲的发展与繁荣，

比如对宫廷乐部机构的建设和充实。在这期间，戏曲

的形式也逐渐增多，主要有优戏、歌舞戏等。

(三)戏曲的发展期

宋代以前。以生活情境模拟表演为主的优戏和

歌舞戏。走着各自相对独立的路子。宋代瓦舍勾栏的

建造把观众和演员隔开，使戏曲表演更具有专业性。

在此基础上．优戏与歌舞戏逐步融合表演说唱的特

色．一个新的戏剧形式即戏曲诞生了。其中，宋金杂

剧和南戏得到蓬勃发展。

杂剧的体制已具后世成熟戏曲的雏形，尽管对

戏曲效果的追求仍是纯粹戏剧式的，以制造滑稽气

氛为主，尚停留在在表演短小生活场景的阶段，但在

舞台组合中，综合表演的成分已经占到很大比重，它

的结构已经有所发展，角色行当正式形成。杂剧风格

具有喜剧性，内容具有讽刺感和效果上的突发性。大

约在南宋中期，南戏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

南戏具有完整和独立的长篇演出结构，在舞台

上表现完整的人生故事，具备了单纯的戏剧性质，与

其他技艺表演不相混合。开场是先由副末登场，朗诵

两首词文，既是为了吸引观众，也是为了交代前因后

果。这种形式在元代以后被固定下来。开场后的各场

设置主要依照剧情安排。同时要照顾到角色行当的

劳逸和冷热场子的调剂。～个内容段落结束后，角色

全部下场。这就是一场。一部戏的场数没有具体限定。

南戏的角色主要分为生、旦、净、末、外、贴、丑七

种行当。

南戏吸收了众多民间传唱和小调，把它们纳入

自己的音乐结构中，进行一定的编排，让其成为表现

人物和故事服务。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同一曲牌的多

遍联唱。它在调式上的特点是只有五声音节，即宫、

商、角、徵、羽，与北方曲调的七声音阶不同。使用的

乐器有鼓、笙和箫。在舞台表演上，歌唱成为最重要

的手段之一。表演者通过歌唱来抒发感情、表达心

境、渲染气氛。表演以生角和旦角为主，其他角色也

需要演唱。整场演出主要是独唱，也有对唱、轮唱和

合唱等演唱形式。

南戏奠定了中国戏曲美学特征的基本范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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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中时间与空间过度的随意自由性，表现手法的

虚拟性。对唱、白、科手段的综合运用等，表演的程式

也开始形成。

二、戏曲的成熟与繁荣期

f一)成熟期

元杂剧是中国戏曲成熟的标志。前代众多戏曲

艺术的发展为元杂剧提供了借鉴，元代众多文人参

与戏曲活动促进了剧本创作的繁荣，演员的品牌效

应也推动了元杂剧的兴盛。在元代，上白宫廷，下至

民间．观赏戏曲演出成为人们一种重要的娱乐习惯。

演出逐渐商业化，市场竞争也是元杂剧兴盛的原因

之一。出现了一些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式作家，

他们大多是怀才不遇或充任下级官吏的文人，与民

间艺人为伍，靠编撰剧本来养家。这种身份跟社会地

位．决定了他们的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人民的思想

感情，大大提高了元杂剧的文学品位和艺术价值。

元杂剧在结构形式上愈发严谨。

(1)四折。一曲分为四折，合为一本。四折即开

端、发展、高潮、结尾四个阶段。元杂剧为了贯穿各部

分，通常会在剧首或折和折之间，加上小段独立的

戏，称之为“楔子”。安排在第一折之前的称为开场楔

子。安排在各折之间的称为过场楔子，所起的是承前

启后的作用。四折合为一本并非千篇一律，如《赵氏

孤儿》就有五折，《西厢记》由五本二十一折组成。

(2)曲调。元杂剧以北方音乐为基础，因此也称

“北杂剧”。通常一折中只有一个套曲，同一宫中的几

支曲牌构成一个套曲。在各宫调之内各有数十支曲

牌。曲词按曲牌填写。同一折之中的每支曲牌都压同

一韵脚，不可换韵。有时也有向其他宫调借用一支或

几支曲牌的情况，称为借宫。

(3)角色。分为旦、末、净、杂，前三类演员以外都

是杂，有孤(当官)、驾(皇帝)和I-儿(老妇人)等。

(4)主唱。元杂剧通常有一个主唱，可以是～个

人也可以是男、女主角对唱。主唱的角色是正末或正

旦，如《窦娥冤》中窦娥主唱称为正旦。一场戏曲演出

中由一人主唱到底的形式在当时比较常见。

(5)宾白。古人对元杂剧的宾白有两种解释。徐

渭《南词叙录》：“唱为主，白为宾，故日宾白，言其明

白易晓也。”单宇《菊坡丛话》：“北曲中有全宾全白。

两人对说日宾，一人自说日白。”是指曲外演员说的

话。

(6)科介。也称科范，指为了配合唱曲的动作和

表情。元杂剧中的科有四方面的意思：一是表示人物

的一般动作，如注明“趋接科”；二是表示人物的表

情；三是表示剧中的武术动作；四是为配合演唱的舞

蹈动作，如《梧桐雨》二折中玉环的舞蹈。

明代朱权所著《太和正音谱》把元杂剧分为十二

科。通常则从体裁上把元杂剧分为悲剧和喜剧。从题

材上可分为公案戏、历史戏、爱情戏，或社会戏和神

话戏。元杂剧有著名的四大悲剧，即《窦娥冤》《梧桐

雨》《赵氏孤儿》《汉宫秋》；有著名的四大爱情剧，即

《西厢记》《墙头马上》《拜月亭》《倩女离魂》。

元杂剧是中国古代戏曲艺术成熟的标志。从此

以后。戏曲成为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

中国特色的民族风味。

f二)繁荣期

中国戏曲的发展，自宋金戏曲形成以来，历经元

杂剧的成热，到明清时代则进入了繁荣时期。这个时

期．演出极其活跃，形态多式多样，剧目较多，作家迭

出，题材广，表演新，形成了各种流派。这种繁荣状况

也导致戏曲理论探索与戏曲批评的深入。明清戏曲

繁荣的原因有戏曲本身发展的必然性。戏曲经过漫

长历史的发展演变，表演形式逐步丰富，角色行当逐

渐齐全．创作经验和艺人演技逐渐积累，逐渐进步。

与当时的其他技艺如说唱、皮影和杂技等相比，戏曲

更受到民众喜爱。戏曲的表演形式和各种声腔不断

向外发展流传，彼此之间为了争取观众，相互学习、

相互竞争和相互影响．取长补短。如杂剧本以北曲演

唱。为取得南方观众，至明杂剧时掺入了南曲。传奇

起源于南戏．为适合一些曲目的内容需要，加入了北

曲。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稳定发展，也为戏曲的繁荣提

供了优良的环境。明代初期，统治阶级对戏曲采取限

制政策，导致戏曲创作和演出不发达。明中叶以后，

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经济水平有所提高，出现了

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繁荣，使得社会物质不断丰

富，城市人口增多，人民也对娱乐有了更强的要求。

作为伎艺之首的戏曲，因此得到迅速发展。明中叶

后，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日益增多，文人对现实社会

不满，并提出批评。人民的诸多抱怨无处可诉，自然

就被引入戏曲之中。明清换代，民族矛盾尖锐．人民

在思想上产生强烈震动，这些也在戏曲创作中得到

反映。戏曲观念发生了变化，文人积极投入到创作

中。过去戏曲一直是民间艺术，不为文人学士所重

视。后来戏曲影响日渐扩大，才引起上层文人注意。

明代中期以后，人们对戏曲的看法也发生了巨大变

化，不再认为是雕虫小技，而认为有益教化。

乾隆、嘉庆年间，北京经济繁荣，戏曲艺人众多。

四大徽班进京后与昆曲、汉剧、弋阳和乱弹等剧种融

汇，逐渐演变成中国的国粹——京剧，其表演的曲

目、剧团、演员、受观众的关注度都是我国戏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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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业忠诚度的影响程度较弱，而其余各题项对职业忠

诚的影响程度较高。其中，绩效考核压力对职业忠诚

度的影响程度最高(0．93)，工作社会性、职称评审压

力的影响程度次之(0．90)，工作归属感和经济压力对

职业忠诚度的影响程度也达O．85。尽管A1、A2、A3

的标准化因子载荷较低，但考虑到样本数量较小，我

们仍然保留这些题项，并认为工作成就感、工作自豪

感以及工作经济价值认同构成工作动力因素。

由此可见。通过因子分析可以将8个问题归纳

为2个因子，即工作动力因素因子和工作压力因素

因子。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8个明细因素中绩效考

核压力、工作社会性、职称评审压力、工作归属感以

及经济压力对职业忠诚度的影响较大，工作成就感、

工作自豪感以及工作经济价值认同对职业忠诚度的

影响程度相对较弱。

三、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经济压力、职称评审

压力、绩效考核压力以及工作社会性、工作经济价

值、工作成就感、工作自豪感和工作归属感．对高校

青年教师的职业忠诚度会产生显著影响。提升高校

青年教师职业忠诚度，一方面需要从工作动力因素

入手，增强青年教师的工作成就感、自豪感、归属感，

使其工作经济价值得到充分认可．并有效促进工作

社会性；另一方面需要从缓解工作压力人手．减轻高

校青年教师在经济收入、职称评审以及绩效考核方

面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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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空前的。京剧不仅对我国的文化影响巨大，对世界 现代音乐的创作方法，赋予戏曲新的时代特色。

文化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梅兰芳在这方面就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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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过程中，要善于传承传统戏曲的精华，同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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