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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剧与乐平古戏台融合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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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乐平古戏台是江西省乐平市现存的具有较大规模的古戏台集群，乐平古戏台不仅仅有悠久历史，同

时还与赣剧融合发展。乐平古戏台作为赣剧演出的重要场地，乐平古戏台的环境布置也融进赣剧中的相关文化元

素。尽管乐平在 2021 年以后，对古戏台集群进行积极的修缮，让乐平古戏台的设施焕然一新，但是乐平古戏台

集群与赣剧融合发展期间，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部分戏台融入赣剧的主题并不明确，对乐平古戏台设立的文化

保护单位较少，乐平古戏台与赣剧融合开发、传承力度，群众对其关注度较低。所以，乐平古戏台与赣剧的融合

发展，需要创新传承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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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Gan opera and ancient stages in le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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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eping Ancient Theater is an existing large-scale ancient theater cluster in Leping City, Jiangxi Province. 
Leping Ancient Theater not only has a long history, but also integrates with Jiangxi Opera. Leping Ancient Theatre is an 
important venue for the performance of Jiangxi Opera, and the environmental layout of Leping Ancient Theatre is also 
integrated into the relevant cultural elements of Jiangxi Opera. Although Leping will actively repair the ancient stage cluster 
after 2021, making the facilities of Leping ancient stage a new look,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during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eping ancient stage cluster and Jiangxi Opera. The theme of the integration of some theaters into Jiangxi 
Opera is not clear, and there are few cultural protection units set up for Leping Ancient Theatre. Th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Leping Ancient Theatre and Jiangxi Opera are integrated, and people pay less attention to it. Therefore,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eping Ancient Theatre and Jiangxi Opera need to innovate the way of inheritance, improve 
the background and cultural layout of Leping Ancient Theatre, and improve the popularity of external publ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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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目的 
乐平古戏台是乐平赣剧演出的重要场地，乐平的

古戏台聚落也承载着乐平四百多年的历史文化，赣剧

的文化元素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乐平古戏台聚落之

中，观看赣剧也成为乐平市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乐

平古戏台的发展，也充分地与赣剧相互融合与发展。尽

管乐平地方非常重视保护、传承与修缮古戏台集群，但

是在修缮古戏台集群的时候，古戏台的主题并没有与

赣剧文化元素相融合，戏台集群所设置的文化背景并

不明确，所以本文研究近年赣剧与乐平古戏台之间的

融合发展现状，了解到乐平古戏台与赣剧之间共生关

系，为赣剧的传承以及古戏台的发展提出相关对策。 
1.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将采取文献资料法、实地观察法、访谈法

展开研究。文献资料法指的是查阅相关的资料，用于论

文写作。实地观察法，指的是对乐平古戏台实地运用与

修缮情况展开充分的调查，从而了解到乐平古戏台与

赣剧融合发展的现状。访谈法，与相关文化部门负责人

展开访谈，了解到乐平古戏台修复的情况。 
1.3 研究意义 
乐平古戏台位于江西省景德镇乐平市，是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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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最知名、最古老的戏台。乐平古戏台经过了四百多

年历史发展，如今已经形成规模宏大的聚落。乐平古戏

台聚落如今成为了赣剧的主要演出平台，随着乐平大

力推动文化与旅游品牌的建设，赣剧与乐平古戏台也

是当地文化旅游重点打造的项目。2021 年以后，乐平

古戏台聚落经过重新翻修，可以用各种规模、形式的赣

剧演出。本文主要对赣剧与乐平古戏台之间的联系展

开研究，古戏台是赣剧演出的载体，同时也与赣剧中呈

现出的文化相互交融，通过了解到乐平古戏台安排的

赣剧现状，了解到乐平古戏台与赣剧交融发展的特点，

再了解到乐平古戏台聚落与赣剧存在的不足，从而针

对乐平与赣剧古戏台提出相关的对策与建议。 
通过对乐平古戏台与赣剧融合发展的现状进行研

究，从而了解到两者相互融合、相互发展的实际情况，

同时也了解到乐平古戏台与赣剧相互影响的表现方面，

为新时代进一步传承与发扬赣剧，保护与修缮乐平古

戏台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 
2 乐平古戏台集群保护与赣剧融合的现状 
2.1 乐平古戏台修缮保护现状 
乐平古戏台虽然有 400 多座，但是绝大部分都是

从明清时期传承下来的。乐平古戏台是当地表演赣剧

主要场所，每当除夕、春节、元宵、端午、中秋等重要

传统节日，乐平古戏台都举办当地赣剧剧团的演出[1]。

其中赣剧剧团在乐平古戏台集群主要是巡回演出，其

中被列为省级重点文化保护单位的三座重要古戏台

（三座戏台分别为镇桥镇浒崦戏台、沆口戏台与鸬鹚

镇韩家戏台），这些古戏台是赣剧演出的重要场所。在

现在国家经济不断发展过程中，公共交通也更加便捷，

有许多公交可直达戏台方便人们观赏，而当地对乐平

古戏台的保护，主要采取重点保护的策略，即重点演出

的戏台以及人流量密集的戏台，政府文旅部门会出资

进行修复，对戏台的外观进行粉刷，在背景布局上，会

张贴与赣剧表演相关的海报或者是装饰。而人流量少，

位置比较偏远的古戏台，政府对其保护则是相当不力，

这些戏台通常是民间人士、当地的街道、村委会的居民

自发出资进行修缮[2]。民间人士对戏台的修缮影响力是

有限的，所以说乐平古戏台修缮的程度是不同的。政府

出资的修复的乐平古戏台，主要对戏台的结构、背景、

装饰进行了点缀，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三座戏台中，

关于赣剧情节中的装饰，用于戏台背景布上。而民间人

士所修缮、保护的戏台，其戏台存在被风化的情况，戏

台前的青石板台阶、台基上也长满青苔，也只是对戏台

上的木板进行的修饰。近年来由于旅游业的兴起，古戏

台成为了游客参观的主要项目之一，但是乐平全市对

古戏台修缮与保护的进展是不同的，年久失修的戏台，

并不能吸引游客参观。 
2.2 乐平古戏台与赣剧融合现状 
由于乐平古戏台修缮与保护的程度不同，这就导

致赣剧与古戏台融合发展的程度存在不同。乐平古戏

台被列为文化保护单位的三座戏台，这是赣剧经常巡

演的戏台，也是乐平重点规划与建设、保护的戏台。在

这三座戏台中，与赣剧融合发展程度较高。当赣剧表演

中，戏台的背景装饰也会呈现关于剧团中背景、角色的

言语。戏台的木质台面也显得非常光滑，能够容纳较多

的赣剧表演人员。而且在传统节日的时候，戏台就会被

“浓妆素裹”，并挂满与赣剧宣传的海报[3]。而乐平的

其他古戏台，其修缮程度不如三家重点建设的戏台。这

些戏台存在风化的状态，戏台装饰也非常简单，赣剧团

偶尔会巡演，在巡演的时候，戏台的背景、装饰都是由

主办方、剧团方面临时搭建，并没有将赣剧的主要文化

元素，融入到戏台之中。所以，从整体来看，乐平的古

戏台与赣剧融合发展程度是不均衡的，被视为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的三家戏台，与赣剧融合与传承程度较好，

而乐平的其他古戏台与赣剧融合程度不高，因为这些

古戏台修缮、保护不足。 
2.3 乐平古戏台与赣剧传承现状 
乐平古戏台不仅仅是乐平文化旅游的一张名片，

同时也是发扬与传承赣剧的重要场所。但是在现实情

况下，乐平古戏台只有三座省级文化保护单位，是乐平

赣剧传承基地，赣剧团在戏台附近常驻，并在戏台上经

常表演，并受到戏台所在地的民众关注。没有被列为省

级保护单位的戏台，赣剧到这些戏台表演的次数比较

少，而且这些戏台周围也没有赣剧剧团固定的住所[4]。

乐平市的赣剧剧团表演，往往呈现出流动、巡演的状态，

并且多为老龄艺人。城镇化的冲击使得年轻人对于财

物的追求，纷纷向北上广等大城市流动。而且随着互联

网文化的冲击，乐平市的赣剧表演也一定程度受到冲

击，观众对戏台的布置、戏台的规格以及戏台周围的环

境更是重视，被列为省级保护的戏台，周围有宽广的广

场，能够容纳大量的观众，而其余的古戏台周围却缺乏

场地，观众在看戏期间显得拥挤。这些戏台承接的赣剧

表演次数是比较少。乐平古戏台的赣剧传承，主要以戏

班传承为主，近年来由于网络直播的兴起，戏台附近的

剧团、戏班开始网络直播，但是在网络直播方面，并没

有引起互联网广泛关注，现阶段的赣剧传承与融合发

展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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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赣剧与乐平古戏台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3.1 赣剧对乐平古戏台巡回演出的范围较小且影

响有限 
目前赣剧只是集中于乐平古戏台的浒崦戏台、沆

口戏台与韩家戏台，而且这些戏台都是受到乐平政府

出资修缮的，戏台不仅仅实现了全面翻新，同时在背景、

装饰中，也积极融入赣剧的相关文化元素[5]。而这三座

戏台，就是乐平市赣剧演出的主要场地。但是，乐平的

其他戏台，由于修缮程度不同，再加上人流量较少，关

注度也并不高，所以这就影响到赣剧剧团的演出。赣剧

剧团减少到这些剧团的演出，那么这也意味着范围影

响较小。赣剧只是在主要修复、有影响力的古戏台开展

演出，只有在节假日或者是地方邀请的条件下，赣剧团

才会到其他古戏台去演出。虽然戏台进行了一定程度

的翻新，但是戏台的使用率不高，大多数的戏剧团仍然

找不到场地进行表演，只能在公园、农村祠堂等场地进

行表演。 
3.2 乐平大部分古戏台的设施并不完善 
乐平只有少部分古戏台得到了完整的修缮，大部

分古戏台的设施并不完善，与赣剧融合程度也是有限

的[6]。因为乐平当地只是重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省

级以下保护单位的重视力度并不强，甚至一些古戏台

主要由当地的民间人士、村集体承包经营。由于古戏台

常年缺少赣剧剧团的演出，以至于戏台创造的收入是

比较低，就无法维持乐平古戏台的正常运营[7]。而且村

集体与乡镇地区民间人士承包的古戏台，只是从台面、

结构上实现修复，并没有注重赣剧的文化元素与戏台

背景布置、戏台的环境设置相互融合，这就充分地影响

到古戏台与赣剧之间的融合发展[8]。赣剧与古戏台融合

发展的前提，是古戏台需要有完善的设施。除了三级重

点保护的戏台有完善的设施，其余的戏台没有宽广的

广场，也不能容纳在场的观众，在背景与环境布置上，

并不能实现与古戏台的融合发展。 
3.3 文化部门对赣剧与古戏台融合发展重视度不

够 
乐平一直以来都有着“赣剧之称”，“乐平腔”也

是其中赣剧的重要支派，与弋阳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9]。江西戏台众多，大部分用于赣剧表演。乐平也是

作为现存江西境内古戏台保存数量最多的城市，有很

多戏台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现在的乐平古

戏台的现状来看，乐平当地的文化部门对赣剧与古戏

台融合发展重视度不够[10]。文旅部门是负责管理、监

督赣剧剧团的运营的部门，同时也是古戏台的保护部

门。乐平文旅只是对人流密集、受关注度较高的浒崦戏

台、沆口戏台与韩家戏台展开资助，并且这些戏台的前

方建设有宽广的广场，戏台周围有赣剧戏班、剧团常驻，

所以为古戏台与赣剧传承、融合发展奠定了现实的物

质基础。即使有着天然的发展条件，乐平古戏台在一年

中真正运作起来的时间屈指可数，乐平全境有 400 多

古戏台，这些古戏台并未受到乐平文旅部门的重视，因

为这些古戏台分布较广，呈散点式分布在乐平境内，交

通也并不方便，吸引的人流量较少，也并未受到外界广

泛关注[11]。所以，对其重视度并不够，那么赣剧剧团很

难对这些古戏台展开巡回演出。在 2023 年，在乐平市

区新建设了古戏台古戏台与赣剧融合发展，这也离不

开文旅部门的长期规划，由于缺乏长期的规划，这就充

分影响到融合发展。 
3.4 赣剧与古戏台融合对外宣传力度较小 
赣剧与古戏台的融合，不仅仅是内容、载体上的融

合，同时还在于概念与对外宣传的融合[12]。外界了解

到乐平与古戏台之间的发展，这就离不开对外宣传。乐

平古戏台与赣剧本身是乐平文旅的一张名片，但是在

对外宣传的文稿中，却不提赣剧与古戏台融合发展的

关系。赣剧与古戏台融合发展的对外宣传，这是没有得

到外界关注。乐平文旅在宣传，只是从文化遗产或者是

古戏台保护方面展开宣传，赣剧要传承发展，对外宣传

是必要手段。 
5 结束语 
本文主要针对乐平古戏台与赣剧融合发展展开探

讨。乐平古戏台集群是乐平著名的历史文化遗产，赣剧

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赣剧与乐平古戏台经过了几百

年的历史发展走到今天，已经成为了乐平的一张文化

名片[13]。但是现阶段乐平古戏台与赣剧融合发展存在

不足，这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当地文旅部门对赣剧、乐平

古戏台保护、修缮程度不够，没有制定相关的保护计划。

而乐平古戏台的设施并不完善，容纳的观众有限，民间

修缮乐平古戏台的资金不足，乐平文旅在对外宣传赣

剧与古戏台的时候，并没有重视古戏台与赣剧的融合

发展。鉴于此，乐平文旅部门应该充分规划赣剧与乐平

古戏台融合发展的规划，加大对古戏台的修缮，同时也

需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在赣剧表演中融入现代化元

素。通过多种方式，促进赣剧与乐平古戏台传承，让赣

剧以古戏台为基础持续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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