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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川剧是中国戏曲中的瑰宝，是四川文化的一大特色。
它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曲目以及长久以来积淀而成的精湛表演技艺使之成为中国戏剧的杰出代表。
早在唐代，就有“蜀戏冠天下”的说法。
清乾隆时期在本地车灯戏基础上，吸收融会苏、赣、皖、鄂、陕、甘各地声腔，形成含有高腔、胡琴
、昆腔、灯戏、弹戏五种声腔的用四川话演唱的地方戏曲音乐“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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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四川的戏曲文化二 川剧的起源和发展三 川剧的主要派别四 川剧的主要代表剧目和代表人物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 川剧>>

章节摘录

插图：(一)川剧简介明末清初，由于各地移民入川，以及各地会馆的先后建立，致使多种南北声腔剧
种也相继流播于四川各地，并且在长期的发展衍变中，与四川方言土语、民风民俗、民间音乐、舞蹈
、说唱曲艺、民歌小调相融合，逐渐形成具有四川特色的声腔艺术。
康熙二年(1663年)，有善昆曲者八人由江苏入川，在成都江南会馆为宦幕清唱昆曲。
雍正年间，有“来云班”以清唱昆曲为业。
与此同时，川陕总督岳钟祺与乾隆时期任四川总督的福康安，都善养歌舞伶人，搬演昆曲，用于宴乐
助兴。
乾隆五十年(1785年)，李调元返回故里绵州罗江，办起了一个昆曲家班，所谓“家有小梨园，每冬月
围炉课曲，听教师演昆腔杂折以为消遣”“先生实苏产，弟子尽川孩”。
外地声腔的不断流入和外地艺人来川授艺，以及许多教授各声腔剧种的科社建立，也推动了诸声腔的
合流。
如同治年间流入川北的陕西汉二簧，在南充建立专唱丝弦的庆泰班后，于光绪末年陕班艺人于桂华科
社授艺。
梁天福、杨九梨、李顺来等陕班艺人，赴下川东搭班，致使重庆出现专唱胡琴的毕胜班、吉祥班，而
建于四川各地的著名科社则有三字科社、臣字科社。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吴弼臣在成都投资兴建第一个品茗看戏的“可园”。
在外来声腔合流中，由于各自流入四川的不同路线，逐渐形成了弹戏分布在大、小川北地区；高腔流
布川中、川南；川昆、胡琴错落各地；川西则以丝弦较为“正宗”。
所以有顺口溜说“上坝丝弦中坝腔，川北老儿唱恍恍”。
又由于师承沿袭、各地民俗方言的影响，使声腔音乐、剧目类型、表演技艺等方面，出现各自有别的
风格特色。
于是，于同治、光绪年间，形成了先唱丝弦后以高腔的上坝(川西坝)；以高腔为主的资阳河；以弹戏
为主的川北河和诸腔杂居的下川东各条河道，形成了著名的川剧“四条河道”。
高、昆、胡、弹、灯在融汇成统一的川剧过程中，各有其自身的情况。
昆腔，源自江苏，流入四川，演变成具有本地特色的“川昆”。
高腔，在川剧中居主要地位。
源于江西弋阳腔，明末清初已流入四川，楚、蜀之间称为“清戏”。
在保持“以一人唱而众和之，亦有紧板、慢板”的传统基础上，又大量从四川秧歌、号子、神曲、连
响中汲取营养，丰富和发展了“帮、打、唱”紧密结合的特点，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四川高腔。
胡琴腔，又称“丝弦子”，源于徽调和汉调，也吸收了陕西“汉中二黄”的成分，先后通过“做唱胡
琴”和舞台演出与四川方言和川剧锣鼓相结合，在腔调与音乐过门上起了不少变化，形成具有四川风
味的胡琴腔。
弹戏，即乱弹，又称“盖板子～川梆子”，因用盖板胡琴为主奏乐器和以梆子击节而得名，其源出于
陕西的秦腔同州梆子。
秦腔流入四川后，与川北的灯戏、高腔长期共处，互相融汇，又采用四川方言，便逐渐形成独具风格
的四川梆子——弹戏。
川剧不仅在国内有着重要的地位，在世界舞台上也有一席之地。
名戏《白蛇传·金山寺》更是在国内外流传甚广。
(二)川剧唱腔川剧由昆曲、高腔、胡琴、弹戏、灯戏五种声腔组成。
其中，除灯戏系源于本土外，其余均由外地传入。
这五种声腔和为五种声腔伴奏的锣鼓、唢呐曲牌以及琴、笛曲谱等音乐形式。
川剧的五种声腔，除胡琴与弹戏比较接近以外，其相互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应当说它们最初都
是相对独立的川戏。
以下将对川剧中的这五种唱腔进行简要介绍。
1.高腔高腔是川剧中最重要的一种声腔，是戏曲四大声腔之一，是戏曲声腔的统称，它是以巴蜀竹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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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歌、劳动号子、山歌、渔歌、樵歌、民歌、小调等为基础，继承、借鉴和发展宋元南戏的艺术形
式而形成的地方戏曲剧种。
2006年5月20日，高腔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川剧高腔保留了南曲和北曲的优秀传统，它兼有高亢激越和婉转抒情的唱腔曲调。
胡淦《蜀伶杂志》说：“康熙二年，江苏善昆曲八人来蜀，俱以宦幕，寓成都江南馆合和殿内。
时总督某亦苏人，因命凡宦蜀得缺者，酌予捐资，提倡昆曲，以为流寓蜀中生计，蜀有昆曲自此始。
”康熙二年即1663年，正当移民之初(四川巡抚李国英于1660年始招民垦荒)，可以说昆曲几乎是与移
民同步进入四川的。
昆曲流行于江苏昆山县，以其典雅深受上流社会喜爱。
直到现在，川昆尚有若干保留节目如《醉隶》《斩巴》《东窗修本》继续在演出，其文词之典雅、曲
声之悠扬婉转风格犹存，当然其整体风格已变为地道的川剧了。
李调元的门生温庄亭写了一首诗：“路多通岭背，人半住林间。
耕牧时无事，高腔唱往还。
”可知川剧中的高腔在乾隆年间已经成为蜀中占领导地位的声腔。
高腔来源于江西的“弋阳腔”，它的“徒歌”与“帮腔”的特点非常适合移民精神的表达，所以一入
川便受到热烈欢迎。
高腔原被称为“弋阳腔”或“弋腔”，是弋阳腔流变。
据蒋维明考证，弋阳腔极有可能是从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线入川的。
原来从“酉州通道”入川，比从长江入川要省时省钱得多。
蒋维明认为，弋阳腔生在湖南变为辰河高腔，然后又进入四川变为川剧高腔。
雍正二年(1724年)，有湖南湘剧班二十余人来泸州，招收学员演高腔戏，他们吸收了泸州的秧歌、清
歌及川江号子，可视为川剧高腔的发端。
弋阳腔的特点是表演质朴、曲词通俗、唱腔高亢激越、一人唱而众人和，只用金鼓击节，没有管弦乐
伴奏。
自明代中叶后，它开始由江西向全国各地流布，并在各地形成不同风格的高腔，包括赣剧高腔，湖北
的清戏，湖南的长沙、常德、祁阳、辰河诸高腔，四川的川剧高腔，云南的滇剧高腔，北京的京腔，
以及浙江的西安、西吴、侯阳、松阳诸高腔，还有广东、福建等省某些剧种中保存的高腔。
最早关于高腔在四川出现的文字记载，约为雍正二年(1724年)，当时成都已有高腔戏班“庆华班”的
建立。
据李调元《新搜神记》记载，绵竹县也有高腔戏班演出，如记“绵竹东岳庙有沙弥⋯⋯改名钱官，其
眼颇大，教以《三清师·挡夏》一戏，使扮张翼德而唱高腔”。
另外，定晋岩樵叟在《成都竹枝词》中也记道：“弋阳腔调杂钲鼓，及至灯明已散场。
”六对山人也记载有“见说高腔有苟莲，万头攒看万家传，生夸彭四旦双彩，可惜斯文张士贤”。
并叙述苟莲官每一次进省城演出，“则挤墙踏壁，观者如云”。
可见，高腔在雍乾年间，已盛行四川城乡，颇受人们青睐。
高腔的蓬勃发展与雍正皇帝提倡目连戏有很大的关系。
前面所说的“酉州通道”，本来就喜欢看目连戏，高腔入川后，把“目连救母”的故事敷衍为一百零
五出，如此浩大的连场演出无疑为高腔戏作了最佳的广告宣传，所以越演越火红。
福建的傅、刘二姓，经赣、湘入蜀，到射洪县青堤镇落户，还将“目连故里”移植于此，致使射洪、
中江一带，目连戏一直十分兴盛。
一直到清末，目连戏仍十分受欢迎。
周询在《芙蓉话旧录》中说：“成都每岁例于二月中旬后，在北门城隍庙前，以巨木扎台演唱”“数
十本目连戏”。
外省人常见的川剧，大戏如《柳荫记》《白蛇传》，折子戏如《评雪辨踪》《思凡》等，都是高腔戏
，因而误认为川剧就等于高腔，可见高腔戏是何等深入人心。
高腔在流传的过程中，运用徒歌加众和的演唱形式，和当地的民间音乐相结合，改腔换调，趋于自由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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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时间的流变，高腔在各地的支脉变迁很大，它们与各地的民间音乐都有不同程度的结合，因而
形成各地不同音乐风格的高腔。
明中期至清前期是高腔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但到乾隆年间，梆子、皮黄等花部戏曲兴起，高腔在总体
上呈衰落趋势。
即便如此，仍有十余种高腔存留于南方各地，以川剧高腔、湘剧高腔、祁剧高腔和赣剧高腔较有影响
。
高腔传入四川以后，结合了四川方言、民间歌谣、劳动号子、民间说唱等形式，几经加工和提炼，逐
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声腔音乐。
川剧高腔是曲牌体音乐，川剧高腔曲牌数量众多、形式复杂。
它的结构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起腔、立柱、唱腔、扫尾。
高腔剧目多、题材广、适应多种文词格式。
高腔最主要的特点是没有乐器伴奏的干唱，即所谓“一唱众和”的徒歌形式，它以帮、打、唱为一体
。
锣鼓的曲牌都是以这种方式组成的。
有的曲牌帮腔多于唱腔；有的基本全部都是帮腔；有的曲牌只在首尾两句有帮腔，其具体形式是由戏
决定的。
川剧高腔的“一字”，清唱时用节拍自由的散板，帮腔则为一板三眼，唱与帮之间形成节奏对比。
川剧剧目繁多，高腔部分最为丰富，艺术特色亦最显著，传统剧目有“五袍”(《青袍记》《黄袍记》
《白袍记》《红袍记》《绿袍记》、“四柱”(《碰天柱》《水晶柱》《炮烙柱》《五行柱》，以及“
江湖十八本”等，还有川剧界公认的“四大本头”(《琵琶记》《金印记》《红梅记》《投笔记》)，
不少为其他剧种失传的剧目。
1949年后，经过整理，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川剧剧目，如(《柳荫记》《玉簪记》《彩楼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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