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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儒林外史》章节改编的庐剧《匡超人》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责编：陈姝妤
□电子信箱：czrbxjzk@126.com

庐剧在全椒的传承和发展

庐剧，是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
之一。2006 年 5
月 20 日，庐剧经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批准列入
第一批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庐剧，是安徽
省传统戏剧，也是
全椒县的地方传
统 戏 剧 。 笔 者
1971年进入全椒
县庐剧团，担任乐
队主胡演奏及作
曲工作近20个年
头，亲身经历了庐
剧剧种这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各项改革、发
展和传承。

○许良骥

庐剧《三条半腿桌子与二十条枪》剧照

庐剧《卖州记》剧照

戏剧进校园剧照

庐剧的起源庐剧的起源

庐剧，原名倒七戏，又称小倒戏、小戏，另有别称花篮戏、采
茶戏、灯戏、和州戏等等，流行于安徽江淮之间的皖西、皖中和江
南部分地区。

庐剧最初形成戏曲化是在清嘉庆年间（1800年前后），距今
已有两百多年。庐剧的相关文献史料很少，已知较早的史料是
1985年在安徽巢湖烔炀镇出土的一块同治七年（1868年）的石
碑。该碑是清同治年巢县知县陈炳所颁布的禁令，其中一条为

“近倒七戏名目”。这里的倒七戏就是庐剧。庐剧的起源尚无定
论，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庐剧起源于安徽皖中地区的门
歌，二是认为庐剧起源于安徽大别山地区的门歌。

初期的庐剧，是以安庆市大别山和淮河一带的山歌、门歌
（门头词）和民间花篮舞、花鼓灯舞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三小戏。
当时的演出大多采用唱一段、舞一段的形式，舞蹈如“绕篱笆子”

“绕门转子”“一条龙”“剪子股”“荷叶翻身”等，与淮河一带的花
鼓灯相似。

庐剧的唱腔庐剧的唱腔

庐剧的传统唱腔分主调和花腔两部分，主调是折子戏和本
戏的主要唱腔，有旦和小生唱的“二凉”“花二凉”“寒腔”“三七”

“花三七”等；老生唱的“正调”“衰调”；老旦唱的“正调”“哀调”；
老生、老旦唱的“端公调”；丑与彩旦唱的“丑调”等。主要唱腔又
有寻板（类似导板）、抹拐（类似扫头）、伸腔、连词、切板、大小过
台等变化。落板时常用帮腔，满台齐唱，称为“邀台”或吆台。庐
剧流行于淮河及长江两岸，以皖西、皖中、皖东三个地区分为上、
中、下三路，各具不同的艺术特色。全椒的庐剧属中路，唱腔婉
转抒情，道白接近地方方言。

庐剧唱腔有几个明显特点，一是在唱腔中不断出现用假声
演唱旋律，称作小嗓子；二是演唱中的帮腔吆台，即当舞台上的
演员唱到一定的时候，因剧情的需要，由场面和后台的演员齐声
帮唱，高亢辽阔，烘托剧情，渲染舞台气氛。其乡土味很浓，风格
明朗。

庐剧的表演庐剧的表演

庐剧的表演朴素而活泼，简单而真实。唱时，一般都是站着
唱，配合剧情做一些表情动作。打击乐很丰富，几乎是一种戏一
套锣鼓经，其表演的身段、舞蹈也是在锣鼓的节奏中完成，很有
韵律。

庐剧，从编剧到导演，从作曲到舞美的设置，无一不与兄弟
剧种相联系。至于演员的唱、念、做、打及手、眼、身、步与其他剧
种也没有根本的区别。

庐剧的发展庐剧的发展

庐剧在发展中，曾受流行于皖西北的阜南和河南固始一带
“嗨子戏”的影响，后来又吸收融合了湖北花鼓戏和淮河一带的
“端公戏”等剧种的部分剧目和唱腔，不断地丰富完整起来。庐
剧班社早期人数不多，只能在农村草台演出一些生活小戏和折
子戏。辛亥革命前后，曾一度和徽戏合班演出，称为“四平带折
班”（“四平”指徽戏，“折”指庐剧小戏）。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部分班社进入芜湖、合肥等城市演出，又与京剧合班。因此，
在剧目和表演方面亦受徽剧和京剧的影响。解放前的庐剧多为
私人班社，有职业戏班和农民农闲时候的草台班子，演出条件简
陋，属于临时搭台唱戏。新中国成立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文化政策鼓舞下，安徽省与合肥市政府整合了一些大的班
社，组建了安徽省庐剧团、合肥市庐剧团等国营剧团。在政策的
指导下，庐剧从不成体系的旧形态蜕变成正规的地方剧种。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庐剧进入短暂的发展鼎盛时期。1957
年，安徽省庐剧到北京演出；1958年，庐剧演员丁玉兰饰演的庐
剧《借罗衣》拍成电影，庐剧古装戏可以分为花腔小戏、折子戏和
本戏。据《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安徽卷》的统计，截至1994年共
有292出剧目，其中花腔小戏63出，折子戏72出，本戏153出。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全椒县纷纷成立了业余剧团和大众俱
乐部，庐剧也从此得到了整理和发展。据《全椒县志》记载，1952
年，全县有农村业余剧团9个，演出的剧目有《挖穷根》《王秀莺》

《穷人恨》等，这些剧目配合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战争，起到了很
好的宣传教育效果。同年秋，巢县烔炀河的“同意庐剧团”为全
椒县所接纳。1953年，进行了“戏改”，“同意庐剧团”更名为“大
众剧团”，后又更名为“全椒庐剧团”。至此，全椒县庐剧团正式
成立，直属全椒县政府文教科领导，从此，庐剧这一剧种便在全
椒县扎下了根。起初，县庐剧团演的也都是“放水戏”（即无剧
本），该团于1961年转为国营剧团，直到1962年底才开始演出定
本戏，并置有灯光、布景和幻灯字幕，陆续上演了一些现代戏，如

《社长的女儿》《夺印》等。这一时期，全椒县自己创作并演出了
《施金山》等现代戏，还上演了《生死牌》《三看御妹》《半把剪刀》
《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传统剧目。由于庐剧要适应新形势和表现
新题材的需要，其曲调也作了相应的改进。

1966年之后，大唱“语录歌”，继而推广“革命样板戏”，全椒
县庐剧团被改为文工团，庐剧因而被封杀。至此，原庐剧团的一

些演职员陆续被安置到县城一些企业和商业单位二次就业。
1971年夏季，经过当时县委、县政府的批准，全椒县文工团

以为全县基层培训文艺骨干的名义，广纳人才，在全县范围内招
选有文艺才能的下放知识青年和学生，邀请原庐剧团里留下的
几位年轻骨干老师参与，举办了三次培训班，排练了《顶风逆浪》

《冒尖户的喜事》等现代戏，并参加了当时滁县地区的文艺调
演。最后招录了二十多人为文工团的学员，笔者当时也在其中。

当时成立的文工团颇有气派，县里拨专款配备了西洋乐器
单管制，添置了一些必要的灯光、器材，排练并演出了样板戏和
现代戏，同时按照文工团的性质，通过观摩学习，排练了很多当
年流行的歌舞，按照县委的指示和要求，演职员用板车拉、肩膀
挑灯光、服装、乐器和道具，跑遍了当时全县37个镇和公社，以
及180多个大队进行慰问演出，没有电的大队就用汽油灯照明，
条件虽艰苦，但是收到了全县干部群众的好评。

改革开放以后，全椒县文工团又复名为“全椒县庐剧团”。
复名以后的全椒县庐剧团，排练演出了多个传统庐剧，如《秦雪
梅》《赵五娘进京》《三请樊梨花》《杨八姐闯幽州》《休丁香》等。
这些传统古装庐剧，当时在江苏南京，安徽合肥、马鞍山、芜湖及
和县、含山县、巢县、庐江县、宣城等地区久演不衰，真正是“高山
打鼓，名声在外”。每到一地，都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深受广
大观众好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电视机和录像机逐渐进入平常百姓家，戏剧特别是古装戏
的上座率明显下降。

庐剧的传承庐剧的传承

从庐剧的起源、发展等来看，该剧充分反映了江淮地域文化
和安徽文化艺术的特点。庐剧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
和艺术价值。庐剧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老的地方剧种，
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特别是来自广大农村的观众，
在民间戏曲逐渐衰落的状况下，他们对庐剧的喜爱始终没有
变。如今，像全椒民间青年表演艺术家盛小五和他创办的民间
庐剧职业剧团，正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在安徽合肥等地区的发展
也十分红火。庐剧虽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它内在的人文精
神、生活习惯、行为范式、言语传承、心灵契合却是多种因素的历
史积淀、交汇融合而成，艺术特色十分突出。

2011年11月，为纪念大文豪吴敬梓诞辰310周年，全椒县
文广新局、全椒县文化传媒演艺有限公司隆重推出了新编八场
古装庐剧《匡超人》。该剧的创作与表演，在继承庐剧传统精髓
艺术程式的基础上，融入了时代气息与时尚元素，力求内容与艺
术性、观赏性的统一。新编八场庐剧《匡超人》，把吴敬梓笔下的
匡超人这个人物，用安徽地方戏——庐剧的表演形式呈现给广
大观众，这种深具本土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让人们享受了一场
地道的文化大餐。当时的微博也参与了现场直播，很多观众通
过微博进行了交流互动，获得了省内外广大庐剧观众和一些热
爱戏剧艺术的年轻人的好评。

庐剧能够更好地发展和传承下去，是与那些热爱庐剧、并为
此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的演职人员分不开的，他们孜孜不倦地
追求，为其付出了宝贵的青春韶华。如全椒县庐剧团庐剧传承
人杨青山老师，擅长花脸、老生，演出时声情并茂、嗓音高亢嘹
亮；全椒县庐剧团庐剧传承人、花旦演员唐葆霞老师，戏路宽广，
嗓音圆润，做功细腻并兼演刀马旦、青衣、老旦、反串小生等角
色；全椒县庐剧团庐剧新秀、传承人张永红老师，唱腔纯正、动
听、高亢，音域宽广，以主演青衣出名，并兼演老旦。笔者本人在
全椒县庐剧团工作期间，参与多台庐剧古装戏和折子戏的作曲
和主胡的演奏，调离庐剧团以及退休至今，曾为新编八场古装戏
庐剧《匡超人》担纲唱腔设计和主胡演奏，并为《挑女婿》《扶贫主
任》《卖洲记》等多台现代和古装庐剧小戏作曲和演奏。同时，我
们“八仙民乐小乐队”的庐剧同事及队友们，多年来也一直默默
无闻、坚持不懈地为庐剧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希
望在未来，我们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优秀剧目，做好庐剧传承工
作，讲好新时代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