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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越剧艺术发展简述 

刘新玉 

【摘 要】越剧发源于浙江省绍兴地区嵊县一带，清末在曲艺" 落地唱书" 的基础上吸收余姚滩簧、绍剧等曲种、

剧种的剧目、曲调、表演艺术而初步成型，以后在发展中进一步走向成熟，形成优美抒情的艺术风格。无论在城市

还是农村，越剧都在草根环境中生存发展，是一种地道的市民文化。正是因为这样的普及，越剧获得了百年复兴的

广泛社会基础。 

【关键词】越剧； 浙江； 改革； 唱腔 

起步于绍兴农村的越剧，是“一群乡下男人玩出来的越剧”，一直"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越剧发源于浙江省绍兴地区

嵊县一带，清末在曲艺"落地唱书" 的基础上吸收余姚滩簧、绍剧等曲种、剧种的剧目、曲调、表演艺术而初步成型，以后在发

展中进一步走向成熟，形成优美抒情的艺术风格。 

一、百年酿得千里香 

在浙江东部，四明山西麓，有一座建于西汉时期的古城——嵊县，越剧便发源于此。越剧是从“落地唱书”发展起来的，

唱书是流行于嵊县农村的一种自娱自乐的形式，劳作之余，人们常聚于田头、晒场等地说唱一番。随着唱书艺术的发展，其影

响也不断扩大，唱书艺人们走南闯北，将唱书艺术带出嵊县。一次偶然的余杭岳阳楼事件，使艺人们产生了分裂，而落地唱书

也因此分为了南北两派，艺术风格上南派“俗”，北派“雅”。 

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 春，唱书艺人在浙江余杭进行了分角色演出的初次尝试，清明节时在嵊县东王村用稻桶、门板搭

成的草台上正式以戏曲形式演出，从此诞生了一个新的剧种。为与绍兴地区流行的绍兴大班相区别，称之为“小歌文书班”，简

称“小歌班”，因为十分简陋，乐器只有尺板、笃鼓，也称“的笃班”。艺人基本上都是半农半艺的男性农民，故俗称男班。所

用曲调沿用唱书时的［呤哦调］，以人声帮腔，无丝弦伴奏，剧目多民间小戏。“越剧”这个名称，首次出现在 1925 年 9 月 17 

日上海《申报》演出广告中。 

小歌班诞生后，从嵊县向邻近的绍兴、宁波一带流布。1910 年进入省城杭州。1917 年 5 月 13 日，初次进入上海，在十

六铺“新化园”演出，因粗糙简陋，观众寥寥，不足一月即结束。以后又有三班小歌班艺人来上海，在几经失败之后，艺人们

注意学习绍兴大班和京剧的表演技巧，艺术上有所提高。从 1920 年起，小歌班集中了几乎所有较知名的演员，编演了一些有

自己特色、引人入胜的新剧目，如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编为连台本戏，又如编演了《孟丽君》，重新改编移植自东阳班( 婺

剧) 的《碧玉簪》。这些剧目，正适应了五四运动后争取女权和男女平等思潮的兴起，因而受到广大观众欢迎。 

为了适应城市环境并在竞争中生存，迫切需要变革，改变剧种过于简陋的状况，提高艺术水平。1921 年在上海升平歌舞台

组成越剧史上第一支专业乐队，用丝弦演奏取代人声帮腔接调，因板胡定弦为 1 － 5 两音，在工尺谱上是“正”、“宫”，故称

［正宫调］，简称“正调”，从此［丝弦正调］成了男班的主腔，并初步建立起板式变化体的音乐框架。1921 年 9 月到 1922 年，

男班艺人相继将剧种改称绍兴文戏，向古装大戏方面发展。他们吸收京剧、绍剧的表演程式、锣鼓经，剧目则受当时盛行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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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京剧”影响，主要编演连台本戏。 

二、吟唱不衰因改良 

“越剧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百年之内从一个民间乡土小戏，逐渐演变成为仅次于国剧京剧的第二大剧种，根本原因在于创

新并贯穿在其发展的始终。”一位老艺术家说。 

越剧改革，首先是编演新剧目，建立剧本制，废除幕表制。即使演出传统剧目，也经过整理改编。新剧目内容比过去有较

大变化。许多编导和主要演员们，重视剧目的社会效益，主张给观众以积极有益的影响，编演了大量反封建、揭露社会黑暗和

宣扬爱国思想的剧目。1946 年( 即民国 35 年) 5月雪声剧团将鲁迅小说《祝福》改编为《祥林嫂》，这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地下

组织对越剧和整个地方戏曲的重视。是年 9 月周恩来在上海，看了雪声剧团的演出，之后又对中共地下组织如何做好地方戏曲

界的工作作了指示和部署。中共党员钱英郁、刘厚生等被派到越剧界担任编导。之后，上海文艺界和新闻界的进步人士对袁雪

芬被流氓抛粪事件、“越剧十姐妹”( 袁雪芬、尹桂芳、筱丹桂、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竺水招、张桂凤、徐天红、吴小楼)

联合义演《山河恋》及为筱丹桂申冤的斗争中，也都给予了支持。 

唱腔也有重大突破。40 年代前期，袁雪芬演出《香妃》和范瑞娟演出《梁祝哀史》时，都与琴师周宝才合作，创造出柔美

哀怨的“尺调腔”和“弦下腔”。后来这两种曲调发展成为越剧的主腔，并逐渐形成不同的流派。 

在表演方面，越剧一方面向话剧、电影学习刻画人物性格、心理活动的表演方法，另一方面向昆曲、京剧学习优美的舞蹈

身段和程式动作，逐渐形成了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风格。 

在舞台美术方面，采用立体布景、五彩灯光、音响和油彩化妆，改革服装式样、色彩，质料柔和谈雅，成为舞台艺术整体

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一系列的改革，逐步建立起正规的编、导、演、音、美综合的艺术机制，并组建剧务部负责舞台综合艺术。越剧改革，

促使观众的构成发生了变化，除原来的家庭妇女外，还吸引来大批工厂女工和女中学生。上海解放前夕，从事越剧的几个主要

剧团如“雪声”、“东山”、“玉兰”、“云华”、“少壮”都受到中国共产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生气勃勃。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1950 年 4 月 12 日成立了上海第一个国家剧团——华东越剧实验剧团。1955 年 3 月 24 日上

海越剧院正式成立。剧院荟萃了越剧界一大批有较高艺术素养的编、导、演、音、美等专门人才，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发挥了国家剧院示范作用。此外，一批集体所有制的剧团

如“芳华”、“云华”、“合作”、“少壮”等也很活跃，在出人出戏方面取得不少成果。 

50 ～ 60 年代前期是越剧的黄金时期，创作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艺术精品，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

《祥林嫂》等，在国内外都获得巨大声誉，《情探》、《李娃传》、《追鱼》、《春香传》、《碧玉簪》、《孔雀东南飞》、《何文秀》、《彩

楼记》、《打金枝》、《血手印》、《李秀英》等成为优秀保留剧目，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情探》、《追鱼》、《碧玉簪》、《红楼

梦》还被摄成电影，使越剧进一步风靡大江南北。 

为了培养艺术接班人，1954 年秋，华东戏曲研究院设演员训练班，后改建为上海市戏曲学校，招收越剧男女学员 60 人。

1959 年毕业后，分配到上海越剧院组成男女合演的实验剧团，有计划地从事男女合演探索。他们运用“同调异腔”、“同腔异调”、

“同调同腔”等方法，解决了男女对唱的困难。男演员史济华、张国华、刘觉等赢得广大观众的承认。为使越剧事业后继有人，

上海市戏曲学校又于 1956 年开办了越剧音乐班。上海越剧院和虹口、静安等区也分别办了学馆或戏校，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

成为业务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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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浅吟低唱觅知音 

源始于民间、雅俗共赏的越剧在江浙等地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近年来，人们欣喜地看到，“爱越迷”尤其是青年爱越人的群

体正在壮大。杭州西子湖畔、绍兴府山之麓，经常可见可闻越剧票友的唱腔婉转、身段到位、全情投入的表演与吟唱。曾经举

办的江、浙、沪经典越剧展演，在绍兴演出 25天，上演 30 台经典大戏，场场爆满，而且八成以上是市场购票。在浙江许多大

专院校，先后成立了越剧社团、大学生" 越剧戏迷会" ，经常性地组织与越剧名家的见面会、大学生越剧交流会等，为大学生

提供越剧唱腔培训、越剧艺术鉴赏的机会，还举办了高校越剧专场晚会等演出。将戏迷群体的培育，作为繁荣越剧艺术重要一

环，已成为一种共识。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越剧都在草根环境中生存发展，是一种地道的市民文化。正是因为这样的普及，越剧获得了百年复

兴的广泛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