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01文艺 生 活 LITERATURE LIFE

一、明代戏曲艺术的发展概貌
（一）海盐腔

元代已产生的南戏声腔。在明正德年间，流行至浙江海

盐，与当地戏曲、民间音乐相结合，演变成南戏新声腔，称海盐

腔，其剧本多数文人创作，音乐风格文静、优雅，伴奏用锣、鼓、

拍板等打击乐，不用管弦。后来昆山腔兴起，海盐腔日渐衰落，

以至绝响。

（二）余姚腔

产生于浙江余姚县，形成于元末明初，明代中叶流传到江

苏、安徽等地。演唱时只用鼓板，不用管弦，常用“滚调”唱法，

突破了曲牌联套体的结构形式。

（三）弋阳腔

形成与元末江西弋阳的南戏声腔，简称“弋腔”。明初至嘉

靖年间，已流传到徽州、南京、云南、贵州等地。弋阳腔是后世

高腔戏的前身，清代称作“高腔”。弋阳腔对各地地方戏曲的形

成与发展有重要影响，如赣剧、湘剧、川剧等高腔戏，都与它有

直接的渊源关系。

（四）昆山腔

昆山腔是四大声腔中影响最大的声腔，又称“昆曲”或“昆

剧”，元末明初年间，由戏曲家顾坚始创而成，是昆山地区的一

种土戏。其发展得力于魏良辅与梁辰鱼。

魏良辅，号尚泉，江西豫章（今南昌）人。魏良辅将“平直无

意致”的昆山土戏改为“细腻水磨，一字数转，清柔婉折，圆润

流畅”的水磨腔。梁辰鱼（约 1521- 约 1594），字伯龙，昆山人。

他用改革后的昆山腔创作了戏曲史上第一部昆曲剧本《浣纱

记》。使昆山腔不仅用于清唱，还搬上了戏剧舞台，奠定了其地

位，影响颇大。

笔者认为明代戏曲艺术集大成者为汤显祖及他的《临川

四梦》。其中又以《牡丹亭》成就最高。并且，《临川四梦》还是现

存乐谱最多的戏曲古本。

二、清代戏曲艺术的发展概貌
（一）乱弹

泛指清康熙末年到道光末年的一百多年间各类新兴的地

方声腔剧种，在音乐上创造了以板式变化为主（即板腔体）的

“乱弹”形式。板腔体的使用，成为新兴戏曲与古老戏曲的一个

分水岭。有两种音乐结构体式：曲牌体及板腔体。

（二）梆子腔

又称西秦腔、乱弹、秦腔。因使用打击乐器梆子击节而得

名。起源于我国甘肃、陕西、山西一带。梆子腔在清初之际，向

各地流传，并与当地的语言和民间音乐结合，形成各种不同的

流派，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风格高亢激越，悲壮粗犷；伴奏乐

器主要伴奏乐器为梆子与板胡，结构是运用整齐句式和板式

变化为主；唱腔分花音、苦音两类。

（三）皮黄腔

即西皮腔与二黄腔相结合的声腔。该声腔高亢有力，明朗

流畅，常用于表现喜悦、激动的情绪。二黄腔产生于江西、安徽

一带，是在弋阳腔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其腔调流畅节奏较平

稳，风格低回婉转，庄重凝重。常用于表现回忆、沉思的情绪。

（四）京剧

乾隆中期，出现了“花雅之争”的局面，最终昆曲衰落，而

乱弹诸腔盛极一时。京剧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逐渐产生的。

乾隆五十五年（1790），皇帝八十大寿，诏令四大徽班（三

庆、四喜、春台、和春）进京汇演。这之后，徽班在京城的戏曲舞

台上影响广泛。其中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有京剧“老三派”及

谭鑫培。

谭鑫培（1847-1917），湖北武昌人，工老生，谭派创始人。

1900 年后，其演技越发成熟，被誉为“伶界大王”，被后人赞誉

为“无派不学谭”。其在京剧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有：第一，他

善于博采众长而融于一身，创轻快流利、委婉纤巧的谭派唱

腔，开拓了老生唱腔的新天地。第二，他统一了京剧字音。第

三，他身兼数功，戏路宽广。代表性角色有《李陵碑》中的杨继

业、《战太平》中的花云、《空城计》中的诸葛亮等等。

京剧艺术的特点主要有：（1）在唱腔上以二黄、西皮为主，

并吸收昆曲曲牌和一些民间地方声腔的音乐。（2）在伴奏上

组成以京胡为主奏的伴奏乐队，并吸收了梆子戏的锣鼓音乐。

（3）在语言方面，唱词和道白不追求词藻典故，文字通俗易懂，

能为普通民众所接受。（4）在表演方面，既吸收了昆曲有规律、

有层次的优美动作，又吸收了梆子戏的歌舞演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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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戏曲艺术简述
黄瑾星

（湖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2）

摘 要：宋元时期盛行于北方的杂剧，至元末渐行衰落，而流行于南方的南戏却得到较大发展。南戏在发展过程中吸

收了杂剧、诸宫调等其他姊妹艺术的精华，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体制，明清时期演变成为传奇剧。由于流传地区的不

同，逐渐相继出现了各种声腔体系。明代流行于江南地区的“四大声腔”———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昆山腔，便是

其中影响最大的几种声腔。本文以明清时期为背景，归纳并简要概述了这一时期的戏曲艺术发展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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