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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索紫金花朝戏经典剧目的音乐特点及其在戏曲表演中的文化意蕴，文章以音乐分

析为视角，系统探讨了该戏曲流派的历史背景与发展、音乐在其表演中的角色，以及针对《秋

丽采花》和《卖杂货》两部经典剧目进行了深入的音乐特点分析，紫金花朝戏音乐不仅在曲调

结构和乐器运用上具有独特性，更通过节奏、旋律等元素深刻表达了情感和文化内涵。文章通

过深入分析紫金花朝戏音乐的独特魅力，为进一步理解和传承这一戏曲艺术形式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紫金花朝戏；经典剧目；音乐分析

中图分类号：J6 文献标识码：A
An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Music of the Classic Plays of the Zijin Huachao Opera

Abstract:

Keywords:

引言

戏曲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发展

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流派和风格。紫金花朝戏作为中国戏曲中

的一支重要流派，以其丰富的剧目和独特的音乐风格闻名于

世。音乐作为戏曲艺术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仅在美学

上起到了情感传达和氛围营造的作用，更深刻地承载了戏曲

剧目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记忆。因此，文章将从音乐的角度出

发，系统分析紫金花朝戏经典剧目的音乐特点，探讨其在戏

曲表演中的作用及其文化意蕴。

1紫金花朝戏音乐的历史背景与发展

1.1紫金花朝戏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1.1.1戏曲流派背景概述

花朝戏作为紫金山区的地方民间戏曲，源于明清时期宗

教仪式的演变，具有深厚的宗教色彩。它最初在“神朝”祭

祀活动中以客家语演唱，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具有独特音乐

风格和表演形式的戏曲艺术。这种戏曲流派主要流行于广东

省东部及东北部的客家地区，如梅州、河源等地，深受当地

民众的喜爱和传承。花朝戏的题材主要来源于民间传说和故

事，反映了人们对忠贞爱国、惩恶扬善、崇尚婚姻自由等积

极主题的追求与表达。它通过戏曲艺术形式，将这些价值观

传递给观众，成为当地文化认同和社会道德的重要载体。在

历史发展中，花朝戏不仅作为一种娱乐形式，更是社会仪式

和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地方文化和宗教

信仰。戏曲流派背景的概述显示，花朝戏不仅仅是一种艺术

表现形式，更是地方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反映。其宗教起源和

深厚的民间根基，使其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占据着独特而重

要的地位，对于理解和研究中国南方地区戏曲文化的形成与

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1.1.2紫金花朝戏在中国戏曲发展中的地位

紫金花朝戏作为中国戏曲发展历史中的一支重要流派，

其在戏曲艺术的地位不可小觑。首先，紫金花朝戏的发展与

中国南方地区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广东省的客家

地区，它既承载了客家文化的独特特征，又融合了地方民间

宗教仪式的元素，因此在文化认同和社区凝聚方面发挥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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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其次，紫金花朝戏在戏曲表演中独具特色的音乐形

式和表演风格，为中国戏曲音乐的多样化贡献了独特的音乐

元素。其演唱语言多为客家语言，通过独特的音调和旋律体

现出地方民俗的丰富内涵，不仅丰富了中国戏曲的音乐形式，

也为戏曲艺术的跨地域传播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外，紫金花

朝戏所宣扬的正能量主题，如忠贞爱国、惩恶扬善等，与中

国戏曲的大众性和道德教化功能密切相关。它不仅仅是一种

文化表现形式，更是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的传播者，通过戏

曲艺术的生动表现，深刻地影响和感染着观众，成为地方社

会和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2音乐在紫金花朝戏中的作用

1.2.1戏曲音乐的基本元素

戏曲音乐作为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

独特的基本元素，这些元素不仅贯穿于各个戏曲流派，也深

刻影响了紫金花朝戏的音乐表现形式。首先，戏曲音乐的基

本元素包括曲调和节奏。曲调是戏曲表演中最为显著的特征

之一，不同的戏曲流派和剧目常有独特的曲调体系，如京剧

的“平调”、“起调”等。紫金花朝戏则采用客家语言演唱，

其曲调通常更为接近民间宗教仪式的旋律特点，富有节奏感

和情感表达力。其次，音乐结构是戏曲音乐的另一重要元素。

传统戏曲音乐通常采用固定的曲牌结构，如“牌子”、“牌

子调”，以及由“起板”、“中板”、“尾板”等组成的节

奏形式。这些结构不仅决定了音乐的节奏感和旋律的起伏，

也为戏曲表演提供了必要的节奏和情感转折点。此外，乐器

伴奏是戏曲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戏曲通常伴有传统的戏曲

乐器如琵琶、二胡、京胡、板鼓等，它们不仅用于衬托歌唱

和对白，还能通过独奏或合奏形式来增强戏曲场面的氛围和

戏剧效果。最后，声腔和唱腔是戏曲音乐不可或缺的要素。

声腔是指各种角色在演唱时的音色和发声特点，如悠长的

“二黄声”、洪亮的“昆腔”等。唱腔则是指歌曲的曲调和

演唱风格，根据角色和情节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能够有效地

表现人物性格和情感变化[1]。

1.2.2 紫金花朝戏音乐的风格特点

紫金花朝戏作为中国南方地区独具特色的地方戏曲流

派，其音乐风格具有鲜明的特点，反映了地方民俗文化和宗

教仪式的深厚影响。首先，紫金花朝戏的音乐风格以其独特

的曲调和节奏感为主要特点。其曲调通常较为简朴而富有节

奏感，这与其起源于宗教仪式的特点密切相关。传统的花朝

戏音乐常以简单而鲜明的旋律为基础，通过反复的节奏和音

调变化，营造出一种富有仪式感和情感张力的氛围。其次，

紫金花朝戏音乐在表达方式上强调情感的直接性和真挚性。

演唱时常用客家语言，这使得音乐更贴近地方民众的生活和

情感表达方式，同时也使得观众更易于产生共鸣和情感共鸣。

这种语言和音乐的结合，使得紫金花朝戏音乐在传递地方文

化和情感共鸣方面具有独特的感染力和表现力。此外，紫金

花朝戏音乐中的乐器伴奏也是其风格特点之一。常见的伴奏

乐器如高胡、二胡、扬琴等，它们不仅为音乐增添了戏剧性

的效果，还通过节奏的变化和韵律的推进，有效地增强了音

乐的表现力和戏剧张力。

2经典剧目的音乐分析与研究

2.1《秋丽采花》音乐特点分析

2.1.1曲调结构与旋律特征

《秋丽采花》作为紫金花朝戏的代表作品之一，其音乐

特点在曲调结构和旋律特征上展现了明显的地方戏曲风格。

首先，曲调结构方面，《秋丽采花》采用了典型的花朝戏曲

牌“梅花牌”作为基础。这种曲牌以其独特的节奏和音调变

化，旨在通过音乐的节奏感和旋律的起伏，来增强戏剧场面

的张力和表现力。在表达情感和戏剧冲突时，曲调结构的变

化往往与角色的情感起伏紧密相连，例如在描写主人公秋丽

采花过程中，曲调从平缓渐变为激昂，从而有效地传达了角

色内心的喜悦和挑战。其次，旋律特征方面，《秋丽采花》

的旋律以其简洁而富有感染力的特点著称。通过少量的音符

和重复的旋律段落，音乐不仅贴近了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和

情感表达方式，也使得观众更易于产生情感共鸣。这种简洁

而鲜明的旋律特征，使得《秋丽采花》在紫金花朝戏中成为

一部深受欢迎的经典作品，广泛传唱于地方民间[2]。

2.1.2 乐器运用与表现手法

《秋丽采花》的音乐表现不仅依赖于其独特的曲调和旋

律，还得益于精妙的乐器运用和表现手法，这些因素共同营

造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戏剧效果。首先，乐器运用方面，

《秋丽采花》中常见的伴奏乐器包括板鼓和二胡。板鼓作为

一种击打乐器，在音乐中起到了稳定节奏和推动剧情发展的

作用。其清晰而有力的节奏，能够精准地配合角色的行进步

伐或情感变化，例如在激烈戏剧冲突时，板鼓的节奏可能会

加快，增强场面的紧张感和冲突的力度。而二胡作为一种弦

乐器，则以其独特的音色和悠扬的旋律贯穿于整个音乐表演

中。二胡在表达角色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时尤为重要，其婉

转悠扬的旋律不仅能够深刻表达角色的喜怒哀乐，还能通过

音乐的旋律性为观众勾勒出丰富而细腻的情感变化。其次，

表现手法方面，《秋丽采花》运用了富有感染力的声腔和唱

腔。声腔作为表演中的一种声音技巧，能够有效地表达角色

的性格特征和情感状态。不同的声腔可以体现出角色的不同

性格特征，例如高亢激昂的声腔可能表现出角色的愤怒或悲

伤，而柔和细腻的声腔则能描绘角色的温柔和内敛。唱腔则

通过其独特的音调和音色，为戏曲人物形象增添了栩栩如生

的表现力。通过唱腔的运用，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角色

的内心矛盾和情感变化，从而与角色产生更加紧密的情感共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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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卖杂货》音乐特点分析

2.2.1音乐节奏与节拍变化

《卖杂货》作为经典的地方戏剧之一，其音乐节奏和节

拍变化在表现戏剧场面和角色情感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首先，音乐节奏方面，《卖杂货》常采用快速而富有韵

律感的节奏，这种节奏不仅能够带动整个戏曲的节奏感和动

感，也能够与舞台上角色的动作和情节的发展紧密结合。例

如，当主角忙碌地为客人选购杂货时，音乐节奏通常会加快，

以强化场面的生动感和紧张感；观众随着快节奏的节拍，会

感受到角色忙碌而充满活力的状态，从而更深入地理解角色

的行动逻辑和情感体验。而当角色在思考或感受时，节奏可

能会慢下来，以便更好地表现出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波动。

这种对节奏的巧妙运用，不仅使角色的情感更加贴近观众，

也增强了戏剧场面的真实感和情感共鸣。其次，节拍变化方

面，《卖杂货》通过变化的节拍来丰富音乐的表现形式和戏

剧性效果。例如，从快速的四分之四拍到缓慢的二分之二拍，

或者突然的变拍，这些节拍的变化不仅能够突出特定情节或

角色的关键时刻，还能够引导观众关注剧情的发展和人物关

系的变化。在戏剧的高潮部分，音乐节拍可能会急剧加快，

以增加紧张感和戏剧性的张力，使得观众在悬疑或冲突的情

节中更加紧张兴奋。而在转折或深情的场面中，音乐节拍可

能会变得缓慢柔和，以便更好地展现角色的内心挣扎和情感

表达，让观众感受到戏剧的深度和情感的真实性[3]。

2.2.2 旋律与情感表达

《卖杂货》的旋律以其简洁而具有感染力的特点，有效

地表达了角色的情感和戏剧场面的氛围。在戏曲表演中，音

乐的旋律不仅是角色情感的媒介，更是观众与舞台之间情感

共鸣的桥梁。《卖杂货》的音乐采用了典型的地方戏曲风格，

这种风格特色在旋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戏曲中的旋律段落

往往短小精悍，却蕴含丰富的情感内涵。例如，当角色面对

客人生意兴隆的时刻，旋律可能会奔放跳跃，充满生气和活

力；而在角色忧心忡忡时，旋律则会低沉悲切，反映出内心

的压抑和忧虑。这种旋律的起伏和变化，不仅仅是音乐的表

达手段，更是对角色性格和情感转变的直观揭示，使观众能

够深入地理解角色的心理变化和戏剧情节的推进。在《卖杂

货》中，旋律的地方戏曲特色不仅仅局限于表达情感的方式，

还包括其独特的节奏和音调。这些元素使得音乐既具有地域

性的认同感，又能够在观众中产生共鸣。例如，一些主题旋

律可能会用特定的音阶和音调进行变化，这些音乐语言的变

化不仅仅是为了音乐的美感，更是为了更好地诠释戏剧人物

的情感世界。音乐作为情感表达的载体，对《卖杂货》的表

演具有重要的情感表达能力。通过特有的音调和音色，音乐

旋律能够直接触动观众的情感共鸣。例如，在喜悦的场面中，

音乐旋律可能会轻快明朗，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喜悦和幸福；

而在悲伤的情节中，音乐则可能会变得悲怆哀伤，引发观众

的同情和悲悯之情。这种音乐通过情感的层层叠叠，为观众

呈现出丰富的情感体验，使得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体会到角

色的心路历程和戏剧情节的发展脉络。

3结论

综上所述，文章从音乐分析的角度深入探讨了紫金花朝

戏经典剧目的音乐特点及其在戏曲表演中的重要作用。紫金

花朝戏作为中国戏曲宝库中的珍贵一环，其音乐不仅在审美

上展现了丰富的情感和氛围营造能力，更深刻地承载了丰富

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记忆。通过对《秋丽采花》和《卖杂货》

等经典剧目的音乐特点进行分析，揭示了其独特的旋律结构、

乐器运用和情感表达手法，进一步丰富了对紫金花朝戏音乐

艺术的理解与认识。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对紫金花朝

戏音乐的探索，探讨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及现代表演艺术的关

系，以期更好地传承和发扬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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