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6 川剧 

时间:2006年  类别：传统戏剧 

地区:重 庆,四 川 编号：Ⅳ—12  

 

  

申报地区或单位：四川省  

                重庆市 

 

    川剧流行于四川省、重庆市及云南、贵州、湖北省的部分地区，是中国西南部影响最大的

地方剧种。它主要有高腔、胡琴、弹戏、昆曲、灯调五种声腔，是明末清初以来中国戏曲声腔

剧种演变历史的一个缩影。明末清初，昆曲、弋阳腔、青阳腔、陕西梆子、湖北汉调、徽调等

声腔流入四川，乾隆、嘉庆年间与当地的薅秧调、川江号子、地方小调、宗教音乐等逐渐融

合，基本完成了外来声腔“四川化”的演变过程。辛亥革命前后，高腔、昆曲、胡琴、弹戏及

四川本土的灯戏在同台演出过程中融为一体，形成“五腔共和”的川剧，一直延续至今。 

    川剧剧目丰富，有传统剧目和创作剧目六千余个，以《黄袍记》、《九龙柱》、《幽闺

记》、《春秋配》、《东窗修本》、《五子告母》、《神农涧》、《情探》等为代表，其中不

少是宋元南戏、元杂剧、明传奇与各种古老声腔剧种留存下来的经典剧目，具有很高的文学和

历史价值。新中国成立后整理改编的《柳荫记》、《彩楼记》、《绣襦记》、《白蛇传》、

《拉郎配》、《打红台》及改革开放时期改编、创作的《巴山秀才》、《变脸》、《死水微

澜》等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显示出川剧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川剧分小生、旦角、生角、花脸、丑角5个行当，各行当均有自成体系的功法程序，尤以文

生、小丑、旦角的表演最具特色，在戏剧表现手法、表演技法方面多有卓越创造，能充分体现

相关传承人: 

陈智林    陈巧茹    晓 艇    陈安业    夏庭光    沈铁梅     

 



相关链接: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版权所有 Copyright© 2006 备案序号:京ICP备06042631号 

   网站地图 | 收藏本站 | 联系我们 | 关于我们 | 版权与免责声明测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