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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7_8F_E9_A3_8E_E6_c34_45064.htm 灯戏，是源于川东北的

地方剧种，它是由广大劳动人民创建，经长期发展不断完善

和丰富的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瑰宝，也是一代又一代的无数

民间艺人心血与智慧的结晶。 远自秦汉以来，生活在嘉陵江

与渠江流域的巴人，由于交通闭塞与文化经济的落后，流行

着不少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社会风俗。家人病重，要请巫婆

跳神，患了疟疾，就要驱逐“摆了鬼”；死了亲人，就叫端

公“庆坛”；遇到大旱，要向龙王求雨⋯⋯在这些风俗中，

巫婆、巫师大叫大唱大跳，还会伴以乐器，壮大声势，吓唬

人们。受这些风俗的影响，缺少科学知识的巴人，他们或在

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为了消除疲乏，或在丰收之后表现欢乐的

喜悦，或遇天灾人祸倾诉悲痛，或于委屈与压抑时而泄愤，

或遭莫大打击难受而呐喊，最初三两个人在一起又吼又叫，

又唱又跳，以表现喜、怒、哀、乐。后来发展成为在现实生

活的基础上，根据经历的眼见的听说的故事，自编自唱成带

情节性的“剧”。所以最早的灯戏，往往与端公“庆坛”、

“送鬼”等活动相伴进行，带有盼福、消灾、驱邪、驱鬼、

求神等的成份。到了元代这种唱曲比较流行。明代戏剧发展

，灯戏也随之由唱变成演出，不但有唱，还伴有动作与乐器

，同时渐渐与端公的活动分离而单独进行。随着时间的演变

与人类社会的进步，才逐渐发展完善成今天这种样子。 灯戏

始为自编自演，忙时生产，闲时进行，多为业余性质，或只

在农村流动演出。限于乡村的条件，所以这种灯戏要适合农



村的情况，从规模、道具、演出场地等方面要求不高。场地

不需要大的舞台，堂屋、院坝、草坪、河滩等，只要有一块

能容纳三五个人的活动平地即可。观众可以从四面欣赏演出

的节目。 晚上演出，如果有明月高悬，就不需要另外照明。

如果是月去夜黑，只需点照油灯。随着时间的演变与灯戏的

发展，演出人员逐步形成有一定表演水平的队伍。到明清时

候，灯戏更加时兴，不管是创作的剧目，还是道具、服装，

都有一定的进步。规模也有所扩大。照明的灯也比较讲究了

。这灯分主灯与台灯，主灯比较大，不但可以为演出照明，

还可显现演出班子的标记，装饰着各具特色的图像，有的甚

至绘上灯班的节目，起着广告的作用。而台灯则挂在场地的

一角，一般有四盏，分挂在四角，这四角的灯是固定的。除

此而外，也有八盏、十六盏、二十四盏的，还可以挂更多，

而且形式多种多样。灯的多少是根据演出的规模与观看的人

数来确定的。这些灯可以因演员的需要而移动，灯戏因在灯

的照明下演出故名。 灯戏的道具，也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变化

。最早没有什么专门服装，后来才按照剧情的需要而设。如

古代戏就配以简单的古装。乐器开始也是盆、盘、碗等可以

击出声音的用具，后来才逐步变为二胡、唢呐、锣、鼓等。 

灯戏的规模不大，因戏中角色只有两三个，所以最早一般一

两人，后来剧目增加，到了明清，其他戏剧的兴起与发展，

也促进了灯戏的繁荣，增加到五六人，最多也只有十余人。

一般为男性，女角由男的装扮。解放后才有女性作演员参加

演出。 灯戏的内容丰富多彩，以反映民众现实生活为主，也

有反映过去时代的。不少题材是赞扬劳动人民勤劳、智慧、

勇敢、善良，鞭挞贪官污吏的贪婪、刻薄、吝啬、愚蠢、昏



庸、残忍。也有对清官的褒扬。灯戏歌颂真善美，痛斥假恶

丑，表达劳动人民对自由平等幸福的渴望。戏词多为四句一

组，唱多白少，演员唱一句，乐队伴一句，有时加进帮腔，

一唱一合，相应成趣。最早剧情简单，一个剧目只有那么一

个情节，后来才由小幕单场发展到大幕多场，演出风格也由

单一粗犷豪放逐步演变风趣、幽默、含蓄耐人寻味。剧目也

由单一的变为多种，后来分正灯、地灯、浪浪灯三大类别。 

灯戏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在民间享有一定的声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岳池县川剧团派出演员到外地和群众中

学习灯戏艺术，排演了一系列剧目，先后到重庆、成都、北

京等地演出。在重庆演出了《收姜维》、《阳河堂》、《大

脚夫人》等和一些折子戏、大幕戏等十多场，曾轰动一时，

重庆广播电台多次播放录音。到成都演出后，享誉蓉城，四

川电视台播放了《幺妹嫁给谁》、《丈母娘上轿》等戏的录

像。1988年5月，应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

究所、《戏剧评论》编辑部及全国戏曲现代研究会邀请，赴

京在长安、吉祥、中南海等剧场演出岳池灯戏《包公照镜子

》、《周文献鸡》、《秀才买缸》、《浪漫幺妹嫁给谁》、

《搭错车》、《丈母娘上轿》等剧目共八场。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廖汉生等领导和曹禹等专家及新加坡、日本等十

多个国家的外宾莅临观赏。《人民日报》等二十余家报刊、

电台、电视台报道了演出盛况。岳池灯戏受到了领导和专家

学者的好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科学院院士、柏林汉堡

大学教授恩特舒马赫说：“我正在撰写专著《世界戏剧之林

》，一定把岳池灯戏作为很有特色的剧种向全世界推荐。”

日本、新加坡驻华大使热情相邀，希望岳池灯戏走上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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