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2 晋剧 

时间:2006年  类别：传统戏剧 

地区:山 西 编号：Ⅳ—18  

 

  

申报地区或单位：山西省                    

 

    晋剧是山西省四大梆子剧种之一，因产生于山西中部，故又称中路梆子，外省称之为山西

梆子，主要流布于山西中、北部及陕西、内蒙古和河北的部分地区。清代初年，蒲州梆子流入

晋中，与祁太秧歌、晋中民间曲调相结合，经晋商和当地文人的参与而形成晋剧。其后几经变

化，在晋中、晋北以至内蒙古、河北、陕北的部分地区发展传播开来。清末民初的近百年间是

晋剧的发展时期，当时班社众多，人才辈出，尤其是以丁果仙为代表的第一代女演员出现之

后，晋剧艺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晋剧传统剧目丰富，经常上演的有二百多出，包括《渭水河》、《打金枝》、《临潼

山》、《乾坤带》、《沙陀国》、《战宛城》、《白水滩》、《金水桥》、《火焰驹》、《梵

王宫》、《双锁山》等。在发展过程中，晋剧保留了蒲州梆子慷慨激昂的艺术特色，同时形成

婉转细腻的抒情风格。晋剧唱腔丰富，包括乱弹、腔儿、曲子几种，板式多变，表现力强，如

乱弹板路就分平板、夹板、二性、流水、介板、倒板、滚白7种。晋剧传统乐队由9人组成，分

文、武场两种，文场伴奏乐器为呼胡、二弦、三弦、四弦“四大件”，武场则采用鼓板、铙

钹、小锣、马锣、梆子等乐器。晋剧脚色行当主要有须生、正旦、大花脸“三大门”和小生、

小旦、小花脸“三小门”，表演粗犷豪放，富于激情，不仅继承了 梆子戏表演中的绝技，而且

在翎子功、帽翅功等方面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相关传承人: 

牛桂英    郭彩萍    王爱爱    武 忠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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