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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山弹腔是一个古老而又稀有的民间戏曲剧种。它
也是古皖地区民间艺术的重要遗存。目前，它已被列入
首批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弹腔即老徽调，作为凝结着潜山地域民风习俗的传
统文化表现形式，在明朝就已流传于民间，据考证，流
布地区以潜山为发祥地，以皖江地域为活动区域，深得
皖江文化之浸润。

据史载，京剧鼻祖程长庚幼年即随父辈在潜山学戏，
并通过吸收潜山弹腔曲调基因，经不断的浸润融合，终
于练就了独特的脑后音绝技，培育出了国粹京剧，因此，
潜山弹腔被专家学者精辟地称为“京剧母体艺术”，它
对研究民间戏曲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
和艺术价值。近年来，随着潜山弹腔的发现和挖掘，已
初步引起了政府部门和戏曲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作为
皖江历史文化研究基地的学者，也担负起了传承并发展
创新潜山弹腔的重任。下面就潜山弹腔的一些基本传承
方式，作一些探究。

一、组建业余弹腔剧团，培养弹腔传承人才
自清康乾以来，弹腔已有组班外出演出活动。潜山

官庄牛栏湾的余氏弹腔班和王河镇的程家井弹腔班，是
成艺于本地，献艺于外埠的戏班。除此以外，在当地还
有一种始终未离桑梓的灯会班，主要为本地区的灯会和
民俗活动服务，并一直延续下来。这类戏班主要分布于
安庆北部大别山南麓的潜山山区，即今潜山县五庙、水吼、
黄柏、岳西县的菖蒲、五河、来榜、汤池等地。影响较
大者有来河班、港河班、菖蒲潭班、柳畈班、五河班。

通过田野调查，追溯潜山弹腔传承谱系达到三代以
上，老、中、青梯队初步形成。20 世纪后期尚存的戏班有二：
一是潜山西北的五庙乡程冲村的“许畈弹腔班”，二是
岳西县撞钟乡吕圩村的“柴冲弹腔班”。“许畈弹腔班”
建于光绪十三年（1887），以许辛盘为首，首批艺人有
程玉印、许祝讧、宋义夫等 30 余人。演出剧目有《渭水
河》、《二进宫》、《湘江会》、《沙陀国借兵》、《徐
庶荐诸葛》等 50 余出。该班下延五代，历时一百多年，
至 1985 年，班名改为“许家畈业余弹腔剧团”。现有许
开学、王兰香、宋晓琴 3 名省级传承人，许承应、许更生、
许子东 3 名市级传承人，代表性学徒 12 人。这一代演员
中，老者有七八十岁，年轻的二十四五岁，既有父子演
员（许晓初、许开化）、母女演员（王兰香、许根莲）、

夫妻演员（许敬标、宋月秀），又有兄弟演员（许开杰、
许开学）、姊妹演员（许根莲、许王根）。

“戏比天大”的梨园传统，在学艺过程中被他们重
拾和继承，他们学到的不仅仅是老一辈的演出技巧，更
多的是祖辈敬畏传统文化的精神，但是亲嫡传承这种传
承模式，并不能有效防止潜山弹腔的断层和消失。随着
老艺人的逐个谢世，潜山弹腔演员青黄不接，人才匮乏，
剧种面临生存困难甚至毁灭。组建业余弹腔剧团，培养
弹腔传承人才迫在眉睫。

二、弹腔乐谱的编撰与作品的创新传承
在我国，口传心授始终是戏曲音乐的一种重要的传

承方式。虽然，古琴谱、文字谱、燕乐半字谱、锣鼓谱
和工尺谱等记谱方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我国
戏曲音乐的艺术生命，但这些记谱方式并未处于主要地
位。戏曲过于依赖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导致了一种艺
术形式一旦后继无人，那么这个艺术形式就将面临着灭
绝的境况。

这种口传心授所带来的局限性，是随着简谱的出现
并被人们广泛运用而得到缓解的。由于简谱和五线谱是
具有科学性、规范性的、国际上通用的记谱方式，对作
品的还原度比较高 , 很多音乐工作者、音乐爱好者运用
这些记谱法，记录了我国大量优秀的戏曲音乐，为我国
的戏曲音乐文化的传承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同样，潜山弹腔过去主要来源于田野调查和采访传
承人，受调查成本的限制，获得数据的数量和质量都十
分有限，而且一些乐谱的准确性、真实性和全面性依旧
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因此，对潜山弹腔的调研目前还
达不到闭环目标，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
以期获得更丰硕的研究成果。

如今，随着各种新兴娱乐方式的兴起，古装戏剧造
型也很难“讨好”现代人，面对文化选择性强的崭新观众，
潜山弹腔被扣上了老套、呆板的“帽子”，在一些人眼
里变得有些不雅不俗、颇为尴尬，观演双方难以建立欣
赏默契，因此，潜山弹腔逐渐被边缘化，逐渐失去城市
领地而只能驻守农村求取生存。

当代弹腔从业者对于农村观众的喜好并未有系统深
入的研究，对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需求也缺少足够的驾
驭能力，还没有树立真正的“创作、创新、融合”意识。

现在许家畈保存的弹腔脚本有九本。经过复排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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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剧本工作，已经成功复排了《二进宫》、《三奏本》
等剧目，并将已搜集到的 10 本老剧本进行高清扫描存档，
进行点校翻译编版，以实现资源共享。其中《二进宫》、
《三奏本》系清末手抄本。另外，《四郎探母》是民国
九年的手抄本。老艺人许晓初、许敬台尚有许多腹本，
这些尚待发掘。在这里，呼吁安徽文化音乐界的工作者
们，请积极参与到潜山弹腔的抢救工作中，深入乡村，
走访群众，更好地挖掘、收集、整理潜山弹腔遗产，结
合新时代特征，运用新的创作手法、新的传播媒介，改编、
发展、创作出新题材，让潜山弹腔在传播中传承，在传
承中传播。

三、数字化传承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录音机、收音机、电视机、

电脑等多媒体在音乐领域中的运用，古老的口传心授式
音乐传承方式被逐渐打破了。在落后的、没有网络多媒
体的时代，传统民族民间艺术是不能够很好地加以保存
的。古老的艺术常处于一种“人在乐在，人亡乐亡”的
尴尬境地。数字化的传承方式，不仅能将音响、音像完整、
精确的保留下来，还打破了戏曲音乐这一瞬间艺术形式
在时空方面传播的局限性，增强了戏曲艺术的表现力和
感染力。借助数字化多媒体的传播，是潜山弹腔必不可
少的传承方式之一。

在田野采风中，我们可以把弹腔艺人的表演完整地
录制下来，一方面能够方便我们回去记谱整理，另一方面，
也可以把这种鲜活的数字化音响、音像运用于课堂，让
学生更加直观的欣赏、学习，并被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所
感染。积极开展与戏曲专业高校联合研究，运用其专业
的知识进行更大规模的数据采集、梳理分析、碎片重组
等方式，找出潜山地方戏曲的衍生规则和关联，更深层
次挖掘弹腔的流布规律和传承规律，以求知、求真的精神，
做出更清晰、准确的判断，并提炼出重要的理论，进一
步完善征集和保管制度，对普查的结果需进行登记、建
档、和数字化工作，对搜集和征集到的实物、资料进行
妥善保管、保护，为潜山弹腔的原生性提供安全踏实的
保障。尤其是对于潜山县有影响的一些弹腔传承人来说，
我们进行录音录像，意义特别重大。我们可以利用数字
化传承方式，将这些有价值的地方戏曲抢救过来，子子
孙孙传承下去。潜山弹腔的传承要有效地借助现代科技，
如建立潜山弹腔文化遗产数据库等。

其次，随着对潜山弹腔田野调查的深入和保护工作
的推进，我们发现，来自于网络数据库中的潜山弹腔与
西皮、二黄、京剧、十二月花神和黄梅木偶戏声腔、扮
相的共生性和差异性版本表述各异，还有剧目中的人物
角色以及传承谱系、实物资料（现发现最早的手抄剧本
已有百年以上历史）还不成系统，还需要更多的资料进
行补充。

由于剧本手抄本方言特色明显、文字繁简各异，存
在借用、增减笔画等现象，虽然字体优美，书法功底深厚，
但是阅读起来难免晦涩难懂，急需对这些遗存进行编译
注解，并进行数字化保护，还要弄清哪些是它原有的，
哪些是在继承中逐渐掺进来的，这样，才能弄清潜山弹
腔真正的传统是什么，不仅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对未来
负责。潜山弹腔的数字化抢救工作迫在眉睫。

四、戏曲文化旅游传承
文化遗产的重要保护手段之一是抓住发展文化旅游

产业的契机，戏曲文化旅游是当今旅游业发展的一个趋
向。它具有地域性强、风格迥异、渗透性广和娱乐性、
大众性的特点 , 这些都有利于旅游业的开发和利用。把
潜山弹腔的保护与现代经济发展相结合，让潜山弹腔融
入现代经济社会生活融入市场经济元素，不要单纯依靠
民间的传承途径，在开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同时，让更多
的外地游客了解潜山弹腔。作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代表性
剧种，潜山弹腔在演唱风格上 , 有古朴清雅、风趣明快
之美；表演方式上 , 有许多特色和独有之处，特别是宫
廷戏和武打戏，有些场面需要四五十演员同时登台，走
场穿花令人目不暇接。其场面之壮观，其声势之浩大，
为演剧史上罕见。许家坂弹腔艺人许敬斋的跷子功、许
敬台的圆场功均独具特色，堪称绝技。还有大捞程的把
子功，据传百把百中，令人兴叹。

可以说 , 无论是宣传地方文化还是让游客了解目的
地文化 , 潜山弹腔都是一种直观、生动、易于接受的介体。

因此，强烈建议安徽的文化旅游管理部门协调各地
文艺团体组成安徽风情表演团，以各地旅游景点为平台，
如天柱山、九华山、黄山等地以歌舞的形式展示潜山弹
腔等众多安徽民间戏曲、音乐，借助船、农具、生活用
品等道具进行原生态的表演，甚至可以请游客客串角色 ,
让游客既当观众又当演员 , 或以教唱或对唱的形式让游
客参与其中，让游客身临其境地体会潜山弹腔的独特魅
力，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化文化需求。既创造了潜山
弹腔舞台历练的机会、增加弹腔班社的收入，又拓展了
非遗的传播途径，和对非遗保护的宣传教育力度，以起
到介绍、推广、传播潜山弹腔的作用。

弹腔作为京剧的母体艺术，它对研究中国民间文化
传承、发展，特别是研究民间戏曲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
为珍贵的学术价值，它对于我们今天的戏曲史研究、剧
种研究，对于徽剧、京剧的剧史、声腔研究，无不有着
重要惫义。抢救潜山弹腔，面临的任务不但重而且非常
紧迫，要使非遗成为活文化而不是记忆的背影，必须用
心保护与传承潜山弹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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