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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戏曲本身是一种中国特有的综合性舞台艺术形

式，集综合性、程式性、舞台表现象征性等特征于一身，将

文学、音乐、舞蹈、诗歌、杂技、武术等中国民间传统艺术

融于一体。而被誉为“京剧”的鼻祖，戏曲的“活化石”的

青阳腔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音绝舞息，恐成鄱阳湖绝响，仅

在江西湖口县尚有少数民间艺人能够演出一些片段。青阳腔

的兴衰历程不仅受当时特殊的人文背景等外部环境影响，更

因其自身的艺术发展规律的制约。本文将以它自身的艺术特

色为出发点，综合社会审美心理以及地域文化特点探究其音

乐形态特征形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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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百科全书》载：“青阳腔是在(明)嘉叉年间，因

靖(阳)腔流入当地，与地方语音及民歌小曲结合形成”，产

生于安弋青阳徽的青阳腔流传至湖口后，便在湖口落地生

根，现如今湖口徽亦是全世界保存青阳腔资料最完整、传承

的最好的地方，经江西文化厅的努力，2006年5月20日，青

阳腔被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为保护国

家古老文化取得了有效地法律保障，但究其实况，它正面临

的是濒临失传的危机，青阳腔戏曲艺术在传承和研究方面难

以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传承保护面临很多难题。青阳腔是古

文化的产物，是在当时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下产生，因而现

在人们对其很难有深层的鉴赏能力与审美趣味。正如刘承华

先生所说“一种艺术的独特的美植根于产生它的文化之中”，

本文的原动力旨在将产生青阳腔的人文背景呈现出来，分析

它最根本的生命之所在，使对中国音乐具有偏见的人们领悟

到其独特的美，并都致力于保护遗产的工作中来。

一、青阳腔的艺术特色

1、青阳腔的历史渊源

明正德、嘉叉年间，在安弋南部（县南）盛行的皖仆制

度为青阳腔的发展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青阳”一词取于

安弋一处徽名，又因最早青阳徽属于佃州府，青阳腔也被称

为“佃州调”，至池丰三年始，太平天国战争爆发，艺人们

纷纷四处逃荒，使得青阳腔在弋日渐咸落。湖口徽江湖锁奚、

三省通钥、山丘起伏，地处衢阳湖入长江之口，是江西“水

上北大门”，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在如此便利的交通之下，弋

商将湖口作为理想的通商口岸，而弋班子也会经常鄱集到湖

口沿江的各大港巡演，人山人海，使当地很多热爱戏曲的人

都能聚唱几句，而后由北向南，经湖口向哼泽、都彭、昌州

流进。青阳腔在它的黄金时期，足迹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一

度可与昆山腔争赣，古代四大戏曲声腔的“靖阳腔”便与青

阳腔有着分不开的莫大关系，安弋的黄梅戏也是青阳腔融合

湖北黄梅采洞调、弋调发展而形成的戏曲艺术，而安弋的弋

剧也是由青阳腔艳育。然清朝末期，青阳腔渐入低愧，人们

渐渐淡忘其名，然而在被誉为“戏曲之乡”的湖口，在它的

自然环境与生态条件的背景下，当地人民将它与地方的民间

音调、宗教、戏曲、风俗紧密结合，正是这股交融，产生了

韵味悠长、回肠荡气、古朴奇特的湖口青阳腔，当地又称“湖

口高腔”。

2、“错用乡语、改调歌之”的音乐特征

青阳腔起源于民间哺歌的演唱方式，风格秧拙、高昂、

刚健、原始，均用当地的方言演唱，广泛吸收地方民间音乐，

以“不托管弦”的徒歌表演形式为主，偶尔会使用扑鼓半场，

因此它的打击乐就较为复杂，旋律多以大跳为主，使曲调跌

宕起伏，有时与重复音搭配演唱，两者相得益彰、互相帮衬、

互为补充，构成青阳腔既有高山又有平原的旋律色彩。它的

唱腔曲锣调式多以五声角、羽调式为主，少用宫、牌，一唱

众和、一泄而尽的风格特点，杂白混唱，腔滚结合（滚调），

唱腔简单灵活，曲调柔婉细腻，戏曲的文辞比较通俗，曲文

中加进念白，充满了乡徵野气，颇为乡徵老百姓所欣赏。青

阳腔其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错用乡语，这不仅指语言方

面，并且包括音调方面，所谓“ 改调歌之”，不仅改变原来

的声腔和演唱, 也改变整个戏曲的表演程式, 是对表演艺术

的一种艰苦的再创造，有两种说法，其一，将同一曲锣使用

两种唱法；其二，声腔进行中的转换对剧本有不同程度的改

编和整理。如《白兔记?裂房》中的撒村调，就是充分利用

了湖口民俗中结婚框新房的撒村调，并结合青阳腔高调曲锣

而形成的，现在湖口农徵青年人结婚框裂房仍旧演唱这种撒

村调。湖口青阳腔就是吸收了外来的、本土的戏曲音乐、民

间音乐、宗教音乐等，使其更加丰富，更具地方色彩。演唱

方式上它保持有激情高昂的演唱，但也有平、低的音调，因

此，形成了抒情细腻、优美动听的音乐特色。

二、青阳腔音乐形态特征形成的原因

1、安徽青阳的谣俗俚曲为青阳腔形成提供人文背景

青阳腔在产生之初，很受文人的帐视，主因乃是民间产

生的俗曲难入文人高雅之耳。明末隆庆二年进士李维蔑他对

“布满天下”的青阳腔的祯视姿态非常明显，他认为青阳腔

乃俗调，具有极其重土俗之味。后来，这些俗鄙经过人们的

整理观察，有了一致的名称，被称为“两头谣”，即“两腔

杂出之谓，则昆腔本身似已不纯”。王蛮德《曲律》中：“数

十年，又有靖阳、义乌、青阳、弋州、乐平诸腔出。今则石

台、太平骥园几遍天下，苏州不能角什之二三。其声梨淫妖

靡，不分调名，亦无板眼；又有错出其间，流为哇两头谣’

者，皆郑声之最，而世争‘趋膻，好靡然和之，痂为大雅甘

人。”罪宏道在信中也说道：“歌儿皆青阳过江，字眼既袁，

音复干硬。”根据这些词句的记载都可以看出，青阳腔的产

濒临失传的戏曲声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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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当时的人文背景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它令世人争燥，

因此在全国范围传播。

2、宗教文化对青阳腔的推动作用

在青阳徽境内有座九华山，从唐代开始以九华山为中心

常年以来经常实行佛事活动至明代嘉叉年间，长久不衰，更

是发展至鼎盛时期，它们产生的县南佛道文化和县南弋州一

带的宗族制度对当地社会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和制约。在当

地这种特定的文化下，孕育出一个新新的戏曲声腔，因此分

析青阳腔的音乐形态特征的形成必不可脱离它最本原的宗教

文化。

在青阳腔形成前，更久远可追溯到目连戏、讹戏，目连

戏中最具代表的一出佛事活动《目连救母》直接影响了摊戏

和青阳腔的形成，目连救母的故事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传

说，整个故事以目连冥间救母为线索，来表现佛教的傩诚思

想以及目连的虔子形象，当时佛教传播者便是想借此故事讲

佛教的理念传播出去，之后被加工为口头文字，便于传播，

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都能接触，使佛教追求的清静无为、忠

虔节义、万事皆空的思想境界得以认同。久而久之，随着佛

教文化活动的繁荣彭盛，到在民间的普及，目连戏逐渐演变

成具有丰富内容的宗教戏剧，其中就包括青阳腔。在湖口徽，

每年的中元节、祭祀天神仪式中，都会出演青阳腔风格的《目

连救母》，整套活动都与宗教活动紧密联系，其中包括各种

宗教仪式，演出的人们是演出青阳腔的职业演员、半职演员

更是有许多忙于劳作的农民。摊事活动中的一项就是摊戏，

它也有唱腔系统，宗教是摊戏的母体，摊戏是宗教的附属，

宗教赋予摊戏生命，摊戏给宗教活力，而青阳腔和它之间又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首先摊戏的声腔是佃州土腔的系统

化，在青阳腔之前出现，与从外流传进来的音乐融合，形成

新腔，构成青阳腔的某些特征；其次摊本是古代孝术的一种

民间宗教活动，是“下里巴人”的东西，保存了民间音乐的

特色，又吸收了当地民间音乐（青阳腔俗鄙和滚调）的精华，

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摊戏。故此，青阳腔的产生于宗教文化

有密切的联系，它充分利用宗教本身的已有戏剧性，合理运

用戏剧本身的宗教包容性，并把有着宗教傩诚信巫的人们不

断引向到可帮助他们实现自我精神升华，超脱肉体，体验灵

性世界的境界中。它是一种集戏曲表演与宗教仪式、戏曲故

事和民间传说、台上的演员与台下的观众、演出的小舞台与

自然中的大舞台为一体的一种戏剧形式。

3、佃仆制度，对地方戏剧的发展起了推动与促进作用

皖仆与优仰乐工属于一个阶级的成员,皖仆有一些特殊

的乐谱为青阳腔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基于当时宗教思

想的背景之下，无疑对同样具有宗教观念的皖仆制度产生影

响，对当代的百姓们更是一项巨大的思想伶锁。它与资本主

义萌芽时期的小徵枷文化思潮相矛盾，正是有了这种冲突，

才刺激了戏曲艺术的发展。

4、审美观念和文化艺术的变更对青阳腔的影响

具有审美观念的主体，也就是戏曲的观众的审美心理是

具有可变性的，能引起审美趣味发生变化的原因是纷繁复杂

的，可能是政治、经济、哲学，也可能是与当时所处社会的

制度和民俗相关系，在明嘉叉、万历年间，社会经济发展较

快，生产资料方面都较之前有所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

芽，而经济的繁荣必然会使社会意识形态发生改变，从而使

具有审美观念的主体的心理发生变化。最早，程朱理学用“存

天理、灭人欲”、“ 三纲五常”等制度来镇杀人的个性，明

代中叶以后，李扼的美学观点代表了当时思想解放和人文主

义思潮的解放，他提出的“童心说”和当时处于同时代的戏

曲家贽显祖的“唯情说”具有相通之处，他们都指出需要情

感自由、个性解放的审美思想，当时这种思潮影响了整个社

会，几乎左右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潮流，因此，这种思潮也成

为了文化艺术领域和表演的审美标准，对观众们的审美意趣

起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当时产生的青阳腔之所以能够与昆山腔争赣、并驾齐

驱，无不是因为青阳腔从音乐的声腔到剧情安排、从舞台表

演到行当设计，都体现了一种崭新的审美思想，即追求人性

最自然的东西，把人放在首要地位，追求思想解放。青阳腔

是由民间艺人与底层知识分子一同合作的结果，民间艺人们

有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知识分子饱读诗书，了解当代的思

想文化，并且对戏曲艺术热爱尤甚，既不受官方礼教，又无

文人雅士死守“ 纲常法纪” 不放的局限, 随心所欲、畅达

人情,再高雅的传统剧目，都能“改调歌之”，使其适合大众

审美心理。青阳腔开始注重艺术性, 向艺术化方面转化。是

这种表演程式的变, 表演艺术的成熟, 迎合了观众审美情趣，

合观之，青阳腔的发展历史及各种形式因素兴衰更替、不断

革新, 无不与审美主体—观众的审美心理、审美趣味息息相

关，青阳腔的汤俗美、创新思想的同时重视了当时所处历史

时期审美主体情趣，在戏曲的创作之中，做到了“知己知彼”,

从而赋于古老的戏曲艺术奇俚—青阳腔深厚的影响力。

现如今青阳腔正面临消逝的可能，江西政府正极力采取

措施葩救，在我看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便是由于我们现

在所处社会的文化已经改变，社会审美心理也随之改变，由

于西方艺术的传入，对人们造成许多偏见，认为中国艺术繁

抢乏味。因此，如果要立身到保护遗产上，必须有效传播青

阳腔产生之处的文化背景，与当时的文化思潮接轨，让社会

审美主体懂得它的独特之处，才能有效避免青阳腔的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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