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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客家文化在文学中的书写 
——以赣南采茶戏为例 

◆黄  超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省淮北市  235000） 

 
摘要：赣南采茶戏于 2006 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客家文化优
美画卷中不可抹去的重要一笔。它体现着历代客家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
追求，是各时各地客家人心中的精神桥梁，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本文
主要从赣南采茶戏的源流、语言特色和其表现的民风民俗三方面来对其
进行简要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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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三百多种剧种，在这当中，赣南采茶戏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它反映了客家人独特的民风民俗和生活情趣，是凝聚着
客家人团结力的智慧结晶和赣南客家文化的精神载体，深受遍布
世界各地的客家人的尊崇和喜爱。 

一、赣南采茶戏的源流 
在地理位置上，赣南地区地处江西南部，以多山多丘陵为特

点，早在上古时期还属于土著居住的落后蛮夷之地。随后经历漫
长的北人南迁，远道而来的中原人民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带来
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他们勤奋勇敢，热情向上，并巧妙地利用了
赣南地区独特的气候特征，大力发展茶叶种植，极大地推动了赣
南茶文化的发展。到明朝时，每逢谷雨时节，客家妇女们就结伴
上山一边采茶一边唱山歌来消磨时间，激发劳动的积极性，同时
也拉近了和彼此的距离。这种在采茶时传唱的山歌被人叫做“采
茶歌”，也是之后闻名中外的“采茶戏”的前身。 

据说采茶戏的出现时间很早，据老一辈艺伶描述，在唐朝就
有了采茶戏，这来源于当时的一个民间爱情故事。但一个戏剧形
式的诞生明显不可能只受一个人的影响，大部分学者都认为采茶
戏受当时元宵歌舞灯会等当地习俗的影响，在明中叶时开始流行
于民间，深受百姓的喜爱和传唱。这点在明代知识分子的诗文中
也有所体现，比如著名戏剧创作家汤显祖的诗歌《即事寄孙世行
吕玉绳二首其一》中“长桥夜月歌携酒，僻坞春风唱采茶”就体
现了在偏僻的山区，就已经有农户唱着山歌采茶的场景出现。清
人陈文瑞（乾隆时人）有一首《南安竹枝词》，着重反映了当时
民间演出采茶的盛况“谣哇小唱数营前，裘扮风流美少年；长日
演来三角戏，采茶歌到试茶天。”诗歌中描写的“营前”相当于
现在江西省赣州市附属的上犹县，在清代只是一个偏僻的山间小
镇，放到现在也只是一个小地方，却可以“常日一直演唱三角戏
到试茶天”。不管是诗人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还是事实真的如此，
都证明了采茶戏的影响如此之大，如此受百姓喜爱和追捧。 

二、赣南采茶戏的语言特色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可以反映一个民族的各种习惯和社会风

俗，是研究不同地区文化的重要依据。赣南采茶戏它是受其特殊
的地理位置和人口迁徙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起源于来自民间的
山歌民谣，为勤奋勇敢、热情向上的客家人所创作的戏剧，因此
它必定是蕴含着赣南客家文化的独特的地方戏。其具体在语上言
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它所采用的语言是体现区域性因素的客家方
言，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1.用词上 
词汇是语言最直观的体现，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赣南采茶戏

所使用的语言是独特的客家方言，在用词上具有浓厚的方言口色
彩，大量使用极具艺术性和具有生活气息的口语词和一些由语气
词、拟声词等组成的衬字，体现着客家文化独特的地方韵味。 

（1）方言词 
客家方言中有着独特的方言词，洋溢着民俗野趣，体现了其

富有个性魅力。在《试妻》这一剧目中，老娘称呼玉兰为“鬼女
子”。这里的“鬼”也不是骂人的意思，也是运用反语来表达“调
皮”的意思，流露出老娘对玉兰深深的疼爱与无奈。在称谓词上，
采茶戏也延续了中原正统的汉族传统，一直保留着古老的称谓特
征，沿用至今，只存在少数的词义消亡和词义转移现象。 

（2）衬字 
赣南采茶戏的音乐唱腔属于曲牌体，以茶腔和灯腔为主，兼

有路腔和杂调，俗称“三腔一调”。其中茶腔保留的衬字是最多

的，几乎所有的曲目中都有衬字，常见的衬字有“叻”、“里格”、
“喂是喂”、“合四乙”等。在采茶戏中，衬字多是一些语气词、
拟声词和谐音词，可以很好地在延续剧情的过程中烘托气氛，并
增添一些音乐美感，体现客家人独特的审美情趣。 

2.语言表达上 
赣南采茶戏在语言表达上多用各类修辞和大量的谚语歇后

语，对于描写刻画人物形象、表达人物的心理诉求以及增添生动
活泼的表达效果，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1）修辞上 
赣南采茶戏在修辞上就运用了比喻、夸张、拟人、双关、反

语、排比、层递共七种手法。比如在《莲妹子》这一剧目中“山
是那么清，水是那么蓝。花是那么美，鸟是那么欢。 愿化作一
柴，常给人间送温暖； 愿化一江水，为人灌溉米粮川；愿化作
一朵花，一年四季吐温暖； 愿化作一只鸟，海阔天空任飞翔。
愿人间日子都更好，愿天下人心情都欢畅。”就用了排比和比喻
两种修辞手法。先用排比句描述山水花鸟四类不同的美好事物，
写出了妹子眼中真实的世界，从而表达妹子对大自然的热爱之
情；再是通过排比和比喻的连用来把妹子比作花鸟柴水，描述了
她对自由的无比向往和她无私奉献的美好精神，这对通过语言来
描写刻画妹子这一形象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谚语、歇后语的使用 
赣南采茶戏是一种源于民间的艺术形式，因此在语言使用上

更多会用谚语、歇后语等口语形式来进行文学创作，从而使表达
幽默诙谐有趣，并传递一些富有哲理性的生活经验。在这些谚语、
歇后语前还经常会用“老故人哇格”、“老古人哇得好”这种发语
词，分别表示“老古人说的”和“古话说”。比如在采茶戏《上
广东》这一剧目中就有“老古人哇格：正月田，二月土，三月讲
生意买卖，四月耕田作土。”这些都是赣南客家人在经过长期实
践下得出的深刻的社会经验。 

三、赣南采茶戏中的民风民俗 
众所周知，客家先民是此前受政治、经济、战乱等各因素影

响迁徙到南方的中原人，而这些人当中又有一些文人骚客和世家
大族，他们对于宣扬传统的中原儒家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些
儒家文化，也直接导致了一些客家风俗习惯的产生，比如非常看
重祭祀、男女婚姻讲究父母媒妁之言门当户对、在一些传统节日
中会有赏花灯、赛龙舟、舞龙舞狮各项活动等，这些都在采茶戏
中有所体现。 

灯戏中的《九龙山摘茶》是由《小摘茶》和《九龙茶灯》发
展而来的，体现了茶农的辛苦劳作，也体现了客家人们对传统节
日的重视和传承。还有现代大型采茶戏剧《客家儿郎》，通过不
同的角度演绎客家人“敬祖睦宗”“兴家报国”的价值追求。 

四、结语 
漫长的历史长河并没有磨平赣南采茶戏独特的棱角，它依旧

是傲然绽放于文化花园中美丽的牡丹，是各时各地客家人心中的
骄傲。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采茶戏的影响力
越来越小，文化凝聚力越来越弱，作为客家文化传承者的我们，
肩上其实有着维持文化火炬永不熄灭的沉重责任。笔者由衷希望
在各方的努力下，赣南采茶戏能越走越远，始终是客家人心中不
变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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