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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口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小平

获悉湖口县民间文化普查资料即将结集出版，甚为欣慰。湖口历史文化底蕴

深厚，这次民间文化普查成果凸现出灵秀湖口之魂脉，吹起湖口一片古朴之风。

近几年来，湖口经济快速崛起，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社会文明日臻完美，文

化发展也步入了快车道。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相得益彰，为湖口经济

社会全面发展提供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湖口的民间文化是当地民间智慧之结晶，是湖口处在特定地域酿就的文化雅

韵之遗存，是湖口民间的创造力、生命力、想象力旺盛之体现；湖口民间文化是

湖口人民世代相承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镌刻着历代

湖口人民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优秀价值观和审美情操。保护、传承和利用好自己

的民间文化，对于建设新湖口，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的全面

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今年我县大规模大手笔开展的民间文化普查工程，可谓是一项具有开拓性、

抢救性、基础性价值的工程。开展民间文化普查，不仅是对优秀传统民间文化的

一次大搜集大整理，更是助推湖口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

次伟大实践；开展民间文化普查，不仅是一次对世代湖口人民聪明智慧的总结和

提高，更是留给后人取之不尽的发展源泉；开展民间文化普查，不仅是一项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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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郁文化气息的繁巨文化工程，也是一项具有多种效能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一次

民间文化普查任务繁重，影响深远，规模巨大，效益显著。本丛书印证着我县民

间文化普查工程取得了丰硕成果。

开拓性地开展民间文化普查，得到了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众多热爱家乡、

热爱生活、热爱文化的贤人智士辛勤地奉献了他们心血和汗水。我谨向参与民间

文化普查工程的诸位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我县开展的民间文化普查，是我们对湖口民间文化采取抢救保护措施的一次

有益尝试，体现了党委、政府对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视和决心。实践证明，民间文

化普查的成果必将为湖口的全面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这些民间文化瑰宝

的呈现，必将进一步丰富我县的文化内涵，必将唤起我县人民塑造优质文化生态

文明的意识，必将增添我们对传统文化保护的使命感、责任感，必将激发出文化

的生命力，迸发出文化的创造力！

是为序。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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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长江与鄱阳湖，宛如两条活跃的五线谱，亘古不变时刻不停地交融撞击，造就

了湖口人开明的个性、开放的胸襟、包容的气度，似乎注定了湖口必定成为中国戏

曲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不同的剧种与声腔如蒲公英的种子，又如欢快跳动

的音符，以江湖为向导，漂向了湖口，找到了生根、发芽、进化、成长的沃土，形

成了“多剧种、本地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戏剧“百花园”。

远古，湖口人民的祖先在与神交流的巫术、驱鬼逐邪的傩戏及祭祀礼仪中，

广泛使用的音乐和肢体语言是戏曲产生的沃土，如湖口弹腔戏《跳加官》中就继

承了傩舞面具。

丰富的民歌小调为戏曲的产生储备了足够的营养，唐王勃《滕王阁序》中有

“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之句，再现了当时湖口民歌与音乐的繁荣景象。

明朝御史张科（湖口人，1566年进士）在《江上阻风登石钟山》中云：“夜

宿仓江上，涛声梦里闻，渔歌归楚些，郢曲入吴云。”充分说明了吴楚音乐的交

融际象。

在元朝，由于科举制度一度中断40年之久，恢复科举后，不公平的应试制度

使汉人倍受排挤，导致众多的文人才子仕途理想破灭，从而转变方向，在民间文

艺上一展身手，出现了元曲的辉煌，也促进了民间文艺的发展，许多草根剧本就

产生在这个年代。元末红巾军起义，加上朱元璋陈友谅湖口大战，“民皆逃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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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庐荡然”。1363年底，朱元璋控制了长江中下游，湖口进入恢复发展时期，朱

元璋的北伐，江南便是稳定的大后方。此时，湖口戏曲开始发芽吐绿。大批难民

为避战乱，从外地迁入湖口，而弋阳腔随着人流以“向无曲谱、只沿土俗”、

“改调歌之”、“错用乡语”的特点灵活地与本地音乐方言融合，形成了湖口高

腔。

明朝，随着政局的稳定，赣商、晋商和徽商的崛起，湖口凭着水陆交通优

势，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中转站之一，戏曲一度空前繁荣起来。本地采茶小

调已开始流行，长江上游的秦腔乱弹，下游的海盐腔、池州调等随着商贸活动先

后传入湖口，并与湖口本地高腔及小调方言交融，形成湖口青阳腔、湖口弹腔等

剧种。

在此期间，张科为湖口戏曲的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与同时代戏剧

创作家汤显祖、梅鼎祚齐名。汤、梅以创作著名，张以导演推广著称。其规模不

仅影响大江南北，甚至扬名中原黄河流域。据刘文正先生在《张科与他的戏剧产

业》中考证，明万历年间，张科“以恙告归”，从浙江带来一批海盐腔女乐，成

立戏班，在老家张牌楼村建起戏楼，进而以农村包围城市，在湖口县城建两处戏

楼，在九江市建“芙蓉楼”，从事戏曲行业达40年之久。明朝安徽戏剧家梅鼎祚

《感旧寄吕玉绳江州十首》中云“传闻西曲出西台，七十鸳鸯对对开”，清山东

新城进士王士祯《冶春》中云“彭泽豪华久黄土，梁溪歌舞散寒烟”（王在《冶

春》中注释：张科，明御史，彭泽人氏），居然连湖口于唐分治都没弄清，却知

道张科戏曲之豪华。明清两位名士的文章反映了张科的戏剧事业规模之庞大和影

响之久远。张科为外地戏种本地化，本地戏种规范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戏曲事

业是湖口戏曲发展的里程牌。

清朝及民国时期，农村家族戏班遍布，城镇剧社林立，许多村寨仍有戏楼或

土台的踪迹。据考证，县城湖口高腔（青阳腔）有“秀兰班”、“老秀兰班”、

“中秀兰班”、“福秀兰班”、“新秀兰班”等，湖口弹腔成立了“肖大苟”戏

班、“同乐园”戏班、“乐乐乐”戏班、“同心乐”戏班等。这些戏班不仅活跃

在周边市、县城乡，而且远至景德镇、武汉、安庆等地演出。在此期间，湖口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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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从年头至年尾，融入了湖口人的生活中，成为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必需品。据

清同治版《湖口县志》记载：“冠礼……且演戏”、“上元，城内先三日张灯为

戏，至是日毕”、“五月十八日为乾船五钜制龙文装戏游于市中”。其实不仅如

此，民间更为普及。无论节日庆典、红白喜事、生日寿诞、传统祭祀，唱戏是必

须的环节。同时，“围鼓坐唱”因其方便灵活的特点更受百姓喜爱，不用搭台，

不分剧种，甚至不化装，在室内围坐，边敲锣鼓边唱戏，唱者看者皆过足了戏

瘾，更降低了成本，也烘托了喜庆气氛。围鼓坐唱不仅流行一时，而且至今乡村

仍有流传。

新中国成立后，湖口戏曲兴衰呈周期变化，历经了三度辉煌：一是上世纪50

年代末“百花齐放”时期，二是80年代“戏曲繁荣”时期，三是本世纪“戏曲复

兴”时期。

1956年7月，湖口县成立了专业黄梅戏剧团。1959年，湖口高腔（青阳腔）老

艺术家潘康泉、曹梅卿、曹耀春、吴江龙、吴厚德、骆硕仁、黄玉盛等被调入省赣

剧团，并参加了首都礼堂的演出，受到时任总理周恩来的接见。他们为省赣剧团收

集剧本，研究出版相关成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后来，由于文革，京剧一枝独秀，

他们被遣散回乡。同期，湖口弹腔戏班再度活跃在鄱阳湖畔和长江中游的湖北、安

徽邻县，尤以“夏念山戏班”表现突出，其创作的现代剧《仇深似海》、《姑嫂劝

军》、《九件衣》、《春耕曲》颇具代表性，多次在邻近市县汇演中获奖。

上世纪80年代，农村承包责任制的成功，粮食的丰收，使得农民的热情空前

高涨。湖口几乎村村唱戏。一时间，农民剧团如雨后春笋，篷勃发展，出现了高

腔（青阳腔）、弹腔、采茶戏、文字调、黄梅戏、饶河戏、木偶戏、京剧、越剧

等农民剧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有句民谚“××戏、××配、××腔哇

断气”。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把戏种排出一、二、三，填进民谚中，实际反映

了剧种繁杂，竞争激烈。他们不仅节日庆典时唱，农闲时也唱。由此可见，湖口

人钟爱戏曲的情结可见一斑。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业的发展，导致人员的频繁流动；城镇化建

设，改变了家族群居的结构；电视、手机、网络的出现，形成了精神文化分享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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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多样化、便捷化、信息化的局面。传统戏曲演出的阵地在改变，演出的人员在

减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在这次民间文化普查中，饶河戏、木偶戏

已经组织不了演出，濒临失传。

可喜的是，政府十分重视传统戏曲的保护，2008年开始坚持举办农民戏曲艺

术节，特别是近年来，在全县城乡开展送戏活动，观众看戏，政府买单。同时政

府组织相关部门挖掘、整理、保护传统戏曲，成绩斐然。2006年湖口青阳腔被列

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2014年湖口弹腔、高腔（青阳腔）围鼓坐唱被列入市级

非遗保护名录，2013年湖口文字调、湖口采茶戏被列入县级保护名录。在这次由

政府主导、文广局组织实施的民间文化大普查中，戏曲作为普查主题之一，再度

进行了深入挖掘。本篇重点将湖口戏曲从面到点逐步介绍，由于湖口高腔（青阳

腔）此前经文广局组织有关部门已经做过全面的抢救、挖掘、调查、研究，并出

版了相关书籍，故此篇仅蜻蜓点水，略作介绍。

当然，更值得尊重的是一大批新老戏曲艺人，他们不计名利得失，一生孜孜

不倦，执着于湖口戏曲事业，他们是湖口的符号，更是湖口的骄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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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口高腔（青阳腔）简介

湖口高腔，因元末明初弋阳腔传入湖口而落地生根。弋阳腔传入安徽青阳，

形成池州小调，在明代嘉靖、隆庆、万历（1522—1610）年间徽调反哺湖口高腔而

形成青阳腔。据上世纪60年代《江西赣剧曲谱集》记载，湖口高腔，是江西弋阳

腔的一支分流。另据《张科与他的戏剧产业》载，明万历年间，御使张科“以恙

告归”，从浙江带来一批海盐腔女乐，成立戏班，海盐腔、高腔及湖口小调交流

交融，取长补短，形成观众喜闻乐见的曲调。张科以张氏“青阳世家”为依据，

取名青阳腔，深受百姓欢迎，流传至今。

湖口县位于长江与鄱阳湖交汇处，交通便利，商贸繁荣，戏曲鼎盛。高腔

（青阳腔）不仅在赣东北生根开花。而且还传遍近半个中国，哺育了川剧、湘

剧、徽剧、赣剧、清戏、京剧、黄梅戏等戏曲剧种的形成。青阳腔继承了弋阳腔

“滚调”与“帮腔”的唱法，传承了明代古戏曲艺术遗风，延续了明代古青阳腔

遗脉，同时又融入了当时“一唱众和、杂白混唱，腔滚结合（滚调），唱腔灵活

多样，曲调清秀婉转，戏曲语言、唱词通俗易懂”的时尚元素。对于我们研究探

讨明代流行的各种曲集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声腔，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由

于老艺人相继谢世，农村年青人外出打工，日新月异的现代文化生活，不断冲击

和侵占着青阳腔的生存空间等诸多原因，青阳腔的生存与延伸，面临危险状况。

多年以来，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抢救保护，使传统戏曲再次焕发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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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湖口县青阳腔（高腔）经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1. 高腔（青阳腔）脸谱

戏剧家张庚先生说：“脸谱是一种中国戏曲内独有的、在舞台演出中使用的

化妆造型艺术。从戏剧的角度来讲，它是性格化的；从美术的角度来看，它是图

案式的。在漫长的岁月里，戏曲脸谱是随着戏曲的孕育成熟，逐渐形成，并以谱

式的方法相对固定下来。”

湖口高腔（青阳腔）脸谱相对来说简单而古朴，与明代脸谱接近，虽有改

进，但变化不大，主要由形与色构成，具有“寓褒贬，别善恶”的艺术功能。生

旦无谱，只略施粉黛，主要由角色唱念做打体现人物特点个性。其他角色则有脸

谱。从形状来说具有简约性，从颜色看主要是红、黑、白构成基调。例如：

司马懿：白脸表示狡猾，额头鱼尾纹有老奸巨滑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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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干：贼眉鼠眼，面部刻画入木三分。

尉迟恭：红脸象征忠义，额头黑色直线代表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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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飞：夸张的豹眼、笔直的额头线、红色脸底，体现了张飞忠义、勇猛的个

性。

高俅：脸谱简单的色彩线条将其奸恶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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