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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高山汉唱灯艺术分析研究

兰 倩

百色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 广西百色 533000

摘 要：少数民族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资源，许多国内外学者都在为逐渐被同化的少数民族文化立著、宣传，试

图将其保护、并世代相传。乐业高山汉的唱灯艺术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由于被同化的成分还是比较少的，使得它有很高研究

价值。

关键词：唱灯戏；高山汉族；艺术分析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Art of Gaoshan Han Nationality Singing Lantern in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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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nority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hina, and many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are

advocating and promoting the gradually assimilated minority culture, attempting to protect it and pass it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lantern singing art of Leye Gaoshan Han nationality is also a part of it, and due to the relatively few assimilated

elements, it has high research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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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灯”自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形成以来，至今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一代传一代具有自己的表演队伍。广西乐

业唱灯在广西的戏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与云南、贵州花灯

相媲美的地方戏曲。它是桂西北高山汉族地区的优秀民间戏

曲文化，是古老灯戏的遗存，乐业唱灯戏的源头可能在川、

黔、湘、鄂等地。

乐业唱灯又名灯戏，主要流布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乐业

县汉族聚居的甘田、逻沙、同乐、幼平等乡，以及毗邻凌云

县的玉洪、田林县的浪平等地。其源流无文字依据，传说是

在当地舞龙踩灯的民间歌舞基础上形成的。这一说法经过笔

者的研究觉得还是有待商榷的，笔者认为乐业灯戏的形成主

要是由汉族的唱灯与地方民间歌舞相结合而形成的。

一、唱灯戏的音乐特征

1.唱灯戏的曲式特点

唱灯戏多由一段体构成，由两个以上的乐句组成。其特

点是歌词紧凑、旋律一气呵成、段落不可划分，这是聚集式

的一段体结构。除此之外还有二段体和三段体结构的唱灯戏

段，二段体的结构形式是：“引子+A+B”。其结构的第一段

是主要的结构，第二、三段式根据第一段加以重复变奏，有

加唱词、说白、前奏或间奏的。最后为加强歌曲的结束感一

般在结束处会重复第一段作为结尾。

2.唱灯戏的音乐分类

唱灯戏的音乐可分为正调、小调、器乐、打击乐四种类

型。下面将分别介绍。

（1）正调类。在唱灯音乐中，它是唱灯戏中的一种唱

腔模式，在传统的唱灯剧里都要用到，它由起板、正板、煞

板三个部分组成。所谓起板就是现代音乐所说的过门，起板

皆以乐器来演奏。正板指的是每个角色的唱腔，可分为生腔、

旦腔等。煞板就是结束句的意思，一个完整的唱灯剧只有由

正板转入煞板才算是圆满的结束。

（2）小调类。唱灯戏中有同一旋律即兴的套用不同歌

词来对唱的形式，这就是唱灯的小调类，现在仍在广为传唱。

小调类的曲调优美动听，旋律性强，适合与对唱形式的歌舞

表演，但由于其戏剧冲突性较弱，在传统唱灯戏中不作为音

乐的主体。目前传统的唱灯音乐已经濒临失传，只有这类风

格统一的小调类音乐还保留着，它是唱灯戏的血脉，是唱灯

戏的另一种存活方式。

（3）器乐类。器乐音乐主要是指器乐演奏出的音乐，

唱灯戏中的器乐音乐主要有过场音乐和伴奏音乐两种形式。

演出闹场时的音乐和场与场之间的器乐演奏都称为过场音

乐；用乐器演奏来表现人物的心情或烘托气氛来达到戏剧效

果的音乐称之为伴奏音乐。

（4）击乐类。唱灯击乐又叫锣鼓牌，一般只用敲木鱼

来定节奏，它常用语开场、收场、过门和演唱时的固定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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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

二、唱灯戏“灯班子”概况、表演形式

1.乐业逻沙唱灯戏“灯班子”概况

在有唱灯戏以来就有了“灯班子”的存在，它代表的是

一个剧组的意思。“灯班子”人数多少不一，中小型的演出

有 10—15人，重大的演出会有 30-40 人，由于历史的原因

灯戏中的生、旦、丑等角色均由男性来扮演。在“灯班子”

里都会有一个“灯师”，每当接到唱灯邀请函时灯师就会召

集灯班子所有成员共同商议要不要赴演，如果大家的意见基

本一致去赴演，灯师就会恢复邀请方并约定好赴演时间。接

下来就是对节目进行排练，演出的节目大多是平时就已经排

练好的内容，一旦有邀请演出就直接复习、准备好道具服装

就可以了。

2.唱灯戏的表演形式

唱灯戏的表演形式可以分为地唱灯和台唱灯两种。很久

以前乐业民间就有在春节期间组织舞龙舞狮及唱灯队到个

乡镇串演以表喜贺新春佳节之意。唱灯队表演的内容大多是

一旦一丑的简单歌舞和对子戏，如今在逻沙乡已经不盛行了，

但是乐业甘田镇还完整的保留着舞龙舞狮队，这就是所谓的

地唱灯。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娱乐的要求越来越高，

唱灯戏也不再局限于一丑一旦简单的歌舞及对子戏的表演，

开始发展成为有复杂故事内容的唱灯剧了。演出的地点也从

厅堂搬到广场，有演出时就会搭台唱戏，演变成了台唱灯。

三、周边地区和少数民族音乐对乐业唱灯艺术的

影响

追溯高山汉形成的历史可看出乐业唱灯艺术的源头可

能在现今的贵州、四川、湖南、湖北等地。

贵州的灯戏又叫花灯，它是一种群众性的民间歌舞艺术

形式和略具雏形的戏剧表演艺术形式。贵州花灯主要由“花

灯歌舞”和“花灯剧”两种形式构成一般是一个丑角和一个

旦角。也有用两丑一旦、一丑两旦或两丑两旦的, 但这种情

况较少。丑角叫“唐二”， 旦角叫“幺妹”， 也有叫“干哥”、

“干妹”的( 方县则把唐二叫做“武角”,幺妹叫“彩花娘子”,

或叫“文角”。演唱时, 旦、丑均手持扇子、手巾, 唱花灯调

和舞蹈。歌舞交错进行。花灯一般在春节期间演出, 人们称

它为“贺灯”或“元宵灯”。也有一些地区唱花灯是为了“还

愿酬神”, 所以又叫“愿灯”, 有时演出也延长至旧历二月。

花灯在湖南民间很早就已流行, 明万历《慈利县志》有

过记载: “ 望日夜,张灯于市, 儿童笑歌戏舞, 鼓声达旦, 日

闹元宵。” 清代以来更为盛行, 一些地方志和著述有过详细

的记述。同治《城步县志》引康熙二十四年原本:“ 元宵, 花

灯赛会,唱玩薄曙。”光绪《会同县志》载:“上元, 舞花灯, 演

戏曲, 以悠游观。”由此可见湖南的花灯戏多在元宵节上出

现。它开始于民间的歌舞，逐渐发展成为一旦、一丑表演的

花灯戏，其基本特点是载歌载舞，滑稽诙谐，内容多为农村

日常生活。它的舞蹈生动活泼，音乐曲调多采用地方的民歌

小调，特别适合表达热烈欢快的情感。

四川灯戏，在民间被称为“花灯戏”“花鼓戏”，乡土味

浓郁，戏剧性强，轻快活泼。它由农民庆贺丰收和春节时平

地围灯边歌边舞的“跳灯”，结合其他民间说唱艺术基础上

发展衍化而成。主要是由“花鼻子”、“幺妹”、贴师、奏乐

师、灯手帮腔手组成。四川花灯的演出主要集中在春节、庙

会、节日、新店开张、新婚等时节，其中最主要的尤其是春

节。

湖北灯戏主要以荆州花鼓戏为主，形成于清代中叶(另

一说是明末清初)。首先流行在天门、洒阳、潜江一带。当

花鼓戏还只具有戏剧雏形时,叫“沿门花鼓”,也叫“地花鼓”。

唱的多是《十枝梅》、《思凡》等单篇词。以后发展成三五人

一班,用几张方桌拼成舞台,演出一些对子戏、三小戏,唱多白

少、通俗易懂,称为“平台花鼓”或“拖平台”。后在姊妹艺

术的影响下,才发展成“七慌八忙九停当”的演出班子。舞

台也发展成“六根杆”,即竖立六根高杆,搭成舞台,用帘子隔

成前后台。多在迎神、赛会、祝寿、贺喜时演出,被称为“神

戏”、“灯戏”、“会戏”。

由此可见，与乐业逻沙唱灯戏最接近的戏种就是贵州的

花灯与四川的灯戏，在艺术形式上深受贵州花灯和四川灯戏

的影响，不过乐业逻沙唱灯戏与之接近但也存在差别。

从对乐业唱灯戏和与其有血缘关系的贵州花灯、湖南花

灯戏、四川灯戏、湖北荆州花鼓戏的分析可以看出乐业唱灯

戏与贵州花灯、湖南花灯戏、四川灯戏、湖北荆州花鼓戏中

某些模块的呈现方式是不大一样的，比如接灯这一环节。贵

州花灯是没有这一环节的，四川灯戏有这一环节，但是它的

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四川灯戏在这一环节的表现形式为一

般是由帖师敲着锣，提前一到二天去“打灯帖”，即提前通

知主家演出的时间，主家一般到时都要摆上礼品“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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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乐业唱灯戏的“接灯”表现为唱盘歌灯，即快到演出地点

邀请方会派能对唱之人来接灯，这时双方就会展开对歌。歌

词灵活多变，对唱自如，这种对唱形式在唱灯戏中称为盘歌。

观察高山汉周边的民族，壮族、瑶族可看出这两个民族都是

喜欢对歌的，因此这一环节乐业唱灯戏加入了对歌的形式也

是为了符合壮族、瑶族这两个民族的娱乐与审美需求，同时

不断吸收了当地的“敬烟歌”、“要饭调”、“送哥调”等民歌，

还吸收了巫师的一些唱腔，用来演唱故事使踩灯歌舞与唱灯

逐渐分离。

四、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再创造

乐业唱灯戏曾经代表着“农业文明”时期乐业周边人民

的文化体系倾向，在农业快速向工业转换这样一个大环境中

实现乐业唱灯戏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传统

文化”向“现代文化”转换，才是真正的传承和发展了乐业

唱灯戏这一传统地方小戏。同样的，乐业唱灯戏想要真正的

实现发展就必须要接受现代社会的改造与筛选，只有这样才

能创造出具有时代特点的民族特色的新文化。

自 2010年乐业唱灯戏被列入广西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以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和文化部门的抢

救、挖掘、整理和宣传、培训、展演等举措，唱灯戏得到了

重视，这一即将失传的地方小戏又开始回到群众身边。不过

目前乐业县对乐业唱灯戏的保护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应该

依托能力更强、艺术水平更高的专业院校，共同合作，对唱

灯戏实施保护性的传承和发扬。

五、意见和建议

通过笔者最近两年的调查和研究，发现乐业唱灯戏即保

留了传统的民俗特点，又有较为成熟的地方小戏的基础。即

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又有旋律优美,抒情、叙事均富有浓郁的

民族气息。这样具有特色的地方小戏在全自治区甚至从整个

南方地区都是很有发展潜质的，但由于乐业的社会发展水平

不高，导致这一地方戏种只能小打小闹，令人非常痛心。

虽然政府部门、民间艺人都在努力进行抢救，但是光靠

他们的努力还不够，需要扎根地方教育事业的专业团体与专

业院校加入保护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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