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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我学弋阳高腔戏 
邹莉莉 

《弋阳腔新论》2006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 

- 

     

1953 年，江西省文化局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弋阳腔演员训练班

（对外又称赣剧一班）。当时，我只有十一岁。那年，在景德镇面

试及格，便随祖居当地的弋阳腔老师到南昌入学。建国初期，从景

德镇到南昌只通水路，必须乘坐木船，同船十二人，老师有小生郑

瑞笙，老生徐维栋，大花李福东，二花叶三义，三花徐双林，老旦

龚泰泉，鼓师王仕仁。小学员除我是在校学生外，其他四人都是演

员子弟。船过鄱阳湖心，茫茫无际，忽然狂风大作，雷雨交加，不

时，远处传来哭喊之声，船老大告诉我们前面客船已被风雨掀翻，

老师们立即叫大家安静躺着，不要怕，老郎菩萨会来保佑我们的，

语气十分严肃，我们这些小孩，年幼无知，非常好奇，不断探头往

外张望；而我却默默遐想，因为到达省城后，便要开始学习弋阳高

腔戏了。 

弋阳高腔戏十八本 

   在训练班里，有位乐平籍的生行老师李南水，粗有文化，会教的

戏很多，人称“戏包子”。他常对我们说：“弋阳高腔戏原有十八

本，到我上班的时候，我的师公王毓发还能演出十三本正戏，五个

单折。” 

   王毓发，清咸丰间万年县王老义洪班的当家小生。该班原为弋阳

腔名班，大约在光绪十年左右被乐平县马家老板所收，改名为马老

义洪班，所谓十八本弋阳高腔戏，即是乾隆时候由弋阳腔艺人重新

组织的江湖演出本，当时为打开码头，借此招徕观众，从而推动江

西弋阳腔的再度发展。南水师所说的十八本弋阳高腔戏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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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梅会》；（2）《古城记》；（3）《风波亭》；（4）《定天

山》；（5）《卖金貂》；（6）《龙凤剑》；（7）《珍珠记》；

（8）《卖水记》；（9）《杞良妻》；（10）《八义记》；（11）

《十义记》；）（12）《白鹦哥》；（13）《青风亭》；（14）

《洛阳桥》（又称《四美记》）（15）《三元坊》；（16）《白蛇

记》（俗名《一锭银》）（17）《摇钱树》；（18）《乌盆记》。

这些剧目，在明清戏曲书目中都有著录，其中，标明为弋阳腔演出

本的有五种： 

（1）《珍珠记》。《曲海总目提要》《珍珠记》条说：“记

内情事荒唐，而宾白村鄙，乃弋阳曲之最下者。”明人祁彪佳《远

山堂曲品》将它列入“杂调”。“杂调”剧目皆为弋阳高腔系统的

作品，是“鄙陋无文”的民间戏剧家所创作。剧演洛阳书生高文

举，赴京赶考，其妻王金贞将半颗珍珠赠与丈夫，各藏一半，作为

表记。后来高文举得中状元，被权相温阁逼赘为婿，王金贞进京寻

夫，只身闯入相府，横遭温氏毒打，罚在后园浇花汲水，幸得老女

仆从中照顾。中秋夜，高文举思念家乡，想吃里俗团圆米果。老女

仆便使金贞代做。文举于米果中发现半颗珍珠，取出自藏半颗一

对，果然缝合，夫妻相会。最后由包公审明上奏，旨惩温氏父女，

一家团聚。过中秋，吃团圆米果，这是弋阳县的乡俗。以珍珠穿连

故事始终，更具江西地方特色。 

 （2）《杞良妻》。明代有关孟姜女的戏曲故事有三种：一是

南戏本《寒衣记》；二是青阳腔本《长城记》；三是弋阳腔本《杞

良妻》。《曲海总目提要》说：“《杞良妻》本之乐府，有弋阳腔

本专演杞良妻哭倒长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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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十义记》。演唐朝韩朋遭人陷害，妻离子散的故事，

《远山堂曲品》说：《十义记》中“惟《父子相认》一出，弋优演

之，能令观者出涕。”文辞通晓，情节动人。明代富春堂刊本《十

义记》中所标的曲牌都是弋阳腔常用的曲调，当为弋阳腔原本。清

末，马老义洪班正生华三梅演出此折，深得饶州府观众称赞。 

（4）《青风亭》，一名《合钗记》。叙“洪氏弃子，匣内置

钗，后遇子，钗乃复合”的故事。《远山堂曲品》说；“《青风

亭·遇子》一出宛然当年情景，弋优盛演之。”吕天成《曲品》认

为它“调不相称”，属于俗腔之剧。我的老师说这正是弋阳腔音乐

的本色。 

（5）《摇钱树》。演仙女张四姐思凡下界，触怒天条，为保

护自由婚姻，与天上人间的恶势力斗争。清初北京人爱看此剧。焦

循《剧说》称：“弋阳腔摆花张四姐情足可观，其武打场面惊天动

地。”江西弋阳高腔一直保留了全本，常演不衰。 

（6）《卖水记》。虽未标明“弋优”演出，但明代江湖作家

编纂的《南北时尚昆弋雅调》选有该剧精彩单折《黄月英生祭 彦

贵》，与江西弋阳腔存本几乎相合，其“时尚弋调”当指弋阳腔无

疑。 

十八本弋阳高腔戏，几乎都是出于无名氏剧作家之手，因而统

统被归于“杂调”一类，并多方加以责难讥笑。说：《青梅会》

“构词错杂，遂不足观。”；《定天山》“俚语着牙，村儿涂塞，

无从下手”；《古城记》“无一不是鄙俚，真村儿信口胡嘲”；

《三元坊》“无一字合拍”；《白鹦哥》“坠入恶境”；《洛阳

桥》“终是庸俗”；《乌盆记》“种种秽恶，一字不通|”。仅有两

本文人的作品《白蛇记》和《八义记》，也是三品四流，“尚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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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一境耳”。民间戏曲，受此轻视，不足为怪。但老师们说，弋阳

高腔戏，接近群众接近生活，说明它正是人民大众的艺术。 

十八本弋阳高腔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不写风花雪月，也没

有谈情说爱，本本演的都是“忠孝节义”四个字。这四个字，从表

面上看来，似乎是宣扬儒家思想，但弋阳高腔戏中另一番诠释，只

有以农民为主体的弋阳腔观众理解最深，即“忠勇、孝道、节烈、

义胆”之意也。 

集体学演《小尼思凡》 

   江西弋阳高腔自清末以后，经过风风雨雨，已无专业班社了。如

今把散落于乱弹班子里的弋阳腔艺人集中起来，由党和政府组织力

量进行抢救，老师们自然非常高兴，在教学中十分认真，经过老师

们商议，挑选了弋阳腔的祖戏《目连传》中的一折《小尼思凡》作

为教学的第一课，老师们说：“弋阳高腔祖先们演出的第一个戏就

是《目连传》”。《目连传》中的曲牌最多，有七十多首，几乎囊

括了弋阳腔南北曲的大半唱腔；表演也很丰富，上天入地，文唱武

打，生旦净丑，无所不包。而《小尼思凡》又是其中最精彩的一

场。 

         弋阳腔的《目连传》共有七本。 

         第一本写豪门傅荣贪财克众，倚富忘仁，他的儿子傅相改恶

从善，斋僧布施。时有梁武帝弃位慕道，也入佛修真。傅相为朝庭

解金去西天捐资建造波罗堂。佛祖见他心诚，赠予萝卜花一枝，傅

相持之归家，其妻当即生下儿子，取名萝卜。 

         第二本写傅相广施善德，感动了上苍，由西方大佛引度他升

天，仍做玉皇大帝座前的上香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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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本傅相升天以后，他的妻子刘氏，听信同胞兄弟刘贾的

挑唆，立即遣子出外经商，自己大开五荤，弃佛践盟，杀牲害命。

萝卜听说母亲的作为，迅速返回家中，一路上三跪一拜，为母忏

悔。 

         第四本萝卜遵奉父命，敬佛积缘，赈济孤贫，剧中，插入小

尼思凡、和尚下山、哑子驮妻、王婆骂鸡等情节。 

          第五本刘氏亵渎神灵，玉帝颁旨，下令三曹将她逮进阴府，

打入地狱，倍受凄苦。 

第六本萝卜守灵，刘氏托梦，求子超度。萝卜赴西天见佛救

母，历尽艰辛。观音几番测试他的心迹，始终不为所动，后来便在

西天佛地脱化凡体，得到佛祖的赐名“大目犍连”。 

        第七本目连打坐西天，禅心不定，常常挂念受难的母亲。他

便立即辞别佛祖，独自前往地狱寻母救母。看见母亲在阴司变作饿

犬，苦苦哀求观音相救，并于七月十五设下盂兰大会，追荐亡魂，

使刘氏复转为人身，从此全身修善，九族升天。 

      《小尼思凡》出自第四本的二十五出，在《目连传》中称作花

戏杂扮，这折戏在明代多类戏曲选刊上都有转载，但其来路各不相

同，如《风月锦囊》选于《僧家记》；《群音类选》标名来自《劝

善记》；《玉谷调簧》则称为《思婚记》，而我认为他们的源头应

该都是发端于《目连救母》中的佛经故事。以尼姑思凡为题材的戏

曲作品，目前最早见到的是《风 月锦囊》南戏本。该本中，小尼出

场的【引子】有这么一段唱词，说道：“昔日有个贺善生，一头挑

母一头经。经向前头背了母，母向前头背了经。善生只得横挑走，

山中树木两旁分，借问灵山多少郡，十万八千还有零。”然后自报

家门，接唱【山坡羊】。《群音类选》弋阳诸腔中的《尼姑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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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这个【引子】但它把“昔日有个贺善生”改为“昔日有个目连

僧”。这段【引子】在江西弋阳腔《目连传》第六本二十一出的

《挑经挑母》中也有同样的唱词，看来江西弋阳腔本与《风月锦

囊》南戏本是一脉相承的，因此，《群音类选》的《尼姑思凡》当

属弋阳腔本即是不容置疑的了。 

 老师们把《小尼思凡》作为我们启蒙的第一堂课，自然是从多

方面作了考虑的，这个戏，全剧有近二百句唱词，没有管弦伴奏，

没有过门换气，只以锣鼓助节，尤其是表演上唱做繁重，一人干

唱，一人表演，手、足、臂、腰都要配合剧中人物情绪，边唱边

舞，或喜或忧，或哀或怨，随着唱腔，不时转换，难度很大，这是

弋阳腔旦行的基础戏，唱好了，再学其他剧目就容易了。 

尼姑思凡的意思，就是少女思春，而且是在佛殿中想入非非，

这样的情，这样的景，对于我们这些刚启蒙的小女孩来说实在是一

头雾水。 

因为是教学的第一个戏，老师们非常慎重，十二位老人全部到

场，在一个不到二十平方的简陋练功场里他们贴壁而坐，男女同学

全来，女生唱小尼，男生为我们帮腔，由箸名旦行师傅俞六喜执

教。 

唱腔学会后，开始走场，女生们排成一队，手拿竹筷当云帚。

正式学戏了，大家异常兴奋，蹦蹦跳跳，一窝蜂挤上了场。六喜师

傅说：“不行，不行，这哪象是小尼姑，你们是一群小麻雀，吱吱

喳喳。小尼姑，从小出家，生活在庵庙里，寺规森严，十几岁的小

女孩孤苦零丁，每日烧香念佛，脚不能出山门，心不能有他想，静

如一潭清水。所以她的上场，身段要稳重，脚步要轻盈，脸上带

愁，眼中含怨，”但当唱到“见几个年轻书生在佛殿上耍，他把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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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瞧着咱，咱把眼睛瞧着他；他与咱，咱与他，两下里眉来眼去，

眼去眉来，不由人，把一片念佛的心思抛却在高梁上挂。”这时，

老师们说：要慢慢忘记自己是佛门女尼，渐渐地沉醉到美好景象的

回忆中去，充分表露女孩子的天性。六喜师边说边示范，我们看到

他眼睛越来越明亮，从眼神中似乎看到一个青年正向佛殿走来，表

情由惊讶变为羞涩，上前三步，又退一步，欲看不止，目光躲躲闪

闪，云帚遮遮掩掩，把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神态展现得十分可爱逼

真，一点也不象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再学到小尼去两廊看罗汉时，我们又不知所措，因为我们从来

没有看过寺庙中的罗汉，更不知道罗汉摆着什么架式。我们两眼迷

茫，心中无物，脸上无戏，东张西望，乱成一团，急得在座的老师

们一个个站了起来。为了让我们弄懂剧情，他们各自摆出各种罗汉

的身段样子：小生师傅双手抱膝，舒怀坦然；小旦师傅跨腿压掌托

腮，深沉思念；正生师傅怒目圆睁，降龙擎天；老生师傅跨腿压

掌，伏虎威严；老旦师傅假装拄着拐杖，做着长眉大仙；大花师傅

抱着大肚，，活象笑呵呵的布袋罗汉……六喜师数落着面前这些罗

汉，做出恼、恨、愁、怨各种表情，一下子就使我们明白了罗汉菩

萨的真实形象，随着唱词，对准了目标，也找到了感觉。弋阳腔舞

台上不扮十八罗汉出场，而是以演员的身段和唱词模拟十八罗汉的

形状与神态，但江西青阳腔演出此剧时，则要化妆十八罗汉上台，

他们戴着脸壳，站在舞台两旁，小尼边唱边随着罗汉的舞蹈而表

演，气氛十分热闹。 

数年来，这种以一位老师执教，数位老师一旁指导的方法，教

授了我们一出出弋阳高腔戏，到毕业时，我们已学会了生行戏《拷

打吉平》、《藏孤出关》、《书馆相会》；花行戏《夜访白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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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边会友》、《疯僧扫秦》、《下海投文》；旦行戏《小尼思

凡》、《法扬生祭》、《送衣哭城》等等 

日夜抢救 

我们训练班的老师个个年事已高，全都是出生于清光绪年间的

前辈，最大年纪的是二花师傅叶三义，生于清光绪六年（1881），

其它以序排列是：三花徐双林，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6）；老旦

龚泰泉，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7）；正旦冯依金，生于清光绪十

三年（1888）；小旦俞六喜，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9）；正生李

南水，生于清水绪十九年（1894）；鼓师夏义昌，生于清光绪二十

四年（1889）；乐师王仕仁，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2）；小生

郑瑞笙，生于清光绪三十年（1905）；三花马火泉，生于清光绪三

十一年（1906）。这些师傅们，几乎全是清咸丰、光绪年间弋阳腔

名班老同乐和老义洪班中著名演员的嫡传子弟，人人身怀高技。但

由于弋阳高腔戏素无抄本，也未记谱，代代身授口传，好在十几位

师傅行当齐全，又有乐手鼓师，而且还调入了一些新的音乐干部，

协助他们抢救，日夜兼程，白天录音，晚上演出，但因有些弋阳腔

老戏，情节荒唐，表演不雅，只作内部观摩，不让我们学员看见，

比如目连戏中的《僧尼相调》、《观音戏卜》、《龙女试节》等

等。而我们这些小孩非常调皮，一到老师们关门演戏时，便轻手轻

脚地挤到房门口向内偷看，十分好奇。 

当时的录音，是用一种钢丝的录音带，十几位老师围桌而坐，

你一句，我一句，不到半年，便回忆出了大小剧目十余出，曲牌音

乐二百余首。开始，许多曲牌，老师们已记不起原来的名称，只以

第一句唱词作为牌名，如《江边会友》尉迟恭唱的【朝天子】，第

一句唱词是“非是我独自夸口”；《法场生祭》黄月英唱的【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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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第一句唱词是“步出深闺”；《疯僧扫秦》秦桧唱的【出队

子】，第一句唱词是“平生忠义”等等，后来在记录整理时，音乐

干部根据《戏曲古本丛刊》的原本一一予以校对，并与老艺人共同

研究，逐步把二百一十八首弋阳腔曲牌全部恢复了正名，于 1959 年

刻印成谱，保留至今，那些钢丝录音带，因年长日久，脱落成一堆

乱麻，这些珍贵音响资料便不复存在了。 

这里特别要提出三位老师，他们在抢救挖掘弋阳腔遗产工作中

作出极大贡献，我们永远怀念他。 

一是小旦俞六喜老师。鄱阳人。1953 年底调入训练班任教。这

时，他已重病在身，为了抢救濒于灭亡的弋阳腔艺术，不顾个人安

危，每天坚持口述录音，传授技艺，一丝不苟。在教我《送衣哭

城》一剧时，他的老病加深，疲惫难支，可这是一出唱做双重的独

角戏，他处处亲自为我示范，在冰冷的排练厅水泥地上，不停地走

着跪着，边唱边说。当排到长城倒塌时，他竟起身一跃，就地一个

“抢背”摔在地上，喷出一口鲜血，但动作照样是那样认真。常常

是唱一支曲牌，半天都喘不过气来，他仍然是一遍遍地教，六喜师

深知自己的病情严重，因此他争分夺秒，在他弥留之际的三四个月

中，由他传授的弋阳高腔戏有《小尼思凡》、《送衣哭城》、《书

馆相会》和昆腔剧目《藏舟·刺梁》等。俞六喜老师所教的旦行角

色，仪态端庄，沉稳文静。《送衣哭城》的孟姜女，凄楚哀婉；

《书馆相会》的王金贞，温良贤慧；《小尼下山》的小尼姑，娴淑

热情；《藏舟 

·刺梁》的邬飞霞，轻捷灵敏，上船下船，撑篙划浆，活象一位水

边长大的渔家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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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正生李南水师傅。乐平人。他的师公王毓发，是乐平马老

义洪班的台柱，十八本弋阳高腔戏无一不晓。从小，他随师公师父

一起，耳染目睹，悉然于心。数十年来，他不仅谙熟自己的应工

戏，而且对其他角色的唱腔台词牢记不忘，班中人称他是弋阳腔的

“老郎神”，更有人赞誉他是“胸有百万精兵的大将军。”在训练

班中，由他口述记录的弋阳高腔戏剧本有《犒军夜访》、《潘葛思

妻》、《法场生祭》《拷打吉平》以及全本的《龙凤剑》、《八义

记》以及昆腔、乱弹戏近百个，为保留弋阳腔宝贵遗产作出了突出

的贡献。 

三是乐师王仕仁。鄱阳人。音乐世家。自幼学操胡琴管笛，更

是弋阳腔鼓师高手，掌握高、昆、乱三腔音乐，抢救整理弋阳腔曲

牌两百余首，与新音乐工作者合作，编印了《弋阳腔唱腔曲谱》和

《饶河戏吹打曲牌》两册，并记录了弋阳腔和昆曲折子戏的全剧唱

腔与过场音乐数十余种。在训练班任教时期，认真授课，关心学

生，既教文场，又教武扬，既教唱腔，又教乐曲，成绩显著，硕果

累累，从 1954 年起，连续九年被评为省、市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

范。 

入门三味 

“三味”一词，历来有多种解释，宋代李溆《邯郸书目》说：

“诗书味之太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是为书三味，”书指经

书，子指子书，即诸子百家的著作，太羹，指肉汤汁，折俎，指切

碎的肉，醯醢，指各种佐料，这是说，书的滋味各种俱全，读书好

比品尝美好的汤，切碎的肉，加上味浓的佐料，近人鲁迅先生的老

师寿镜吾的孙子寿宇又铨解说：三味是指“布衣暖，菜根香，读书

滋味长”。我取二者之义，学戏三味，就是要认真体会戏情的深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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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如品尝美好的肴馔，细细咀嚼，反复领会，只有入门之后，

才能真正体味到其中鲜美的乐趣和精髓。 

记得初入学练功时，有一次练习拉顶，老师要求我们抬头挺胸

腿伸直，而且规定不到五分钟不准下来。当时，我们一个个双手着

地，两腿高高倒立竖直，汗流浃背，手臂发抖，肩膀胀痛，一位大

个子男生终于坚持不住，横身倒下，即把旁边一排拉顶的一些学生

全部打倒地上，气得老师要我们每人打他三马鞭，以警示大家。 

小生师傅郑瑞笙每天早晨都要在窗外看我们练功。武功师傅给

我们撕腿时，把我们的双腿靠墙向两边撕开，还拿凳子压在腿上，

我们时时疼得大呼小叫，哭声一片，这时，瑞笙师总是心痛地回转

头去，但私下又悄悄告诉我们：“孩子啊，咬咬牙，学戏是要吃苦

的。我小时候练功拉项。四肢关节上要绑着竹签，稍一松懈，竹签

便扎进肉中，不到时候是不能下来的。否则，便练不出真功夫。”

拉顶，是所有翻扑跌打技艺的基础，扑虎、倒式虎、出场，小

翻、无不出自拉顶的手劲与腿功。郑瑞笙师傅演出的传统老戏《水

牢面相》，演巡抚董洪为取证恶霸刘延龙的罪恶，亲至刘府探视，

为刘识破，囚入水牢，水深齐腰，董洪在水中的繁重表演，长达二

十分钟，如果没有拉顶，撕腿的基本功，那能刻划出如此真实的人

物形象呢！ 

弋阳高腔戏注重做功，但是它又最忌乱动，讲究“规矩”，每

一个动作或一个亮相，都要有一种雕塑美，或刚，或柔，或秀，或

媚，所谓有“样式” 

花脸的动作大开大合，五指叉开，两臂伸展如鹰翅，昂头挺

胸，双膝高抬，步伐有力，一步一顿，如泰山搬移，台板都要震动

得咚咚作响。老师们告诉我们，从前有一位唱花脸的王万兴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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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他的嗓音洪亮，身材高大，演《古城会》的关公，一出台，在

上场门上亮一个相，真好像是关圣帝君抬出来一样，威气凛然，观

看者随之肃然起敬，在《破壁观书》那场戏里。曹操大将张辽前来

劝降于他，他却色不露形，只斜立于上方，微闭凤眼，右手捋住髯

口，左手按住玉带，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象是仔细在倾听，起

初，张辽以为他是在认真听自己的花言巧语，滔滔不绝的说着说

着，声音便慢慢的小了，越说越语无伦次，到最后反而惊吓得爬到

地上，言不成声，这时，真好像是一个亏心贼在菩萨面前说谎话一

样颤抖不堪。 

生行，分正生、老生与小生三类。正生身段洒脱沉稳，激动时

爱吹须摇头，故称须生，特别强调眼神。李南水老师曾回忆说：

“过去，与我同班的有位须生师傅，名叫三保，他这人真怪，只会

唱弋阳高腔，不能唱乱弹，一唱乱弹就反调，可是他的一双眼睛非

常厉害，炯炯有神，最会出戏。记得演《藏孤出关》一场，我演韩

厥，他演程婴。韩厥三盘之后，小军便要前去搜查他的盒子，他忙

用右手衣袖遮压在左手的盒子上，向左急转身，腾空坐在地上，两

眼直钉住小军，放出两道逼人的亮光，犹如两把利剑向小军刺去，

这时，反令这两个小军惧怕得缩退了一步，惊呆在那里不敢上前，

这一双眼睛包含着正义、愤怒、仇恨的威力。他的那个急转身跌坐

在地下，是那样的有力，所以使人看去，感觉他不是在被搜查，而

是稳坐于地，准备一场更大的斗争，那一双发亮的眼睛，就是向敌

人宣战的声音，似乎告诉对方：‘来吧，在我没有死之前，你们休

想得到我手中的婴儿’。这种表演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不是台词可

以表达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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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行表演细腻精巧，朴实自然。清光绪年间乐平马老义洪班

的著名小生江茂兰师傅，他扮演《珍珠记》高文举真诚而敦厚，虽

然是个新科状元郎，但处处透示着农村青年的诚实气质。演到《书

馆相会》时，中秋夜晚，独坐书房，对月凝望，思念家乡，思念妻

子，一时想吃乡俗米果，用瓢匙送进口中，米果虽是“假”的，但

通过茂兰师用舌头左右鼓起腮包品尝的样子，逼真如实，使台下的

观众好象看到他在细细辨别滋味，因此，当高文举发现米果中有

“沙子”而吐出来时，便令人感到真实可信，这样，不但把高文举

深深怀念妻子的急切心情表现了出来，同时，也把剧情推向矛盾的

高峰，最后才有《鞠问老奴》和《夫妻相会》两场戏。 

贴近生活，崇尚自然，这是弋阳高腔戏表演艺术的一大特点。

弋阳腔代表作《金貂记》，写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尉迟恭，由于暮

年遭到迫害，谪贬荒村，强压豪气，把钓江边，做了一个平凡的老

人。但他又时时流露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情绪。而这些豪

气，这些壮心，都是通过一些极为生活化的细小动作点点刻划。如

演员演到钓着一只螃蟹时，他五指张开一抓，翻腕一看，念道：

“我道是一只大鱼，原来是只大螃蟹。我把你好有一比，好比那奸

贼李道宗，也是这等七手八脚……”。他用双手扳下螃蟹双钳，向

江面丢去，激动地念道：“漫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

又如，他撑着一叶小舟，做着上船、解绳、持竿、装铒、抛丝、举

竿等身段……乃于自然朴实中洋溢出丰富的感情。可是当他钓鱼

时，手上沾了些水，又不止一次地在衣襟上揩拭；他撑篙时，前仰

后俯，迟拙不畅，这又说明他不是一个以打鱼为生的老渔翁，而透

示着他那大将的气度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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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阳高腔的表演于自然生活之外，又有讽刺夸张的手法。折子

小戏《张三借靴》，叙泼皮张三向守财奴刘二借靴，一剧二丑，生

动地演绎了悭吝人的心理历程。全剧分“借靴”、“祭靴”、“追

靴”三个段落。 

张三的打扮是长衫，短裤，脚上穿着一双拖鞋，刘二的打扮为

红鼻、尖嘴、下巴上吊着三绺细须，手中拿着一把折扇，可始终不

把它全部打开，一副十足小气的模样。 

张三向他借靴，无奈之下，刘二反问张三是借一双还是借一

只，极端表现了暴发户刘二的“吝”。张三要把靴子借走，刘二又

要杀猪宰羊，点香酒水，向天祭靴，并读着长长的祭文，拖延时

间，这里又突出土老财的“苛”。张三拿靴跑了，刘二紧追不舍，

他赤脚把靴抢回，穿上靴，却舍不得下地行走，只得以膝当足，两

脚朝天，爬行而归，可谓淋漓尽致。 

成立江西省古典戏曲实验剧团 

经过训练班五年半的学习，于 1958 年 10 月毕业。1959 年 1

月，省文化局以此为骨干，另调集了部份赣剧演员与乐手成立了，

江西省古典戏曲实验剧团，主要排练弋阳腔传统剧目，继承遗产，

扩大影响。同时，为了丰富和发展弋阳腔艺术，把原来保存在九江

地区的十位青阳腔老艺人（一末黄毓盛、二净潘康泉、三生吴江

龙、四旦查士玉、五丑游图彩、六外吴登友、七小曹梅卿、八贴曹

跃春、九夫骆硕仁、十杂吴厚德），也合并过来，因此，我们这些

弋阳腔子弟，又开始学习继承青阳腔艺术。 

青阳腔是弋阳腔在明嘉靖年间流入皖南，融合了当地的语言和

腔调而形成的一种新腔。明万历年间，其声势曾与昆腔分庭抗礼。

流入江西，盛行于都昌、湖口、彭泽一带，习称高腔。它在唱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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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及化妆、脸谱等方面都有独特的处理，甚为广大农民群众喜

爱。 

经过青阳腔老师傅的精心传授，当年庆祝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

时，我们与江西省赣剧团联合，共同演出了五个精彩的青阳腔传统

折子戏：《百花赠剑》、由潘凤霞、童庆礽、祝月仙主演；《姐妹

拜月》、由段日丽、邹莉莉主演；《掇盒拷寇》、由匡忠燕、郑苏

岚、熊中彬主演，《夜奔磨斧》、由晏致健、汪炎振主演，《采桑

荣归》由刘安琪、童明明、李海莲主演。唱做念舞、生旦净俱全，

形形色色，文武趣谑都有，充分展示了青阳腔艺术的深厚底蕴。 

六七年中，我们学习、演出了青阳传统剧目二三十出，除上述

五个戏外，还有《送饭斩娥》、《夜等追舟》、《游园赠钗》、

《拷打春桃》、《琼娥送茶》、《逼嫁雕窗》、《比干挖心》、

《双坠楼》、《吕布戏貂》、《曹操逼宫》、《三闯辕门》、《芦

花荡》、《潘葛思妻》、《雪梅教子》、《叔嫂会》、《姜碧钓

鱼》、《智远抢棍》、《打猎回书》、《磨房相会》、《王道士捉

妖》、《思凡下山》、《槐荫路遇》、《疯僧扫秦》等。 

参考资料： 

部份资料引于 1959 年《弋阳腔资料汇编》第二辑中万叶《弋

阳腔前辈艺人话今昔》一文。 

 

1959 年 10 月 10 日江西日报张愚、万子《红花应时开.看古

典剧青阳腔在南昌的首次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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