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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剧是时代的产物，是数百年来地域文化的

历史积淀 。 据文献记载，汉剧从发生 、 发展到形

成，至今有近四百年的历史。 作为地方戏曲，它流

传之广，远胜于一般地方剧种。 汉剧由地方化到全

国化，以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打破疆域的界限，演

出团体遍及全国多个省市，湘、 豫 、 ) 11 、 陕 、 闽 、

粤 、 皖 、 赣 、 黔、 晋等省都曾以汉剧称子时，其规

模可见一斑。

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汉剧的形成，其意义远

大于汉剧本身。 由于汉剧的出现，相继形成产生了

一批地方剧种，它甚至为中国戏剧奉献了一个被称

为"国居IJ"的京剧。 在自身的营建当中，汉剧把南

北两个文化所运用的两个腔系组合兼容为一体(即

"西皮"与"二黄"合流) 。 汉剧作为地方剧种的

重要性非同小可，可以讲是划时代的，是一次文化

整合的结果。

皮黄合奏首先出现在武汉，由汉调艺人北上，

带到北京，也可视为第二次文化整合。 其实质是以

楚文化为基础的汉调和作为古都的京城文化进行交

洽而逐步形成京剧 。 在这两个阶段的文化整合当

中，汉剧都起到重要作用。

汉剧在京剧的形成过程中，带来了四个方面的

文化资源，一个是声腔方面(皮黄合奏) ，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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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韵(湖广韵或湖广音兼及北方中州韵 ) ，第三个就是演员，

汉剧在北上的过程中出现了米应先、 余三胜、 李六 、 王洪贵、

谭志道、 王九龄，以及被称为伶界大王的谭鑫培等。 第四个为

剧自，在七大徽班进京上演的剧目中，绝大多数是汉剧剧目，

兼容南北两种文化所形成的腔系，汉剧以其丰富的表现力一枝

独秀，因而才有"班曰徽班，调曰汉调" 的局面。

当下，要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汉剧，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 特别是在一个多层面、多群体、 多角度、 新兴繁杂艺术样

式可供人们选择的现实中，作为一个地域文化的标志，一个几

百年来见证一方风俗人情的艺术样式，汉剧艺术的生存空间日

益缩小，这是我们不可回避与必须面对的现实。

新世纪开元，全球文化正呈现出惊人的趋同性。 流行文化

的潮流和追赶时尚的心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文化一体

化的进程。 在这个进程中，传统文化被埋没，多姿多彩的民族

文化被吞噬。 对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抹杀，将直接破坏文化

的多样性，从而导致文化的生态失衡。

在充满地域风情、 淋漓酣畅的楚声汉调中，再现人们认

识、 品味生活的过程 ; 在激越铿锵的锣鼓声中，寄寓着人们对

逝去岁月的怀念 ; 人们的文化需求在这一刻得到释放，这是汉

剧在文化视野中的价值回归，也是观众对汉剧的文化认同。 这

一文化现象，非今日流行之艺术样式所能企及。

汉剧之所以能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得益于它独

特的地域环境和对京剧的重要贡献，这是它弥足珍贵之处。 汉

剧是经过几百年锤炼的文化成品，其艺术架构与原则应该完整

地给予保留。

诚然，不管承认与否，汉剧已成地道的小众艺术，尽管在

这种认同中多了几分唏嘘与无奈。 近年来，关于戏曲危机的谈

论颇多，大有戏曲末日将至之忧，并说戏曲难以在新时代生存

的理由，是因为它不能反映现实生活，不能唤起现代观众的心

理共鸣等。

客观地讲，戏曲的不景气，与其说是戏曲本身的危机，还



不如说是文化危机，特别是民族文化的危机。 我曾目睹汉剧在

大专院校演出时，有学生轻蔑地讥笑和不无贬意地摇头晃脑地

模仿 l

并非危言耸听，在这不以为然的嘲讽中，民族文化正在无

情地消亡 |

用流行文化的同一模式，绝不可能生产出像汉剧这样个性

张扬的文化成品。 在艺术的深刻性和专业的系统性上，汉剧的

艺术样式，是流行文化无法比拟的。 问题是，要真正认识理解

汉剧的文化价值，不具备-定的文化素养与鉴赏水平只能是奢

谈。

汉剧被列为我国第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说明

7 它濒危的生存现状和亟待保护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本书的编

写，旨在为汉剧的保护与传承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让人们

尤其是青年人较直观地了解汉剧的历史、 发展、专业属性、 人

文价值，以期增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

汉剧，这个具有民族性格和浓郁地方特色，并首创了皮黄

板腔体合流的艺术形式，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中的里程碑，是研

究我国地方戏曲板腔体系与戏曲音乐结构发生、发展的重要创

新资源。 我们期盼着这个古老的戏曲样式能以获得国家保护项

目为契机，拂尘去垢，磨而生色，矗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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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汉剧是湖北地方剧种，发源于湖北襄阳。因襄阳地理位置

居汉水流域中游，上起陕西汉中，下至湖北汉口，其声腔沿汉

水流域而发展，故称为汉ilJ 。

在近400年的时间里，从发生、 发展到形成，汉剧先后流

行于湖北省境内长江汉水流域以及豫、 川| 、 陕 、 闽 、 粤 、 皖 、

赣 、 黔、晋等省和地区。 汉剧声腔以西皮、二黄为主，在我国

地方剧种中首创皮黄合奏，是我国珑曲声腔系统中皮黄腔系的

先行者，对我国其他以皮黄腔系为基调的剧种形成，均有不同

程度影响。

汉剧原名楚调，也称楚曲 、 楚腔。 在它的发展过程中，

又有 "襄阳腔"、

1780年乾隆上谕记载再查昆腔之外，有石碑腔、 秦腔、 戈

阳腔、 楚腔等项，江、 广 、 闽 、 浙 、 四川 、 云 、 贵等省，皆F斤

盛行。 H 据粟海庵 〈燕台鸿爪集 〉 载京师尚楚调，乐工中如

王洪贵、 李六，以善为新声称于时。" 此前，清乾隆五十五年

( 1790) ，二黄调已由徽班流入，徽班进京时唱腔是以昆曲为

主，兼唱京腔和秦腔。 清嘉庆、道光年间，汉调进京，先后到

京的艺人有米应先(米喜子) 、 余三胜、 龙传云、 谭志道等。

又有论据说，明万历四十三年( 1615 ) ，著名学者袁小修在湖

@ 20世纪初的汉口街市

-
「
「c
m
→
刀
h
r→
m
o
∞
O
O
T
n
O
Z
工
C
∞
m
一
。
可
m
E
》

2 



北沙市观戏的日记记载晚赴赢洲、 j元洲、文华、谦元、泰元诸王

孙之馁，诸王孙皆有志诗学者也。时优伶二部间作，一为吴做，一

为楚调(后称汉调) 0 11 这里所指的楚调应该与汉调有某种渊源。

汉口三元堂的 〈 新镜楚曲十种 ) ，其封面标有"时尚楚曲"字

样。清康熙六年( 1667) ，江苏太仓人吴伟业 〈 致冒襄书 〉 云方

大江南北，风流儒雅，选新声而歌楚调。"先后有顾彩 〈 容美纪

游 〉 中在鄂西容美地区观剧时所见初学吴腔，终带楚调。"乐钧

〈韩江罹歌一百诗 〉 中 "马锣喧击杂胡琴，楚调秦腔间土音。 "吴

太初 〈燕兰小谱 〉 中有"本是梁豁队里人，爱歌楚调一番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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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口 1 93 1年六渡桥街市行舟

些记述，从不同视角记述了汉剧的发展历程。

把从乾隆末嘉庆初皮黄合奏后，至辛亥革命前的汉剧称为汉

调，为大多数今人的共识。 汉调也被称做二黄，也有称做弹戏、 乱

弹或弹腔。 湖北麻城、红安以及江西湖口等地，现在仍将汉剧称为

"弹戏 o 在相关的文字记载中，也称汉剧为 "湖广调"或"黄

腔" 。 辛亥革命后，戏剧史论家扬锋在所著 〈 汉剧丛谈 〉 中，首次

将以上种种称谓加以归纳，统称为汉剧。

湖北地处长江中游，早在东汉末年，就已形成"南援三州，北

集京都，上控陇阪，下接江湖"的枢纽地位，发挥着"导财运货"

的中转作用 。 唐宋元明时期，武汉逐渐成为沟通南北、 辐赣东西的

大都会，是"九州百货备集之所" 。 城市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地

区的文化建设与发展，促进了戏曲活动的繁荣。 据史证，湖北在明

末清初先后有昆腔、 秦腔、 襄阳腔、 苏腔 、 罗罗腔和楚调等各类演

汉 口 在河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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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形式，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汉剧的形成。

清初，湖北襄阳、沙市、汉口以及随州、通城、黄州等城

市经济空前发展。地居汉水中游的襄阳，上起陕西汉中，下达

湖北汉口，是南北交通的咽喉，素有"水旱码头"之称。唐代

便有"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上连措堤下楼"的描述，宋代以后

被开形兰容为"商贾连植'列肆殷盛，客至如林

赛神演出诸事靡费颇多"。尤其明代封藩襄王，建襄王府，大

兴会馆，有山陕、福建、安徽、江西抚州和大、小黄州等会

馆，并还建有戏楼，每到年节和集会开张，戏班云集，演出活

老汉口码头

动兴盛。

据清人刘献廷所著 { 广阳杂记 〉 载沙市明末极盛，列

巷九十九条，各行占一巷，舟车辐辖，繁盛甲宇内，即今之京

师、姑苏皆不及也。"这一时期，沙市建立的各省商业行帮达

十三个，被称为"十三帮"。明朝成化二年( 1466 )汉水改

道，流入长江，汉口因其地理位置优越而发展迅速，不仅在

武汉三镇中后来居上，而且与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广东

佛山镇齐名，并誉为我国四大名镇。 1631 年，随着袁公堤的

修建，挡住水患，汉口的商业发展迅猛，成为"九省通衡"的

华中巨埠。是时帆措林立，商业兴盛，百货贸易远及云南、贵

州、四川|、陕西、湖南、广东。其中以盐、米、木材、花布、

药材等行规模最大，与长江沿岸无锡的布码头、镇江的银码头

鼎立相称为船码头。 〈 大清一统志 〉 中记载为往来要道，居

民填溢，商贾辐壤，为楚中第一繁盛处。"是"占水道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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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舟植之利"的天然良港。 范错在 〈 汉口丛谈 〉 中，描绘汉口

"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醒商典库咸数十处。 千植万舶之

所归，货宝奇珍之所聚 I旬为九州名镇"。范错又说肇于

有明中叶，盛于启 、 祯之时。 "也就是说，在明成化年以后的

明末，汉口已成为九州名镇了 。 但当时正兴盛的汉口在明末战

乱中遭到破坏，到了清初才恢复重建。 清朝初年，作为水运商

市的汉口港，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水运要道航行畅通，商业进

入快速发展时期。各省来汉贸易的商船，都有自己的停泊码头

与行帮会F斤，有药行、盐行、布行、票行、 木材行等。 各行各

业，星罗棋布 ; 糠行商号，鳞次柑比 ， 商贾云集，会馆林立，

各行帮会馆宴饮娱乐频繁，婚嫁迎娶、 酬神还愿者众多。 邀堂

会，请科班，戏曲演出活跃空前。

乾隆年间，湖北省内的汉调演出活动盛行，共建有三座老

郎庙，分别在沙市、 襄阳 、 汉口 。 汉口的老郎庙是楚调艺人的

大本营，据传楚班公所就设立在庙内 。 此庙坐落于汉口戏子街

(今人和街 ) 楚班巷内，辛亥革命时期毁于火灾。 1920年在老

郎庙旧址重修汉剧公会，该会正副会长余洪元、 傅，心一 、 陈国

新等人，拿出一张原老郎店的地契与邻居商户打官司，地契上

写有乾隆军间修建楚班公所，立约人李大遣(乾隆年间的著名

生角 ) 的字样。

清嘉庆末道光初，汉剧的班社多达十余家，其中"祥

发"、 " 福兴 "、 "联升 " 三大班最为著名 。 演出场地多在

会馆寺庙的戏楼厅堂，间或也在茶楼酒肆 、 旷野草台演出。 是

时，汉调的业余清唱也较为普遍。 〈 汉辜竹枝词 〉 中有 "乱

弹才唱舌偏调，哈哈呵呵学挑担无数茶坊列市.... . .半

是丝弦半局班"的描述。 这一时期较为知名的演员有 : 一末张

长、 詹志达、 袁宏泰 ; 二净卢敢生 i 三生范三元、 李大遣、 吴

长福 ; 四旦张纯夫 、 胡德玉、 胡福喜、 罗佩茎 ， 武旦挑秀林、

王金玲、 程预云 ; 五E余德、安 ; 六外罗天喜、 文IJ 光华 ; 七小叶

灌阳 、 汪天林 . 八贴张红杜、 叶双凤 ， 九夫吴庆梅 ; 十杂杨华

立、 何士容等。 此外，在汉口的演出班社中，多有外埠汉调班

子参入，湖南的高十官，湖北通城的胡家大班胡璜盛，湖北通

山的余庆官 、 周锡高等也都是汉口汉调舞台上的常客。



除汉口以外，汉调在襄樊、荆沙、 黄州 、 通山一带

也较为盛行。 据钟清明 〈咸宁地区戏曲资料调查报告〉

所载，乾隆年间1m域和1m山的汉调戏班有:汪家班、胡

家班、夹板龟班、玉清班等。清嘉庆年间，襄阳城东康

家湾人康忠祖辈主办洪兴班有五届之多。清道光二十年

( 1848 )由驻湖北安陆陕西白布商邦(简称"西邦" ) 

开办了桂林科班，共办了八届。

乾隆中叶( 1740前) ，汉调经湖南班流入广东，

在潮州普宁开办"荣天彩"汉班，湖北汉调艺人范仁宝

领"阳春班"入陕西，在安康一带演出 ; 道光丁未年

( 1847 )崇阳汉调艺人率"三胜班"至IJ江西修水一带演

出，往来频繁。

随着汉调的发展日趋兴盛及流传地域扩大，各地的

汉调也逐渐将本地的方言习俗融入其中，而依地方区域

形成了襄河、府河、荆河、汉河四个河源，也称为四大

戏路子，唱腔、 念白 、 表演极富地域特点，风格各异。

据 〈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干IJ . 太平天国(三) } 中汪

望 〈 盾鼻随闻录 〉 记载，因战火绵延十余年，遍及湖北

全省，大多会馆戏楼毁于兵火。 另据 〈 龙岗山人诗抄 〉

记载，仅"沙市以有备独完" 。 汉口的汉调班社多向沙

市转移，汉调班"太和" 、 "同乐"与荆河戏班"三

元"、 "太寿"争胜，并不尔四大名班，风靡一时。

咸丰十年( 1860) ，一些汉调艺人在武汉周边兴办

了老"天"字科班，继后又办了"双"字 、 "喜"字科

班，培养出不少名角。

同治年始，一度因战乱而衰落的汉调又兴旺起来，

且在湖北城乡盛行。 同治二年( 1866 )修的 〈 崇阳县

志 〉 讲二黄丝竹，近世盛行，域中城惶庙，奏曲娱

神，每岁靡费不贤。 "这期间，以汉口为中心的汉调汉

河路子繁盛空前。 鸦片战争后，汉口因 〈 天津条约 〉 辟

为商埠，交通发达，商业畸形发展，出现了"本乡人少

异乡多，九分商贾一分民"的现象，这些外来商贾，按

地域行业，结成帮派，如湖南帮 、 宁波帮 、 四川帮 、 广

o 老武汉的.òlt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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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帮 、 江西帮 、 福建帮 、 山陕帮、 徽州帮 、 药帮 、 船帮、 钱帮等。 由商

人出资建屋，其建筑五竞豪侈，或称会馆或称公F斤。 据 〈 夏口县志 〉 统

计，这时汉口有以地区或以行帮划分的大小会所179处，还有社店性质

的小关帝庙、 四宫殿、 沈家庙等。 汉调艺人应各种社会活动的需要，演

出繁多 。 当时首屈一指的大汉班(规模较大的戏班)为福兴班(丰富星

班) 1 还有茂恒班、 永胜班、 周赶保班等。

这一时期，各地来汉的艺人都以搭"福兴班"为首选。 荆沙的余

洪元、 余洪奎，通山的朱洪寿，府河的吕平旺，黄陋的文IJ炳南等都先后

来汉。 较为知名的还有一末蔡炳南、 马老生、 江汉，二净连戊申、傅正

奎，三生张花子、 吴宗保、 高禄士 、 陈启才，四旦过山鸟(艺名 )、 李

彩云 、 李四喜，五丑詹蛇蚤 、 李春森(大和尚)、袁心苟，六外文IJ燕

尾 、 李苟{呆，七小邓光光(一盏灯) 、 文IJ正文 、 吴元侨、 吴道人，八贴

赛黄F皮 、 龚星 、 郑大苟、董瑶阶(牡丹花) 、 小翠喜，九夫刘子林、 董

整整堂 、 江婆婆 ， 十杂尹太平 、 张天喜等。 名鼓师 、 琴师有回麻子 、 唐

三 、 蔡德贵、 郑润等。这一时期汉剧阵容尤其强大，艺人们彼此竞争交

流，切磋技艺，丰富提高，使汉剧艺术日臻系统，日臻完善。 汉河源的

主流地位进一步确立。

光绪二十五年，汉口初创丹桂茶园，以演京剧为主，因地理位置

偏远，未成气候。 光绪二十七年，由汉口茶商程广泰、 韦紫封等人兴建

茶园，邀京班来汉演出，首创京汉合演，一改京剧班初到汉，由于观众

一时难以适应而致场面凋零的局面。 京剧名角有汪笑侬、 吕月樵、 沈月

来 、 七盏灯 ， 汉剧名角有余洪元、 汪天中、牡丹花、陈旺喜 、 李彩云

等。 京、 汉(剧)互相交流，影响深远 1 t甚谓一时之盛。 此期间，沈月

来与牡丹花曾合演 〈虹霓关 ) 1 汪笑侬学汉剧 〈刀劈三关 ) 1 余洪元学

o L 旧式口的;t禾戏台

o 2. I日汉口的庙会



京居IJ ( 哭祖庙 〉。 满春茶园 、 贤乐茶园 、 荣华茶园以及新舞台

也相继开业。 随着剧院戏楼的兴建 ， 汉剧逐渐由会馆茶园演出

转入了剧场。 时间汉剧风靡湖北省内，演唱之风日甚，四方

汉剧艺人都来武汉搭班，汉剧艺术得到空前发展。

继湖北通山 "双福班"班主舒宝祥创办了 "寿 " 字科班

后，舒二喜( 1854-1929 )在光绪初年( 1875前后)又在湖北

通山举办了十二届科班，并在潭水、 阳新、 武宁也办有科班。

汉剧名伶朱洪寿、 肖必应、 傅正一、 朱才美均在此班坐科。

府河源较为著名的科班有桂林班、 和升班、 凤鸣班、 恒协

班。 桂林班的熊仲秋于道光中叶，先后办了八届科班，培养了

陈丁己、 曹金、 邓光光等一批名角 。 荆河源以沙市实力最强，

同乐班、 太和班人才济济，有胡双喜、 张花子、 李四喜、 余洪

o 1 议口码头

o 2 .;;{ 口岸边的革古班子，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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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唐长林、何彩凤等。

明清时期，沙市始有"戏迷城"之称，一天几个甚至十

几个班社演出，无论寒来暑往从不封箱(停演)。此后，太和

班由荆沙入) 11 ，住重庆小竹铺附近金沙岗，在川渝落籍，民国

初年才逐渐散班。 现重庆市遗址犹存，仍有太和班巷。同治初

年，以襄樊为中心的襄河源也很活跃，相传太平天国英王陈玉

成部将女IJ菊辉在钟祥石牌镇开办了汉剧科班，襄樊演出活动兴

盛，仅樊城镇就有会馆18处，戏台若干。主1J菊辉所办科班培养

了傅有才、李四喜、陈启才、胡玉喜(黑牡丹)、文IJ三保、苏

福全等名角。洪兴班、太和班在豫南汉中等地也影响颇大。河

南除旗店除了派子弟到湖北学汉剧外，还专门请湖北的汉剧艺

人去河南教学，曾有不少汉剧艺人就在这一时期迁居河南南阳

一带，在那里开办了汉剧科班，出科较为知名的有 : 姚发儿 、

柯金榜、 杨成、 杨花子 、 汪洪宣、 潘道儿、江珠子及襄河源演

员赵恒生、 叶双梅等。

道光后，少数汉剧艺人北上。 咸丰三年 ( 1853 ) ，武昌艺

人谭志道一家到天津一带"跑帘外"后辗转入京，搭三庆班，

所演剧目 〈 断太后 ) < 辞朝 ) ( 钓龟 ) ，对京剧萌芽时期贡献

颇大。 光绪七年( 1881 )汉调艺人月月红(吴鸿喜)、蔡桂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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