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百多年来，中

国京剧以其神奇的艺

术魅力，深深植根于

中华民族文化的沃

土，成为了中华民族

文化的瑰宝，被视为

中国国粹，中国戏曲

三鼎甲(京剧、豫剧、

越剧)“榜首”。社会

上，许多人尤其是年

轻人，经常会发出这

样的疑问，京剧的根

在哪儿?为何有人说

“徽剧是京剧之母，没

有徽剧就没有京剧”?

针对以上问题，拳聊

聊“徽班进京与京剧

诞生”——

文化
《戮攀漱纛l

从徽班进京谈中国京剧的诞生

喜欢京剧的人，如果不找机会看一场徽剧演出，

应该是一件遗憾的事儿，因为徽剧是社会公认的“国

粹京剧的始祖”。

“京剧的根在哪儿，就是徽剧。”“没有徽剧，也

就没有京剧，徽剧是京剧的根。”这是2007年9月12

日举行的京剧寻根之旅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剧协副主

席、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和全国政协常委、著

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叶少兰对京剧的“根”所作的阐述。

刘长瑜说， “要寻根，就得先要知道根。从小就

听老师们说，京剧是怎么来的?京剧的根在哪儿?就

是徽剧。”她表示，京剧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首创的一

个非常好、博大精深的艺术门类，一直以来都被世界

所公认，令人遗憾的是，对传统艺术，国人特别是一

些年轻的朋友并不很了解，甚至对其比较冷漠。

而祖籍安徽太湖、祖辈曾随“四大徽班”进京的

著名京剧演员叶少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 “有京

剧以来就有我祖上人参加，没有徽剧就没有京剧，徽

口艾君

剧是京剧的根。”叶少兰认为，应该去发扬我们民族文

化的精华，发展徽剧，发展京剧，发扬祖国民族的大

文化。

谈起徽剧，其实笔者与其还真有些渊源。初次接

触徽剧，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了。1990年12月

21日至1991年1月12日，笔者有幸参加了“纪念徽

班进京200周年振兴京剧观摩演出与学术研讨”等活

动。这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一件盛事。这次盛况空

前的纪念活动，不只是纪念“徽班进京”这一历史事

件，更主要的是藉此提高人们对京剧的认识，推动京

剧艺术并带动其他戏曲的发展。

就是在这次活动中，笔者不仅知道了徽剧与京剧

的渊源，明白了徽剧在中国戏曲史上起着重要作用，

也有幸第一次欣赏了一些徽剧经典剧，认识了那时安

徽徽剧团的当家名旦王丹红，并欣赏了她主演的《贵

妃醉酒》。记得舞台上，王丹红的表演细腻、动作美

媚、唱腔委婉，把失宠贵妃内心苦闷、强自作态、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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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失态之心理变化，表演得淋漓尽致。从此后，笔者

与徽剧结缘。在后来的几次徽班进京汇报演出中，笔

者也几乎都受邀前去欣赏。

好了，针对问题，咱们言归正传，回到正题：为

何有人说“徽剧是京剧之母，没有徽剧就没有京剧”

呢?这要从徽剧的形成与徽班进京说起——

徽尉形成

徽剧，原名“徽调”或“二黄调”，渊源于明代。

据史料记载，元朝末期，南戏与北方杂剧分庭抗

礼。南戏有四大声腔：弋阳腔、昆山腔、海盐腔与余

姚腔。弋阳腔流传到安徽衍化成徽州腔和青阳腔，并

以此为主体，形成了徽剧的前身——徽池雅调。明代

中叶，皖南的徽州、池州是中国东南商贸文化中心，

余姚腔、弋阳腔已在这一带流行。明正德、嘉靖时期，

全国颇有影响的余姚、海盐、弋阳、昆山四大声腔相

继流入徽州。尤其弋阳腔用金鼓铙钹按节拍，用人帮

腔，贴近普通老百姓而受到徽州群众的欢迎。为了使

弋阳腔的唱法更适合徽州村镇平民的口味，徽州艺人

在演出时往往杂人土语，并在剧本中增加大量解释性

字句，连唱带说，通俗易懂，扩大和增强了原作表现

生活的能力。这种保持徽州语音声调，吸收弋阳腔特

点，增加“道白”(或称“滚”)所创造出来的新戏声

腔，时称“徽调”或“徽州腔”，成为徽剧声腔特色。

万历年间，又新生了“太平腔”、“四平腔”等多种声

腔。这些声腔兴起后，便风靡各地。明末清初，西秦

腔等乱弹声腔流入安徽，受当地诸腔影响，逐渐衍变

成了徽调主要唱腔之一的拨子。

到了乾隆年间，拨子与四平腔的吹腔逐渐融合，

形成二簧腔，又与湖北西皮形成皮簧合奏，奠定了徽

剧的基础。到了清乾隆时，形成“徽戏”，今名“徽

剧”。

徽剧的特点就是“滚白滚唱”，不仅让戏曲中的人

物有倾吐内心积郁与激愤等感情的广阔余地，而且还

富有叙述性。主要腔调是吹腔、四平、拨子和二黄，

也唱西皮、高腔、昆腔、昆弋腔和花腔小调等。其传

统剧目很多，擅演历史题材的大戏。音乐曲调和表演

技巧都很丰富。清代中叶流传很广，对南方许多剧种

都有深远的影响。徽剧风靡全国，形成了一个唱、念、

做、打并重的完美的剧种。

在清代中叶，我国剧坛上，除了昆曲之外，民间

的地方戏曲兴盛起来，如梆子腔、秦腔、徽调、楚调

等，逐步形成花部(也称乱弹，指民间戏曲)与雅部

(指昆曲)争胜的局面。当时戏曲演出活动的中心，北

为北京、南为扬州。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也是戏曲荟萃的地方。江南的扬州位于长江和

运河的交汇之处，商业发达，当时又是盐商集中所在。

“商路即是戏路”，各地的戏曲艺人也就纷纷流向扬州，

扬州很快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之一，成为“花部”集中

地。

徽班进京

从1751年起，乾隆曾先后6次下江南巡视，扬州

成为他驻跸的所在。由于清廷最高统治者喜欢游山水、

爱好戏曲，扬州一带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纷纷向皇

帝献媚争宠。他们不惜重金，大兴土木，依山傍水建

造起一座座美丽别致的湖滨园林，形成扬州北郊著名

的二十四景。

扬州的富商素有蓄养戏班的风气，在得知乾隆喜

爱戏曲，便把组织戏曲演出作为迎驾活动的一个内容。

乾隆还命苏州织造、两淮盐务等官员选拔艺术精湛的

伶人进宫，以备承应。这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戏曲的

发展。在迎驾时节，扬州戏曲演出极其兴盛。即使平

时城里城外的“堂戏”、“台戏”、 “大班”等各种演

出也频繁不断。徽剧名艺人高朗亭、郝天寿等把徽剧

带到扬州演出后，扬州流行的许多剧种很快被艺术精

湛的徽剧所压倒，徽剧在扬州颇受欢迎。

1790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五年的秋天，为庆祝乾

隆帝八旬寿辰，扬州盐商江鹤亭在安徽安庆组织了一

个名为“三庆班”的徽戏班，由艺人高朗亭率领进京

参加祝寿演出，由此成为徽班进京的开始。

当时，北京的祝寿演出规模盛大，自西华门到西

直门外高粱桥，每隔数十步设一戏台，南腔北调，四

方之乐，荟萃争妍。真是群戏荟萃，众艺争胜。这个

徽班以唱二黄调为主，兼唱昆曲、吹腔、梆子等，是

个诸腔并奏的戏班，原本只为进宫祝寿演出而来，然

而，在这场艺术竞赛当中，由于徽戏曲调优美，剧本

通俗易懂，整个舞台演出新颖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故而受到北京观众的热烈欢迎。

初次进京的“三庆班”崭露头角。就这样，三庆

班演完祝寿戏欲罢不能，就留在北京继续进行民间演

出，越演越火。“三庆班”班在京演出的过程中又吸

收了昆曲、弋阳腔、梆子腔等剧种的表演技艺，使自

己更加丰富，不久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剧种。

“三庆班”进京获得成功后，又有“四喜班”、

“和春班”、 “春台班”等徽班进京，并逐渐称雄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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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的剧坛。这就有了后来的“四大徽班进京”之说。

那么，何谓“徽班”呢?顾名思义，当是徽人之

戏班。即，以安徽籍(特别是安庆地区)艺人为主，

兼唱二簧、昆曲、梆子、哕哕等腔的戏曲班社。开始

多活动于皖、赣、江、浙诸省，尤其在扬州地区，更

以“安庆色艺最优” (《扬州画舫录》)。

当时，正是地方戏曲勃兴、花雅争胜的时期，一

些新兴的地方剧种，如高腔(时称京腔)、秦腔等已先

行流人北京。徽班在原来兼唱多种声腔戏的基础上，

又合京、秦二腔，特别是吸收秦腔在剧目、声腔、表

演各方面的精华，以充实自己。同时适应北京观众多

方面的需要和发挥各班演员的特长，逐渐形成了“四

大徽班”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各有所长，有“三庆

的轴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台的孩子”的

说法。 “三庆的轴子”是说三庆班擅长演有头有尾的

整本大戏； “四喜的曲子”是指昆曲，意思是说四喜

班擅长演昆腔的剧目； “春台的孩子”指的是童伶，

意思是说春台班的演员以青少年为主，生气勃勃；

“和春的把子”是指武戏，意思是说和春班的武戏火

爆，最受欢迎。

京剧诞生

嘉庆、道光年间，汉调(也称“楚调”)艺人开始

进京，他们融人徽班并参加徽班的演出。于是，徽班

又兼习楚调之长，为汇合二簧、西皮、昆、秦诸腔向

京剧衍变奠定了基础，开始了我国京剧的孕育期。

可见，“四大徽班”进京后，徽汉合流，集众所

长，发展成以唱西皮、二簧为主的京剧，自此，徽班

的影响遍及全国。在川、湘、赣、闽、粤、婺、淮剧

等剧中，都可以找到徽戏的影子。据不完全统计，自

乾隆至民国初年，徽班就有60个之多，这在京剧发展

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去年4月28日，为纪念徽班进京225周年，笔者

有幸观看了安徽省徽京剧院(合并后用名)新编徽剧

《徽班进京》在北京的演出。该剧以舞台艺术．向我们

讲述“二百多年前四大徽班进京后将徽、汉、昆等剧

种融合创立了京剧”这段历史。剧中通过一个个传奇

故事表现了徽班艺人的沧桑，再现了当年徽班进京的

情景和京剧的诞生过程。

对于有着400年的历史并有着辉煌的艺术创造与

贡献的徽剧，经过“徽班进京”吸纳、融合、磨炼出

一个占了大半个中国和五十多个剧种的戏曲声腔——

皮黄，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国剧——京剧，既是对历史

做了真实的反映，又可对现实提供很好的借鉴，也对

今后戏曲发展留下了许多有益的思考。

笔者认为，可以说，没有徽班艺人进京演出的兼

容并收、创新发展，就不可能诞生伟大的剧种——京

剧。传承中寻求创新，永远是文化振兴的根本。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

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

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