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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南昌采茶戏蕴含着南昌传统文化艺术的固有特质，反映了南昌多元的民俗文

化特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随着时间和历史的推移，南昌的许多本土艺术都已

渐渐消退于当今的艺术舞台，而南昌采茶戏则依然活跃于市区乡间、盛行于南昌

这块红土地上，这背后所蕴涵的艺术魅力是值得我们去细心考究的,也是现今 21

世纪后的年轻一辈保护和传承地方传统音乐的重要方向标。 

本课题以流行于赣北南昌地区的采茶戏艺术为主线，基于文献整合与田野调

查、整体与局部、规范与实证性相结合的研究视角，运用民族音乐学实地调查的

指导方法，根据实地考察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对其历史沿革、文化形态、音乐

特征、具体个案等四大方面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系统的阐释，并随文附上图片、

曲谱等第一手资料为解析例证，尽可能呈现南昌民间戏曲艺术当前的繁衍状态及

其所包容的文化聚合力，以求在文字的描述下更为直观的感受南昌采茶戏之生存

情况和音乐现状。全文主要从南昌采茶戏的历史发展背景入手，通过分析其交流

融合、社会构成和方言语境等外部文化形态，展现当地文化氛围对该民间艺术潜

移默化的影响力；并根据实地调查的记谱，从音乐本体的声腔和器乐形态两方面

揭示其音乐形态及特征的运用； 后通过对南昌采茶戏剧目现场演绎的分解，探

讨专业剧团与乡间戏班这两个不同性质、不同背景的团体之间所显现的差异及深

层原因，分析其作为一种“流动的传统”的价值和意义，旨在突出其地方性特色

和地域性特征，为保护和传承该地方戏曲音乐献出自己的一点心力。 

 

关键词：南昌采茶戏；文化语境；表演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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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nchang Caicha drama, embracing the essence of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 

reflecting the conven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faceted folk culture of Nanchang, 

stands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in the local cultures. As the development of time, 

Nanchang Caicha drama is still very popular among the urban areas and countryside, 

though many local arts are fading away in Nanchang. The artistic beauty it contains 

needs to be explored seriously. That is also the task for our generations in 21st century 

to protect and inherit this artistic beauty. 

Taking the arts of Nanchang Caicha drama as mainstream, This paper will 

systematically explai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ultural form, mus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pecific musical case analysis of the Nanchang Caicha drama, some pictures, 

collection of music scores, drama scripts as first hand materials to analyze the case will 

be attached so as to demonstrate present development of local dramas and their 

Cultural cohesiveness and more directly experience development and musical status 

quo of Nanchang Caicha drama under the character description as well. Research of 

this paper is based upon literature integration and fieldwork of ethnomusicology from 

part and overall point of view in combination with prescriptive and empirical angles. 

Taking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ettings of Nanchang Caicha drama as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is to demonstrate the influence given by local cultural environme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drama through analyzing peripheral cultural forms of Nanchang 

Caicha drama such as its exchanges with other local arts, its social context and 

dialectical context. According to music records got from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also 

tells implementation of musical forms and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tune and forms of musical instruments of Nanchang Caicha drama. At las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and its deepening reasons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and 

amateur performing groups with different performing background and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on-the-spot performance of Nanchang Caicha drama, and 

concludes its value and significance as a flowing cultural convention so as to highlight 

its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features and make my own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tecting and inheritance of this local drama arts. 

 

Key words: Nanchang Caicha drama; cultural context; performing 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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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个地区民间艺术的产生、发展与本地区人文地理环境、社会状况及当地群

众的生活情趣、风俗习惯息息相关。南昌地区的采茶艺术起源于民众文化生活需

求、根植于地方民间土壤，同时具有对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正因江西东邻浙江、

福建，南连广东，西靠湖南，北通湖北、安徽而共接长江，长期以来受到外部地

区音乐文化的渗透和辐射，“外联”分量较重；同时又因经济、语言等因素影响，

“内含”成分亦颇为深厚，故而在接受外来文化、兼具两方面素养的同时，交流

吸收并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努力向人物性格音乐化的方向迈进、以抒

发剧中人物情感和展现本土戏曲艺术特色为航标。论及南昌的地方艺术，随着时

间和历史的推移，许多本土艺术，如南昌道情、南昌清音都已渐渐消退于这个艺

术舞台，而南昌采茶戏作为南昌地区 富特色的地戏，则依然活跃于市区乡间、

盛行于南昌这块红土地上，这种跳动，在流通、流动频繁便利的今天，也势必成

为本地民俗文化的主要承载体，其背后所蕴涵的艺术魅力是值得我们去细心考究

的。 

南昌采茶戏，以地名而得之，属江西众多“采茶戏”剧种的地方分支戏曲之

一，诸多史料记载其大约诞生于清朝道光年间（1830 年左右）南昌的乡间村落，

是距今约一百七十余年才开始形成的戏剧形式。由于 初只是茶农生活劳作和农

闲时娱乐的一种自发组织形式，故而通常只在乡间茶区流传，由两至三人表演，

以此得名“三脚班”（“脚”同“角”）；随着班社演出规模和人员的扩大以及赣剧、

京剧艺人们的参与，班社在唱小戏以外逐步加演一些整本大戏而形成初具规模的

“半班”；到一九二七年南昌采茶戏正式进入南昌市区演出，并迅速在城市扎下

了根，通过与京剧等大剧种的学习借鉴，采茶戏在唱腔、器乐、服饰装扮等方面

都有向其靠拢；在经历战乱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中，新中国成立后南昌采茶戏专业

剧团业已成立，从而真正确立了自己独有的艺术地位，在地方政府的扶持推广下，

更是获得了巨大的生机。作为新一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南昌采茶戏，是

南昌本土戏曲的一支独特民俗艺术产品，蕴涵着该地方色彩的精粹，折射出本地

市县群众的生活风貌和社会文化的革新发展，我们从南昌采茶戏这百余年的历史

中，可探究其地方戏曲的精髓和延续其生命的动力，也是现今我们 21 世纪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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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辈保护和传承这些地方传统戏曲的重要方向标。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本

土传统艺术逐渐缺失的今天，研究、推广像南昌采茶戏这类民间戏曲艺术无疑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国内学术回顾与实践依据 

1、国内相关文献现状 

戏曲音乐是一个繁复庞大的概念体系，它承载着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

底蕴，也曾经是上达官宦士绅，下至市井民众的主要娱乐方式之一；然而在世界

人文艺术快速发展、娱乐方式多元化和概念研究伸展化的今天，民间戏曲仍然以

顽强的生命力屹立于当前的新世纪，这不得不值得我国的学者、专家对扎根于民

间土壤的小戏艺术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探询。近年来，国内有关地方戏曲的文献论

著不断推陈出新，可见诸多学者对地方戏曲文化的青睐与重视。笔者也查阅了近

十年来与戏剧、地方戏曲有关的诸多刊物，包括在戏剧界很有影响力的核心期刊

和地方性的知名戏曲刊物，如《戏剧艺术》、《音乐研究》、《戏剧-中央戏剧学院

学报》、《当代戏剧》、《中国戏剧》、《戏曲艺术》、《剧本》、《艺术百家》、《艺术评

论》……，还有人民音乐出版社编撰的“戏曲音乐研究系列丛书”，这些都是对

民间艺术的挖掘与研究，也将势必成为地方戏曲艺术前行的载体。但是据目前笔

者收集到的资料看，在这些权威刊物的文字论著中谈及南昌采茶戏音乐文化形态

这一研究课题的，还是相对稀少。 

对于南昌的民间小戏，尤其是主要地戏——南昌采茶戏，目前在国内可找寻

的资料中，还没有较系统的专门针对南昌采茶戏历史沿革、文化交融、声腔构成

及器乐伴奏、现场实录分析等纵横交错、全方位视角上的研究文章出现，尤其是

在当前活跃于南昌、表演南昌采茶戏的民间戏班与专业剧团之间差异参照的实况

分析方面，仍较为稀薄。笔者在当前国内对此课题有所涉及的一些专著和刊物中，

只在少数几部具权威性的著述，如《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江西卷》、《中国戏曲志·江

西卷》、《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以及部分南昌地方性书目资料，如《南昌文史

资料》、《南昌采茶戏板式曲牌运用》、《南昌采茶戏音乐》和《南昌采茶戏新腔选

集》中找到些许关于南昌采茶戏的介绍素材，不过基本上都是以纵向概括或局部

分解的角度对某一块构成所进行的归纳总结，本文的论题亦是希望丰富和完善该

艺术领域的境况。 

2、田野调查实践依据：田野与文献之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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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本身是一种艺术，然而以音乐为调研对象的学科却是一门科学。科学研

究应有客观性、精确性和严密的逻辑性，这些都是它不可或缺的前提要素。田野

调查作为民族音乐学方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程序和环节，在民族音乐研究中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只有深入音乐事象发生地去亲身体验和感受“鲜活”的

音乐，才能触摸到音乐事项各方面的生动内容、才能把握研究对象的整体和动态

轮廓、才能真正全面深刻地了解音乐对象的潜质。为了全面地认识南昌采茶戏音

乐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方式，获得充分的感性认识是我这个研究过程中所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也是本课题的前提和基础，因为任何一种戏曲艺术都不是凭空而出的，

作为根植于民间土壤的音乐艺术，没有亲身实践、亲自体验的论述是不足以信、

站不住脚的。 

当然，做好各种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力求使自己掌握详实的资料，也是本

论题所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戏曲艺术承载了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在中国戏曲剧

种的浩瀚广大中，南昌采茶戏虽然不能与“国粹” 京剧这些瑰宝同一而语，却

也依然是地方本土文化艺术中独特的一朵奇葩。虽然南昌采茶戏正式定名是在

1953 年，但它从 初的雏形到 终的繁衍成型所跨越的时间不算短暂、所蕴涵的

内容并不稀少，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乡间到城市、由业余到专业的发展过

程，要整合这百余年的地方小戏艺术，必然离不开翻阅现今可寻的一些文献史料，

尤其是地方性记载,这其中所需的理论依托不言而喻。但是要还原或展现这种地

方小戏艺术的魅力与精髓，光靠文字的描述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把两者有利

的结合起来才是完善丰富本课题的关键所在。笔者将以文本资料的搜集和自身实

地考查的第一手资料这两方面为基础，运用文献学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力图

对南昌采茶戏的音乐文化形态做出一个较为详尽的梳理，希望 终能更整体、更

包容性的充实该地方戏曲艺术。 

三、研究思路及成果展望   

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是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性指导平台，作为民族学与音

乐学的交叉学科，民族音乐学从诞生至今，就必然地受到民族学方法论和价值观

的影响，它经历了一个由宏观把握到微观研究，由注重描述到注重文化解释的发

展道路。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力图延续这种思维理念，通过对南昌采茶戏这个地方

剧种的整体与个案调查，探求南昌采茶戏目前生存状况的深层内涵。本文的研究

从范围上看，主要是围绕流布于南昌城区及周边四县五区的采茶戏活动状况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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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调研；从对象上看，集中在这一剧种的国营剧团及颇有口碑和观众群的乡间

戏班。 

研究方法取决于研究目标，本文的研究目标主要有四个：（1）从理论与文献

学角度整合南昌采茶戏的历史发展脉络；（2）分析其音乐表现以外的地方文化语

境、邻近剧种的交流借鉴、融合分化及方言特色等外围构成；（3）分析南昌采茶

戏中蕴涵的基本唱腔风格、板式特征和乐队伴奏现状；（4）在以上三点的基础上，

分别就不同团体所演绎的典型剧目进行剖析，记述实践采集的具体过程，提出保

护和传承的宗旨。本文的研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行业规范与具体实证相结

合、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的研究宗旨，重点突出田野调查第一手资料所捕获的实践

性根据与整体、统一的逻辑构成；解析在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下，专业演出剧团

与乡间戏班这两个不同性质、不同演出背景的团体之间所显现的差异。 

正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笔者本着民族音乐学强调的实地调查法和

理论指导，对目前南昌采茶戏之专业剧团和某一民间戏班分别进行了多次实地考

查和跟踪拍摄，零距离接触音乐事象发生地的生存环境与文化氛围，收集了部分

剧本曲谱资料，进行案头记谱等工作。并从团体与社会维护两个侧面着手，采用

直接观察法、个别访谈法，运用个案调查法，追踪排练及演出过程，从不同侧面

挖掘与探寻表象背后的音乐文化实体，根据实地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对南

昌采茶戏的发展状况、表演场合、音乐唱腔、伴奏乐器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描述与

阐析，揭示其与周边地方小戏之间的融合借鉴、文化语境、表演形态、音乐特征

等合成要素，以及对作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并且，在注重

收集、整理相关鲜活资料的同时，观察比较民间班社与专业剧团之间的差异，并

把它置于音乐学、人类学、民俗学的思想脉络中，在现实环境和社会文化风貌的

大背景下，分析其作为一种“流动的传统”的价值和意义，旨在突出其地方性特

色和地域性特征。该文引用了部分第一手图片、曲谱资料，表明其客观真实性。 

笔者认为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作为一个非团体演职人员的亲身体验与总

结，曲谱、剧本、影像资料的第一手收录；能较有针对性的分别跟踪不同团体在

不同场合所展现的音乐事象发生、发展过程；将具体的音乐本体与文化因素进行

整合。当然，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还是有许多需待进一步研究和改进的问题，诸如，

限于地域、篇幅和研究水平，笔者未能对流布于南昌的所有戏班的演出情况进行

逐一走访；对于作曲者、剧本剧目的沿袭与编创方面也没有做更具体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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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待日后深入考察另行补上。 

总之，在有限的时间和调查条件下，本课题的研究期望能以更加多维、线条

化的视角，完善和充实此研究领域的学术层面，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进

一步有针对性的、较为全面的记载和梳理，同时也希望能对今后学习、研究南昌

采茶戏的学者们提供系统的理论资料和参考依据，也是为我们南昌本土民间艺术

的传播发展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第一章 南昌采茶戏的历史沿革 

任何一种戏曲艺术都经历了繁复而曲折的发展过程。明末清初，许多地方小

戏如雨后春笋般发迹于各地市县，它们多由民间歌舞和小调发展而来，如西北的

秧歌调、东北的二人转、湖北的黄梅调、湖南的花鼓调等等；南昌采茶戏也是如

此，它作为民间歌舞小戏，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歌舞娱乐同样有着极为直接而密

切的关系。 

据《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江西卷》载:“南昌采茶戏，俗称灯戏、三脚班，

主要流行于南昌市区及南昌、新建、安义、永修、进贤、奉新等县。”[1]（953）它

是江西地方戏众多剧种之一，也是我省采茶戏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支脉，以地名冠

之。江西，即赣，古时也称江右，《魏禧·目录杂说》:“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

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称江左，江西在右耳。”[2]（60）南昌之名始于西汉，寓

“昌大南疆”之意。南昌城池多次变迁兴废，城名数易，别名诸多，其中汉称“豫

章”、隋唐称“洪洲”、宋称“隆兴”，明代定名为“南昌”。[3]南昌地处长江中下

游，鄱阳湖西南岸，是唯一一个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东南经济区相毗

邻的省会城市，承东启西，纵贯南北，是以赣抚平原为中心的赣方言区，位于赣

江之滨的南昌，历来都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史家一般认为—

—于汉高帝五年（前 202）始建，隶豫章郡，现今之南昌、新建、丰城、进贤四

县及附近一些地域。[4]（4）南昌采茶戏的影响遍及全省大部分地区，是一个拥有

广大群众基础、深受群众喜爱的地方戏曲剧种。 

 

第一节 与中国茶文化之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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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文学艺术均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与生活娱乐、均离不开灿烂悠久的中国

文化。在中国五千年文明璀璨的历史长河中，茶文化的魅力以及茶文化给文学艺

术的繁荣所带来的影响力是我们不容忽视的。茶叶的生产、交易和消费是社会生

产、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然也就不能不被戏曲艺术所吸收和

反映。 

正所谓“依其名而知其意”。采茶戏与其他地方剧种的显著不同在于它与“茶”

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试论它是如何繁衍成今天这般规模的地方代表性戏曲艺

术的？或许在我们许多人的概念中，都不会把戏剧与茶饮料联系在一起。但是笔

者认为，究其源头，这种艺术的产生主要是来自于中国人喝茶、品茶的爱好与习

性，采茶戏的孕育萌芽、形成发展都是与茶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正如龚

国光老师讲到：“采茶戏是浮于海面的山尖，而支撑它的，是沉在海面下的茶文

化这座巨大的实体。”[5]（150）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采茶和其他茶事劳动、没有

中国的茶文化、没有喝茶的人，那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说的采茶歌、采茶戏。自

唐朝以来，喝茶之风就在中华大地盛行起来，茶农、茶商日益增多，正是这两种

人携手造就了采茶歌舞、采茶戏的诞生。采茶 初为茶农采茶时所唱的采茶歌，

后与民间歌舞相结合，融入茶区的灯彩活动中而形成了“采茶灯”。关于“茶灯”

的记载，在乾隆五十四年刊本南昌府志·风俗中提到：“民间灯彩二月采花开，

田家击鼓，夜张灯赛神，曰茶花灯”。[1]（953）灯彩盛行，茶歌风靡，每当采茶时

节，采茶姑娘便歌咏起来，歌之不足，便又舞之蹈之，将采茶的篮子作为道具，

载歌载舞以此自娱自乐，于是发展成为“采茶舞”，或称“茶灯舞”、“茶篮舞”；

闲来斟茶自饮，独饮不足，加以采茶歌舞观赏，但渐渐的人们又不满足于它的抽

象表现，便在采茶歌舞的表演中加入一些简单的故事、人物或模拟一些生活和生

产的情节，给演员“专属”的人物角色，即所谓的“茶戏”。这些改变无疑受到

了观众的喜爱和支持，于是人物的故事情节和表演形式就必然得到扩充，发展成

有头有尾、有人物性格、有矛盾冲突的剧情；突出了我国戏曲“以歌舞演故事”

的法则，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剧种——采茶戏。总之，茶-采茶-采茶歌-采

茶歌舞-采茶戏，这样一个从生活到艺术逐步繁衍的过程充满了朴实而又多彩的

变化，这种转变不仅直接产生了采茶戏这种民间艺术，也开拓了中国茶文化生活

的娱乐观赏性；或可说，茶叶文化浸染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戏剧戏曲也

须臾不能离开茶叶与茶文化。故此有人也形象地称：“戏曲是我国用茶汁浇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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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一门艺术，与中国几千年的茶文化息息相关”。所以，采茶戏不仅与茶有关，

而且是茶文化在戏曲领域派生，或说戏曲文化吸收茶叶文化所形成的一种灿烂文

化艺术。“茶歌”、“茶舞”、“茶灯”、“茶戏”，民间歌舞也好、民间小戏也罢，它

们均不离一个“茶”字，其中足以见得茶文化与该戏曲之间剪不断的关联。 

 

第二节 从萌芽到成型的蜕变——采茶戏在南昌的流传演变  

采茶戏从文字记载来看 早见于江西。在《中国戏曲声腔剧种考》中作者记

载到：“从文字记载来看，关于采茶灯的记载在广东、浙江、广西等省早已有，

但关于采茶戏的记载 早都是见于江西。”[6](176)明代以来，“茶灯”在南昌、新

建各地盛行，明末清初，灯戏处于萌芽状态，无固定班社，但逐步形成 初的雏

形——两旦一丑“二小戏”；至清朝中、末年时，江西境内各地已非常盛行采茶

戏，但是由于地域环境与方言各异、且流派众多，各地市采茶戏依据自身地域和

唱腔特征的流行地区来加以区别，如:赣南采茶戏、吉安采茶戏、萍乡采茶戏等，

南昌采茶戏也因地名而得之。南昌采茶戏作为江西采茶戏中的一个重要支脉，除

了发迹于乡间采茶歌舞、演出于灯会节庆时，还在文化交融和方言习俗的交叉作

用下，从乡间流入城区，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个性”。对于南昌采茶戏的整个

发展阶段，经过整合国内史志文献的记载后，笔者认为，以历时状态和行当体制

的变迁为依据来加以划分当属较为科学的区分方式。笔者翻阅了一些相关的权威

性著述和地方文献史料，倾向于将早期南昌采茶戏的发展历程细分为五个阶段： 

（1）萌芽——“茶歌”“茶舞”、“茶灯”时期。据说:“清初，采茶歌的发

展极为迅速，遍及山野村舍，靡然风行，‘江西妇女春日采茶，编歌联臂唱和，

诸郡间有异同’。采茶歌 初只唱小调，每一首仅用四句唱词……后来由小调发

展为一种联唱的形式，名曰‘十二月采茶歌’，从一月唱到十二月，每月一首。

而‘十二月采茶歌’与民间舞蹈相结合，走进元宵节的灯彩行列中，即变成‘采

茶灯’的演出，由姣童扮成采茶女，每队八人至十二人，另有少长者二人为首，

手持花篮，边唱边舞，歌词基本上还是采茶歌联唱的内容。”[7]（23）又见杨鑫铭

道：“南昌采茶戏是起源于道光年间（1821-1850），由南昌民间的‘茶灯’和‘十

二月采茶调’组合而成。”[8](153)这里所说的“十二月采茶歌”、“采茶灯”，便是

后来形成采茶戏剧种的先声。早先的南昌采茶戏也一般都是以茶农、茶事、茶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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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礼为表现内容，在采茶歌基础上发展为载歌载舞的“采茶灯”，在民间灯彩活

动中孕育了“茶戏”的基本形态， 后发展为枝繁叶茂的采茶戏。在清代中叶嘉

庆年间，江西信丰人谢肇桢《南安吟·采茶歌》曾载道：“出看采茶也入魔。”[9]

更是具体形象描绘了当时的观看盛况，可见这时的采茶表演在江西已是极为风

靡；而且在人物表演形式上也可见其端倪，民间的“采茶灯舞”与而后发展来的

“灯戏”之间的人物形式极其相近，“茶灯舞”一般也为一男一女或一男二女，

其中的渊源显而易见。 

（2）雏形——“灯戏”、“二小”的“三脚班”时期。明末清初萌芽的灯戏

是民间艺人在娱乐与表演的过程中，为采茶歌舞编排注入了短小的故事和人物情

节，由两个旦角和一个丑角参加演出，俗称“二小戏”，旦角手舞彩帕、踩跷步，

丑角手耍纸扇、走矮步、载歌载舞。据《南昌文史资料》载：“清朝光绪年间，

南昌采茶戏在禾埠起班，到光绪中叶南昌北面有下四班：金玉、清泰……班；南

昌南面有上四班：四喜、庚义……一班。在这一时期，下四班和上四班的戏班子

都仅仅演唱由二小（小丑和小旦）扮演的茶戏。”[10]（156）由于演出人员共三个

人，故民间艺人也称之为“三脚班”；雏形期的“三脚班”， 初演唱的曲调是“茶

灯调”和由“茶灯调”演变而来的“秧麦调”“杂调”。由于受人员和角色的限制，

此时的三个演员只是演一些《卖杂货》、《姐妹摘茶》、《秧麦》等生活故事类小戏。

邻省湖北黄梅采茶戏传入江西后，南昌“三脚班”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剧目和曲调，

如《逃水慌》、《讨学钱》，演出行当也增至两旦一丑一小生。 

（3）初期——“三小”行当的“三脚班”阶段。即在“二小”的基础上增

加了一个“小生”角色，变成“三小”三个行当。清朝乾隆年间，在灯戏基础上

出现了以小生、小旦和小丑为主体的“三脚班”，由于采茶戏的演出大都是用本

土地县方言叙述，加上故事情节内容贴近百姓生活、风趣幽默易懂，因此这种演

出形式受到当地群众的普遍接受和认可，并迅速在当地流传开来；同时由于演唱

技艺的发展和演唱内容的需要，加之群众们对单一角色的不满足，为了进一步满

足观众的需要，“三脚班”艺人开始有意识地创造内容更多样、更曲折的戏剧情

节，创编剧本的内容渐渐由仅与“茶”有关的茶事扩展到生活中发生的奇文趣事，

尤喜好表现喜剧、描写爱情，因剧情需要故而在“二小”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小

生”角色，变成“三小”体制，虽然演员有四人，但从行当上来说仍只有小丑、

小旦、小生三个，故还称“三脚班”，亦称“三小戏”。因此，“三脚班”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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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意义上，由三个行当组成的“三脚班”，再加上三个打锣鼓的，俗称“四唱

三打”的七班子，这时他们已完全脱离了采茶歌舞的表演，标志着南昌采茶戏的

初步成型。 

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文化和娱乐的需求也跟着提高，采茶戏的演出也

就理所当然的多了起来，节日、祭祖、祈神、婚丧添丁，都少不了搭台唱戏，于

是渐渐出现了一些较为专业的“三脚班”演出团体，据诸多史料记载，在南昌县

荷湖一带就出现了像三福堂、三义堂这样的演出戏班，并且南昌的这些“三脚班”

在清朝乾隆年间极盛行于乡间，也已经产生了有板式变化的“本调”，具备了一

些戏曲所需的基本因素，而渐渐发展为生、旦、净、丑行当较齐全的“半班”，

能兼演一些角色不多的整体戏，如《蔡鸣凤辞店》、《山伯访友》等“老十三本①”。 

（4）趋于成熟——“半班”阶段。清王朝后咸丰年间，“三脚班”就进城了，

在翟金生的《豫章景物竹枝词》有记载：清咸丰元年（1851）以前，南昌城里“二

月街头唱采茶，村童扮作髻双丫。土音方语无腔调，笑煞吴姬与楚娃。”[9] 从

这则记载看来，所演“采茶”已不是茶灯，而是采茶戏的雏形了，表明在道光年

间南昌采茶戏就已开始从农村走向城市、有迹可寻了。这时不少班社、艺人都接

触到了城中赣剧、京剧这些大剧种，已能加演比较多的角色，有些戏班还请京剧

及赣剧艺人亲临教戏，不断向大剧种靠拢，生、旦、净、末、丑各个行当、服饰

台步都吸收过来，人物增多、戏路子宽了，也就有了十三本、十六本、二十四本

大戏的演出，而于同治初年发展成为“半班”规模，即在四唱三打的“三脚班”

的行当基础上，增加了老生、花脸、老旦这三具行当，两个旦角也有了青衣、花

旦之分，七个演员加上三个打锣鼓的乐手，俗称“七唱三打”，主要曲调为“下

河调”，后发展为本调和凡字调，兼具“杂调”。 

“半班”形成的初期阶段，大部分班社都还是处在业余性质的层面上，设备、

道具、服装、器乐等各方面都比较简陋，没有专职的龙套，场面上的乐队伴奏只

有锣鼓伴唱，没有管弦乐器。所唱主要曲调为“下河调”（也有一些资料上记载

为“下和调”）和“凡字调”；其声腔主要以传自湖北黄梅戏的“本调”为主，并

形成多种板式，加上一度与京剧同台演出，所以发展到这一阶段后所演剧目都以

整本大戏为主，兼演部分小戏，不仅行当齐全、剧目丰富，而且有了金玉、三长

                                                        
① “老十三本”除以上几个剧目外还包括《合明镜》、《湘子传》、《排环记》、《罗帕记》、《赶子图》、《毛洪记》、

《花鞋记》、《磨难记》、《双贵记》等。 [1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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