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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戏曲的“变与不变”
声腔嬗变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声腔嬗变的表象特征是

此消彼长，但更深层的意义在于促进剧种的新陈代谢。如果

将近代戏曲与古代戏曲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从 1840

年到 1949 年，我国戏曲的发展远远超过之前数百年，无论

是剧种的数量还是声腔系统，抑或剧目、表演程式等等。

清代中后期以来的声腔嬗变，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戏

文化，这种文化与昆弋的官方戏曲文化相对立。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地方戏是农耕文明政治道德的一个载体和表征，更

是一种农民意识上的政治文化表达，这也是其不同于昆腔的

较大的区别之处。

把握住变与不变，对于研究戏曲传播、声腔流变有着重

要意义，也对我们研究今日和往日之戏曲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皮黄腔对于昆腔的超越
明清两代以“传奇”为代表，继承发扬了宋元以来的诸

宫调、南戏、杂剧传统，而在形式上更接近南戏。明初，传

奇并不发达，明中期之后，社会经济实力增强，国力强盛，

戏曲呈现出蓬勃之势，传奇一跃而上。四大声腔（昆山腔、

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均有一定数量的传奇剧目。传奇

自梁辰鱼的《浣纱记》成功以昆腔上演之后，文人创作热情

被大大激发。之后出现了《桃花扇》等经典传奇剧目。到了

清代乾隆年间，只有昆腔、弋阳腔还在演出，被誉为古音。

花雅之争之后迎来了戏曲声腔大融合、大裂变的时期，

也是这个时期，给皮黄腔提供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更提

供了取代昆腔的机会。《扬州画舫录》[1] 载 :“高朗亭入京师，

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二腔，名其班日三庆”，这为日后京剧

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以皮黄腔为代表的地方戏曲兴起，以昆腔为代表的主流

戏曲逐渐衰落。背后实质是声腔的转变，从“昆腔 - 皮黄腔”

的转变，从雅文化到俗文化的转变，是民间文化对于宫廷官

方文化的胜利，更是审美的转变。

声腔的变化来自于音乐构造的变化，本质是唱法的革新

与戏曲的通俗化。在音乐构成方式上与曲牌体完全不同，戏

曲音乐结构的不同，注定了唱词结构的不同。梆子腔的唱词

多采用七字句、十字句，上下对称，诗赞体韵文格式。清代

乾隆四十六年吕公溥的十字调梆子腔剧本《弥勒笑》的《序

言》提到“关内外优伶所唱梆子腔，歌者易谱，听者易解”[2]

可见，在清代，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梆子腔剧本的浅显易懂。

三、皮黄腔主流地位的取得
昆弋的没落，有客观原因，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当有更

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皮黄腔出现时，表现文人雅士生活的

曲词高雅的昆弋自然失去市场。

戏曲的传播有多种途径，在以自生自灭为主导的时代，

商路是极为重要的传播途径。而商路在明清两代却有赖于水

路，秦商到四川贩卖食盐，山陕商人沿汉水流域到湖北、安

徽、浙江、江苏等地做生意，全国各地目前仍有上百座山陕

会馆即是证据。商路的发达，带来了戏曲的传播和流动。

曾永义在《论说戏曲雅俗之推移》[3] 中指出：中国戏曲

史上有“花雅争衡”，或作“花雅之争”，这是一件大事。

因为论时间在百年之上，论结果则使得剧坛盟主，由雄霸元

明两代的词曲系曲牌体戏曲剧种，转为诗赞系板腔体戏曲剧

种。

齐如山认为：土二黄进京形成京剧，来路有两条，一路

由陕西经山西为客商带入，著名京剧须生“老三鼎甲”之首

的张二奎，他所唱的“洪武正韵”“京腔大戏”非徽汉所传，

而系此路；另一路由陕南先传入四川，又入云贵，再东传湖

广，与由陕南顺汉水流域东传湖北的一支会合，进入长江流

域，遂传至赣、闽、江、浙，徽班北上，传入京师。[4]

皮黄腔入京直接促成其取得剧坛主流地位，而魏长生的

先导作用不可忽视，花雅之争为皮黄腔培养了观众基础，更

在交流学习中改良了自身的化妆、服饰、剧目、表演等等，

积极向昆腔、高腔学习，在不懈的努力中，逐渐取得了主流

地位，成为二百年来第一大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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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中期之后，地方戏曲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以昆弋为代表的主流戏曲逐渐被以京剧、秦腔为代

表的地方戏所取代。戏曲剧种的更迭，本质上是戏曲声腔的此消彼长。清代戏曲声腔演变大致为：“昆腔、高腔 -

皮黄腔 - 梆子腔 - 皮黄腔、梆子腔”，对于今天戏曲发展有着历史的借鉴和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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