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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甲戏历史上曾有多种称谓， 各种称谓展现了高甲戏独具魅力的剧种风格以及流行区域人民

独特的人文审美观念。 目前闽台高甲戏研究主要在综合概述、 剧目研究、 行当角色分析、 人物传记、 传承

与发展、 海外传播等方面， 而对高甲戏音乐文化的研究与分析为数不多， 并存在大量研究空白点， 如在高

甲戏声腔发展规律的系统梳理以及对高甲戏后场音乐的深入探析等都是未来研究趋势所在， 值得广大戏曲

研究爱好者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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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甲戏是流行于闽南地区 （主要是泉州市

区及周边县市、 厦门等闽南方言区）、 台湾地区

以及东南亚闽南人聚居地的一个戏曲剧种。 又有

九甲戏、 九角戏、 狗咬戏、 白字戏、 高甲戏等别

称， 台湾也称高甲戏为戈甲戏、 交加戏、 南管戏

（广义）， 自 １９８０ 年两岸恢复交流以后， 学界统

一称为高甲戏， 并曾于 ２００１ 年举办 “两岸高甲

戏研讨会”。 之后的数次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相

关文献也统一称为高甲戏。

一、 高甲戏曾用名梳理

笔者在收集和梳理闽台高甲戏相关文献资料

时发现， 该剧种有史以来的称谓相当繁杂， 曾用

名诸多。 原因是： （１） 由于闽南语音译成汉字

以后的差异； （２） 源于有些称谓是结合剧种表

演特色而命名。 各种称谓展示了高甲戏别具风味

的剧种风格以及闽台人民独特的人文审美观念。
在闽台各地做田野调查和访问时， 艺人们的称呼

也略有不同， 以下对其意涵进行简要梳理。
（一） 九甲戏、 九脚戏、 九家戏、 九角戏

根据闽南艺人口述， 一种说法是该剧种在孕

育初期时学习四平戏， 仿其 “三花、 三生、 三

旦” 的行当划分法， 共有九种行当： 三花 （白

北、 红北、 黑北）、 三生 （老生、 小生、 笑生）、
三旦 （苦旦、 花旦、 彩旦）， 其中笑生和彩旦分

别为男丑和女丑， 故此得名。 另一种说法则是该

剧种 １９４９ 年以前称 “九甲戏”， 一个戏班叫 “一
甲”， 有些人兼二个或三个班子演戏， 便叫 “二
甲” 或 “三甲”。 “甲” 原指戏班， 后来逐渐演变

为角色之意。 “九甲” 有行当更齐全的意思。
九甲、 九脚、 九家、 九角闽南语发音大致相

同， 寓意九种行当或九个角色。
与闽南艺人九种角色说法观点相一致的文献见

台湾学者林丽虹、 李国俊 《台湾高甲戏的发展》，
书中提及： “其称九角戏据说是因为它是梨园七子

班的基础上， 加上两个武角而得名九角戏。” ［１］

（二） 交加戏、 南管戏

这两种称谓为台湾同胞所识， 大陆文献和

艺人无此说法。 该剧种流传到台湾以后， 由于

融合了南管的唱腔和北管的打击乐， 有 “南唱

北打” “南北交加” 的特色而得名交加戏。 笔

者在台湾访问时， 新锦珠剧团艺人们一致称该

剧种为交加戏。
高甲戏是一种综合艺术的剧种……从音乐的

角度也可以了解， 以温柔婉转的南管音乐为主要

表现， 场面上也吸收一部分铿锵有力的北管锣鼓

乐， 因此 “交” 可说是南北管音乐的交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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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南管戏： 一般而言， 业余性质的南管

戏团， 除了演员多是成人之外， 其演出之剧场结

构， 无论剧目、 身段或场面组织， 惧为小梨园。
广义的南管戏： 至于职业剧团有关梨园戏的演

出， 值得注意的是， 其 “南管戏” 一名词， 并

不专指小梨园， 而是 “凡有南管曲调之剧种皆

谓之南管戏， 因此交加戏亦称之 “南管戏”。［３］

实质而言， “南管戏” 一词广义与狭义之定

义的区别， 纯粹是学术上的分类， 并不见于实际

生活之中。 光复以前， 一般只将台湾地方戏曲分

为 “南管”， “北管” 或 “歌仔戏” 三种。 广义

的南管戏包括七子戏与高甲戏。 但光复之后， 由

于七子戏已近绝迹， 于是 “南管戏” 一名便成

为高甲戏的代名词， 所有职业高甲戏班也自称

“南管戏” 班， 目的是为了与北管戏对称。［４］

（三） 戈甲戏

这个称呼的由来是由于该剧种最初是由宋江

戏发展而来， 善演武戏， 梁山好汉、 水浒英雄、
杀贪官灭污吏、 金戈铁马都是常演戏码， 因此百

姓称之 “戈甲戏”。 《福建地方戏曲调查报告》
一文记载：

戈甲戏又名 “九甲” 或 “高甲” ……据说

远在 ２００ 年以前， 它只是一种化妆游行的形式，
专在农村迎神赛会中装扮梁山英雄， 表演各种武

打技术， 还能摆出变化队形的各种阵势， 后来吸

收了指头木偶 （掌中班） 的演唱形式， 演出了

全本大名府， 因而获得了 “宋江戏” 的名号。
因为演员要披甲执戈所以又称为 “戈甲戏”。①

（四） 狗咬戏、 狗梗戏

《中华百科全书》 关于高甲戏有如下记载：
使用的音乐声响， 为南管系音乐， 但演唱方

式， 欲不似南管文静， 而是吵杂、 热闹非凡， 类

似今日一般送葬行列中的牵亡魂歌仔的演唱方

式。 因此， 很多其他剧种的戏剧演出， 往往在同

时演出当中， 均受其影响而无法演下去， 足见其

音量之高， 及其吵杂的情况， 故亦称狗梗戏。［５］

另 “狗咬” 的闽南语发音同 “九甲”， 一方

面是闽南语音译的差异，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早期

武戏场面锣鼓喧天， 热闹非凡， 狗咬戏、 狗梗戏

称谓便由此而来。

（五） 白字戏

白字戏则是民间对使用闽南方言俚语演唱的

戏之统称， 高甲戏只是其中的一种。 闽南的竹马

戏、 车鼓戏都曾被称为白字戏， 最初是为了区别

于外来说官音的 “正字戏” 而言。
（六） 高脚戏、 高甲戏

所谓 “高脚戏”， 是从这个剧种最早产生于

民间社火、 游行活动时， 演员踩着高跷表演这一

角度命名。［６］ “高甲戏” 这个称谓据史料记载

“清末以后始称 “高甲戏” ［７］， 系因 “搭高台，
穿盔甲” 演出特色而得名。 建国以后， 由于称

谓众多不利于剧种的研究和发展， 在 “戏改”
活动下， 经过当时的剧团以及戏曲工作者的反复

推敲确定了 “高甲戏” 这个名称， 后经过大量

推广， 逐渐被人们广泛接受。
高甲之命名， 是解放后的事。 当是 １９５１ 年

省 “戏改” 会在泉州举行学习班时， 几位新文

艺工作者共同商定的。 当时， 有人提出若以

“九甲” 为名， 似嫌俚俗， 不够文雅。 “九” 易

为 “高”， 似乎高雅一些。 理由是： 以往九甲班

为大班。 “大” 者， 指在高高的台子上演出。 高

甲者， 高台演出的袍甲戏也。①

１９８０ 年以来两岸恢复正常交流后， 学界对该

戏曲剧种的统一称谓为 “高甲戏”， 台湾民间仍

有 “戈甲戏”“九甲戏”“交加戏” 等各种称谓。

二、 相关研究成果评述

笔者从图书馆链接 ＳＳＣ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
均没有查找到高甲戏相关资料， 除谷歌学术有少

数闽南高甲戏剧团到海外演出的英文报道及篇数

不多的期刊文献之外， 其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福

建及台湾。 目前的高甲戏相关研究成果从不同角

度切入， 论述各有重点， 其文献资料主要集中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 综合概述类

白勇华、 李龙抛著有 《高甲戏》 ［８］ 一书， 介

绍了高甲戏的生成与流布、 行当与脸谱、 表演规

式、 念白与音乐、 传统科班规制等内容， 是一本

很好的普及性书籍。 吴慧颖也著有同名 《高甲

７３

① 参见笔兵： 《高甲剧种名称七辨》， 载 《求实》 第 １１ 期， 《中国戏曲志·福建卷》 编辑部内部刊物， １９８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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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 ［９］一书， 对高甲戏的历史与传说、 民俗信仰

和演戏场域、 经典剧目、 海外传播等方面作了详

细介绍， 使读者了解高甲戏的名称由来， 并从高

甲戏经典剧目看时代变迁等不同视角为读者提供

了了解高甲戏的途径。 根据史料记载， 福建省南

安市石井镇岑兜村是高甲戏的发祥地， 岑兜村村

委会与本村老人协会 ２０１２ 年编有一本 《高甲戏

史话》①， 从 “戏公祖” 洪埔说起， 记载了高甲

戏在此地的孕育和形成、 发展传播、 变革兴衰、
角色、 表演、 化妆、 音乐、 习俗等内容， 是较全

面的一部文献资料。
（二） 高甲戏剧目及剧目研究

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所编订的 《厦门高甲

戏优秀传统剧目选》 中收集了 《审陈三》 以及

《五虎平西》 《狸猫换太子》 等连台戏剧本共 ９
部； 张伯萍 《高甲戏整理创作剧目选集》 ［１０］汇集

了 《敬德接印》 《卢俊义》 《大闹花府》 等 ７ 部

作品； 剧 作 家 张 芳 颂 先 生 著 有 《 痴 墨 轩 剧

稿》 ［１１］， 其中有 《大汉魂》 等 ７ 部剧本 （三部

古装戏、 三部现代戏、 一部历史剧）； 另厦门市

台湾艺术研究所与厦门市金莲陞高甲戏剧团还出

版有 《阿搭嫂》 《大稻埕》 等著作， 收录了剧

本、 剧作者创作感想、 演出历程、 媒体采撷、 众

家评说等内容， 使得读者对作品从无到有、 从台

前到幕后的过程有了清晰的了解， 并对编创心

路、 音乐设计、 演员如何塑造角色、 舞美设计等

舞台上背后的故事， 通过文字与图片结合舞台更

进一步地走进百姓内心， 不失为一种很好的作品

推广； 中国知网还有相当数量的剧本研究类型的

学术期刊论文， 如 《但求子孙安———高甲戏﹤

大稻埕﹥的艺术特点》 ［１２］、 《重现经典的光芒

———新版高甲戏﹤连升三级﹥的一点启示》 ［１３］等

７９ 篇学术期刊论文， 多位作者从看戏、 评戏各

种维度来讨论高甲戏的诸多剧目演出， 涉及艺术

特点、 导演构思、 舞美设计、 化妆等内容。
（三） 行当角色分析

海峡两岸高甲戏的行当划分不太相同， 大陆

高甲戏传统行当分为三花、 三生、 三旦， 台湾高

甲戏传统行当分为生、 旦、 净、 丑、 杂 （龙

套）。 自 １９５４ 年福建高甲戏代表团演出的 《桃
花搭渡》 《扫秦》 参加华东地区首届戏曲观摩

会以来， 高甲丑引起了全国戏剧界的广泛关

注。 《连升三级》 《玉珠串》 《金魁星》 《阿搭

嫂》 等一批为丑角打造的精品剧目以及柯贤

溪、 许仰川、 陈宗熟、 施纯送、 赖宗卯、 刘基

德、 陈炳聪、 吴晶晶等历代优秀表演艺术家的

精心演绎更是使得高甲戏的丑角表演艺术达到

了登峰造极的水平。 中国知网中关于高甲戏对

行当的研究分析论文集中在丑角身上， 如吴丽

佳 《 “化丑为美” 的审美艺术价值》 ［１４］ 、 吴慧

颖 《高甲戏 “瑰儡丑” 表演形态初探》 ［１５］等 ２０
余篇关于高甲丑的期刊论文， 偶有对其他行当

的研究分析， 如陈进伟 《高甲戏老生的继承及

其对京剧的借鉴》； 另有表演艺术家颜培琼、
姜玉杰整理出版的 《高甲戏旦角传统规式》 ［１６］

一书， 作者从自身丰富的艺术经历出发， 整理

出折子戏 ２３ 出片段中旦角的唱腔与过场音乐

曲牌， 实践性较强， 但不涉及理论性研究， 因

此梳理总结性文字极少。 对于其他行当如生、
丑、 净尚无理论性或应用性研究。

（四） 人物传记

吴迪主编的 《名丑生涯———柯贤溪》 ［１７］、 陈

元麟主编的 《高甲戏表演艺术家林英梨》 ［１８］， 吴

慧颖主编的 《高甲薪传———纪亚福》②， 分别记

录了三位优秀的高甲戏表演艺术名家的从艺、 学

艺直至成为名家的心灵历程， 重温艺人们的沧桑

经历与创造高甲戏艺术的艰辛和喜悦， 传记中富

含人生哲思， 感人至深。
（五） 高甲戏传承与发展研究成果

傅怡婷、 李秀义的 《高甲戏的传承情况探

析———基于闽南地区的调查研究》 ［１９］对泉州高甲

戏剧团、 晋江高甲戏剧团、 安溪高甲戏剧团以及

厦门金莲陞剧团进行了实地走访， 访谈了部分演

员以及剧团团长， 对高甲戏的传承现状和存在问

题作了分析， 提出了对应政策、 建议。 廖俊宁

《福建高甲戏剧团生存策略研究》 ［２０］， 从地利、
人和、 天时三个角度对高甲戏剧团的生存现状和

策略提出了看法和思路。

８３

①
②

参见南安市石井镇岑兜村村委会、 老人协会编 《高甲戏史话》， 内部资料， ２０１２ 年。
参见吴慧颖： 《高甲薪传———纪亚福》． 厦门市金莲陞高甲戏团、 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所内部出版， ２０１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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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高甲戏的海外传播研究成果

白勇华 《辗转东南亚： 高甲戏海外百年

（１８４０—１９４０ ）》 ［２１］， 从历史的语境观照高甲戏

在东南亚海外百年的生态景观。 陈鲤群 《福建

戏曲海外传播研究》 ［２２］， 对包含高甲戏在内的多

种戏曲形式海外传播模式进行了探讨， 论证了福

建戏曲通过乡音联络乡情， 成为维系祖国大陆与

海外华侨之间重要情感纽带的事实。 吴少静

《闽南音乐在东南亚的传播》 ［２３］ 阐述了高甲戏、
布袋戏等戏曲音乐种类频繁赴东南亚演出并从此

扎根海外的历史。 从现有研究可知， 高甲戏的海

外传播主要在东南亚一带。 但由于史料的缺失，
现有对于高甲戏的海外传播历史研究比较粗浅。

（七） 与高甲戏音乐直接相关文献

国内关于该选题的直接文献有陈枚于 １９７９
年编的 《高甲戏音乐》①， 对高甲戏及其音乐的

形成、 音乐特点以及高甲戏音乐的继承、 发展与

创新作了简要的说明， 并整理了部分唱腔、 吹奏

曲牌以及锣鼓经。 王金山和高树盘各整理有一本

《高甲戏传统曲牌》 ［２４ － ２５］， 比较完整地收集和记

录了高甲戏唱腔与吹奏曲牌。 《中国戏曲音乐集

成·福建卷》 中收录了高甲戏的部分曲牌、 舞

台语言调值、 唱腔、 器乐曲牌； 檀革胜 《高甲

戏传统曲牌结构的动力系统研究》 ［２６］用西洋音乐

分析法对高甲戏传统曲牌进行了一系列分析； 林

静 《试析泉州高甲戏的音乐艺术特征》 ［２７］对泉州

方言与戏曲音乐、 高甲戏唱腔的结构特征、 旋法

与调变化手段、 伴奏音乐特点进行了论述。 任云

《高甲戏传统曲牌的结构原则研究》 ［２８］ 总结了高

甲戏传统曲牌的 “链条原则” “ ‘锚’ 原则”
“ ‘微’ 原则” “互为间插原则”。 作曲家朱伟捷

为读者解答了他对 《送水饭》 《阿搭嫂》 等高甲

戏剧目音乐设计的思路与创作历程， 详见 《勤
将管弦弄， 为求意蕴纯》 ［２９］、 《 〈阿搭嫂〉 音乐

设计漫谈》 ［３０］。 王金山在 《 “金魁星” 音乐设

计》 ［３１］一文中提到了他在该剧中对音乐素材的选

择、 女丑唱腔设计、 配器等方面的思路。 台湾关

于高甲戏音乐的文献比较少， 可查的有 １９９２ 年

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研究所硕士杨尧鈞的 《台湾

高甲戏及其基本唱腔之研究》 ［４］， 对 １９９２ 年以

前存留的台湾四十余首高甲戏曲牌唱腔作了简要

的记录和分析； 台北艺术大学传统音乐学研究所

硕士施宜君 《从 “高文举” 一剧探讨台湾交加

戏音乐之运用———以南管新锦珠为例》 ［３２］以传统

剧目 《高文举》 为重点讨论台湾高甲戏的角色

行当、 唱腔、 文武场等问题； ２００１ 年两岸高甲

戏研讨会论文集刊载的辛晚教先生 《台湾高甲

戏 〈百花台〉 一剧曲调探讨》 ［３３］ 提及台湾高甲

戏虽传自大陆， 但发展至今已有很大的变易， 具

有相当的主体性和独特性， 许多曲牌唱词与曲调

完全与大陆不同。
根据中国知网搜索， 国内高甲戏的最早研究

始于 １９５４ 年， 至今共有 ２８９ 篇期刊学术论文， 另

收集到海峡两岸各种专著、 编著 ２０ 余本， ７ 篇硕

士学位论文， 内容涉及高甲戏历史研究剧目、 剧

本分析、 名家传记、 概论、 曲牌整理、 音乐分析

等方面。 综观高甲戏已有研究， 从事高甲戏剧团

工作的群体一般较为关注与表演实践相关的理论，
如行当表演、 剧目表演分析、 后场唱腔与过场曲

牌、 舞美灯光等， 侧重学术研究的学者如两岸各

研究所和高校的学者们则较为关注高甲戏的历史

与文化、 音乐声腔以及传承发展的学理性思考。

三、 研究意义

阿伦·布洛克与斯塔里布阿斯编著的 《枫
丹娜现代思潮辞典》 指出： “文化是个社群的

‘社会继承’， 包括整个物质的人工制品， 也包

括各种精神产品， 还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生活条

件下以及代代相传的不断发展的各种活动中所创

造的特殊行为方式。” ［３４］

高甲戏是闽台传统戏曲中除歌仔戏以外流传

面最广、 受众最多的一个剧种， 也是闽台传统音

乐的重要载体之一， 研究其音乐文化的内涵、 音

乐本体对剧种的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著名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提出： “音乐不

仅是声音， 人类行为是产生声音的先决条件。 音

乐不可能脱离人的控制和行为而孤立存在。 音乐

是其文化中人们的价值观、 态度及信念所共同形

成的结果， 是一种人类行为过程。” ［３５］ 并由此提

９３

① 参见陈枚主编的 《高甲戏音乐》， 油印本， 泉州市开元文印社承印， １９７９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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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关于音乐文化研究的 “观念 － 行为 － 声音”
三分模式 （见图 １）。

!" #$

%&
图 １　 观念 －行为 －声音三分模式

借用梅里亚姆的模式可知： 高甲戏的戏里戏

外、 舞台上下， 人们的观念意识指导了舞台上下

的行为实践， 行为产生音乐， 而音乐又进一步影

响人们的意识形态， 如此循环， 相互依存。 这一

模式形成了音乐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
沈知白 《中国音乐史纲要》 引言中提到：

“宋朝以前我国音乐主要是在歌舞形式中发展

的， 宋朝以后主要是在戏剧 （曲） 形式中发

展”。［３６］换言之， 宋朝以后戏曲形式的音乐在戏

曲发展中已经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
实际上， 某个戏曲剧种的音乐对该剧种的发

展有多大影响， 我们从 “戏曲” 的名称中便可

窥见。 所谓 “戏曲”， 戏与曲之间的关系， 直接

说明了 “曲” 在戏曲这一形式中的重要地位。
历史上 “曲” 的名称……也有泛指文体或音乐

体， 逐渐转化和回归至专指音乐体……戏曲中的

一切， 一端系于音乐， 一端系于舞蹈， 说到底戏

曲乃是以歌唱 （唱、 奏以及音乐化了的念） 和舞

蹈 （舞、 打及舞蹈化了的做） 来表现故事情节内

容的一门综合艺术， 这就是戏和曲的关系。［３７］

高甲戏戏曲音乐是高甲戏剧种刻画人物形象

的一种重要手段； 由于音乐的制约， 要求剧本必

须是韵文性质而非散文式样， 剧种的念白或台词

必须具有音乐性， 有节奏感， 以配合整体的效

果， 唱词是采取长短句体、 对称或上下句体都会

受到音乐的约束。 从戏曲音乐一入戏开始， 演员

的表演动作也必须是具有音乐性的动作， 必须摆

脱生活的自然形态才能与旋律相呼应； 整部戏如

何分出、 折与场次， 通常也与戏曲音乐息息相

关。 因此研究高甲戏音乐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剧

种， 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另外研究高甲戏音乐

对闽台地区传统音乐的发展也将起到一定的作

用。 两岸共有戏曲文化是两岸和平统一的情感纽

带、 文化与价值基础之一， 两岸高甲戏音乐的融

合发展研究将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 促进文

化与情感、 生活方式与价值认同的融合， 对于两

岸高甲戏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也有一定积极意义。

四、 未来研究趋势

综合上述已有研究来看， 目前在高甲戏的许

多领域都缺乏较深入研究， 概述介绍类的文章比

较多， 对各行当的深入系统研究与总结较为少数。
从上述文献可见， 直接关于海峡两岸高甲戏

音乐的研究比较多的是 ２０ 世纪中后期和 ２１ 世纪

初的研究成果， 研究的视角局限于曲牌的整理或

曲调唱腔结构研究， 并缺乏系统性研究， 虽有几

篇硕士论文， 但目前尚无博士论文专题论述高甲

戏及其音乐。 ２１ 世纪以来， 互联网技术快速发

展， 使得整个世界日新月异， 高甲戏也不例外，
研究、 总结与梳理当下高甲戏音乐的发展现状、
困境以及解决方法， 对其未来发展将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 目前国内对于高甲戏及其音乐的研究

还比较薄弱， 对于蓬勃发展的高甲戏而言， 现有

的研究难以支撑其进一步发展。 就目前高甲戏音

乐研究空白点或较为薄弱的方向， 主要有几个方

面： （１） 高甲戏声腔发展规律的系统梳理。 （２）
高甲戏后场音乐的深入探析， 研究其与京剧、 南

北管之间的联系， 尤其是台湾高甲戏， 历来有

“南北交加” 之定义， 有待深入剖析。 （３） 将其

与梨园戏、 四平戏、 竹马戏、 傀儡戏、 歌仔戏等

剧种的横向与纵向的比较研究， 可对两岸高甲戏

的历史发展轨迹做出清楚的描绘。 （４） 梳理两

岸高甲戏政治分隔数十年之后发展的现状与异

同， 如何同谋未来发展。
（一） 关于研究目标

１． 应当系统梳理闽台两岸高甲戏的传承与

发展历程以及高甲戏音乐在创作方法和发展规律

上的特点， ２１ 世纪以来传统唱腔的新发展； 针

对现有困境高甲戏将如何进行声腔改革以适应进

一步发展。
２． 系统梳理两岸高甲戏音乐在创作方法和发

展规律上的特点以及 ２１ 世纪以来传统唱腔的新发

展。 具体而言， 即梳理闽台两岸高甲戏唱腔的历

史与发展历程， 该剧种的唱腔是如何由简单发展

成复杂的？ 两岸高甲戏是如何吸收别的剧种的声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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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艺术来丰富自己的唱腔？ 弄清这些问题可以从

剧种唱腔发展轨迹管窥剧种的历史发展沿革。
３． 高甲戏音乐在台湾的传承与变易、 两岸

高甲戏之融合发展以及未来闽台戏曲交流的方

向。 弄清台湾高甲戏如何传承大陆高甲戏音乐，
并有哪些变易？ 变易的原因是什么？ 高甲戏从福

建传到台湾以后 （台湾最早可查文献提及高甲

戏大约在 １９０１ 年日据期间）， 之后的 １００ 多年间

由于两岸历史、 政治原因分隔数十年， 两岸高甲

戏呈现出唱、 奏、 演各方面的不同形态， 既有传

承也有变易。 因此， 弄清高甲戏在台湾是如何传

承和变易， 变易的成因是什么， 对于探讨两岸高

甲戏文化的更进一步交流， 以及未来融合发展的

可行性道路， 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 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１． 由于历史原因， 两岸高甲戏目前呈现不

同的发展格局， 梳理两岸高甲戏的历史发展线条

以及两岸进行声腔改革的节点和变化规律显得尤

为重要。
２． 厘清高甲戏在台湾是如何传承和变易、

变易的原因， 方能清晰地书写高甲戏同根同源却

不发展脉络多有区别的历史渊源。
３． 研究者应提出两岸高甲戏融合发展的合

理建议。

五、 结　 语

目前两岸高甲戏音乐的研究十分缺乏， 距陈

枚生 １９７９ 年编撰的油印本 《高甲戏音乐》 已经过

去整整 ３８ 年， 学界没有更系统解说高甲戏音乐之

专著， 亦没有对闽台高甲戏音乐的系统性进行比

较研究。 而音乐通常是戏曲艺术赖以创造人物形

象、 表现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 尤其是每个剧种

的唱腔艺术， 既是戏曲剧种地方特色的表征， 更

是人物内心思想情感的表达。 因此， 我们只有总

结与梳理两岸高甲戏音乐在创作方法与发展规律

上的特点， 才能更好地继承优良传统， 开拓创新，
使得剧种音乐更好地为刻画人物形象服务。

海峡两岸的文化认同来自于两岸共同的文化

传统和理念， 高甲戏作为两岸共同的传统戏曲文

化， 研究两岸高甲戏的传承、 变易及其发展有着

特定的价值。 两岸民众本是一家， 但由于长期政

治分离与对峙， 使得两岸民众产生了文化疏离和

隔阂。 两岸学界普遍认同高甲戏传入台湾的历史

事实，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台湾某些人的

“去中国化” 政策， 可能也对两岸的高甲戏戏曲

文化交流与认同制造障碍。 基于此， 笔者认为两

岸高甲戏相关研究将对肯定台湾高甲戏传承自福

建的历史事实与加强两岸民众的文化认同有着实

际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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