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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剧-----沧海遗珠的光芒 

作者  晏未晚 

 

汉剧（焊锯）好， 还是钢锯好？ 

据说这是一位汉剧演员在向刚认识的女友介绍自己工作的时候， 女友向他提出的问题。 

这样一句不可谓充满喜剧色彩的问话，恰巧十分贴切地表明了汉剧悲喜交加的当下处境。 

作为中国戏曲最古老、影响最大的剧种之一，汉剧起源说法有多种。不过其中的一个说法，

却与战争和铁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相传李自成起义时， 曾屯驻襄邓之间（即今湖北襄阳和河

南邓州）达十年之久，而将流传于甘陕地区的梆子腔传入襄阳，经改造而成汉剧的“西皮”。而张

献忠对四川大开杀戒，生民十不遗一，于是“湖广填四川”之后，大量湖北人离开故土，相邻的

江西安徽因连年战祸和饥荒，人民生活水深火热，逃难的人一部分进入湖北， 将弋腔带进了湖北，

经改造而成了“二黄”（参扬铎《汉剧史考》）。汉剧的两大主要声腔“西皮”“二黄”就这样经过

音乐的、历史的、社会的炼沙淘金和披荆斩棘之后，在襄阳相遇了。之后又经过数辈艺人的悉心

实践，融会贯通，将歌腔、昆曲、杂腔、小调兼收并蓄，在清康乾时代而初具规模。因汉剧产生

在湖北， 是以初称楚调、汉调。到了嘉庆道光年间，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湖北商贾云集，会馆

林立，舞榭歌台遍布，达官贵人歌舞升平，戏班艺人烟视媚行于其间，风姿绰约，风华绝代，汉

剧由此开始兴盛，以其流传于襄河、府河、荆河、汉河四流域而称四路子（路子， 湖北方言，流

派之意）。朝代更迭，风流云散，汉剧的命运也随之或矗高山，或陷深谷，历经 300 多年的流变，

汉剧也从早年的楚调汉调，到清末明初更名汉剧，从开初的民间艺人草台自创，到嘉庆道光年间

的科班授徒，从只有男艺人一统天下， 到举办新化女科班培训女学员，汉剧的影响，逐渐漫散，

远及豫、湘、川、陕、赣、晥、粤、晋、黔等省的部分地区，先后涌现了著名的汉剧艺人米应先、

余三胜、余洪元、賴宣、董瑶阶、李彩云、李春森、吴天宝、黄粦传、陈伯华、黄桂珠等，整理

出传统剧目及和创写剧目近千个，各种正规班社及流动班社的从业者达万人。在汉剧的鼎盛时期，

大有与京剧和昆曲分庭抗礼之势，当年名重一时的董瑶阶，与名满天下的梅兰芳各有拥趸，观众

常为到底看哪个而犹豫不决，汉剧可谓一时风光无限。               

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全国各地尚有各种形式的汉剧团体几十个。而到今天，只剩下寥寥数

个，大多数人，则早已不知汉剧为何物了。 

 

嘉应州初遇“销魂绝妙词” 

今年初，一班人到广东梅州（清时称嘉应州）开会，其中一位朋友的大学同窗好友李嘉，时

在梅州任市长。托这位友人的福，李嘉市长安排了一场汉剧表演，以尽地主之宜。似我这等在全

球化现代化背景中成长的一辈人，对通俗文化流行文化耳熟能详，对祖国的传统文化却漫不经心

孤陋寡闻，此前竟从未听闻汉剧之名。是夜七时许，吃完饭待我洗漱完毕， 磨磨蹭蹭来到演出地

点，节目早已开始。一声穿云裂帛的青衣唱腔从走廊传来，悲怆又缠绵，千回而百转，高亢而深

厚，声情并茂，直抵心灵的演唱，霎时将我震住。进得门来，待她唱罢，我就询问她唱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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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是汉剧《秦香莲》中的《想当初》一折。就这样我认识了广东汉剧院的青衣演员、个性爽直

的左雪琴，以及她的同事，老生演员张广武，花旦嵇兵，也因此认识了活生生的汉剧。在他们现

场演出的《丛台别》、《百里奚认妻》、《白门柳》等传统曲目的片段中，我进一步切身体会到汉剧

闪耀了 300 多年，如今虽已衰微，却依旧坚韧的让人迷醉的光芒。 

后来获得嘉应学院中文系送我一本《广东汉剧发展史》，才知道汉剧在广东的流变发展情况。

以“外江戏”为名的汉剧从清乾隆年间由外省籍官员带入粤东，因官绅商贾崇尚汉剧而成为“正

声雅乐”，而在岭南地区慢慢扎下了根。由于从西晋末年开始因战乱而开始的大量黄河流域的汉民

南迁，断断续续延续了 1000 多年，岭南地区成为了这些汉民的最终归属地，他们与当地土著古越

人的文化即融汇又独立，形成丰富独特的岭南文化、客家文化，汉剧更为这一文化的发展增添了

新的源头活水。此后几百年间，科班迭起，名角辈出，既兴盛于城郭庙堂，又活跃于乡村僻野，

并曾远赴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等地，将汉剧的影响，扩展到整个的东南亚。自 1956

年成立广东汉剧团之后， 曾 5 次晋京演出，有“南国牡丹”之称。现今，当此汉剧风雨飘摇、前

途未卜之时，热爱传统文化的梅州，开始拨款拨地，出政策、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修剧院，努

力地想挽救这个步履蹒跚的剧种。 

现在我终于明白，原来干练谨严的李嘉市长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借招待老同学之名，却行的

是宣扬梅州文化以及汉剧之实。不过这招挺管用，至少他因此又俘获了一个浑身沾满现代和流行

因素的人，为汉剧多找到一个新时代的关注者和倾听者。 

 

汉剧的深情与深愁 

再次与这三位优秀的汉剧演员相遇，是隆冬时节的广州，他们带来了新编的汉剧《黄遵宪》。

作为梅州的历史文化名人，被日本友人称为“新一代最有风度，最有教养之外交家”的黄遵宪，

是晚清著名诗人、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他在长期的外交生涯中，出使日美，游历英、法、

意、比、新加坡、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看到了欧美国家科技和制度的优势， 满怀爱国热情

的黄遵宪，想为积弱的祖国找到治病的良方， 为此著书立说，苦思对策，成为了改良的先行者，

是戊戌变法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变法因各种原因而失败，他写下“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

穷填海心”的诗句，表达满腔忧愤。作为传统的戏剧形式，表达这样严肃的主题， 正是汉剧最重

要的使命和功能。纵观现存的近千出汉剧剧目，和昆曲、京剧以及众多地方戏曲一样，绝大部分

都涉及国家民族命运、忠奸丑美对抗、坚贞诚实与欺骗背叛等等人类及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而

坚持真善美、反抗假丑恶，是传统戏剧一贯的立场。汉剧中那些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曲目，如

《宇宙锋》、《闻太师》、《弑齐君》、《齐王求将》、《百里奚认妻》等等， 都是在唱念做打寓教于乐

的过程中，几百年来润物无声地把美德良知假丑善恶地观念浇灌在城镇乡野每个人心中， 从而与

传统文化中诗书礼等一起，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民族性格和道德观念。 

直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传统的戏剧形式还是中国广大乡村主要的精神生活之一，婚丧嫁娶

或农闲时候，请戏班子唱戏，延续的还是几百年的老习惯。而正是传统戏剧，当然也包括汉剧的

这种教化功能，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背景下，成了自己陷入目前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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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治经济的变迁，新的道德伦理产生，传统的道德伦理逐渐瓦解，新的娱乐形式逐渐取代了

旧的娱乐形式，充斥耳边眼前的，更多的是小情小绪的个人表达，人们关心的，不再是国家民族

的生存，而是某个心爱之人“袜子的味道”，“手中香烟的味道”。 
 

并非结束 
 

当然，传统伦理在新的时代失去了土壤，这只是汉剧衰微的其中一个原因，林林总总的其他

原因，不是三两句话可以说得清楚。而一种旧的艺术形式，如何在新的时代重新发芽开花，则是

汉剧要面对的又一个重要问题。面对时代的错位和观众的不理解，马勒曾自信地说；“我的时代必

将来临。”而今汉剧面对的， 却是一个逝去的年代，曾经有过的辉煌。面对这样的处境，各方有

识之士都提出了不同的解决之道，也做出了不同的努力和探索。有人新编了表现当代生活的新剧， 

以求获得这个时代的共鸣，有人以新的舞台形式和音响效果重新包装传统剧目，想以其现代感来

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有人以汉剧形式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想在中西合璧中找到另外的可能性。

当然，还有人培养汉剧新人，修建汉剧博物馆，送戏下乡到工厂，各种形式的努力，都值得嘉许，

而最终的结果，已非我们能料想。因为，一个人，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命运，我想，一个戏剧

形式，也会有它自己的命运，而我们能说的只是，我们正在为此努力，而且， 还将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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