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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戏卷戏的艺术特征探究 
王  越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罗戏和卷戏作为中国传统戏曲的鼻祖，具有悠久的历史，被誉为“戏曲的活化石”。罗卷两戏自产生以来，在戏曲发展
的过程中曾辉煌一时，历史上极大地促进了多个戏曲剧种的发展，例如在豫剧、越剧的剧目中都保留了罗戏卷戏的很多痕迹。随着
新兴剧种的逐渐兴起，罗卷两戏依然保留粗狂的唱法和传统的表演形式，因此慢慢走向衰退。本文以罗戏、卷戏为研究对象，运用
文献搜集的方法，对罗戏与卷戏的历史渊源进行考辨，对“罗”“卷”两戏的艺术特征进行探究，将中华传统曲艺中的罗戏卷戏得
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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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戏的历史渊源与艺术特征 
罗戏本名“锣戏”，又称“罗子戏”、“罗罗腔”、“大罗戏”，该

剧种属于宫廷戏，其曲调古色古香、高亢嘹亮、声音浓厚、旋律动
听，在舞台表演中保留了很多真刀真枪、惊险刺激的武打场面，颇
受人们喜爱。 

（一）罗戏的历史渊源 
罗戏源于唐朝，成于宋朝，盛于元朝，是传统戏曲的鼻祖和活

化石。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罗戏在传承的过程中，仍保留
着唐宋大曲、元明杂剧、南曲曲牌等我国艺术殿堂中逐渐失传的舞
台艺术。 

据记载，康熙年间，《燕九竹枝词》记载有“唯中罗独擅场”
诗句，证明了罗戏当时进京演出的盛况。《上蔡县志》中记载:“两
淮风土，自秋成以后，冬月以至新春三四月间，无处不以唱戏为事。
男女杂沓，举国若狂，风俗之偷，莫甚于此，卑职目击心伤，力为
严禁，一切清戏、锣腔、尽行驱逐。”[5 书中描述了在清朝时期，由
于罗戏对男女爱情方面的题材夸大夸演，因此遭到了朝廷的驱逐打
压，后来随着群众基础的日益扩大和经济水平的日益提升，罗戏开
始逐渐转衰为兴。 

《鄙城县志》一书中这样记载:“赛神招梨园，其名锣戏只著，
最理鄙淫秽，民间尤尚之[4。”书中生动形象地描绘了罗戏表演的盛
大场景：罗戏在当时盛极一时，只要是罗戏唱到演到的地方，皆是
万人空巷，颇受人们喜爱，以至于罗戏在当时唱红了整个中原大地。 

罗戏经过代代传承，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承载了人们悲欢离
合，表达人们苦辣酸甜的文化载体，自罗戏产生以来，人们在生活
中的情绪可以在罗戏这个载体中得以寄托和宣泄。罗戏带给人们生
存的意义是其它剧种无法取代的，因此面对如今新兴剧种的冲击和
地域的兴起，罗戏大师李遂科说道：“罗戏是我民族的魂，我们不
能没有它”。 

（二）罗戏的艺术特征 
罗戏自产生以来，吸收融合了多种曲艺的表演形式，经过代代

艺人的不断补充完善，罗戏才有了现在高亢激昂的乐曲唱腔、上下
规整的唱词格律、严谨的曲牌词格、真刀真枪的舞台特色和丰富的
伴奏乐器，这也体现了罗戏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和特点鲜明的地域
特征。 

1.音乐形态 
（1）乐曲唱腔 
罗戏的唱腔高亢粗犷、声音浓厚，旋律跳度变化之大，经常会

出现八度、十一度大跳（如谱例 1），最大音域可达十八度。罗戏所
使用的发声方法也与其它剧种截然不同：演员在表演时多用真嗓，
其中，生旦演唱的音域较高，采用的是鼻腔共鸣的发声方法；红生
间配喉音，多用胸腔共鸣的方法；净角多用腹腔共鸣的方法。 

谱例 1：罗戏曲谱《端定了纸金银》 

 
罗戏的唱腔独特，耐人寻味，素有“大笛戏（罗戏）唱三天，

小笛（小唢呐）还往耳里钻”、“听了大笛戏（罗戏），三天出不去”
等美誉，除此，由于罗戏的音乐节奏变化多端，后来逐渐形成了人
们常说的“同曲不同嘴，同一词体两字各异”的特点。罗戏自产生
就拥有及其广泛群众的基础，据调查，除了罗戏本身具有高亢粗犷、
声音浓厚的唱腔旋律，和贴近人们生活题材编排以外，还有一个非
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罗戏的演唱过程中，使用了河南地地道道的
方言，加入本地方言以后，罗戏就变得更加贴近生活，因此有良好
的群众基础。 

（2）唱词格律 
罗戏在戏文词格方面，具有上下规整、严谨对仗的特点，对唱

词的词格方面有着极高的要求，以“长短句式”为主，“对偶句式”
和“单句式”为次，其中长短句为文生的通用句式（如谱例 2），由
于此要求较高，达不到这个要求则无法入曲进行演唱，因此曲艺艺
人们也常慨叹罗戏是死眼子戏。 

谱例 2：罗戏曲谱《武山坡羊》 

 
（3）曲牌词格 
罗戏自产生以来，就以曲牌体为主，包含有“点绛唇”、“耍孩

儿”、“山坡羊”等曲牌体。罗戏对自身的词格要求十分严谨，每段
唱词平均由八个单句组成，每个段落都被称为“耍孩儿”，并且无
论是从戏曲的曲牌还是从唱词的词格来讲，“耍孩儿”在罗戏中都
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除此，罗戏还具有固定的格律，其格律大
多为三、三或三、三和四、四结构，如下出自《皇太子出家》中“耍
孩儿”的片段： 

天失时,星斗暗, 
地失时,草无根, 
青龙失时沙滩困。（第一联） 
猛虎失时离山寨, 
凤凰失时落鸡群, 
好汉失时无人问。（第二联） 
到何日,时来运转, 
龙归海,虎归山林。（第三联） 
2.表演形态 
（1）舞台风格 
俗话说“卷善文，罗善武”，因此在罗戏的舞台上，除表演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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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除霸、男女爱情等带有情节的故事外，一大特色要属武打戏了。
在武打戏中，演员的道具全都是真刀真枪，且有诸多舞台特技，如：
“开膛剖肚”、“打五把彩”、“大上吊”、“拉龙”、“背钱裕”、“砸瓦”、
“跑游魂”等十几种均有表现，在舞台上主要突出了惊险刺激的特
点。其中，“打五把彩”最为恐怖和震撼，演员在表演这一特技时，
时而刀、枪、宝剑纷纷穿肠而过、肠溢血流；时而抓钩穿鼻、大铡
劈臂，观众见之，儿哭母叫，无不令人胆寒心惊。 

在舞台的人物扮演中，罗戏所扮演的角色不是凭空捏造，而是
从实际出发，用百姓的角度和口吻，来道出世间善恶，因此在舞台
上无论是表演帝王将相，还是扮演官妃国秀，在表演中都夹杂着几
分淳朴的乡村气息。 

（2）伴奏乐器 
罗卷戏主要分两种演奏形式，一种是文场，一种是武场。在武

场——罗戏的舞台表演中，伴奏乐器丰富，主要伴奏乐器为笛子(也
称“高音唢呐”)，其音色高亢饱满，音域宽广，表现力丰富，是观
众们非常喜欢的乐器之一。除此还加入了“四大扇”（又称“大铜
器”）：大叉、大铙、大锣和大鼓；与之对应的“小铜器”有：手叉、
大锣、手板和小锣，另外还特别加入了三尺多长的喇叭和羊角号，
羊角号主要用于兴兵点将之时，为了烘托声势浩大、气势雄伟的阵
势，给剧情烘托起着主要作用。 

除此，罗戏的主要伴奏还可以分为两大类，分别是打击乐器和
吹奏乐器。其中，打击乐器包括：小镲、大镲、小锣、大锣、大鼓、
堂鼓、梆子等；吹奏乐器有：唢呐、大笛、闷子、筚篥、笙等。 

二、卷戏的历史渊源与艺术特征 
罗卷戏作为我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据记载其自身可以分为两

个调门，一个调门是罗戏调门，一个调门是卷戏调门。其中，卷戏
的音类似于万绑豫剧、老梆子，音域尖锐高调，声音柔和细腻、平
稳悠扬，其多演文戏。 

（一）卷戏的历史渊源 
相对于罗戏而言，卷戏发源较早，关于卷戏的起源有两种说法，

其一：卷戏又称“眷戏”，作为一种传统民间曲艺，由于其自身朗
朗上口的曲调和内容丰富的选材颇受人们喜爱，因此曲艺艺人们常
被大户人家邀请，来为其眷属演唱，故有“眷戏”之称。其二：卷
戏中的“卷”字，据记载源于《卷经》，《卷经》是寺庙中道士们在
打坐修行时所朗诵的书目，后来道士们在做道场时，除了朗诵这一
形式以外，还会加入敲唱、哼唱等形式，最后称为“卷调”。 

卷戏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也有着很多的传说，据河南省邓州
市桑庄镇孔庄锣眷（罗卷）剧团老艺人们描述：当年，明朝皇帝到
民间巡查走访，路过一个小村庄时，看到戏曲艺人在表演卷戏，他
被丰富的舞台表演和独特的戏曲唱腔深深地吸引了。回到宫里后，
他就派人把卷戏接到了宫里，专供王氏贵族们欣赏观看，所以在当
时，人们又称卷戏为“眷戏”。 

（二）卷戏的艺术特征 
卷戏自产生以来，经过漫长的岁月发展和代代艺人的不断补充

完善，才有了现在柔和细腻的乐曲唱腔、对仗工整的唱词格律、严
谨的曲牌词格、丰富的伴奏乐器和经典的代表剧目，这也体现了卷
戏独具一格的艺术特征。 

1.音乐形态 
（1）乐曲唱腔 
卷戏的唱腔有原板、叫板、滚板、哭板等腔调，声音柔和细腻、

平稳悠扬，耐人寻味。卷戏为了更好地吸引观众，在旋律中加入了
很多装饰音的运用，如：颤音、倚音、滑音等，并且在句句尾音加
入了独特的演唱技巧——假嗓甩腔，这也是卷戏唱腔音乐的显著特
点之一（如谱例 3）。 

谱例 3：卷戏曲谱《又听得杨元帅说军情》 

 
（2）唱词格律 
卷戏在戏文词格方面，大多是一字一音，对仗工整，演唱时朗

朗上口。在卷戏的唱词中，还加入了很多本土的方言，因此演唱的
语言与当地的方言十分相似，在倚音、颤音、滑音等装饰音的修饰
下，更能凸显别具一格的地域风格（如谱例 4）。 

谱例 4：卷戏曲谱《那胡女逼得我无机可奈》 

 
在卷戏的表演剧目中，其唱词都非常文雅，即在一首完整的作

品中，唱词大都采用三长一短这一规律，直到现在，这一唱词特点
仍被保留，并毫未改变。相关学者称这一特点，很有可能是该剧种
在鼎盛繁荣时期，戏曲学者通过对卷戏本身的词句进行反复研究加
工，最后才得以到达这个高度。 

（3）曲牌词格 
河南民间乡村曲艺——卷戏除了具有十分深奥的唱腔、对仗工

整的唱词格律外，编曲者在记谱时也十分注重自身曲牌的要求。卷
戏的曲牌是以板腔体为主，其卷戏的板腔体与罗戏的曲牌体相比略
有不同，罗戏的唱词分为上下联、长短句，但罗戏的曲牌唱词分上
下句，其中五字、十字为主，由于没有句数的限制，因此对于唱词
也没有明确的平仄之分。如罗戏《端定了纸金银》为十字句，卷戏
《又听得杨元帅说军情》为五字句，这样编写不仅表演时朗朗上口，
且韵味十足，耐人寻味。 

2.表演形态 
（1）伴奏乐器 
卷戏与罗戏的演唱风格完全不同，罗戏善武，唱腔高亢粗犷、

声音浓厚；但卷戏则恰恰相反，卷戏的演唱温柔细腻，耐人寻味，
令人回味无穷。由于二者唱腔的不同，导致卷戏的伴奏乐器也与罗
戏有很大差别。 

在卷戏的舞台表演中，主要伴奏乐器有小唢呐、笙和竹笛。其
中，小唢呐（又被称为“小笛子”）是主要吹奏类乐器，因此民间
也称卷戏为“小笛子戏”，除了采用音域宽广的小唢呐进行伴奏，
卷戏另外还加入了尖子号这类声音独特的传统乐器进行伴奏；在打
击乐器中，使用的多为梆子、鼓、锣、镲等。 

（2）代表剧目 
卷戏自产生至今，经历了近百余年岁月的冲刷洗礼，据统计，

现保留下来的卷戏传统剧目约有百余台，经常演出的约二十余台。
目前，以男女爱情故事题材的卷戏代表剧目有：《日落在西山头草
原寂静》、《三十二岁老闺女》等；以历史故事题材的卷戏代表剧目
有：《又听得杨元帅说军情》、《三声炮杨延景坐了宝帐》、《两军阵
与胡女对阵交锋》、《那胡女逼得我无机会可奈》、《牛皮宝帐奴赔
情》、《焦孟将两军阵吃了败仗》、《耿雁征西》等。 

有着鲜明区域特点和丰富文化底蕴的罗戏与卷戏，已经在中原
地区发展超过三百年的历史。对罗戏与卷戏进行整理，使之走出国
门、走向世界，不仅可以展示我国历史悠久的戏曲文化遗产，还可
以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同时对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及可
持续发展都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青青.河南汝南卷戏研究综述[J].大观论

坛,2019,(04):103-104. 
[2]马越.罗卷戏之历史钩沉[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

报,2013,(08):90-91. 
[3]郭学智.罗卷戏及其演唱风格[J].黄河之

声,2011,(05):36-37. 
[4]高歌.河南省邓州、汝南两地的罗卷戏研究[D].西安音乐

学院.2010. 
[4]甘洁.汝南罗卷戏考察研究[J].民族艺

术,2010,(02):113-114. 
[6]杨廷望:《上蔡县志》,清康熙 29 年出版. 
[7]《鄙城县志》:清乾隆 18 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