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1 高腔 

（西安高腔、松阳高腔、岳西高腔、辰河高腔、常德高腔） 

时间:2006年  类别：传统戏剧 

地区:浙 江,安 徽,福 建,湖 南 编号：Ⅳ—7  

 

  

    高腔是明代弋阳腔与后来的青阳腔流变派生形成的诸声腔剧种。在几百年的流变过程中，

弋阳腔各分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们与各地民间音乐有不同程度的结合，由此形成各地高腔

不同的音乐风格。 

 

高腔•西安高腔 

申报地区或单位：浙江省衢州市 

 

    西安高腔形成于浙江衢州，因衢州古称西安而得名。它是在弋阳腔影响下形成的地方戏，

最迟形成于明代嘉靖年间，以衢州为中心，流传于浙江的温州、金华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北

部等地。 

    西安高腔起源于民间，流行于民间，有《槐荫树》、《合珠记》、《芦花絮》等一批传统

剧目。它原来仅以锣鼓伴奏，清道光后与昆腔、乱弹合班演出，受昆山腔和乱弹腔的影响，在

保留原音乐特征的前提下加入管弦、昆笛、板胡、提胡等乐器，也有了简单过门。现存的西安

高腔唱腔上“大吼大叫”，表演上“大蹦大跳”，舞美上“大红大绿”，乐器上“大鼓大

号”，乡土气息浓厚，在剧目、行头、唱法、行当体制、演出程序等方面基本上原汁原味地保

留了古南戏的风貌，对南戏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近代以来，因战乱不断，西安高腔流散于民间。解放后，地方政府对西安高腔进行了抢

相关传承人: 

严帮镇    汪家惠    吴陈基    陈春林    蒋小送    王琦福     

陈 刚    向 荣    龚锦云    李少先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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