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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城 花 篮 戏
早期的花篮戏，又称“嗨子

戏”“花鼓灯”“地扑笼子”等。 起
源于明嘉靖年间， 是在当地民
歌、小调的基础上，吸收戏曲艺
术的表演形式发展演变而成的。
花篮戏最早在固始县境内演出，
清末明初流传到商城境内，逐步
扩展到潢川、息县一带。 由于商
城是著名的歌舞之乡，为花篮戏
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当时
商城较有名的程小秃、 黄世杰、
陈再生等戏班十多个。

花篮戏有多种， 表演方式
独特，亦舞亦唱 ，有说有逗 ，以
打击乐相伴奏， 有看头， 有听
头。 所到之处，锣鼓喧天，歌声
悠扬，舞姿风趣 ，道板诙谐 ，引
人入胜，活泼热烈，出场虽然只
有几人，效果可比一台大戏。

商城花篮戏的唱腔是以当

地民歌为基调发展演化而来

的。 它包括唱腔、帮腔、杂调等
部分，靠打击乐伴奏，因此具有
唱、帮、打三结合的艺术特点 。
即“一人开口唱 ，众人齐帮腔 ，
板眼三点头，锣鼓打满场”。

商城花篮戏一般分为手

功、眼功、扇功、身段功、台步功
等基本功。 只须说清哪个接哪
个，即可随机变化，因此可长可
短，收放自如。 旧时，观众的赏
钱大就多玩，赏钱小就少玩，但
都有头有尾，不露破绽。

商城花篮戏在结构上又可

分两大类： 板腔体结构和单曲
体结构。 板腔体结构唱腔有“苦
嗨子”“喜嗨子”“平板嗨子”“西
柳子”“东柳子”“寒腔”“甜腔”
等 7 种。 主要曲目有“开门调”

“卖花”“打长工”等 30 多种。 花
篮戏最鼎盛时当是清末民国

初，仅豫南六县就有 44 个戏班
在活动，商城就有 3 个，几经兴
衰传至如今。 商城花篮戏的传
承主要是集体传承、亲缘传承、
师徒传承。

花篮戏承载着多少代人的

情感已经无确切的考证， 但它
的表演动作中饱含着古老的原

始舞蹈的元素却一目了然。 它
的唱腔带有南北文化与历史文

化的信息， 传统唱词中更是记
录了一代代人对世事的关注与

自我情感的倾述。
河南歌舞在信阳， 信阳歌

舞在商城。商城是著名的歌舞之
乡，劳动人民创造的民间歌舞培
育过多种文艺形式，对花篮戏的
形成作用也更为直接。民间歌舞
本源于生产活动，且艺术性地再
现了人们的劳动形式、场面及情
感，因此奠定了善于表现群众生
活的花篮戏的表演基础。

花篮戏是商城民间戏曲中

最具地方特色的一种， 戏中有
百姓生活的衣食住行， 有感情
上的喜怒哀乐。 早期的 “二小
戏”“三小戏” 中， 除了插科打
诨，间以夹白外 ，总是几十句 、
百十句， 甚至几百句地一唱到
底， 这就要求演员有相当好的
唱功。 一般以大本腔（真嗓）演
唱。 因唱腔从民歌演化而来，均
用民间唱法。 悲剧多用气声唱
法，小生 、小旦 、小丑多用真假
嗓结合唱法，即句头用真嗓，句
尾耍腔用假嗓。 耍腔圆润味淳，
板眼分明 ，强弱稳妥 ，装饰音 、
行腔有地方色彩。 花篮戏保留
了农民古朴的表演艺术形式 ，

热闹、风趣、喜庆，适应性强，唱
腔由多种原生态民歌和戏曲的

集成，唱词内容丰富，语言生动
机灵、亦庄亦谐，有很强的表现
力与感染力，动作源于生活，高
于生活， 融刚劲舒张、 质朴优
美、风趣诙谐于一炉。 因此在诸
多民间戏曲中， 花篮戏具有较
高的艺术性。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 ，花
篮戏是一个活的文物。 它的形
式、 内容与传承环境都有其研
究价值。 商城花篮戏的唱腔是
以当地民歌为基调发展演化而

来的，念白用乡音土语。 念白大
致可分三种：凡帝王将相、文人
才子的定场诗、表白、对话及歌
赋等均用韵白；一般角色常用近
乎拉家常的闲话俗语， 这叫口
白，也叫扒白口；上韶带节奏的
顺口溜、打油诗、绕口令及赞口
套子之类为数板。 丑角常以数
里夹唱、唱里夹白的形式表演，
幽默风趣。 念的技巧在于演员
的声音化妆，就是能模仿各种人
物及有生理缺陷者的语言，如大
舌头人、傻子、结巴子、囊鼻子，
有口头禅习惯及其它特殊性格

人的语言。 这就要求演员既通
诗词歌赋，又熟悉方言土语，根
据剧情编句头且恰到好处，按喜
怒哀乐之感情分抑扬顿挫。

2009 年， 商城花篮戏被河
南省政府命名为省级非保项

目。 林学文，陈天明先后被省文
化厅命名为省级非物质遗产传

承人。

黄国故城位于潢川县城西约 6公里的的隆古乡，是河南省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春秋
时期诸侯国都城。黄国故城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城门遗迹有 3处，城墙系夯土筑成，夯土中
包含有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遗物。1975年发现青铜礼器和兵器。1998年，黄国故城遗址列
为河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黄 轩）

罗山皮影戏
江淮地区民间艺术的典型代表———罗山皮影戏，早

在明朝嘉靖年间就有活动。 几百年来，经过多少辈皮影
大师的潜心研习、薪火相传，现已发展为生、旦、净、丑行
当齐全，唱词道白雅俗共赏，音乐唱腔优美动听，皮影制
作美轮美奂，乐队构成简约，是非常成熟的地方戏剧，一
直在江淮地区民间艺术中独领风骚，为丰富活跃群众的
文化生活做出了积极贡献。

罗山文化积淀丰厚，民间音乐、舞蹈、玩艺、手工艺、
民间故事俯拾即是，是罗山皮影戏茁壮生长的“肥田沃
土”。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着独特的民间戏曲。皮影戏于
明代传入罗山，很快被豫南群众接受和喜爱。

罗山皮影戏对传统皮影人大刀阔斧地进行裁削，将
高约 90 厘米的头水影子改为高约 60厘米的二水影子，
罗山影人的轻轻“跳水”，一下子就把皮影全部道具尺寸
减少 1/3，把皮影剧团的负载量减轻 1/3。 一担木箱就可以
挑起整个皮影剧团上山下乡走村串户， 非常适宜江淮地
区的演出活动。

罗山皮影戏唱词道白雅中见俗、俗里透雅，采用豫
南方言，观众听着亲切、明白，词白中多见民间谚语、歇
后语、笑话、乡间俚语，大家耳熟能详，演员与观众常发
共鸣。 音乐富含楚风豫韵皖情，全部由豫南江淮一带民
歌小调演变而成；唱腔高亢、明亮、委婉、悠扬，真假声替
换自如，优美动听，深受江淮地区群众青睐。

罗山皮影制作工艺精湛，造型古朴典雅、比例准确，
用料讲究，刀法冼炼，色彩亮丽，人物栩栩如生。 罗山皮
影戏表演引人入胜，惊人心魄。 小动作表演起、坐、观、
饮、叩首、接奉、捋髯、整冠等，表演惟妙惟肖。 大动作表
演如腾云驾雾、打虎擒龙、沙场撕拼等花样翻新，令人目
不暇接，三五回合即入高潮，激烈时鼓声擂动，战马嘶
鸣，演员、乐队同声呐喊，大声疾呼，共同拍案顿足，其声
如排山倒海，撼人心魄。 （据信阳市群众艺术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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