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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中国综合音乐艺术的升华——戏曲音乐

戏曲概述

秦淮以北之戏曲——北方
戏曲音乐艺术鉴赏

15.3秦淮以南之戏曲——南方
戏曲音乐艺术鉴赏



  15.1  戏曲概述

15.1.1  戏曲的概念

u “戏曲”一词最早出现在宋元年间《水运村稿》中的《词人吴用章传》中：“至咸淳，永嘉戏
曲出，泼少年化之，而后淫哇盛，正音歇。”此处戏曲指演戏的曲子。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
记有：“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浑、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此处戏曲指宋代杂剧剧
本。
u 历代典籍记载基本都是从文学和艺术两个角度对“戏曲”进行阐述。
u 时至今日，戏曲已成为我国特有的一种综合性舞台艺术形式，它集合了音乐、舞蹈、文学、诗
歌、武术、杂技、舞台美术等多种中国民间传统艺术于一身，它是“包括宋元南戏、元明杂剧、明
清传奇，以及近代的京剧和所有地方戏在内的通称。”
u 戏曲作为中国传统的戏剧样式，与古希腊的悲喜剧、印度的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文化。
u 戏曲将说白、演唱和舞蹈三种艺术手段巧妙的柔和在一起。王国维用一句言简意赅的话道出戏
曲艺术的精髓“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



  15.1  戏曲概述

15.1.2  戏曲的起源

u 我国的戏曲源远流长，对于它的起源人们说法不一。明人胡应麟将春秋时期
的“优孟衣冠”看作是中国戏曲的开端，清代的纳兰性德则认为，我国的戏曲起
源于梁代的宫廷乐舞，王国维认为戏曲生于古代的巫觋歌舞过程中，许地山认为
戏曲来自印度的梵剧，孙楷第主张戏曲是模仿傀儡戏而来，也有人认为戏曲是说
唱艺术逐渐发展而成。
u 上述种种说法虽然都只是一家之言，但透过这些观点我们可以窥视到戏曲作
为一种综合艺术形式所体现出的多种特性，这些特性都是戏曲这门综合艺术构成
的重要因素。



  15.1  戏曲概述

15.1.3  戏曲的历史发展→15.1.3.1  孕育期

孕育期

u 我国的戏曲艺术作为一种音乐、舞蹈、戏剧三者相结合的综合艺术形式，
其渊源最早可以可追溯到远古时代的原始乐舞，主要包括原始涉猎舞、六代
乐舞、巫觋乐舞等。
u 秦汉时期宫廷表演技艺数目众多，如扛鼎、冲狭、吞刀、吐火、跳剑等，
总称“百戏”，当时的散乐、角抵戏也为百戏表演技艺之一。
u 东汉张衡的《西京赋》中记载，《总会仙唱》以歌、舞、乐的形式，开
始做简单故事情节的表演，其中有扮作豹子、白虎、苍龙进行戏舞，还有仙
人在指挥，而《东海黄公》和《蚩尤戏》则是运用角抵竞技进行表演。
u 隋唐时期出现的歌舞戏、参军戏、俗讲和变文为戏曲艺术的最终形成注
入了更丰富的艺术因子。《代面》《钵头》《踏摇娘》。



  15.1  戏曲概述

15.1.3  戏曲的历史发展→15.1.3.2  形成期

形成期

u 戏曲到宋金元时期逐渐形成。其代表形式为宋杂剧、金院本、元杂剧和
南戏。北宋时期，有代表性的戏曲样式为宋杂剧和金院本，学界将其统称为
“宋金杂剧”。这一时期的多数作品可分为艳段、正杂剧、散段三种。艳段
是以生活中熟悉的场景为主，做的是“寻常熟事”，正杂剧是以讲述复杂的
生活故事为主，而散段主要是滑稽戏的部分。
u 元杂剧是在宋杂剧和金院本的基础上形成的，融合了北方民间歌舞、说
唱等艺术形式，也称作“北曲”，是我国戏曲艺术逐渐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形成我国戏曲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
u 元杂剧剧本多为一楔四折，连贯地表演一个完整故事，音乐使用“诸宫
调”结构体制，每折用一个“套数”的曲牌（同一宫调），由一人独唱，其
他演员只说不唱，全剧音乐由四个不同“套数”组成。



  15.1  戏曲概述

15.1.3  戏曲的历史发展→15.1.3.2  形成期

形成期

u 南戏也称戏文，最初由永嘉人创作，所以也叫“永嘉杂剧”，是
中国南方最早形成的以歌舞演故事的舞台艺术形式。
u 音乐最初来自南方的民间歌舞和小曲，在吸收宋杂剧、说唱、诸
宫调、唐宋歌舞大曲等艺术形式后逐渐发展起来。
u 与北方杂剧相比，音乐不受宫调的限制，曲调的使用更强调配合
剧情与人物刻画的需要，演唱上突破一人歌唱到底的成规，各角色
可以同台演唱。杂剧倾向于豪放的阳刚之美，南戏则倾向于婉约的
阴柔之美，这种鲜明的风格色彩对比，是中国地域文化的特殊产物。



  15.1  戏曲概述

15.1.3  戏曲的历史发展→15.1.3.3  繁荣期

繁荣期

u 明代的传奇剧本突破了元杂剧一楔四折的剧本组织原则，表现形
式更为生动活泼，音乐变化丰富，因此得到迅速发展，进而取代了
元杂剧的优势地位。
u 随着传奇这一形式的兴盛和发展，南方兴起的诸多腔调迅速地变
化丰富着，并随着传奇剧本的传播而盛极一时，其中浙江的“海盐
腔”“余姚腔”、江西的“弋阳腔”和江苏的“昆山腔”最为著名，
并称为“明代四大声腔”。
u 明代的四大声腔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雅、俗两种艺术风格的平行
发展。海盐腔和昆山腔以其高雅与婉丽而颇得士大夫阶层的青睐，
余姚腔和弋阳腔则以其通俗与乡土气息而深得广大百姓的喜爱。
u 明代形成的昆曲成为我国戏曲发展史的第二个高峰。



  15.1  戏曲概述

15.1.3  戏曲的历史发展→15.1.3.3  繁荣期

繁荣期

u 伴随着戏曲唱腔中雅与俗的较量，以昆山腔为代表的雅和以弋阳腔为代
表的俗一直并行向前发展，形成戏曲界有名的“昆弋之争”，
u 直至清代又转化为以“花部”和“雅部”为代表的“花雅之争”。“花
部”与“雅部”的概念出现于乾隆年间（1736—1795）李斗在《扬州画舫
录》中记载：“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曰昆山腔，花
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锣腔、二黄调，统谓之乱弹。”这里的
乱弹是指昆腔以外所有戏曲剧种的统称，“花部”中影响最大的是梆子腔和
皮黄腔，以及从弋阳腔演变而来的高腔。
u “崇雅抑花”是朝廷上流社会一贯的政策，但富有生机的花部绝不示弱，
终于在清道光年间，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由昆腔、高腔、皮黄腔、梆子腔并峙
的局面，其中花部就占了三项，它们被后人称为“新四大声腔”，其中皮黄
腔剧种——京剧的兴盛繁盛代表着我国戏曲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高峰。



  15.1  戏曲概述

15.1.4  戏曲的分类

u 我国戏曲从其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最初是以声腔进
行划分的，我们可以按照声腔体系进行划分，如昆腔体系有南昆、
北昆、湘昆等，梆子腔体系有河南梆子、山西梆子等，皮黄腔有
京剧、汉剧等；
u 我们也可以按照唱腔结构划分，如曲牌体的昆曲，板腔体的
京剧；
u 20世纪随着“戏剧”名词的引入，我国戏曲的称谓经历了一
个由“曲”“腔”到“剧”“戏”的演化，如昆曲到昆剧，皮黄
腔到皮黄戏再到汉剧、京剧，梆子腔到豫剧、评剧等，这些称谓
大多是根据剧种的起源地点、流行地区和唱腔特征等多方面因素
综合考虑而确定的。

分类



  15.1  戏曲概述

15.1.5  戏曲的特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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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戏剧性
u 戏曲的故事情节是以文学剧本为主体
的，所以在主要角色人物的塑造方面要有
鲜明的性格特征、尖锐的矛盾冲突、急剧
变化的故事情节和富有强烈的戏剧效果。

u 程式性
u 戏曲的程式性，是指戏曲演员的角色行当、
表演动作和音乐唱腔等都遵循着一些固定的模
式。

u 综合性
u 戏剧的综合性远远超过了
“Opera”的范畴，它是一种戏
剧艺术、文学、音乐、舞蹈、武
术、身段动作、眉眼手法等对艺
术形式的高度结合，其中各种手
段（唱、念、做、打）相互补充、
相互衬托、融为一体，

u 虚拟性
u 我国的戏曲作为一种戏剧形式，似乎比起世界上
其他一些戏剧类型更喜欢使用虚拟的手段。



15.2.1  京剧和皮黄腔

  15.2  秦淮以北之戏曲——北方戏曲音乐艺术鉴赏

u 京剧是以皮黄腔为主的全国性戏曲剧种之一，京剧距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起，安徽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个南方徽调班社陆续进京演出，此时主要演唱二黄腔。
u 道光八年（1825年）湖北的汉调艺人进京演出，带来了西皮腔，徽班和汉班经常同台演出，至此开始出
现了两调合流，加之又广泛吸收了昆曲、梆子腔、四平调等诸腔之长，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京剧。

u 京剧唱腔以皮黄腔为主，皮黄腔是西皮腔和二黄腔的合称。
西皮腔是源于甘肃、陕西一带的秦腔传到湖北襄阳地区和当地的
民间音乐相结合演变而成的，唱腔刚劲明快、善于表现灵活、昂
扬、欢快之情；二黄腔是形成于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声腔，唱腔委
婉平和，善于抒发悲伤、感叹之情。除了皮黄腔，京剧中还使用
昆腔、吹腔、高拨子、四平调、南棒子等唱腔，所以京剧也可以
说是一个以皮黄腔为主的多声腔剧种。



15.2.1  京剧和皮黄腔

u 京剧的唱腔结构采用板腔体，板腔体又叫板式变化体，是以
一对上下句为基础，突出板眼（节奏、节拍）的变化，并配合腔
调上的多种发展，以不同板式的连接和变化作为音乐结构的基本
手段，使其产生既高级又复杂的变奏，从而形成一系列的散、慢、
中、快等多种板式，以达到刻画人物、表现剧情的效果。
u 早期以生角挑大梁，产生了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谭鑫
培、汪桂芬、孙菊仙等众多名角。
u 20世纪20年代，京剧达到鼎盛时期，除了生角艺术继续发展
以外，以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名旦”为代表
的旦角艺术也得到长足的发展。至此，京剧的生、旦行当在表演
艺术水准上平分秋色。

  15.2  秦淮以北之戏曲——北方戏曲音乐艺术鉴赏

京剧四大名旦合影



15.2.1  京剧和皮黄腔

u 《打渔杀家》又叫《庆顶珠》《讨鱼税》，是京剧、汉剧、秦腔共有剧目。讲述梁山好汉萧恩和女儿
桂英打鱼为生，遇到恶霸丁自燮催讨鱼税，争执不成告到官府，不想却被官绅勾结遭到杖责，于是萧恩父
女被迫抗争，以献珠赔罪为名，夜入丁府，杀死恶霸全家远走他乡。

鉴赏曲目：《打渔杀家》（旦角、西皮原版）

  15.2  秦淮以北之戏曲——北方戏曲音乐艺术鉴赏



15.2.2  豫剧和梆子腔

u 豫剧又叫“河南梆子”“河南高调”“河南讴”“靠山
吼”，为河南省的主要剧种之一，流行区域分布甚广，大江
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新疆、西藏等地都有豫剧演出，现主要
流行于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一带。
u 豫剧在明代末期由传入河南的山陕梆子结合河南土语及
民间曲调发展而成，属于板腔体的梆子腔剧种。梆子腔又有
西秦腔、乱弹、秦腔等名称，因演唱时用枣木棒子击节伴奏
而成，故名梆子腔，俗称“桄桄乱弹”。
u 清代康熙时期，秦腔广泛流传，同各地的语言和民间艺
术结合，逐步形成众多地方性梆子腔剧种，豫剧就是梆子腔
经山西向东传播至河南后形成的梆子腔剧种。

  15.2  秦淮以北之戏曲——北方戏曲音乐艺术鉴赏



  15.2  秦淮以北之戏曲——北方戏曲音乐艺术鉴赏

15.2.2  豫剧和梆子腔

u 由于地方色彩和方言语音的差异，豫剧在河南也形成了不同的声腔流派，主
要有豫东声腔和豫西声腔两大体系。
u 豫东声腔以豫东调为代表，还包括祥符调、沙河调、高调。声腔的语言基础
是中州音韵的豫东地区的音韵和语调，在传统演唱中多用假嗓，声高音细，花腔
多，具有高亢、奔放、挺拔、明朗的特点，唱腔多用“上五音”，代表人物有陈
素真、马金凤等。
u 豫西声腔的语言是中州音韵的豫西语调，多用真嗓演唱，唱腔中哭腔多，演
唱特点是粗犷、悲壮、深沉、浑厚，唱腔多用“下五音”，代表人物为常香玉。



15.2.2  豫剧和梆子腔

u 《拷红》取材于元代王实甫所写杂居剧本《西厢记》，经历了从小说、说唱再到剧本的发展过程，故
事最早见于唐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少女崔莺莺和张生恋爱、被遗弃的悲剧故事，后经过历代
发展，变成莺莺和张生共同向封建家长挑战，终成眷属的喜剧。
u 豫剧《拷红》中红娘成为主要人物，描述了一个机智聪慧、性格活泼开朗，善于巧妙的和封建礼教势
力进行斗争的小丫鬟角色，该段唱腔用了花腔、衬词，语气变化频繁，音乐活泼流畅。

鉴赏曲目：《拷红》（旦角、流水板）

  15.2  秦淮以北之戏曲——北方戏曲音乐艺术鉴赏



15.2.3  评剧

u 评剧又叫“平腔梆子戏”，俗称“蹦蹦戏”“奉天落子”“平戏”等，大约形成于
1910年左右，是流行于北京、天津、华北、东北、山东、山西、河南及内蒙等地区的剧种。
u 评剧唱腔是在唐山民歌、莲花落等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吸收东北二人转、京剧、河北梆
子等冀东和京津一带的地方曲艺、戏曲音乐成分发展而成。1935年，经白玉霜等演员赴上
海演唱而闻名，正式定名为“评剧”。
u 评剧的唱腔结构为板腔体，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唱腔特点，如白玉霜的“白派”多在中
音区演唱，音调低回缓慢，刘翠霞的“刘派”高亢脆亮，爱莲君的“爱派”善用疙瘩腔，新
凤霞的“新派”甜美俏丽等。
u 无论哪种唱腔，都有着共同的特征，即：以唱功见长，歌词浅显易懂、演唱明白如诉，
具有抒情性强、流畅自然、乡土气息浓郁的特点，最善于表现当代人民的生活，因此深受城
乡观众的喜爱。

  15.2  秦淮以北之戏曲——北方戏曲音乐艺术鉴赏



15.2.3  评剧

u 剧目根据1945年著名说书艺人韩起祥创作的陕北说书《刘巧团圆》改编而成，讲述抗日战争时期陕甘
宁边区，刘巧儿勇于打破封建包办婚姻，和赵柱儿退婚，追求自己心上人赵振华，殊不知赵柱儿就是赵振
华，退婚期间，其父贪财将其卖于本村地主，当巧儿和柱儿见面后解开误会，决定重新争取幸福的婚姻，
经过马专员调查，最终二人达成心愿。

鉴赏曲目：《刘巧儿》

  15.2  秦淮以北之戏曲——北方戏曲音乐艺术鉴赏



15.3.1  昆曲和昆腔

u 昆曲是由昆腔构成的单一声腔剧种，属于全国性剧种。
昆曲距今已近600年的历史，以其典雅古朴的风格、完美精致
的形式，为我们传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特征，被人们称
作百花园中的“兰花”。
u 昆腔是明代戏曲腔调中成就极高、影响极广的一种。最
初形成于元末明初，明代中叶，魏良辅等人经过多年刻苦钻
研，在总结传统经验基础上吸取其他腔调的若干优点，对昆
山腔做了重大的创造性发展，于是形成委婉迤逦、精致典雅
的“水磨腔”。万历年间，昆腔的影响由吴中扩展到江浙各
地，形成“四方歌曲必宗吴门”的盛况。

  15.3  秦淮以南之戏曲——南方戏曲音乐艺术鉴赏



15.3.1  昆曲和昆腔

u 昆曲的唱腔结构属于曲牌体，曲牌体又称曲牌联缀体，属于套曲形式，一出戏由多个曲牌
连缀而成，曲牌之间的连接有约定俗成的程式。在皮黄腔和梆子腔出现以前，曲牌连缀曾是我
国戏曲音乐唯一的结构形式。
u 至明末清初时期，昆腔经过了100多年的辉煌发展，日趋衰落，最终敌不过新兴的梆子腔
和皮黄腔带来的冲击，逐渐被广大的人们群众遗忘，然而，昆曲作为宋元以来我国戏曲发展史
上的第二个高峰，其所用的昆山腔不仅在明清一二百年间曾经称盛多时，而且对后来戏曲音乐
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在艺术创造上的丰富经验，被后来新兴的各剧种广泛吸收，有不
少剧种还直接采用了它的腔调和曲牌，昆山腔在我国戏曲唱腔发展过程中拥有“百戏之祖”的
巨大价值。

  15.3  秦淮以南之戏曲——南方戏曲音乐艺术鉴赏



15.3.1  昆曲和昆腔

u 《牡丹亭》是明代汤显祖的代表作，描述南宋时期南安太守杜宝之女杜丽娘自幼受封建礼教束
缚，在丫鬟秋香怂恿下到花园中游玩，回来后梦到书生柳梦梅，醒后伤感而死。三年后柳梦梅至南
安养病，拾到杜丽娘的画像后深为爱慕，朝夕呼唤，丽娘的鬼魂与之相会并结为夫妻的故事。

鉴赏曲目：《牡丹亭》中的《游园》

  15.3  秦淮以南之戏曲——南方戏曲音乐艺术鉴赏



15.3.2  川剧和高腔

  15.3  秦淮以南之戏曲——南方戏曲音乐艺术鉴赏

u 川剧是四川的地方剧种，也是我国的一个多声腔剧种之一，形成于清代中叶，流行于四川、重庆、贵
州、云南部分地区。川剧中最有名的技巧是变脸。

u 川剧声腔包括昆曲、高腔、胡琴（皮黄戏）、弹戏（川梆子）
、灯调五种声腔，各有各的剧目，其中以高腔部分的剧目最多，
约占70%。高腔源自江西弋阳腔，继承了“错用乡语”“改调歌
之”的特点，广泛吸收当地的民间音乐并用各地方言演唱，形成
各种不同的流派和风格特征，都以“不拖管弦”的徒歌表演形式
为主，由帮、打、唱三部分组成，都有音调高亢一泻千里的气势。
u 川剧高腔的唱腔音乐属于曲牌体，演员情感的表达要通过不
同情感色彩的曲牌来体现。



15.3.2  川剧和高腔

u 《秋江》是川剧高腔中著名的传统折子戏，故事来自明代传奇《玉簪记》中的一折。讲述道姑
陈妙常与书生潘必正互生爱慕之情，潘因陈拘于清规而离开，陈妙常得知后连夜追至江边，相见后
互诉衷肠并订下终身。
u 该折戏发挥行舟的舞蹈特点，将唱、做都诠释的很精彩，陈妙常追舟时内心的焦急和对自由恋
爱的向往之情通过帮腔起到了较强的烘托作用。

鉴赏曲目：《秋江》高腔

  15.3  秦淮以南之戏曲——南方戏曲音乐艺术鉴赏



15.3.2  黄梅戏和本土腔

u 黄梅戏旧称黄梅调或采茶戏，也有二高腔、怀腔、府调等称谓。
音乐来源于安徽黄梅地区的采茶调，清代中叶后形成民间小戏，称“
黄梅调”，使用安庆一带的方言演唱，在安徽、湖北、江西三省交界
的区域广为流传。最初演“二小”或“三小”戏，后受青阳腔和徽调
的影响，逐渐发展成为可以演出整本大戏的剧种。
u 黄梅戏因唱腔优美，表演真切，演出剧目通俗易懂，生活气息浓
郁等特征而受到各地群众的喜爱。黄梅戏是从本区域民歌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本土唱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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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  黄梅戏和本土腔

u 本土腔这一概念是冯光钰先生针对清代即近现代直接在本地民间音
乐基础上产生的许多新剧种而提出的。本土腔剧种最早一般被视为“民
间小戏”，但在长期而广泛的流传过程中，逐渐超出了本土范围，剧种
以其剧种原貌在各地演出传播，产生较大的影响。
u 本土腔系统所含剧种数量庞大，它们虽然没有悠久的历史可以炫耀，
但也因为此使其在发展的过程中少了许多程式的束缚，这些剧种的唱腔
多是将民间音乐的抒情性、叙事性和戏曲音乐的戏剧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以其鲜明的地方风韵而独具风格和特色，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广泛喜爱。

  15.3  秦淮以南之戏曲——南方戏曲音乐艺术鉴赏



15.3.2  黄梅戏和本土腔

u 《对花》选自二小戏《打猪草》，《打猪草》是黄梅戏早期的传统剧目，描述
陶金花打猪草时不小心打断了两根竹笋，金小毛误认为金华是要偷笋子，后经过解
释误会消除。“对花”是其中一段精彩的歌舞选段。

鉴赏曲目：《对花》

  15.3  秦淮以南之戏曲——南方戏曲音乐艺术鉴赏



代表艺术家→1）梅兰芳

u 梅兰芳，京剧旦角演员，字畹华，生于梨园世家，爷爷为“同
光十三绝”之一的梅巧玲。梅兰芳自幼学戏，谦虚好学，精心钻研，
在50多年的舞台生涯中，创造了众多优美的艺术形象，积累了大批
剧目，其表演以“大气、雍容华贵、典雅”著称。
u 早先的京剧是以生角为主，旦角多为配角，以梅兰芳为首的“
四大名旦”不断提高旦角的表演技艺，使旦角最终和生角共同支撑
起京剧艺术的发展。
u 梅兰芳所创的梅派唱腔凝重流畅、甜美圆润，形成一个独具特
色风格的艺术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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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艺术家→2）常香玉

u 常香玉是河南豫剧著名的表演艺术家，1923年出生在河南
巩县，父亲是豫剧艺人。
u 常香玉对艺术一直表现出炽热的追求，他的唱腔朴实自然，
扮相端庄大气，吐字清晰圆润，拥有较高的艺术造诣，是“常
派唱腔”的创始人，有豫剧皇后的美誉。
u 主演过《花木兰》《白蛇传》《拷红》《破洪州》等剧目，
至今仍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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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艺术家→3）新凤霞

u 新凤霞原名杨淑敏，小名杨小凤，中国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评
剧新派创始人，被誉为评剧皇后。
u 新凤霞出生于江苏苏州，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新凤霞逐渐形成
独具特色的“新派唱腔”，尤以流利的花腔——“疙瘩腔”著称。
u 擅演剧目有《刘巧儿》《花为媒》《杨三姐告状》《金沙江畔》
《志愿军的未婚妻》《会计姑娘》《祥林嫂》等，其中《刘巧儿》
《花为媒》已摄成影片。
u 新凤霞在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期间以《刘巧儿
》一剧获演员一等奖，1997年获第十六届“亚洲最杰出艺人奖”。

  15.3  秦淮以南之戏曲——南方戏曲音乐艺术鉴赏



代表艺术家→4）俞振飞

u 俞振飞出生在昆曲世家，父亲俞粟庐为著名昆曲唱家，得清代叶
堂一派的传授，自成“俞派”。
u 29岁，经程砚秋介绍，赴北京拜京剧小生前辈程继先为师，成
为专业演员。
u 他与程砚秋合作，扮演《红拂传》中的李靖、《春闺梦》中的王
恢、《梅妃》中的唐玄宗相得益彰；
u 与梅兰芳合作，扮演《奇双会》中的赵宠、《断桥》中的许仙、
《游园惊梦》中的柳梦梅相映生辉，均堪称人间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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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艺术家→5）俞振飞

u 严凤英原名严鸿六，安徽省桐城县罗岭镇黄梅村人，黄梅戏杰出
的表演艺术家，安庆黄梅戏的发展缔造者，是中国黄梅戏传承发展
的重要开拓者和贡献者。
u 严凤英10岁时开始学唱黄梅调，为族人所不容，后跟随严云高
学戏，取艺名凤英，1954年因在黄梅戏电影《天仙配》中饰演七仙
女而扬名全国。
u 历任安徽安庆市黄梅戏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文联第三届委员，第
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u 主要作品有《天仙配》《小辞店》《游春》《春香传》《打金枝
》《王定保借当》、《碧玉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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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闻趣事→ 1）张飞和白色脸谱

u 我们都知道，京剧中脸谱的颜色象征着某个人的性格品质和角色命运，
例如红色代表忠诚憨厚，如关公；蓝色代表粗犷暴躁，如窦尔敦；白色代表
阴险狡诈，如曹操；黑色代表刚正不阿、正义勇猛，如包拯等。三国中张飞
是一个正义勇猛的黑脸大汉，可是京剧脸谱中却用了白脸，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因为脸谱的变化最初是由黑色发起和带动的，张飞的脸谱最初是满脸
涂黑，后来为了突出五官部位的变化，慢慢变成只在额头处涂黑，最后到“
十字门”，即将脑门黑色也缩窄成一根柱。这种黑色的退让成全了面部其他
重要器官的夸张，通过张飞脸谱的变化过程可知，脸谱表现的是角色的神态，
不仅仅是角色的相，张飞脸谱代表着脸谱艺术的最高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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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闻趣事→ 2） 《同光十三绝》和京剧粉丝——慈禧

u 清光绪年间，晚清画师沈蓉圃用工笔重彩绘制出一幅《同光十三绝》剧
装画像，该画中所展现的是清代同治、光绪年间13位昆曲、京剧著名演员。
画中绘有老生4人——程长庚、卢胜奎、张胜奎、杨月楼；武生1人——谭
鑫培；小生1人——徐小香；旦角4人——梅巧玲、时小福、余紫云、朱莲
芬；老旦1人——郝兰田，丑角2人——刘赶三、杨鸣玉。慈禧太后虽然贵
为太后，但她是个准戏迷，用现在的词形容就是京剧粉丝。这些角都进宫给
慈禧唱过戏，她对谭鑫培的戏尤为欣赏。一次慈禧过寿，谭鑫培应召进宫唱
《站太平》，其中有一句“大将难免阵头亡”，祝寿若唱出“死”“亡”等
不吉利的字难免要受责罚……（详见P251）

  15.3  秦淮以南之戏曲——南方戏曲音乐艺术鉴赏



剧目推荐

u 京剧《将相和》《宇宙锋》《空城计》《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岔口》《二进宫》
u 豫剧《花木兰》《红娘》《穆桂英挂帅》《打金枝》《七品芝麻官》《朝阳沟》
u 评剧《刘巧儿》《花为媒》《杨三姐告状》《小女婿》《秦香莲》
u 昆曲《游园惊梦》《十五贯》《桃花扇》《长生殿》《思凡》《断桥》
u 川剧《琵琶记》《玉簪记》《红梅记》
u 黄梅戏《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罗帕记》《卖花记》《夫妻观灯》《打猪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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