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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传统音乐传承与保护 

——以赣剧饶河戏为例 

罗红霞 1 罗娜 21 

( 1. 萍乡学院团委； 2. 萍乡学院初等教育学院江西萍乡 337000) 

摘要: 文章以鄱阳赣剧、饶河戏为例，介绍其传统，分析其特征，并阐述民间艺人在保护、传承地方戏曲中所发挥的巨大

作用，以期为当下保护传承地方戏曲文化艺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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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剧起源于弋阳腔, 其兼唱高腔、乱弹、昆腔等多声腔传统戏曲剧种, 流行于江西。赣剧早先为鄱阳地方戏, 分为信河派

和饶河戏, 1950年命名为赣剧。赣剧的著名演员有王双凤、江贵生、杨桂仙、冯衣金、胡瑞华、施国爱、涂玲慧、陈俐等。 

鄱阳赣剧原名饶河戏, 饶河班以鄱阳、景德镇、乐平、万年为中心, 至今保存了部分的高腔剧目, 其艺术风格古拙朴实, 婉

转醇厚, 唱腔激昂高亢, 刚柔并济的表演带给饶河两岸世代百姓无穷的生活乐趣。鄱阳赣剧可追溯到明末清初, 以高腔为主, 

尔后融合昆曲、乱弹腔等为一体。清朝光绪年间, 乐平义洪班艺人王裕发传授弋阳腔于饶河戏人, 由原先的西皮和秦腔拨子的

饶河戏改唱弋阳腔, 至今传唱一百多年, 也是迄今为止保留弋阳腔较完整的活本。 

一、鄱阳赣剧饶河戏的文化特征 

南宋时期, 在鄱阳县磨刀石乡殷家村出土的南宋洪迈后裔墓葬中发现数十枚形态各异的陶瓷戏俑, 呈现出了鄱阳百姓积极

向上的生活景象, 这足以佐证饶河人爱戏。饶河戏是当地老百姓精神生活的重要一部分, 他们对饶河戏的热爱体现在生活中的

方方面面。①凝聚力。鄱阳赣剧作为社会的文化艺术资源, 对当前社会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激发力、渗透力和推动力, 饶河戏丰

富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方式且促进了人的个性全面发展, 激发人的潜能, 使人具有和谐社会共同倾向性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凝聚

力。新中国成立后, 鄱阳当地赣剧团围绕党务中心工作, 结合当地百姓的文化需求, 大量创作出群众喜爱满意的好剧本, 宣传

贯彻党的精神、传播知识, 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面貌。②亲和力。鄱阳赣剧保留了弋阳腔, 演唱方言上也入乡随俗。赣剧戏迷

们农作结束后必赶到戏台看戏, 那时流行一句:“三天不看饶河戏, 心中发闷无力气。”演员在舞台上专注的表演, 用真情诉说

着剧本中的每一处剧情, 尽管要忍受炎热的烈日、冬日刺骨的寒风, 可面对观众渴望的眼神和那聚精会神的面孔, 感觉自己所

做的一切都值。③传承力。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饶河赣剧事业, 鄱阳县近 30年间先后招收数百名赣剧学生, 投入了大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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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物力、财力将他们送往专业院校定向培养, 目前培养了一大批赣剧事业中、青年接班人。多年来, 他们利用农闲期间, 下

乡行遍赣、皖、浙三省交接地区, 深入乡间的每一个村落, 无处不见饶河戏班的身影。④革新力。鄱阳赣剧团坚持走出去, 坚

持博采众家之长的理念, 不断向外学习各地多剧种的戏曲特点, 定期举行赣剧培训班和研讨会, 不断创新推出了《打金枝》《林

冲夜奔》等优秀剧目。另一方面, 要求创作人员深入农村各地采风, 传递身边百姓的人和事, 唱好、赞好百姓好声音。⑤传播

力。建立了县、镇、村三级戏班社, 演出队伍普及至全县各处, 并跨出了饶河流域, 进入相邻省市的演出市场, 赣剧演员凭借

深厚的功力和华丽的唱腔, 饶河戏韵深深烙印在每一位戏迷的心间。 

二、鄱阳赣剧饶河戏名家 

胡瑞华老师在我国戏曲艺术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她是我国杰出的赣剧表演艺术家, 国家二级演员,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赣剧饶河戏传承人。她在赣剧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她对赣剧声腔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丰硕的成果, 代表剧目有《打金枝》《装

疯骂殿》《尼姑思凡》《胭脂狱》《江姐》等。她独树一帜的表演, 深深吸引着每一位赣剧观众, 她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赣剧艺

术事业, 为江西戏曲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也形成了赣剧饶河戏“胡派”艺术风格, 成为江西戏曲界的名人。 

“勤能补拙是良训, 一分辛苦一分才。”古今中外, 每一位成功者手中的鲜花, 都是用他们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胡老师

15 岁进入赣剧团饶河戏班学习, 由于较晚学戏, 已经错过了最佳学戏的年龄, 这意味着她的学艺之路将会更加的艰辛, 要付出

同龄人百倍千倍的努力。那时, 她每天用嘹亮的嗓子和朝阳一同起舞与百鸟趣味对歌。在剧团除了练功学戏, 演出时帮剧团打

打下手, 准备服装、道具, 有时剧目需要时还会当小演员 (跑龙套) 。那时的省城戏迷较多, 一次偶然的机会演员王双凤在省

城汇报演出, 胡老师被剧团负责人推荐去顶替演出, 她出演了剧目《别瑶》, 她酣爽的嗓喉震惊全场, 数百名观众听得如痴如

醉, 连声叫好。胡老师首次登台献唱非同凡响, 一夜成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观众纷纷点名要看她的戏, 可她刚学戏不久, 这

不得不安排剧团的老师们每天晚上演出后给她排新戏。胡老师聪明伶俐、天资过人、勤学苦练, 在短短的一个月内连续出演《七

仙女下凡》《嫦娥奔月》《白蛇传》《打金枝》等剧目。从那时起, 胡老师的叫绝戏深深吸引着无数戏迷朋友, 她的好嗓音也红遍

了赣东北地区。 

胡老师的出现, 为赣剧掀开了崭新的篇章, 涌现一大批京剧戏迷、越剧戏迷、采茶戏等戏迷纷纷加入到赣剧饶河戏的观众

队伍中来。这得于她优美的唱腔和女性特有的艺术表演。四年后, 她参加江西省戏曲汇演, 出演《一块手表》剧目获得优秀表

演奖。1959年 6月, 她代表江西参加古老剧种进京汇报演出, 出演《三司会审》, 并将“二黄”故乡的皮黄腔带入了京城。 

经过几年的努力探索, 胡老师在赣剧艺术道路上取得了丰硕的成绩, 完成了她心中的“演员梦”, 从那时起, 也标志着她

再次出征赣剧表演艺术道路, 将在赣剧的发展道路上极速飞跃。 

胡老师可谓是为赣剧而生, 她爱赣剧更爱观众, 赣剧是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舞台是她人生存在的价值, 观众是

她价值的体现。在她每次的下乡演出, 如果没有安排她演出, 她都会主动给观众加演剧目, 满足观众的戏瘾, 以表感谢。她的

付出也赢得了众多观众的爱戴, 她一直在赣剧的艺术之路默默地付出着, 事业上也得到了大家的肯定。1982年、1984年分别荣

获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荣誉称号；荣获鄱阳县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具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荣誉称号。胡老师不仅悉心发展

赣剧, 在赣剧的传承接班中也做出了好榜样。在 2016年, 她加入文化部名家传戏工程, 青年演员江玲静、张钰拜她为师, 这也

确立了赣剧饶河戏“胡派”艺术的地位。当前, 她的事迹已收录在文化部主办的《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江西卷》《中华戏曲·赣

剧史话》《当代戏曲表演艺术家名录》。 

三、鄱阳赣剧饶河戏的传承与创新 

早年, 胡老师在学戏时向老师提出了赣剧发展存在的不足之处和声腔方面等问题。随着时代不断发展与变革, 观众对戏曲

艺术的需求已经有新时代的特点。因此, 胡老师用尽几十年的心血, 在舞台生涯中不断探索, 锐意革新, 在赣剧剧目的人物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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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和声腔艺术中形成了“胡派”艺术风格。经过她几十年的舞台表演实践中不断汲取不同剧种、行当等特点, 在传统赣剧饶河

戏的继承中创新发展。 

(一) 旦角唱腔定调和音色的改良 

早先赣剧一直是男演员扮演女性角色, 通常活跃在乡间、田野, 其声音高亢、身段粗壮, 程式化的表演带着浓厚的乡土气

息, 表演区别于京剧那般规范化。在胡老师未出现前所有剧目中均是男花旦, 尔后有了女花旦。由于男性嗓音条件的限制, 他

们的音域在 c1-a2 (c3) 音区, 用大白嗓演唱 E调和 G调, 女花旦则用小嗓演唱, 由于 G调音域过高, 表演者整场下来较吃力, 

没有回旋的余地, 胡老师将女花旦的唱腔重新定调, 定位 D调, 这样使表演者有饱满的精力在演出过程中游刃有余发挥。为此, 

赣剧琴师爷王仕仁先生也认为这样的定调更为合适。 

在唱腔音色中, 由于男演员唱女演员的旋律只能用大白嗓演唱, 其音色低沉、声线粗犷, 并未能表现女性的声音特点, 到

高音处时男演员只能用真、假嗓音结合演唱, 其开口音后面使用闭口音的衬词“咦”, 且用高八度音来演唱, 好似一人唱一人

附和答, 其声腔唱法苍白、粗犷有余、柔美不足, 表达情意过于直白, 使人听起来尖锐刺耳, 这也是较早的赣剧特有的唱法。

一般小生和花旦用小嗓居多, 体现年青人物。胡老师充分利用女性特有的嗓音条件, 在唱腔上精简了多余的开口音和闭口音衬

词, 在 13个衬词中的“咦”、“嘁”尾衬音中保留赣剧的传统唱腔韵味, 使唱词变得干净利落, 纯正清晰, 演唱时也难听出真假

声的转换。赣剧饶河戏一派中, 表演技艺精湛者过多, 可真正在唱腔旋律中游刃有余的角儿在当时并没有出现过。 

(二) 创新学习方式方法 

我国传统戏曲区别于现代音乐体系的传承学习方式, 对戏曲艺术的学习方式“口传”最为常见, 尔后有“谱传”等学习方

式。胡老师在她每一次的演出后, 回到家中都会反复深思回顾演出场景, 查找演出中存在的不足。胡老师将她进京观摩学习到

的高腔、清阳腔等剧种的表演融合到了赣剧的学习之中, 同时还向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请教剧目表演中的诸多问题。她总结出:

在吐字方面, 绝大多数演员刚学习时难免会带家乡口音唱戏, 为此, 要加强字词的绕口令练习、对照镜子练口型 (“Ru”唱“Yu”, 

使口型更美观) 、旦角在水中练习兰花手势、对着供香练习人物性格眼神等等。早先, 赣剧老师主要以口传身教为主, 在剧本

台词中难免会出现疑惑之处, 胡老师会主动翻阅字典, 准确解读剧本词意。她认为, 演员要塑造好剧本人物角色, 必须先读懂

剧本再唱戏。胡老师大胆借鉴其他剧种的学习方法以此来提高赣剧的艺术表演水平, 这也为她日后的赣剧饶河戏的改革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三) 剧目唱段的改良 

剧目《武家坡》唱段“王宝钏出寒窑……”旋律中叙述部分反复太多, 变化少, 听起来乏味枯燥, 胡老师将唱段的节奏时

值放慢一倍, 在时值长的音符前后加入装饰音, 相同乐句之间加入了高音旋律, 丰富了乐段的旋律唱腔。 

原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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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后的乐谱: 

 

唱段中西皮十八板“可怜我受苦受难十八年十八年”, 她糅合《小放牛》的曲调, 将句子重新划分, 在字与字之间加上重

音, 运用“耍腔”使原来的哭腔变得不再拖泥带水, 剧情表达完整。 

剧目《十五贯》唱词中“听父言不由我肝肠痛断”原来唱法单一, 胡老师在台词上进行重新编配, 用字、词来抒发情感强

化人物特点, 在多处加入了锣鼓点, 在“老拨子”的唱法中悲愤情绪不够, 胡老师大胆地吸收了赣剧男腔的“老拨子”曲调和

唱法, 使得该唱段刚劲有力。 

新编古装戏《胭脂狱》借鉴了弋阳腔, 大胆破格自创新腔“上江调二六板”, 使旋律速度融合到剧情之中, 现在我们听到

的饶河戏均为改革后的唱法。当然, 现在的音响设备条件更好了, 有了扩音器, 演员在唱调高的戏也略显轻松些。在声调方面, 

胡先生的演唱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汲取地方唱腔、小调、民歌, 有机地融入到自己的唱腔中, 胡老师的演唱听不出真假声的转换, 

淳朴清幽, 通透明亮, 依然保持着浓郁的饶河风格。在赣剧的声腔方面对音色、线条进行了旋律的加花、删减, 使原唱腔旋律

变得更加紧凑、戏味足。《胭脂狱》改良后的唱腔谱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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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目《打金枝》中升平公主的西皮唱段“一见驸马生了气”, 原来的唱法词多, 速度快, 且一个速度, 十分呆板, 缺少人

物戏剧色彩, 未能表现升平公主的身份和她俏皮性格。 

原谱: 

 

胡先生对该唱段进行了改编, 在前奏加入了快板, 删减了台词, 将字、词进行重新分配, 并加入了青阳腔的曲调。在“一

见”的“见”字后面加上了节奏型附点和富有弹性地装饰音, 同时加了尾音“咦”音, 将整个旋律唱段的速度放慢, 塑造出升

平公主“骄”“娇”的性格特点, 舞台表演中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 

改编后的唱腔谱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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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目《望儿楼》胡老师扮演窦太真, 在其他戏曲剧种人物通常是老旦应工, 胡老师依然按照赣剧的传统表演去塑造人物, 在

唱腔方面进行了改革。在剧中, 有长时间的“二黄”唱段, 这在赣剧中极少出现, 由正板、连板、碰板、吟板连贯合成, 剧中

的人物情感错综复杂, 对演员的功力要求十分高。胡老师截取了老旦的唱腔风格, 借鉴了信河派的风格特点, 在正旦的端庄平

稳中, 使人物形象增添几分亲和力。整个唱段起伏跌宕, 旋律多变, 胡老师演唱细腻婉转、情绪层次鲜明, 完整地呈现出剧中

的人物特点。 

《装疯骂殿》也是“胡派”的经典代表作之一, 该剧目在 1957年录制成碟片。胡先生在赣剧的表演中, 不断吸取各剧种的

特点, 从而不断形成自身的“胡派”风格。她认为, 不同地区的地方戏曲剧种还要尽可能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来创新, 走

进当地群众戏曲文化, 合乎本土戏曲艺术的“口味”, 这样才有利于各剧种薪火相传, 也可以推动各剧种流派交流切磋、融合

创新。在信河派《装疯骂殿》这折戏中, 杨桂仙老师表演精湛, 唱腔细腻, 这是饶河戏没有的。胡老师在杨桂仙老师的表演基

础上融入了饶河戏的元素, 在剧情表演“笑声”时, 她运用多种戏曲表演形式, 连续三次的大笑声使人物表演极具戏剧色彩、

剧情连贯, 人物情绪转换鲜明, 在脱衣摘冠处借用了京剧的表现手法。 

谱例: 

 

剧本《梁祝》中的“书馆夜读”唱段, 胡老师对其字的音调和字词进行特定分配, 将唱词和读白字加以区别, 让观众更能

读懂剧情。在唱腔旋律较为紧凑, 增强了乐句的律动感, 完整表达出人物内心的复杂情感。在唱词中“耳”字, 应唱三声, 如

果唱二声将会误听为“儿”字, 在念白中“耳”念二声。 

谱例: 

 

在 1991年, 鄱阳县赣剧团被评为“全国文化工作先进单位”, 因此闻名全国, 在我国地方戏曲中逐渐影响深远。胡老师在

赣剧艺术中的传承发展体现了中国戏曲的多元文化, 同时也满足了当下观众的需求, 以此获得更多戏迷观众。她曾说:改革创新

要一点一滴改, 不得大改, 大改会失去赣剧的本质特点。她认为:作为演员, 要不断反思为观众唱好戏, 更要为赣剧的发展不断

刻苦钻研。在文革前, 观众可能只会认为胡老师有副好嗓, 文革后, 观众评价胡老师不仅演得好还唱得好。由此, “胡派”艺

术风格进一步得到了大众的认可。胡老师孜孜不倦、锐意进取的学习精神值得我们年青一代文艺工作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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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派”艺术用戏曲语言诠释着赣剧的蜕变, “胡派”的唱腔特点给赣剧注入了新鲜的色彩, 在戏曲舞台中感化人们, 给

热爱戏曲的青年观众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艺术思想印记。非常可贵的是, 在赣东北地区不断涌现出“胡派”风格的青年赣剧演员。

诚然, “胡派”表演艺术在今天听来依旧入耳清新, 寓情于声。 

四、鄱阳赣剧饶河戏传承与保护的思考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第一次见到胡老师倍感亲切, 这就是业内人士传说中可亲可敬的“大名角儿”, 心

中饱含着敬畏之情。聆听到胡老师婉转、透亮的嗓音心中涌出一阵暖流, 才发觉我们江西本土的地方戏曲是多么的美, 唱腔旋

律是那般高贵, 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在我们的交谈中, 在她的身上也让我看到了她为赣剧的传承与保护做出的诸多努力, 更使

我对赣剧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也意识到了我国戏曲艺术文化财富传承与保护的重要性。 

近年来, 赣剧饶河戏不断推陈出新, 如剧目《碧血黄花》《我是一个兵》《清贫颂》《洗脚上岸》《阴阳河》《洪皓训凤》《滑

油山》《秦琼表功》等大型赣剧作品, 也获得国、省、市赛殊荣, 同时涌现了张钰、刘小梅等一批赣剧饶河戏优秀青年演员。这

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和老艺术家们悉心的传帮带。 

笔者设想赣剧饶河戏的传承与保护分三个阶段来研究实施:一是采取政府扶持与市场化力量相结合。着力培养赣剧后备人才

力量, 培养出新一代赣剧戏迷观众、新一批赣剧职业演员、打造一支精品赣剧演艺团体。借助文化产业的运营手段, 着力发挥

鄱阳赣剧饶河戏艺术传承促进会、鄱阳赣剧团的力量。二是以传承赣鄱文化为宗旨, 传承与保护工作在各级政府的指导下, 焕

发赣剧古老剧种新生使命。立足于赣东北地区, 并在赣西、赣南地区设立赣剧表演艺术培训机构, 在尊重文化产业的自身规律

的同时, 充分发挥胡瑞华老师的赣剧艺术价值, 携手传承与保护赣剧饶河戏。定期出版赣剧专栏和相关书籍、乐谱、影像视频

资料等, 并建立维护赣剧艺术官方网站, 打开赣剧世界之门。三是打造赣剧精品剧目, 融智融资融天下, 邀请相关人士积极参

与赣剧饶河戏的创新发展, 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贡献自身的智慧和力量, 共同推动保护与传承赣剧饶河戏工程。举办赣

剧艺术风采展, 常态化开设戏曲艺术沙龙等活动。以传承促进、振兴赣剧事业为己任, 发展繁荣赣东北地区文化剧种, 打造传

统音乐活态传承的地区文化特色品牌。 

在江西这片红色热土上, 有一批赣剧戏曲的痴迷者, 尽管他们已青丝白发, 身段不再婀娜, 一旦他们穿上美丽的戏服, 戴

上满头珠翠, 胡琴声响起, 他们的唱腔和表演有板有眼地再现一个个传奇故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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