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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马山目连戏现状调查

何 芳，汪承洋，王汉义，刘 漩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对祁门马山目连戏班展开调查，全面了解该地目连戏衰落、濒临灭绝的原因，这对该地目连戏

乃至整个徽州地区目连戏的保护、恢复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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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连戏是中国现存最为古老的剧种之一，在南

北各地广为流传。该戏主要讲述傅相之妻刘青提裹

读神明，被打人地狱，其子傅罗卜(即大目键连，佛

弟子)人地狱救母的故事。目连戏以一出戏成为一

个剧种，在世界戏剧史上绝无仅有。剧中吸收许多

民间传说和故事，不仅对其他剧种产生较大影响，

而且对于戏曲、小说、宗教及民俗等诸方面的研究

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而被相关学者形象地誉

为“戏曲界大熊猫”、“戏曲界活化石”。

    古徽州是学界公认的目连戏发源地之一，目连

戏的直接源头为明代徽州剧作家郑之珍所作《目连

救母劝善戏文》。徽州祁门马山、清溪、栗木、环砂和

款县长标、韶坑等地均有悠久的目连戏演出历史。

徽州目连戏在表演时穿插以筋斗、跳索、蹬坛等杂

技，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近年来，受历史和现实种种因素限制，目连戏

已濒临灭绝的边缘，如果不及时进行普查、抢救，该
剧种数十年后将不复存在。

一、调查摸底所得基本情况

1.文献资料(主要为剧本)保存情况

剧本等文献资料是目连戏演出的重要依据，调

查显示:现马山剧团剧本基本齐全，除叶有炽老人

2002年将明代木刻本捐献给祁门县博物馆保管(县

博物馆已给其复印件保存)，《超生)本在流传过程

中亡佚外，其他剧本均保管完好。

    2.近年来演出情况资料

    根据《安徽省目连戏资料集》记载，自1963年

演出后，即停演至今。11，近年来，该地目连戏演出虽

然时有恢复，但规模非常小。主要可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1990年的大规模恢复演出。此次大

规模恢复演出由相关部门负责组织，演出规模最

大— 无论是演出的内容还是参与演出的人数都

是历年之最，约演出剧本总数的50%左右。参与演

出人员31人、工作人员12人。参演人员中老艺人

数量较多。

    第二阶段:自1990年以后，该剧团共组织了10

次演出。演出形式主要为自发组织或接受邀请外出

演出。具体演出内容只是其中片断或者少数完整的

几场，而且多数演出内容雷同，演出场次总和为14

折，占全部场次的119左右。参演人员中老艺人数量

急剧减少。

    3.演职人员情况调查摸底

    (1)老演员情况

    辞世老演员情况:该村故去老演员数量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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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在老艺人情况:当前，该村戏班中健在唱戏老

艺人(主要为第四、五代目连戏艺人，即90年代以前

学唱戏者)共6人，年龄最大者为78岁，最小为58

岁，平均年龄亦达到71岁，占老艺人总数的23.1%。

    (2)年轻演员情况

    该村有年轻演员19人。在年轻演员中，出现8

名女性演员，占现有艺人的42%。常年外出务工者

11人，占演员数的58%。

    (3)职员情况调查
    职员名单中，乐队现共有7人，其中55岁以上

3人，60年代学习者仅2人，只占现有乐队人员比

例的29%;新手(20(X)年以后学习者)5人，占现有

乐队人员比例的71%。内务人员5名，负责发行头、

画脸谱、安排布置服装、召集演员等事宜。

    (4)演职人员数量对比

    和1990年相比，新、老演员的数量、职员(内务

人员)的数量、演出的内容均大幅度下降。(见下表)
    表1 1900 和现在从事目连戏演出老艺人数t对比

类 别 1990年情况 目前情况

老演员人数 10人 6人

新演员人数 21人 18沪心

内务人数

分配衣物 3人 3人

开彩人数 4人 1人

打杂人数 2人 1人

演出程度 演出了两本 14出

    4.服装道具情况

    (1)现有服装状况

    据管理服装的叶佛犬、叶益林、叶有良等演员

介绍:整场目连戏演出需要戏服150多件(套)，帽

饰30多顶。而目前仅存戏服70多件，帽10多顶，

仅占戏服、帽饰的50%，且由于年代久远，相当数量

的戏服破损，无法穿戴。

    (2)道具现有状况

    该目连戏班道具数量一直模糊，但现存的道具

不足20样，严重缺乏是不争的事实，有些道具无法

制作，只有以纸制品代替。

    总体呈下滑趋势，演职人员数量均有所减少。

总计减少11人，其中，老艺人减少4人，年轻艺人

减少3人，开彩(化妆)减少3人，打杂人员减少1

人。艺人总数仅占1990年的72.5%。

    另外新、老艺人在演出观念和原则、思维角度

等方面产生分歧，加之经济利益影响、缺乏沟通，导

致新老艺人之间矛盾重重。老艺人不再参加演出、

新演员也不再向老艺人请教相关问题，对目连戏传

承产生负面影响。

    2.宗族观念太强，思想保守，传播方式陈旧

    受到该村建村历史悠久、同宗时间长等因素影

响。该戏班宗族观念强，思想保守，这在目连戏传播

过程中表现为:“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而近年

来村中中青年男性多外出务工，使得目连戏继承者

缺乏。

    在传播万式上，主要依靠“集中学习、口耳相

传”。而当前实际情况无法使新艺人长期集中学习、

同时“口耳相传”转瞬即逝，不利于新艺人的学习和

掌握。因而也成为限制其大规模传播的重要因素。

    3.自身难学难唱难懂的特点，限制了目连戏的

传承和发展

    目连戏唱腔独特，内容涉及人、神、鬼三界，在

表演的过程中还有诸如跑五猖、赶大神等多种仪

式，有时甚至还穿插多种杂技表演。据年轻艺人介

绍:老艺人演唱的目连戏非常难学。同时，目连戏为

方言演唱，而徽州方言素有“十里不同音”之说，即

便相隔距离不足十里地，也不能听懂马山目连戏的

内容。正因为目连戏自身难学、难唱、难懂，所以该
地目连戏大规模传播还具有很大困难。

    4.服装、道具缺失严重，资金严重缺乏是限制目

连戏恢复演出的瓶颈

    该地的目连戏服装、道具严重缺乏，残存数量

只在半数左右，且还有很多破旧报废的服装道具。

同时，资金严重缺乏。目连戏演出耗费资金较多，但

相当一段时期该地目连戏演出资金只能单纯依靠

政府行政拨款。主动争取社会赞助、积极吸纳社会

性资金的意识不强，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的意识淡

漠。

三、调查的主要收获和意义

二、对马山目连戏现状分析

1。寻找关于该地目连戏来源和历史的资料，更

1.艺人数量下降，新、老艺人矛盾重重 正相关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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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马山目连戏的来源和历史伺题，历来颇有

争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清光绪年间从历溪传人。IIP，

    (2)传说:傅罗卜的白马在马山叙伦堂曾留下

脚印，马山据此产生目连戏。

    (3)明末清初学自清溪。据现马山目连戏剧团

团长叶正初介绍:马山目连戏传自清溪，戏班大约

在明末清初组班，传至今已七代。

    (4)明末传自清溪。根据明木刻本(目连戏》捐

献者叶有炽老人叙述:清溪每五年或十年就印若干

份书送人，以达到劝善目的，马山目连戏即是此种

状况下传人。

    (5)传自栗木，但具体年代无从考证。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郑氏女婿(嘉靖丙辰科进

士)叶宗泰是郑之珍《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三

卷)的校者。12]其同胞兄弟叶宗春与郑之珍为同窗好

友，且在明万历七年(巧79)为郑之珍《新编目连救母

劝善戏文》(三卷)作序。冈另明万历甲戌年(1574)，

叶宗春亦为《石林叶氏宗谱》做序。阔且自称和石林

也是为同宗。古代在徽州这一家族观念较强的地

域，同宗之间的交往程度远比现代频繁、密切。根据

上述关系，可以推断:石林叶氏和叶宗春同宗且联

系密切;叶氏兄弟和郑之珍关系特殊、联系密切并

且和其《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刊刻有非常直接、

密切的关系。同时，结合该地目连戏每10年演出一

次、传承至今已有七代的实际情况。可以推断出“目

连戏清末民初传人马山”的说法不合史实。

    据此推断:目连戏即是在郑之珍《新编目连救

母劝善戏文》刊刻不久就传人马山的，其直接来源

应为清溪。

    2.抢救性恢复演出，保存一批老艺人集体演出

的珍贵音像资料

    口耳相传的特性，使得老艺人成为目连戏传承

过程中最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马山目连戏的独特

地位更决定了老艺人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此次调

查的过程中，逐一走访老艺人、耐心细致地做老艺

人的思想工作，说服老艺人(第六代)集体登台，进

行了一次抢救性的恢复演出。参加抢救性恢复演出

的老艺人共8位，年龄最大者78岁，平均年龄71

岁，共演出上寿、扫地、背疯婆、讲经、门神画号、谴

三世、傅相做斋、罚誓、谴子、挑经、回家、苦竹林等

十余场内容。

    对整个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像，保存老艺人

集体演出资料。不仅为马山目连戏班保持传统表演

艺术保存了依据，对整个祁门目连戏乃至整个目连

戏传统唱腔的保存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对改善目连戏传播现状的思考和建议

    1.更新观念，改变传播的模式和方式，采用高科

技的教学手段

    要改变该地目连戏的现状，必须更新思想观念、

改变陈旧的传播模式和方式。在学习对象的选择

上，可增加女演员数量，也可吸收周边地域符合学

习条件的青年，从而保证了艺人的整体性和完整

性。在教唱过程中，可将现代化、高科技产品引用到

目连戏教唱的过程中。现代音响教学具有携带方

便、保存时间长、可以重复学习等优势，这就克服了

口耳相传的时地性限制，给无法参加集中学习者提

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和途径。

    2.扩充自身内涵，挖掘自身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创立品牌效应

    不断扩充自身的内涵，挖掘自身的文化价值和

意义，创立品牌效应，是目连戏扩大影响的重要途

径。由于“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目连戏的发展只能 .

偏居一隅，很难受到社会更多人士的广泛关注，所

以很难在更高水平上发展。因此，只有充分挖掘自

身的文化价值，开发相应的“目连戏文化”品牌，请

教相关专家、学者进行策划，才能使目连戏引起更

多社会群体的广泛关注，为其更进一步发展拓宽渠

道。

    3.拓宽资金来源，尝试走商业化演出道路

    目连戏的传承和发展，必须解决“资金来源”这

一瓶颈问题。因此，必须多方位的争取资金，同时尝

试走商亚化演出道路。

    其一、开发乡村旅游资源争取资金，促进目连

戏发展。马山古称石林，建村历史悠久，村内古民居

保存比较完整，自然风光秀丽、环境优美。可将其优

秀的旅游资源和表演目连戏的传统相结合，以乡村

旅游的经济收人带动目连戏的演出和发展，也以目

连戏的社会效应和品牌效应促进村乡旅游经济的

发展。

    其二，吸引更多的社会性资金，走商业化发展

的道路。可以借鉴其他民间艺术的发展经验，通过 ’

寻求企业赞助、投资商开发等形式吸引更多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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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资金。同时，亦可以改变剧团以前的“业余化”道

路，走商业化剧团的发展道路。

    4.与其他剧团合作，走互助合作、优势互补道路

    在目连戏的发展历史上，素有“出在环砂，编在

清溪，打在栗木”之说，这就表明在整个目连戏艺术

的保存过程中，各地均有自身的特色。和其他地方

相比，马山目连戏的传统唱腔保存比较完整、但是

舞台表演技巧却不及栗木。根据掌握的资料:当前

祁门几个重要的目连戏班，如栗木、马山、清溪等戏

班都无法单独演出全场目连戏。针对这种状况，与

其他剧团合作，走互助合作、优势互补道路是当前

目连戏发展的必然要求。各戏班可以根据自身特

色，组建一个大的戏班，实行资源共享，使得各地的

优势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应用‘这不仅有利于各剧团

的发展，同时也对目连戏的整体保存有重要作用。

    古徽州祁门县是目连戏的重要发源地，祁门马

山村目连戏在祁门目连戏乃至整个目连戏历史上

都具有重要地位。目前，该戏班是祁门目连戏班中

老艺人数量最多、年龄最大，也是近年来演出次数

最多的戏班。因而该地目连戏在整个目连戏保护、

恢复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指导教师:张孝进，黄山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
为中国古代文学、徽州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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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失冤舞j乳鼎 月签的 时 期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道光年间的300余年，是徽商最为鼎盛的时期，无论经商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
商业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并有一谚语:“前世不休，生

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就是说人到十三四岁，就要外出当学徒做生意。徽商的活动范围遥及城乡，东
抵淮海，西达滇、羚、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阂、粤，尤其在长江流域，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徽商的足迹
还远至日本、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经营行业以利润高的盐、典、茶、木为最多，次则粮食、棉布、丝绸，其它

则无业不营。商业资本已达到惊人的程度，万历《欲县志》称，欲县以经营盐业起家的巨富，“初则黄氏，后则

汪氏、吴氏而起，皆由数十万以汰百万者”。清代，两淮盐业八总商，仅救县商人就占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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