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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戏剧，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展

现出人生百态，历史百态的原貌。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就不得不从戏曲着手。文明世界的三大戏剧源流就是中

国戏曲，古希腊戏剧，古印度梵剧。由此可见，中国的

戏曲在世界戏曲文化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诗、词赋、

散文、小说等等都是中国戏曲所涉及到的文学体裁。中

国戏曲综合了所有的艺术形式，例如音乐、舞蹈、曲艺、

武术等，这种兼容并蓄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戏曲的艺术表

现力和感染力。

但是，由于社会发展中的商业化，模式化等各种花

哨的流行因素的冲击，我们生活在现代创新型社会中，

艺术修养和美学价值被一些“流行音乐、网络音乐”所

取代，从而导致越来越少的人们关注古老的民间艺术，

观众大大减少，戏曲的发展空间也不断缩小。因此，豫

剧和其它剧种一样也陷入了不景气的状态。但是，随着

社会各界人士的响应呼吁，不断努力地加大戏曲文化的

宣传力度，特别是河南电视台播出的《梨园春》栏目更

树立了一个传承民间文化艺术的典范，给豫剧的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戏曲的发展空间。

二、河南豫剧的概述

（一）河南豫剧的历史形成

豫剧产生于明末清初，初时以清唱为主，深受老百

姓的喜爱，因而发展非常迅速。豫剧起源已经很难考证，

说法不一。一说明末秦腔与蒲州梆子传入河南后，与当

地民歌、小调相结合而成，一说由北曲弦索调直接发展

而成，一说是自明朝中后期，在中原地区盛行的时尚小

令基础上，吸收“弦索”等艺术成果发展而成。豫剧，

它的原名是“河南梆子”，也叫“河南高调”，由于早期

的专业演员的唱功都是以本嗓演唱，在起腔与收腔的时

候用假声翻高尾音带“讴”，又俗称“河南怄”。随着社

会的发展，河南梆子不断完善，逐渐成熟，因河南简称

“豫”，解放之后将这一地方戏定位豫剧，成为河南地方

戏的代表，是河南省的第一大剧种，同时也是全国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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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剧种之一，是仅次于京剧的地方剧种。主要流行于河

南全省以及湖北、安徽山西、河北等地。

（二）豫剧的特点

豫剧重在它的唱工与动态，完全合乎于河南的风俗

习惯，大多数都是表现出人与事物的关系，与人们的生

活场景打成一片，所以它的特点与其它地方戏曲有很大

的不同。首先，它是以河南话为语言基础，有极其浓厚

的河南地方特色，唱腔流畅，剧情唱词通俗易懂，有一

个非常形象亲切的比喻“京剧是大都市小姐，豫剧则是

农村姑娘”，可见豫剧是我们身边最朴实无色，亲切感

人，且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传统民间小戏。其次，豫剧所

表现的内容也往往具有显著的河南地方特点，例如《朝

阳沟》就鲜明的体现出河南农村浓浓的风土人情。

（三）豫剧的唱腔

豫剧是以唱功为主，它的唱腔十分流畅，剧情简单

易学，专业的豫剧演员大多数都是以直声演唱，所以他

们吐字特别清晰，能让观众很容易听懂。

（四）豫剧的流派

由于地方方言的不同，豫剧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很

多路流派，它们都各具特色。豫剧的流派主要分为豫东

调和豫西调，豫东调因受其邻近的兄弟剧种山东梆子唱

腔的影响，男声高亢激越，女声活泼跳荡，擅长表现喜

剧风格的剧目；豫西调因遗留了一部分秦腔的韵味，也

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男声苍凉悲壮，女声低回婉转，擅

长表现悲剧风格的剧目，细分大致如下：

1、祥符调

以开封为中心地区流行的豫剧，为标准的中州正韵。

2、豫东调

是以商丘为中心的“豫东调”，也被称为“东路梆

子”，它是祥符调传入豫东后形成的一个豫剧地域流派，

因邻接鲁南等县，也接近山东梆子，咬字比较重，定弦

也很高，因此也被称为“高调梆”。

3、沙河调

豫东南沙河流域流传着一种“沙河调”，至今流传甚

广，对豫剧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唱腔属于板腔体，具

有独特的板式结构和比较完整的音乐程式。分为四大板

类：慢板、二八板、流水板、飞板等。

4、豫西调

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调”。

豫剧的演唱以旦角为主，逐步形成了常、陈、崔、

马、阎、桑六大名旦。以六大名旦为代表，形成了豫

剧六大流派。常派代表人物是常香玉，被誉为“豫剧皇

后”。陈派的代表人物是陈素真，她本名王若瑜，17 岁即

被誉为“豫剧皇后”，22 岁又获“梆子大王”的美称。马

派代表人物是马金凤。崔派的代表人物是崔兰田，是豫

剧“十八兰”。阎派的代表人物是阎立品。桑派的代表人

物是桑振君。

（五）豫剧具有代表性的曲目

豫剧的传统剧目有 1000 个之多，其中大部分是以写

历史小说和演义为主，例如《包公戏》、《杨家将戏》等，

除此之外还有的戏写的是关于爱情、婚姻、伦理道德的。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又出现了很多现代戏，描写的是现

实生活的情景和新改编的历史剧，使豫剧的事业有了很

大的新发展。

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剧目有《三哭殿》、《对花

枪》等。自 1949 年以来，通过整理改编的传统戏有《花

木兰》、《穆桂英挂帅》等。创作改编的现代戏有《朝阳

沟》、《李双双》等。其中，《花木兰》、《朝阳沟》等被编

制拍摄成电影，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三、河南豫剧的发展

（一）河南豫剧是家喻户晓的民间传统戏曲

在我的记忆当中，《花木兰》中的唱词在我很小的时

候就能完整地唱下来，在家乡的各个角落经常都能听到

唱豫剧的声音，亲切朴实。作为土生土长的河南人，如

果有人问我在河南什么最有名？我就会特别骄傲的告诉

他们豫剧。我会把你们带入极其美妙的河南豫剧当中，

让你们感受河南戏曲博大精深的艺术文化！

河南豫剧的发展源远流长，小时候生长在河南典型

的农村，记得上到八九十岁的老人，小至四五岁的孩童

都能哼唱几句韵味十足、字正腔圆的河南豫剧，让人们

都能感受到河南人民的热情与淳朴。

（二）豫剧得以发展的群众力量

1、豫剧演出的两种组织形式

一种是各村的村委会组织的，一直以来，在河南的

农村地区，每年都有固定的时间在各地区演出。绝大多

数都是村委会请来的戏剧专业人事巡回演出，深受广大

人民群众的喜爱。每次有演出的时候，几乎是全家总动

员，都各自带着家里的板凳去看，俗话说就是听戏。男

女老少无一不喜欢去听戏的，小孩子由爸爸妈妈带领着

尤其的听话，全神贯注的听着。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每到

那个时候我都会盼望着去听戏，那种非常急切的感受就

像盼望着过年一样。

一种是村民家里自行组织的，有些村民家里逢喜事

的时候就会自行组织：如给老年人过大寿、店面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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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孩子考上名牌大学等等，像这种情况都是请专业的

豫剧演员前来演出，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增添气氛、

图个热闹、把家人的祝福、祈祷表现出来。

2、豫剧的演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

首先，豫剧是我们身边最朴实无色的，亲切感人，

贴近生活，而且又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传统民间小戏。其

次，豫剧所表现的内容也往往具有显劳动人民的生活场

景，表现出基层老百姓克服困难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颇深，有些家里的孩子学习武术

的也都被父母送到豫剧团去学唱豫剧了，对孩子自身的

影响也很大，由于经常听戏受到艺术力的感染，更激发

了他们学习唱豫剧的动力，励志要学唱豫剧，将来想成

为一个艺术家。

四、豫剧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保护措施

（一）豫剧发展中存在问题现状及发展前景

为了更好地了解豫剧发展状况及发展前景，笔者进

行了一系列的实地考查，通过实地考察的得到了一些重

要的结果：

1、城镇和乡村的老年人都喜欢河南豫剧，青少年喜

欢豫剧的人数相对较少，大部分年轻人都喜欢流行音乐，

很少有人会唱豫剧，而老年人所占的人员比例也很小，

所以在人员数量上豫剧的发展就处于劣势。豫剧文化已

经不断锐减，喜欢的人也越来越少，这必然会导致河南

豫剧的文化的不断衰竭。由此可见，培养年轻人对河南

豫剧的爱好，是保护和传承豫剧文化的重点。

2、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不

断进步，人们对高水平、高物质的追求日渐强烈，对于

生活在现代创新型社会中的我们，自身的艺术修养和美

学价值被一些“流行音乐、网络音乐”所取代，又有多

少人记得曾经在我们身边的那些最朴实无色的，但具有

很高的艺术价值的传统民间小戏？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选

择去电影院、酒吧、网吧、KTV 以满足自身文化进步的

需求，导致演唱河南豫剧和听豫剧的人越来越少。

3、从商品经济和社会商业化的发展来看，随着高速

度、快节奏的生活，物价的不断上涨，人们不得不为自

己的生计而奔波忙碌，迫使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

打工。每到豫剧团在乡村里演出的时候，看戏的人员数

量逐渐减少，平日生活中没时间唱戏，也无暇关注这些

民间传统文化。从而导致越来越少的人们关注这种古老

的民间艺术，很少有人去看戏，观众大大减少，戏曲的

发展空间也不断缩小。

4、剧目的内容匮乏，种类也在锐减，表演形式不够

丰富，有的剧目表演的内容不且当今社会的实际，与现

代人们的生活存在一定的距离，还有些反应的内容与乡

村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一丝的关联，从而导致剧目在舞台

上的表演缺乏很多光彩，使得演出效果不理想。

5、人才严重流失，专业演员严重匮乏，事业发展的

关键是人才，能使事业兴盛的重要因素也是人才，在豫

剧的鼎盛时期，豫剧大师常香玉、“豫剧皇后”陈素珍、

“十八兰”之首崔兰田、“洛阳牡丹”马金凤、“淤泥不

染一身洁的”阎立品等五大名旦在戏曲舞台上共同努力，

辛勤耕耘，一生致力于豫剧事业的发展，使得豫剧有了

辉煌腾达的发展。现如今，很多有所作为的专业演员和

剧作家大多数都转行了，有的弃艺从商，有的改行拍电

影，还有的从事政治工作了。因此，豫剧和其它剧种一

样也陷入了机不景气的状态。

（二）豫剧的传承与发展

1、加大豫剧的搜集和保护力度

豫剧剧目的搜集和保护是传承和发展地方曲戏的重

要措施，豫剧的艺术价值不容小觑，有些人认为豫剧是

那些业余爱好者或专业人士所唱的，我们要抛弃这种认

识，豫剧剧目的搜集和保护力度有很大欠缺，需要有识

之士和政府重视并加以政策导向。

2、让豫剧保护趋向专业化道路

豫剧的保护趋向专业化道路，要让更多的专业人员

从事豫剧的传承和保护工作，只有这样豫剧才能有更好

的生存土壤，专业化道路主要体现在让地方院团承担本

地剧目的定期搜集整理和演唱，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相互

传唱。在本地区形成民众对豫剧的敬仰和尊重，给予财

政支持，文化馆牵头，政策支持。

3、给予民间艺人更多的创作空间

民间艺人和其他创作人员相比，他们在资源和信息

方面都有所欠缺，专业知识缺乏，这使得他们多以口传

心授的方式进行自己手艺的传播，给予民间艺人更多的

创作空间，对民间艺人进行简单的专业培训，让他们了

解简单的专业知识，关心民间艺人的艺术创作，让更多

的民间曲调流传，只有这样才能使豫剧“青黄不接”的

局面得以打破，对于繁荣文化和教化民众有一定的积极

意义。

豫剧的传承和保护离不了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市

井文化和乡土娱乐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对于时下的城市和农

村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春节期间农村盛行的“赌

博”，人们对于民间文化的淡漠越来越深，需要文化部门

加大豫剧的宣传，让民众加深对民间文化的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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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新思维在豫剧传承发展方面的应用

创新，运用现代元素。在普及民间曲戏的过程中可

以采用创新思维，比如加入一些流行或者现代元素。比

如曾经就有尝试将爵士鼓加入秦腔演唱中，主要是在快

板唱腔中，结果获得了一阵阵的喝彩和掌声。激发倾听

者也就是受众的兴趣。这一点很重要，一种音乐形式只

有有了广大的受众，它的光芒才会显露。受众的兴趣在

于宣传和引导上，让豫剧深入广大受众的日常生活。政

策导向，政府牵头，定期的文艺汇演和庙会能更好拉近

青年人和豫剧的受众，以秦腔为例，现在的青年人会传

唱秦腔的人越来越多，庙会和文艺汇演丰富了基层的文

化生活。基层文化站推动了文化的繁荣，人们对于精神

层面的追求有了更大的需求。

传统文化遗产是人们传承前人创造的文化产物，它

是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一种文化的自然积淀。但是，

由于社会发展中的商业化、模式化以及各种流行因素的

冲击，导致越来越少的人关注这种民间传统戏剧文化艺

术，戏剧的发展空间也不断缩小，因此豫剧陷入了及不

景气的状态。但是，随着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响应，不

断努力地加大戏剧文化艺术的传力度以及普及教育，特

别是《梨园春》栏目更树立了一个传承民间文化艺术的

很好的典范，给豫剧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很大程

度上扩大了戏曲的发展空间。作为青年大学生的我们更

应该站在传承与发展的前沿，为我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延

续做出应有的贡献，应当多去参加一些传统戏曲的活动，

学习并发扬中国传统民间戏的精华，大力支持和鼓动我

们周围的所有人，为传统文化的保留奉献出大家应有的

爱心。

五、结论

作为中国特有特色的艺术形式，中国戏曲是有很

大的生命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快速的生活节奏使人们更加喜欢节奏欢快的艺术形式，

而戏曲本身的特点就决定了它必然失去一部分关注群

体，作为拥有很长历史的艺术形式，它应当传承下去，

地方曲戏不像京剧和昆曲一样作为国家层面的艺术文

化推广形式拥有很强的政治地位，自然挑战很大。作

为地方戏曲中的佼佼者，豫剧在传承方面的一些做法

是应该被其他的地方借鉴的，我们应该把地方曲种也

作为重点，让他们流传在百姓的生活当中，丰富人们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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