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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有庞大的戏曲体系。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民俗丰富，语言复杂，历史悠久，是我国戏曲种类繁多的原因。

1984年普查全国有360个剧种。其中，跨省区的大剧种9个。除京剧分布于全国以外，多数剧种有专门的分布地域。南

柔北刚是我国戏曲艺术的主要地域差异。

我国戏剧艺术既有复杂性～面，又有统一性一面。统一性的表现是“有无统一”的哲理观，高度综合的艺术内涵，丰

富多彩的表演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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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剧种斑斓多彩的地理背景

我国庞大的戏曲体系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地

域辽阔，民族众多，语言复杂，民俗丰富，长时间封闭的

经济体系，是我国剧种斑斓多彩的原因。自古以来，我

国戏曲便有地域差异，清朝初叶，时称“南昆、北弋、东

柳、西梆”。根据1984年调查，全国共有360个剧种。

此外，有曲艺400种左右，还有木假戏和皮影戏等偶形

表现的道具戏。按照地域分布的广度和专业剧团的数

量，我国剧种大体可以分五个层次：①全国影响的剧种，

京剧。②跨省影响，专业剧团超过70个以上的剧种。

北方有评剧、二人转、豫剧、晋剧和秦腔。南方有越剧、

粤剧和川剧。上述8个剧种再上京剧可称9大剧种。

1984年全国有专业剧团2，302个，其中，9大剧种有专

业剧团1，299个，占全国56．4％。③省级影响，专业剧

团在25个以上的剧种。晋冀鲁豫地区有山西蒲剧、河

北梆子、山东吕剧、河南曲剧。华东有安徽黄梅戏，江苏

锡剧和福建闽剧。华中有湖北楚剧和湖南长沙花鼓戏。

这9个剧种有专业剧团341个，占全国14．8％。④维持

少数专业剧团的地方剧种174个。这些剧种共有专业

剧团662个，平均每一个剧种不到4个专业剧团。其

中，92个剧种只有一个专业剧团。⑤没有专业剧团的

剧种168个，几乎占剧种总数一半。这些剧种大都只有

业余剧团在农闲喜庆期间演出。有lO个剧种已经失

传。

我国剧种80％左右属于地域性很强的民间小戏。

收稿日期：1999—08—23；修回日期：1999一12一15

在民间歌舞说唱基础上形成的小戏，演出以两小和三小

(小旦、小生、小丑)为主，采用乡音，贴近生活，载歌载

舞，轻快活泼。地域阻隔，语言和民俗分异，使得同一类

民间小戏分化成许多地方剧种。在语言繁杂的东南各

省，这种情况尤其普遍。以采茶戏为例，发源地在江西

安远九龙山茶区，共有18个剧种。以湖南为中心的花

鼓戏也有18个剧种。花灯戏、秧歌戏、道情戏等民间小

戏同样有众多分支剧种。bJ
⋯

1984年共有少数民族剧种17个，主要分布在云贵

湘桂四省。云南有傣剧、白剧、彝剧和云南壮剧。贵州

有贵州侗戏、贵州布依戏、贵州苗戏和彝傩。湖南有湘

西苗剧和新晃侗族傩戏。广西有广西壮剧、广西苗戏、

广西侗戏和广西毛难戏。此外，藏族地区有西藏藏剧、

青海藏剧和甘南藏剧，蒙古族地区有辽宁蒙古剧。

表1我国采茶戏分布

1曲．1 T1砖p玉ckt翰叩e均s心a聘m劬曲utedina．i豫

地区 戏 种

江西南部

江西西部

江西东部

江西中部

江西北部

湖 北

广 东

福 建

广 西

陕 西

赣南采茶戏，宁都采茶戏

赣西采茶戏，萍乡采茶戏。高安采茶戏，吉安采茶戏

赣东采茶戏，景德镇采茶戏

南昌采茶戏，抚州采茶戏

九江采茶戏，武宁采茶戏

阳新采茶戏，黄梅采茶戏

粤北采茶戏

闽西采茶戏

桂南采茶戏

紫阳采茶戏

我国北方地方戏的剧种也很丰富。由于语言的歧

异度较小，北方剧种间的相似度比较大。梆子戏是北方

戏剧的主流。秦腔俗称梆子腔，评剧又名平腔梆子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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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晋剧和蒲剧原名河南梆子、中路梆子和蒲州梆子。

梆子戏用坚硬的枣木梆作节击乐器。枣木是生长在北

方的果树。梆子戏名称本身便有很强的地域性。梆子

戏系统的剧种有23个，在北方的专业剧团共806个，占

北方戏剧专业剧团总数65．4％。

表2我国花鼓戏分布

．I抽．2 1l豫no骶r d舢l ope黜戤m劬曲mediIIa血丝
地区 戏 种

湖南 长沙花鼓戏，岳阳花鼓戏，常德花鼓戏，湘西花鼓戏，衡阳花鼓

戏。邵阳花鼓戏，零陵花鼓戏

湖北 东路花鼓戏，远安花鼓戏，襄阳花鼓戏，荆州花鼓戏，郧阳花鼓
戏。随县花鼓戏

安徽 皖南花鼓戏，凤阳花鼓戏，淮北花鼓戏

河南 豫南花鼓戏

广东 乐昌花鼓戏

表3我国北方梆子剧团和剧种分布(19矾)

T矗b．3 The wooden cl川H，ers叩era t瑚up咚锄ld掣虹V器a弛

mstribllted iIl me N砷ofChi聃

地区％掣占肾数 本地梆子戏剧种

京津． 23

河北 12l

山西 115

山东 47

河南 147

陕西 91

甘肃 65

宁青新 28

辽吉黑 137

内蒙古 32

合计 806

60．5 西路谭剧

79．1 评剧，河北梆子，老调，西调

76．2 晋剧，蒲剧，北路梆子。上党梆子

34．3 山东梆子，枣梆，莱芜梆子，东路梆子

65．3 豫剧，南阳梆子，大平调。怀梆、怀调

81．3 秦腔，同州梆子，西府秦腔。汉调桄桄，西
安乱弹

资料来源：李汉飞，<中国戏曲剧种手册)

2九大剧种的地域分布

京剧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剧种，分布遍及全国。除

西藏以外，各省、市和自治区都有京剧专业剧团。台湾

也有5个京剧团，占全台戏剧专业剧团总数的一半。京

剧是我国戏曲文化的高度凝聚。诸腔荟集的首都作为

京剧的诞生地是历史的必然。清朝初期以徽商为经济

支柱的徽剧是京剧的正源。当时演员主要来自怀宁县

石牌镇一带，有“无徽不成城，无石不成班”的谚语①。

徽班进京后吸收汉剧、昆曲和秦腔精华演化而成京剧。

西皮和二黄是京剧的主要曲拍，又称皮黄【2|。西皮源于

甘肃的西秦腔，被汉剧吸收后移植到京剧，曲调活泼刚

劲，昂扬欢快。二黄来自湖北黄岗和黄陂一带，曲调苍

凉深沉，悲愤激郁。

评剧、二人转、豫剧、晋剧和秦腔是我国北方的五

大剧种，自东而西分布在东北、华北和西北。评剧主要

①石碑镇系怀宁县城关所在。

活跃在东北与河北。二人转集中在东北和内蒙古东部。

豫剧以河南为中心，扩展到周边省份，河南人移居的兰

新铁路沿线。晋剧以山西为中心，在山西人大规模移居

的内蒙古西部也是优势剧种。秦腔又称山陕梆子、乱

弹、西秦腔，基地在陕西关中，遍及整个西北。秦腔占西

北地区剧团总数75％。一个剧种有这样大的优势，是

其它地区罕见的。

表4我国九大剧种专业剧团分布(嘲4)
呦．4 Ni堆辨nV嚣0ftlIe‰印ed帅

ol，哪仃哗a聆出醴rihnIed
地区京剧评剧二人转豫剧晋剧秦腔越剧粤剧川剧

66

20

124

4

l

盒盐 !!! 垫 !i 塑 !!! !丝 !!! 堑 !丝

资料来源：<中国戏曲剧种手册)，849—980页。

越剧、粤剧和川剧是我国南方的主要剧种。越剧以

浙东为中心，扩展到整个华东，兼及华北，专业剧团遍布

13个省和市，范围之广，仅次于京剧。粤剧集中在广东

和广西的粤语区，在港澳和海外华人中，颇有影响。川

剧的大本营在四川，云贵两省也有市场。

3南柔北刚——戏曲和音乐的南北差异

戏曲离不开音乐。民间歌舞是戏曲产生的基础。

南曲如抽丝，北曲如轮枪，南柔北刚是我国戏曲和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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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差异的主旋律。

江南声乐的特色是轻歌慢舞，低吟细唱，委婉曲折，

清新柔和。<艺苑>称南曲“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辞

情少而声情多”。徐文长说：“南曲纡徐绵渺，流丽婉转，

使人飘然”。①江南水乡，小桥流水，山明水秀，人烟稠

密，人与人间的距离不长，歌声不需要传送到很远的地

方。

欣赏南国声乐，有如雨如水、如梦如画、如诉如泣、

如痴如醉的感受，犹如进入“泉眼无声惜细流，树荫照水

爱晴柔”的画卷，又如显现“春雨断桥人不渡，小舟撑出

绿荫来”的意境。②③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的交

接仪式上，我方乐队，演奏一曲江南民歌<茉莉花>，委婉

柔和的旋律，反映大陆人民和香港人民百余年悲欢离合

的情谊。苏州声乐，喉音和鼻音很重，声色近于叹息和

鼾声间，更具有妩媚色彩。有些南方戏曲，唱腔过于委

婉，男角也宜女子扮演。发源于浙江省上虞县的越剧，

唱腔清丽委婉。越剧有一个传统剧目<梁山伯与祝英

台>，在舞台上梁祝大半都由女子扮装。

南方丝竹北方鼓吹。江南丝竹，广东音乐，潮汕丝

弦乐、福建南音和云南丽江纳西族白沙细乐，都可以归

属丝竹乐中。以江南丝竹为例，丝乐有三弦、二胡和扬

琴，竹乐有笛、箫和笙，音色细腻。广东音乐，丝乐有粤

胡、板胡、扬琴等，竹乐有洞箫、喉管等，音色清脆明亮，

热烈欢快，富有南国情趣。

到了北方，听到的是铿锵的鼓声，高昂的唢呐，悠远

的古铮。在节秦热烈的鼓声配合下，传来高亢的唢呐和

笛声，反映北人激昂火爆的民性【4J。威风锣鼓是北方文

艺的代表。刚毅雄壮的威风锣鼓。有“墓涩亘丛窒全
。里：丕墼搂兰垒坯还：的气概。1990年北京亚运会开幕
式上，气吞山河的威风锣鼓一亮相，深深感染了观众，烘

托了顽强拼搏的竞赛气氛。

I秦腔“声调铿锵，音节高昂而响亮，有如瑞士山歌，

使人联想到呼号的风声，似在高山上，似在旷野里，又似

风吹沙丘”。④陕西十大怪之一，“唱戏大声吼起来”，

“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叫秦腔”。吼是秦

腔的特色。王绍猷《秦腔记闻>描写秦腔：“声振林木，响

遏行云，风云为之变色，星辰为之失度”。吼声发自肺

腑，磨烂喉咙，悲壮肃杀，如黄河奔腾，如华山宏伟，如黄

土地深厚。“～声秦腔吼，吓死山坡老黄牛，八尺汉子眼

①徐渭(文长)，<南词段录)。

②南宋，杨万里，(小池)。

③北宋，徐俯，<舂游湖>。

④林语堂，北方与南方，载<中国人>，29页。

⑤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泪流，出嫁的姑娘也回头。”这是陕西人民对秦腔的赞

词。高亢的秦腔兼容了淳朴西北民风和山地民歌的吆

喝高调。

二人转在东北秧歌和莲花落等民间歌舞基础上发

展起来，是九大剧种中最接近民间小戏的剧种。二人转

演出简便，很少搭台，融唱、说、做和舞四功于一体。短

小轻快的二人转，兼有相声、小品、戏曲的长处，与东北

人“虎、乐、实”性格相协调，与东北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

应。东北居民大都是100多年来闯关东的移民，经济基

础和文化基础与京剧等大戏有一定距离。因此，东北有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一说。

高原山地民歌的特点是高亢嘹亮。生活在山区的

人们很早就发现山谷是天然的回音壁和共鸣箱。山高

人稀，人们吊着嗓子招呼同伴，高亢的吆喝声在山谷长

时问回荡。高山中引歌高唱，还可以抒发情怀，驱散寂

寞。因此，在山歌中常有吆喝演唱而成的喊旬L’¨。同样

是高山民歌，也有南北的区别。云贵高原气候温和，流

水潺潺，民歌优美多情。<小河淌水>“月亮出来亮汪汪，

⋯⋯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便是代表。四川民歌<川江

号子>中的喊句高亢流畅，体现船工与激流搏斗的情景。

陕北民歌，粗犷有力，浑厚朴实，有音域宽阔的拖腔。

4戏曲的统一性与发展趋势

我国众多戏曲既有纷繁复杂的一面，又有内在统一

和紧密联系的一面，形成完整的戏曲体系。统一性首先

反映在共同的哲理观念和历史背景上。老子说：“天下

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我国戏曲舞台的特点是虚，是

空，是无，是无和有，空和实，虚和真的高度统一。“有时

舞台上摆一桌一椅，也只是一个符号，可以代表山头、楼

船、祭台，当然也可以代表桌椅自身”。<梁山伯和祝英

台·十八相送>，景随人移，人走景动，演完十八个景色，

台上什么也没有。在舞台上，时间和空间可以任意伸

缩。一个圆场可以走遍天涯海角，几个龙套可以当作千

军万马，一瞬间的心理活动，又可以唱上半天【6J。空虚

的舞台反映重人之道，要求发挥人的表演能动性，无中

生有，空中含实，虚中存真，在空虚中“生天生地，生鬼生

神，极人物之万途，攒今古之千变”。@

“褪趁塞：疆．出国蜇理的重要植垡。反映在戏曲艺
术上是高度的综合性。中国戏曲有海纳百川，吸收多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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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精粹的气概。唱、念、做、打四功和手、腿、身、发、步

五法是中国戏曲演员的基本功法。如果与西方比较，我

国戏曲溶歌剧、话剧、芭蕾、杂技于一体。像钮子功、帽

翅功、扇子功、手绢功、甩发功、髯口功、变脸功、带子功、

旗功、笏功、牙功等特技，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的。一个

好的演员要兼有歌唱家的嗓子，话剧演员的音色音质，

舞蹈家的体形功力，杂技演员的技巧，武术家的功底。

培养一个优秀演员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我国众多剧种有一个共同的源头。这就是秦汉的

歌舞、优戏、角抵戏，唐的参军戏、歌舞戏，宋元的杂剧，

明代的弋阳、余姚、海盐和昆山四腔，以及随后形成的皮

黄腔、梆子腔。川剧“昆、高、胡、弹”四腔中的高是弋阳

腔，胡是皮黄腔，弹是梆子腔。地方色彩浓郁的粤剧也

吸收昆、高、梆子和皮黄四腔的精华。生旦净末等角色，

以明朝服饰为基础的行档，文字剧目，舞美道具，表演程

式，都是相通的。众多民间小戏可以归纳为采茶戏、花

鼓戏、花灯戏、秧歌戏和道情戏几个系统。民间小戏和

主要剧种互相渗透。例如，黄梅戏源于鄂皖赣问的采茶

戏，楚剧源于花鼓戏，川剧中有花灯戏的唱腔。

既有悠久传统，又能推陈出新，是我国戏剧的特色。

我国戏剧与古希腊悲剧和喜剧，印度梵剧，共称世界三

大古老戏剧j然而，我国剧种的历史都不算长。以京剧

为例，从1790年(清乾隆五十五年)徽班进京算起，刚过

200年。九大剧种中历史较长的是秦腔、豫剧栅粤剧，

形成于明朝中晚期。有关九大剧种较早的文字记载是

明朝万历年闻(1573—1619)<钵中莲><补缸>一出所用
的[西秦腔二犯]曲调。川剧、越剧和评剧只有一百年左

右的历史。川剧在清朝末叶逐步成熟。越剧第一个戏

班出现在1906年。评剧的前身是民间小戏莲花落。

1910年前后在河北唐山一带板腔化、戏剧化形成大戏。

剧种间的互相兼容，推阵出新，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我国现有剧种有一半没有专业剧团，有专业剧团的剧种

又有一半只有一个专业剧团。这种状况是剧种兼容的

结果。城市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普通话推广和乡音的

淡化，传媒手段的便捷化和一体化，观众文化水平的提

高和选择要求的强化，所有这些，都推动着剧种的进一

步兼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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