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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戏曲的历史及其发展特征1 

王璐佳 

（上海大学音乐学院，上海 200444） 

【摘 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戏曲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形式，其发展如滚滚长江水般源远流长，

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同时，在非遗文化保护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的指导下，

戏曲这样的中华传统音乐文化更是备受热爱与尊重。浙江是我国戏曲最重要的集散地之一，不仅具有浓厚的历史文

化背景，还具有良好的戏曲音乐听众氛围，本文将通过对整个浙江地区戏曲音乐概况的梳理，阐述浙江具有孕育、

发展戏曲的肥沃土壤，任何新的戏曲的发展都容易在这片土地上实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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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江区域及戏曲概况 

对于“浙江”这一地名，从地理学的维度来说，是地方政区之名，从区域社会学的维度看，是中国的一个区域社会，一个

在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等方面都极有特色的区域社会。纵观中国戏曲发展史，几百年来，浙江在中国戏曲的

演进发展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宋至今，浙江戏曲的发展在中国戏曲发展中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 

（一）浙江地理、历史概况 

浙江的占地面积约为十万平方公里，其北部为杭嘉湖平原，南部为温州、台州地区，西南面为衢州、金华，东临东海。其

中浙江的西南面与福建、江西、安徽三省相交汇，长期以来，这样的地理位置环境使四省不同的语言、风俗习惯与文化得以相

互传播交流，加之古代客家人从北往南迁移途经浙江时带来的文化影响，使浙江成为了一个多民族语言、文化及风俗汇集的地

区。 

在人文历史上，浙江历来就人才辈出，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不论是敬业治水的大禹或是科学救国的竺可桢，又不论

是博学多才的沈括或是工商皆本的黄宗羲，都无不体现着浙江的文化创造精神与作为。又如早期的南戏剧目《赵贞女》剧作家

及明清传奇《玉簪记》的传奇作家等均为浙江人。 

政治经济上，随着南宋朝廷定都于杭州临安，杭州的经济文化日益快速发展，这吸引了大量北方甚至是江苏人口带着技术

及资金等南下定居、经商，使杭州一跃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此外，位于浙江南部素有“小杭州”之称的温州，毗邻

东南海，人杰地灵，宋代时期农业、工商业也空前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人民的生活日益富足。分居于浙江南北

的两个城市经济的空前发展，带动了浙江整体经济的发展。由此，元一统后大批作家演员纷纷向南迁移汇集于杭州切磋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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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浙江戏曲发展 

从音乐史角度看，浙江的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浙江就有萧山“跨湖桥遗址”、余姚“河姆渡遗址”、

嘉兴“马家浜文化”、余杭“良渚文明”等文化遗址的出土，展现了浙江音乐历史文化的丰富多彩。唐宋百戏繁盛，浙江温州

地区诞生了第一种戏曲综合艺术形式——“永嘉杂剧”，又称“南戏”，标志着中国成熟戏曲样式的诞生；宋灭元一统时期，

元杂剧进步繁盛；明代南戏融合并向传奇发展，派生出了四大声腔，其中余姚腔、海盐腔均源出浙江，之后兴起的弋阳腔也广

泛吸收余姚腔的音乐特色而发展形成高腔系统；清代戏曲在浙江进一步发展，声腔盛行，地方小戏蓬勃发展。 

由此，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几次重要的变革几乎都在浙江这一地区产生，而杭州、温州作为浙江政治、经济发展较为快速的

两个区域，就如是中国戏曲发展的温床。两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市民阶层膨胀，从而戏曲艺术应运而生。

当然，浙江戏曲的发展也离不开北人的南下。由于东南沿海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较北方更发达，北方客家人不论是经商或是移居

总乐于往南迁移，这使得浙江这一地区更容易汇集北方人的一些语言、风俗习惯甚是民歌戏曲特色，此外，元朝南北一统后，

大批作家文人与演员汇集于浙江杭州切磋技艺，这都在浙江戏曲的发展过程中加入了北人的特色，使得浙江地区逐渐包含了多

种戏曲细胞，丰富而饱满。 

二、浙江大环境下戏曲的接受与融合 

浙江就像是一个戏曲的集散地，除了本身兴起于浙江的戏曲外，也十分容易接受、吸收外来戏曲剧种，各种声腔、剧种的

融合与发展都容易在这个土地上实现。 

就明代南戏四大声腔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来说，南戏源于浙江，其中海盐腔与余姚腔分别源于浙江的海盐及

余姚，而弋阳腔与昆山腔所属的弋阳、昆山分属于江西与江苏，其又是如何融入浙江南戏的呢？从地理上看，昆山虽属江苏，

但其与浙江海盐相邻，其写成也曾受到海盐腔的影响。明嘉、隆年间昆山腔传入浙江，清中叶遍布浙江，分别于嘉兴、金华、

温州等地形成昆曲分支，浙江的李渔、洪昇两位剧作家也曾为昆曲写作。弋阳腔虽属江西，但弋阳位于江西的东北部，与浙江

的西南部相交，形成了一条交流的通道。此外，在明嘉靖年间汤显祖就曾认为弋阳腔已绝响，但其在后续发展中吸收了源于浙

江余姚的余姚腔“滚白”的特色而显得浅显易懂易被接受，甚至其广泛流传至各地的声腔形成了高腔系统，因此其发展也与浙

江有一定联系。 

又如清代徽戏入浙，从地理上看安徽在浙江的西部，且中间相隔大山，其传入在当时来看极其困难，而清乾隆年间，以皮

黄和吹腔为主的徽戏由徽班分三路分别经过江苏扬州、新安江、江西婺源传入浙江。其中通过新安江流入金华、衢州即浙江西

南部的这一路由于这一地区徽商的密集使徽戏在此路盛行时间最长，甚至这一路戏班后续在金华婺剧团的发展使婺剧在发展中

也融入了徽戏的成分。 

再如滩簧的传入，据现存史料记载，滩簧于清乾隆年间萌生于江南，其萌发及成长与江南地区远近闻名的民歌一-发源于江

苏东南部，以苏州为发展中心的吴歌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后受弹词、花鼓等音乐形式的影响，又经历花雅之争受昆曲的影响，

最终由说唱娘变为戏曲音乐。而今流传的锡剧、沪剧、甬剧、姚剧等剧种都是由滩簧曲艺发展而来，由于缺乏翔实的资料，笔

者尚不敢确切地说滩簧是以何种方式，于何种时间，又是何种原因使滩簧从苏州不向北而是向南流传、甚至越过钱塘江传入浙

江地区并发展而最终形成戏曲剧种的，但这一传播过程及滩簧在浙江地区的发展也说明了浙江是一片适合戏曲发展的土壤。 

由上，不论是南戏四大声腔的融入与发展，或是徽戏入浙后的接受与融合，抑或是滩簧的传播与成长，若非浙江这一地区

对戏曲的接受与容纳度极高，不可能有如此的戏曲或是声腔传入浙江并形成一定的发展。 

三、戏曲的人民性及听众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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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是片养育戏曲发展的沃土，其广泛接受、容纳多种戏曲在此发展使这里戏曲种类丰富繁多，对此，优良的听众氛围也

是促成浙江戏曲繁荣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无听众则无戏曲。对于戏曲演出而言，唱腔舞美等演出形式十分重要，其剧目所要

表达的剧情及中心思想也极为重要，戏曲剧目的演出需要有一定的人民性，这将促进一定的听众氛围的形成。 

古代的戏曲剧目在创作过程中往往会结合一定的人民性，不论是封建社会时期朴素的民主爱国思想，还是两半社会时期反

帝反封建科学民主精神的宣扬，抑或是社会主义时期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思想的坚定，都无不在各个时期的戏曲剧目中

展现出来。如今浙江地区戏曲演出的剧目，也具有一定的人民性，演出剧目服务于听众，尤其是浙江地区广泛流传的地方戏曲，

其剧情无不贴近百姓生活，展现家长里短的生活琐事，赢得一定的听众喜爱度。 

当戏曲有了人民性，听众似乎更会对戏曲感兴趣。从古至今，生活在浙江地区的百姓对戏曲都尤为热爱，以前日子贫穷的

时候听听戏曲，似乎日子就不那么苦了，当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戏曲作为一种艺术反倒成了民众生活的文化追求。甚是在一些

流行滩簧戏的地区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生病的人儿听了滩簧戏，笑一笑欢乐得病都好了，听滩簧的作用堪比上医院。的确，

滩簧戏中滑稽戏的成分总能逗得大家开怀大笑，由此，也可见百姓民众对于戏曲的热爱程度。 

在戏曲的发展中，戏曲剧目的人民性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定的听众氛围的形成，这样一来，有戏曲的演出也有看戏曲演

出的听众，二者相辅相成，又相互促进改善，也就促成了戏曲继而往复的长期进步与发展，在浙江这片土地上，正是这样一种

相互促进的戏曲听众关系，使戏曲的发展不断向前。 

四、总结 

浙江是我国戏曲最重要的集散地之一，各种历史文化因素都无不支持着浙江成为一个汇集我国基本所有戏曲细胞的地区。

从一百多年的节点来看整个戏曲的发展，包括新剧种的产生，浙江这一地区有非常显著的表现。从不同的历史阶段来看，从宋

元开始，这里的戏曲一直都在经历着不同性质的变化以一种发展的方式在流动，除了纯北方的梆子腔以外几乎其他的声腔都进

入到了这一系统中并进行衍生、变异。宋元、明清、民国、解放以后这几个阶段在戏曲发展历程上分别都在浙江体现出了一种

特点：宋元戏曲的产生；明代四大声腔的融合；明清声腔逐步消逝转而新的戏曲形式产生呈现从分离到重新布局的状态；民国

阶段许多地方小戏的形成；解放初期大量其实本身并没有上升至剧种概念，还只是以滩簧声腔或以花鼓滩簧为代表的一系列子

集小戏被上升为剧种，如胡剧、甬剧、绍剧，而且形成的各剧种以姊妹形式呈现，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这都是在浙江这样

的大环境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产生的不同历史情况。 

因此，浙江这片土地容易接受新的东西，任何新的戏曲的发展都容易在这个土地上实现，这并不是对别的区域的一概否定，

至少在浙江这个地方特别容易实现。再加之与戏曲发展大环境相辅相成的听众氛围，更是使得各种戏曲容易在浙江这片土地上

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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