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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戏曲文化对越南传统戏剧的影响

黎　 羌

（西安翻译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１０５）

　 　 ［摘　 要］ 越南深受“汉文化圈”与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影响。 特别是杂剧、嘥剧、嘲
剧、水上木偶戏等，自古迄今数百年来一直没有中断过中华民族演艺文化的滋养。 在传统

音乐、舞蹈、曲艺、诗歌、杂技、魔术等门类演艺文化的基础上，越南与中国以及周边的国家

和地区所形成的互动性跨文化表演艺术理论体系，积累了弥足珍贵的东方文艺创作、实践

美学经验，充分显示了中华文明强大的传播力与深远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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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越南两国山水相连，古往今来经济、文化交流频繁。 越南古典与民间戏剧艺术因为长期

接受华夏文化的滋养，其中包容中国地方戏曲诸多文化元素，如艺术形式、剧目内容、表现方式等。
在东南亚中南半岛上，由中越表演艺术交融一体的嘲剧、嘥剧、水上木偶戏等有着极为鲜明的东方民

族文化特色。
关于越南历史、地理、文化、艺术深受“中国文化圈”的影响之说，国内外有所争议与微词，但是

“事实胜于雄辩”。 据陈玉龙、杨通方、夏应元、范毓周著《汉文化论纲》中引证所云：
历史学界一向认为，越南最初的历史和文化是属于“中国的文化圈”。 郭廷以先生说：“在

环绕中国的邻邦中，与中国接触最早，关系最深，彼此历史文化实同一体的，首推越南”。 黎正甫

先生在其所著《郡县时代之安南》一书 １６９ 页也说：“于秦汉之际臣服于中国，其生活及一切建置

悉仿自中国，故可为中国文化传播于亚洲南部之代表。”冯承钧先生在《占婆史》译序中论中越

关系述：“昔之四裔漫染中国文化之最深者莫逾越南。” ①

上述论据主要来自郭廷以《中越一体的历史关系》与冯承钧《西域与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等文献

之中。 从中可知越南长期“臣服于中国，其生活及一切建置悉仿自中国”，为“漫染中国文化之最深

者”。
越南与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自古迄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道，在如今我国“实行更

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②，共建“一带一路”的
宏图大略的形势下，将目光投向越南与东南亚诸国传统戏剧，认真梳理中华民族文学、艺术之大成

者———中国古典戏曲文化对其长远影响，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社会意义。

一、越南历史文化与中国传统艺术交流

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侧，北面与中国接壤，西部和老挝、柬埔寨毗邻，东南濒临南海，西南紧靠暹

罗湾，扼守太平洋与印度洋海上交通要道。 越南是中南半岛人口最多的国家，国内有 ６０ 多个民族，
以京族人口最多，占全国人口 ９０％左右。 该族与中国广西地区的京族为一个民族，其族源可追溯到

中国西南地区的“百越”。 中越两国拥有相同的传统文化背景以及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



据庞希云主编《东南亚文学简史》言及越南的史前史记载：“越南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其民族

渊源可上溯到‘百越’民族的一支，大约公元前 ４ 世纪进入红河流域，是为‘雒越’。 因此，公元前 ４
世纪越南人即在红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生活繁衍，并逐步形成了部落联盟。 公元 １ 世纪至 １０ 世纪大

部分时间，越南处于中国古代政权的统治之下，这一时期史称郡县时代（中国）或北纬时期（越
南）。”①

越南地形南北狭长，从南到北有 １６００ 多公里，国土面积约 ３３ 万平方公里，东临中国南海，北接

广西、云南诸省。 特殊的中南（印支）半岛地理位置，自然铸造其国得天独厚的人文景观。 陈岗龙、张
玉安等编《东方民间文学概论》综合中越两国史学家的观点，将越南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大致分为以

下五个阶段：
１ 原始公社时期（从上古到公元前 ２１４ 年秦置郡县）；２ “郡县时期”或越南史学界称的“北

属时期”（从公元前 ２１４ 年秦置郡县到公元 ９６８ 年丁部领统一安南，建立“大瞿越国”）；３ 独立

自主的封建国家时期，或称“独立时期”（从公元 ９６８ 年到 １８８５ 年法国实行殖民统治）；４ 法国

殖民统治时期（１８８５ 年至 １９４５ 年越南八月革命）；５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革命成功，建立越南民主共和

国至今。②

翻阅古书典籍记载，古代越南南北方有着交趾、越裳、林邑、郡县、交州、安南、大瞿越国、陈朝、黎
朝等称谓，在此期间，均与中国有着密切的文化、艺术交流。 即便是清嘉庆八年（１８０３ 年）册封阮福

映为“越南国王”，始称“越南”之后，仍未中断两国“血与水”的友好邻邦关系。
追溯往昔，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大越五岭之南，乃天限南北也，甚始祖由于神农氏之后，乃

天启真主也，所以能与北朝各帝一方焉。”此文中的“北朝”即指中国相应历朝，所云“大越”诸朝皆以

“神农氏”为“始祖”，与我国古籍文献一脉相承。 如《淮南子  主术训》曰：“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

至交趾。”《尚书小传》曰：“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
公元前 ２２１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版图之后，于前 ２１４ 年平南越，设南海、桂林、象郡，前 ２０７ 年，南

海尉赵佗“自立南越武王”。 前 １１２ 年建九郡，其中所辖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皆在今越南境内。 另据

《交州外域记》云：“秦余徙民，染同夷化，日南旧风，变易俱尽。”两汉期间公元 １８７ 年至 ２２６ 年，凡四

十载，苍梧广信人士燮出任交趾太守，大受南国朝野拥戴。 《三国志  吴书  士燮传》赞誉他“学问优

博，达于从政”“羁旅之途，皆蒙其庆”。 在此期间，华夏诸士纷纷南下访学问道。
交趾成为当时中原人士理想的避难之所，士人南避者以百数，其中如刘熙、程秉、薛综、许靖、许

慈、刘巴等。 中国第一部自著的佛教典籍《牟子理惑论》的作者牟博（一作牟子），也举家南迁③。
唐宋期间，中原、江南诸地与安南属国文化交流不断。 唐哀帝天祐二年（９０５ 年），以昭宗时宰相

孤独损为安南节度，“州人号为嶽书“；宋天平四年（９７３ 年），宋朝封丁都领为“交趾郡王”；淳熙元年

（１１７４ 年），宋又册封李英宗为“安南国王”，从此之后方终止对古代越南的直接统治，但是在随后历

代仍未中断相互来往。 中国“汉文化圈”亦扎根于南国，春风化雨般渗透于该国传统演艺文化与民间

乐舞戏剧艺术之中。 此在翁敏华、回达强著《东亚戏剧互动史》一书中有明确的记载：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国度（越南）中，曾经盛行着傩文化，这种由中国传入的傩礼、傩舞，已与

越南民族的本土宗教、民俗、艺术相互融合，已多有变异。 但通过追寻，我们可以发现其与中国

傩文化的血缘关系。④

越南华侨郑怀德在撰写的安南方志《嘉定城通志》的行文之中，亦印证受中国古代傩事影响而形

成的南国民俗演艺活动：“农历年节，于腊月二十八夜傩人击鼓，扣拍板，十五为群，沿街翱翔，视富豪

之家，排闼而入，粘符诸门，念动神咒，拍鼓齐起，继以祝贺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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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阅越南文化史与文学史时，人们发现在公元 １０ 世纪前越南多为口头文学流传，直到太祖神

武帝李公蕴建大越帝国（１００９ 年）之后才有本国正式书面文学，此时期，李朝定汉文为全国通用文

字。 在此时期儒家思想占主要地位，文学与中国文学有着深刻的关系。 虽然尚无长篇著作出现，均
为诗歌书启，但多有流传。 此后越南于 １０７０ 年在广建文庙，塑孔子、周公像。 １０７５ 年开科取士，亦仿

汉制。 翌年设国子监，以培养人才。 从所存文学作品里可以看出当时越南文学完全以儒家思想为正

宗，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２０ 世纪初。
作为东亚近邻，无论是越南，还是东南亚诸国，相对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要大一些，正如《东南亚

文学简史》所述：
中国文学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极其广泛。 在东南亚华语文学产生之前，中国文学作品，尤

其是中国古典通俗小说，早已在东南亚广泛流传，大约从十七世纪中叶，中国地方戏曲伶人、说
书人已到东南亚一带活动  越南的旧戏，从音乐、服装、脸谱、道具乃至演出方式，都受了中国的

影响，和中国的旧戏（如京剧）十分相似。 中国的剧目，往往也被越南戏剧家所采用。 通过他们

的演唱，不少中国的古典通俗小说的故事在东南亚已广为人知，《东周列国》《三国演义》《水浒

传》《西厢记》《西游记》等书在越南流传很广。 而伍子胥、蔺相如、关羽、曹操、诸葛亮、宋江、李
逵、张生、红娘、孙悟空、猪八戒等则是越南百姓熟悉喜爱的人物。①

东亚与东南亚地区诸民族传统和现代文学艺术存在杂糅交织与文化混血现象，自古以来这里的

主流文化思潮相继迁换着萨满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文学，而中国汉文学阶段性

和间歇性渗透于周边国家与地区民族文化之中。 中国古典戏曲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周边国家传统戏

剧，还同样是东方东亚区域文化的产物，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有机地吸收了东北亚、东南亚的传统

表演艺术因素，如骠国乐、扶南乐、佛乐、木偶戏等所产生的综合性表演艺术，名扬世界。

二、中国戏曲与越南传统戏剧艺术

如上所述，古代越南在历史上与华夏中原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艺术联

系。 关于越南传统戏剧形式经专家归纳， 一般分为三大剧种：“嘲剧”“嘥剧” “水上木偶戏”。 此据

越南舞台艺术家协会主席黎先寿在“２０１６ 世界戏剧日·亚洲传统戏剧论坛”上发表演讲指出此三种

本土“民间戏曲扎根于越南人民生活中，代代相传，至今不衰”，“经过历史的积淀，越南戏剧艺术形

态多样，富有民族特色，具有非常重要的艺术价值，是人类艺术精华” ②。
根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上述传统戏剧原本是以本土原始乐舞与输入的中国元杂剧为基础，吸

收了一些越南流行的歌曲后形成的，是传统的古代戏，兼用韵文和散文，一般分折演出。 其唱词和说

白全用越汉音。 唱腔缠绵悱恻，舞蹈性较强，所演多为忠臣孝子等故事。 追溯历史，相当于中国宋

朝，越南黎朝龙铤王时期，当地有一位稔熟中国传统乐舞的优人或杂剧演员名为廖守忠，敷演一支华

夏失传的杖鼓曲《黄帝炎》，受到朝廷的高度赞誉。 中国学者王介南在《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交流

志》一书引证，于宋朝有一位中国杂剧演员南迁古代越南效劳于梨园教坊，即“越南史书记载：‘越南

黎朝龙铤王在位时（１００５—１００９ 年）宠信宋朝优人（杂剧演员）廖守忠”③。
在当朝政府的举荐下，越南朝野遂流行起《降黄龙》《宴瑶池》《庄周梦蝶》等中国唐宋乐舞戏曲，

赢得广大观众的喜爱。 另外至大越时期，元代杂剧艺人李元吉抵越南“作古传戏”更是轰动当地的一

桩盛事。 此据黎朝史学家吴士连编撰《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七“陈裕宗”大治五年（１３６２ 年）条

记载：
先是破唆都时，获优人李元吉，善歌，诸势家少年婢子从习北唱，元吉作古传戏，有西方王母

献蟠桃等传。 其戏有官人、朱子、旦娘、拘奴等号，凡十二人，着锡袍绣衣，击鼓吹箫，弹琴抚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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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以檀槽，更出迭入为戏，感人令悲则悲，令欢则欢，我国有传戏始此。
论及古代越南戏剧文学、艺术之文化背景，武斌著《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一书亦明文指出：

至唐朝时，越南人中已经有不少人能熟练地掌握汉语和汉文。 汉字汉文的广泛应用，为中

原文化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推动了越南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唐代有不少中原

文人流寓安南，也给那里带去唐朝诗风。①

《三国志·吴志·士燮列传》云：南国诸地“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

磬，备具威仪， 笳箫鼓吹，车骑满道”。 与古代中国礼仪相近似。 时至古林邑，于隋唐时又称“占城”
或“占婆”。 据《隋书·南蛮列传·林邑》记载，此地“乐有琴、笛、琵琶、五弦，颇与中国同。 每击鼓以警

众，吹蠡以即戎”。 于此前后，古代越南盛行《占城乐》，可知其礼乐与华夏风俗更为接近。 《大越史记

全书》本纪卷四记载：“天资嘉瑞十七年（１２０２ 年），命乐工制乐曲，号占城音，其声清怨哀伤，闻者泣

下。”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宋朝时“古曲悉皆散亡，顷年王师南征，得《黄帝炎》一曲于交

趾，乃杖鼓曲也”。 越南学者陈黎创在《中国文学与越南戏剧》一文中特别指出，宋元明朝时期“许多

越南戏剧剧本写作家已注意取材于中国文学”②。
杨保筠著《中国文化在东南亚》一书介绍古代越南传统文学道：“黎圣宗（公元 １４４２—１４９７ 年）

名灏，讳思诚，是后黎朝第四代国君。 即位后勤理朝政，经文纬武，大兴孔孟之学。 圣宗之世，文治武

功鼎盛，史称‘光顺中兴’。 他平生爱好文学，曾邀集东阁大学士申仁忠等 ２８ 人共同资助了‘骚坛’，
互相唱和。 时称‘骚坛二十八宿’，圣宗则自称‘天南洞主骚坛大元帅’，设馆曰‘琼苑九歌’，是为越

南汉文学史上空前创举。 黎圣宗留下了《琼苑九歌》《古今百咏诗》《春云诗》等许多名篇佳作。”他还

说：“黎朝后朝文学家辈出，硕果累累。 邓陈琨的《征妇吟曲》，阮嘉韶的《宫怨吟曲》、阮辉嗣的《花笺

记》等都是久负盛名之作。” ③

再有，经杨保筠考证，中国古典杂技、幻术、戏曲等表演艺术此时期传入东南亚中南半岛。 如越

南陈裕宗绍奉十年（公元 １３５０ 年）“春正月，元人有丁庞德者，因其国乱，挈家驾海船来奔。 善缘竿，
为俳优歌舞，国人效之，为险竿舞，险竿技由此始”。 此书还记载：“越南陈朝时盛行一种集体舞蹈，伴
舞所用歌词有《庄周梦蝶》、白居易《母别子》诗等；所用乐曲有《降黄龙》《宴瑶池》等，都是从中国传

去的。 当时，从中国传到越南并经常被演唱和演奏的歌曲有韦生、王萧、踏歌、浩歌等，乐器则有琵

琶、秦筝、一弦等。” ④

至黎太宗绍平四年（１４３７ 年），越南朝廷诏宦官梁登仿照华夏明代乐器创制新乐，一时传为佳

闻。 对此，夏应元在《中越文化交流》一文中有详文记载：“梁登所进献新乐”，有“堂上之乐”与“堂下

之乐”。 另有“越南旧戏，在音乐、服装和表演形式等方面都受到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影响，中国的戏剧

人物，过去也常出现在越南戏剧舞台上” ⑤ 。
关于“汉文化圈”在中南半岛的传播，据陈重全《越南通史》记载，精通儒学的越南任延太守“为

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建立学校，导之礼仪”号称“任神童”⑥。 明代严从

简撰《殊域周咨录》云：“时有刺史仕变乃初开学，数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

业。 然中夏则说喉声，本国说舌声，字与中华同而音不同。”⑦

越南学者梁世荣著《戏坊谱录》中记载“潮剧”，或称“嘲剧”，分舞台嘲剧和庭院嘲剧两种。 前者

为专业剧团表演，后者为民间非专业人员自由组织搭班演出。 此剧种为中越表演艺术的结晶，创始

于丁代的范氏珍女士（９２６ 年－９７５ 年），剧目存有《观音氏敬》《朱买臣》”等，另有嘲剧剧目《西游记

演传》《唐征西演传》等。 梁世荣认为其与中国宋元杂剧有关联，更是与中国小说、戏曲文学传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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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相承。 孟昭毅著《东方戏剧美学》记载将嘲剧形成时期略加推后：“越南最早的民族戏剧是嘲剧，约
于李、陈朝之际（１１—１３ 世纪）即在民间流行，其戏文或来自民间神话传说，或撷取人民生活现实，舞
蹈动作有受占婆（今柬埔寨）影响的迹象。 嘲剧后期传入宫中，成为娱乐项目，后被嘥剧所取代。
……嘥剧的主要剧目有《万宝呈祥》《荡寇志》和《陈香阁》等。”他还引征法国学者克劳婷·苏尔梦考

察文字：“在交趾支那也创造出一种巴萨剧，戏目也取材于中国故事和柬埔寨的传统故事。 这种戏的

特点是女角穿柬埔寨服装，男角则穿中国服装，并按中国戏曲的舞台程式表演。” ①

据越南戏剧研究者们推测，嘲剧确实与中国古典戏曲有关，认为于李陈朝时期已流行民间，陈朝

后期传入宫中，成为宫廷娱乐项目之一。 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及黎贵醇的《见闻小录》中对此

均有记载。 在越南，《观音氏敬》是根据民间流传的一篇“六八体”的同名叙事诗改编而成的嘲剧，深
得人民群众的喜爱，在越南民间广为流传。 其他的还有《张媛》《刘萍与杨礼》《朱买臣》等都是流传

至今并深为民众喜爱的嘲剧传统剧目。
据王耀华教授实地考察，相比之下，流行于越南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嘥剧较之嘲剧更接近华夏传

统戏剧服装、脸谱、动作、器乐与表演程式：
嘥剧来源于中国戏曲，形成于 １３ 世纪，衰微于 １８ 世纪，又于 １９ 世纪至 ２０ 世纪前半叶再次

兴盛。 剧本内容多取材于中国的历史故事。 服装、脸谱、动作也与中国戏曲相类似。 乐队组成

与戏剧有许多共同之处，由战鼓（或板鼓）、铜锣、铙钹、胡琴、唢呐、三弦、筒或短琴（类似于阮）
等乐器组成，原本为宫廷戏剧。 后来也有流动戏班在村镇、寺庙、祭坛、集市演出。②

据越南史书记载，为促进嘥剧发展普及，阮氏王朝（１６００—１８８３ 年）专为此剧种设置越常署或清

平署管理机构，并为演出嘥剧建造豪华的“同乐轩”，还将 ３００ 名伶人招募宫中演戏作乐。 当时有名

的剧作家裴有义（１８０７—１８７２ 年）所作嘥剧代表作主要是《金石奇缘》，全剧共三幕，《金石奇缘》是典

型的才子佳人的故事模式，彰显坚贞的爱情观念以及传统的道德伦理情操，其善恶有报的戏剧性情

节结构为整个戏剧生色不少 。
在越南上演的嘥剧经典剧目还有陶晋的《山后》 《蚌、蛎、螺、蚬》 《和尚、乡长和县官被寡妇骗》

等。 正是在中越传统乐舞戏剧文化交流的基础上，越南才诞生了诸如嘲剧、 嘥剧、水上木偶戏等歌

舞乐诗相结合的地方戏剧艺术。
越南民间流行的一种在水池内表演的水傀儡剧，人称“水上木偶戏”，此剧种大约在 １１—１２ 世纪

前后产生于湖泊、池塘较多的北方。 演出时没有舞台、布景，只用系在木桩上的绳子划出表演场地，
伴奏乐器是锣、鼓、箫和胡琴。 饶文心著《世界民族音乐文化》一书评介：“如今，水木偶甚至占据了

首都河内及各大城市的舞台。 无论如何，老百姓皆从这乾坤万象的舞台上，心满意足地品味着人世

间的喜怒哀乐。”并且具体描述：
此外还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水上木偶戏（ ｒｏｉ ｎｕｏｃ）。 水木偶戏是越南北方传统的民间艺术形

式，约起源于 １２ 世纪初。 表演时在水塘里搭一亭子，艺人们藏匿于里面并且是站立在齐腰深的

水中，通过水下长长的提杆操纵木偶。 水面便是演出舞台，观众则围在岸边观看。 内容取材于

日常生活或历史故事，剧目的场景多与水面有关。 如赛龙舟、犁水田、插秧、捕鱼、赶庙会以及骑

马打仗等场景。 表演前要燃放鞭炮并敲锣打鼓开始，随后象征着吉祥的四个神怪逐一上场，它
们是龙、凤、独角兽和海龟。 伴奏乐器有笛、唢呐、二胡、锣鼓等。③

水上木偶戏据说亦来自中国古代傀儡戏，演出开幕时，操掌者先敲锣打鼓，鸣燃爆竹，然后是神

话中的龙、凤、独角兽、乌龟等“四圣兽”陆续登台，浮在台座上，歌手、乐手与表演者都站在水中，为其

操纵的棍、绳与自动装置都隐入水下。 主要是表现渔、樵、耕、读“四民”的生活内容、 吟唱嘲剧曲调。
不过人们观看水上木偶戏，多为欣赏其奇特灵活的表演艺术，而并不在意它那较为简单的戏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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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越南“字喃”文学与传统戏剧的受容

越南与中国山水相连，文化相通，在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方面一如既往相互渗透交融。 在中国宋

朝淳熙元年（１１７４）之后，越南北方进入了大越帝国李朝、陈朝、大虞胡朝时期，然而于 １４１３ 年至 １４２８
年又回归被属明朝，虽然外附时期不长，但仍可见古代越南朝野的人心向背。 越南文学与戏剧长期

接受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传统文化影响，随着时光的流逝，其更加丰富多彩、绚丽多姿：
越南民间文学从远古发展至今，其形式包括神话、史诗、传说、民间叙事诗、笑话、谚语、俗

语、歌谣和越南民间戏剧一嘥剧和嘲剧，这些都是越南人民以口头的方式创作的。 数千年以来，
勤劳的越南人民，还创造出了丰富绚丽的民族文化艺术，比如越南古代音乐，虽未能以文字方式

记载下来，但却以口头形式代代相袭，从而使得越南的传统音乐和戏剧极其丰富。 除了嘲剧、嘥
剧，还有官贺民歌、筹歌、顺化小调，改良剧，对歌及各民族富有特色的乐等等，水上木偶戏即是

越南艺术苑里的一枝奇葩，享誉世界。①

据庞希云主编《东南亚文学简史》记载。 在 １２—１３ 世纪越南产生“字喃”（亦称喃字）文字与本

土文学，“第一次将书面语和口头语结合起来”，在此期间受到中国汉文化与语言文字的影响很大：
喃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运用形声、会意和假借等方式形成的一种民族文字，它在越南历史

上第一次将书面语和口头语结合起来，是越南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喃字产生的年代已难以

考证，可以断定的是，在 １３ 世纪以前喃字业已定型，并且已经有人用此撰文作诗。 凭借喃字，越
南文学产生了越南别具一格的三种体裁：“六八”喃字诗传，吟曲（双七六八）和说唱（筹曲）。②

清人蔡钧撰《出洋琐记》（１８８４ 年）记载，越南南方都市西贡流行字喃戏文“其地甚形热闹，有粤

人戏园，日夕开演。 晚餐即毕，通往堤岸观剧，适演三国时事，甲胄冠冕，扮演略同，惟徙跣登场，为可

异耳”。 在越南喃字文学戏剧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的陶晋（１８４５—１９０７ 年），“他从小师从当时著名

的剧作家阮铫，积累了丰富的戏剧创作经验，他整理编写过《山后》《三女图王》《荡寇》等，多取材于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表现主题上大多以弘扬封建道德礼教为主”③。
在越南历史上，中越两国民族文字与语言的变化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该国的传统文学与戏剧艺

术。 杨保筠著《中国文化在东南亚》中介绍“字喃”与古典文艺的关系时指出：
字喃文学的开拓者韩诠创制的“韩律”，是一种用字喃按汉文律诗的格律写作的诗体，后来

又吸收越南民间文学的一些特点，发展成越南独有的“六八体”和“变七六八体”格律诗。 越南

历代诗人和文学家利用字喃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 如公元 １８ 世纪末至公元 １９ 世

纪初，越南杰出诗人阮攸（公元 １７６５—１８２０ 年）用字喃所写的六八体长诗《金云翘传》，已经成

为饮誉全球的古典名著。 这部长诗凡 ３２５４ 行，分 １２ 卷。 其正本有《青心才人传》 《王翠翘传》
《双奇梦》《断肠新声》等标题。 传颂遐迩。 明乡人潘石初曾有诗赞曰：“有明一代无双妓，大绝

千秋绝妙词。”阮攸的《金云翘传》和邓成琨的《征妇吟曲》、阮嘉韶的《宫怨吟曲》及阮辉嗣的

《花笺记》同被列为“安南四大奇书”。 ……阮嘉韶的《宫怨吟曲》系模仿中国韩邦靖的《长安宫

女行》而写，阮辉嗣的《花笺记》也是根据中国明末第八才子著《花笺记》用字喃编译的。 公元 １６
世纪时越南作家阮屿的《传奇漫录》是模仿中国瞿佑（公元 １３４７—１４３３ 年）的《剪灯新话》创作

而成。④

越南学者陈国俊考证“字喃”与中国戏剧文化的关系时指出：“时值中原战乱三国争斗不断，数
以百计卷入政治斗争的儒生名士不得已远赴交趾投靠士燮，纷纷来交趾著书立传，掀起了越南儒学

热湖，造就了岭南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 例如，牟子便是在这个时期，写成佛教要籍《牟子理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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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燮的统治和他对教育文化的重视，使得儒学在交趾地区的传播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交趾成

为当时南方的学术文化中心。 士燮还在汉字的基础上，运用汉字形声、会意和指事等六书构字法，创
造出了‘字喃’，来书写无法与汉字一一对应的越南口语。 从此汉字和字喃成为越南官方和民间两套

并行的文字系统使用近两千年。” ①他还考据早在 １６ 世纪，越南即出现以字喃形式写作的戏剧作品，
如由元杂剧《汉宫秋》改编的《王嫱传》，１９ 世纪上半叶，由无名氏根据明传奇《玉簪记》改编的《潘
陈》，或为讲唱文学，或可作为传统戏剧搬演。

王小盾教授在《越南访书札记》中披露，他在越南文界书坊所见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演艺剧目很

多，诸如《三国演歌》《丁文秀演歌》《张院演歌》《花云演音歌》等，以及“１００ 回《万宝呈祥》所改编的

剧作②，黄玲博士在《民间性的契合：中越民族戏剧交流》一文中亦云：
通过对现今所留存的剧本可知，嘥剧主要翻译、改写、演绎中国历史故事，多用“演歌” “演

义”“演唱”为名。 据不完全统计，主要有《三国演歌》《丁刘秀演歌》《张园演歌》《花云演音歌》
《唐征西演传》《徐胜演传》《西游记演传》《老蚌生珠演传》《四海同春演传》等作品集。 从剧的

表演内容烦冗拖沓，例如《万宝呈祥》有一百回，如果每天从中午演到半夜也要连续演出一百天

的时间。③

黄玲浏览《越南汉喃古籍文献提要》后发现：“其中收录的一些古典戏曲直接移植于中国，如《三
国演歌》《西游记演传》《唐征西演传》就取自中国同题材戏剧；而有些戏剧是从中国南戏传奇中汲取

题材和人物，如《新本大栅十朋祭江》来源于中国的《荆钗记》，《金石奇缘》来自中国的《金石缘》，
《二度梅厨》源自《二度梅》等等。 在《越南汉喃古籍文献提要》所收录的戏剧条目里，有一则汉文嘥

剧《白奇珠》和喃诗传《琵琶演音》也直接受中国南戏的影响。 此外，越南文学还有很多取材于中国

戏剧的创作。 例如，阮辉的《花笺传》根据中国明末弹词的说唱体小说《花笺记》写成；《潘陈》故事出

自明代高濂的传奇剧本《玉簪记》；《琵琶演音》来自高则诚的南戏《琵琶记》。”④另据梁焙炽《香港大

学所藏木鱼书叙录与研究》中查询与统计，越南字喃戏剧《十朋祭江》的印本来自中国广东的佛山。
受广东木鱼书影响而产生的越南嘥剧还有《再生缘》等作品。

同样，喃字文学也影响到越南的传统戏剧文字记载。 到了黎朝，嘲剧、 嘥剧在宫中的地位下降，
但因它的剧目内容反映现实、音乐明快轻松、唱腔接近民歌，所以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强的吸引力。 在

舞台文学上，嘲戏剧作家适应现代文学的发展趋势，把嘲剧从农村引向城市的舞台，越南于是开始出

现“嘲戏文明”“都市嘲戏”“嘲戏改革”。
嘥剧为求生存与发展，陆续请来一些中国戏曲剧团，与当地社班同台演出以《三国》《水浒》《征

东征西》等以中国小说题材改编的剧目。 两国演员虽各用自己的母语演唱，却能配合默契，相得益

彰。 当地人习惯称其为“中国嘥剧”。 据颜保撰写《越南戏剧》文字记载 ２０ 世纪初越南的嘥剧与嘲

剧创作与演出情况，如整理改编《黄飞虎反纣投周》和《张飞守古城》嘥剧，将中国歌剧《白毛女》《王
贵与李香香》等改编成嘲剧演出，更加加强了中越两国戏剧艺术关系。

论及越南水上木偶戏与中国水傀儡的关系，可以追溯到 《三国志  魏志》、唐代杜宝《大业拾

遗》、宋代《太平广记》、吴自牧《梦梁录》、明代刘若愚《酌中志》等史志中。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
卷七记录：“傀儡棚，正对水中，乐船上参军色进致语，乐作，彩棚中门开，出小木偶人……水戏呈毕，
百戏乐船，并各鸣锣鼓，动乐舞旗，与水傀儡船分两壁退去。”越南水木偶戏的“舞台”是搭建在池塘

或湖面上。 艺人置身齐腰深得水中，在用竹帘做的屏幕后操作木偶。 在艺人的灵活操纵下，担任各

种角色的木偶，时而在水上，时而在水下，表演变幻无穷。 并且燃放鞭炮、敲锣打鼓，祭祀鬼神，器乐

争鸣、祈祷天地。 场面更大、戏剧性更强、更有观赏性，这都是由于善于积极接纳国内外乐舞戏剧因

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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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越南传统戏剧与东方汉文化圈

在东方世界的东亚、东南亚、中南半岛，因为“汉文化圈”的形成与嵌入，以及中国古典戏曲艺术

的输入，越南的字喃文学和传统戏剧获得长足发展，逐渐成为东方演艺文化的典范，并交织成有特殊

韵味的东方美学精品。
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诸民族传统与现代文学艺术杂糅形成东方文化混血现

象，中国汉文学与古典戏曲是东亚区域文化的产物，阶段性和间歇性渗透于周边国家与地区民族文

化之中，形成的“汉文化圈”其外延伸展至东南亚越南人、暹罗人、爪哇人与马来人种族文化亚区。
所谓“汉文化圈”或“文化中心”是指华夏与周边地区产生互动的“汉文化”场域。 在东亚民族文

化区内，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具有巨大的原创性、兼容性与同化性核心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

东方文化类型，占据东南亚、东北亚地区主导与领先的地位，有着强大的民族与地区转移能力，数千

年在东方历史、地理、文化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同时成为周边邻国传统文学、艺术发展的楷模。
邱紫华著《东方美学史》在“东方美学的理论价值和现代意义”一章中引用波兰学者塔塔科维奇

在《古代美学》一书一段话：“古希腊不止一次与东方艺术发生遭遇并利用过它，早期是利用埃及艺

术，亚历山大大帝在位期间和帝国分裂时期是利用小亚细亚艺术。 在占有大片亚洲领土的罗马帝

国，欧洲艺术与亚洲艺术相遇并与之比肩共存。” ① 中国汉文化、文学、艺术、戏剧、乐舞自从与东方

“亚洲艺术”相遇之后，逐渐与“欧洲艺术”形成“比肩共存”的状态。
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成员国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 中华民族所拥有的集传统文

学、艺术之大成的戏曲艺术是东方演艺文化的瑰宝，在亚洲地区不同程度地为依山傍水的分属中南

半岛与南海地区的东南亚诸国音乐、舞蹈、戏剧艺术体系所接纳与受容。
武汉大学郑传寅教授在《古代戏曲与东方文化》一书中论证：“所谓‘东方文化’是相对于‘西方

文化’而言的，是对具有某些共同点和相似性的文化类型或文化圈的归并。 从以上分类来看，与西方

文化相比，东方文化明显具有形态的多样性和结构的复杂性。” 其“多样性”与“复杂性”体现在“东
方戏剧———特别是印度、泰国、日本、朝鲜和中国的传统戏剧以其永不磨灭的‘神性魅力’屹立于世界

剧坛，与追求‘写实’的西方戏剧的艺术品格迥然不同。 例如，西方文艺复兴以降 １９ 世纪中叶以前的

戏剧中很少有意鬼魂和梦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东方古代戏剧中则俯拾即是” ②。
东方诸多学者从理论与实践上总结了中国戏曲与东南亚诸国传统戏剧剧目关系，认为这些珍贵

资料都需要认真整理与研究。 中国戏曲文化作为东方艺术之重要部分，确实以其鲜明的民族性反映

了这种精神的力量，一种永恒的追求。 它带着宗教意识与伦理性、民族性、直觉的、感情的，也是审美

的融入东方戏剧文化的核心。 邱紫华先生在比较研究东西方美学追求与历程中，发现特殊的历史地

理文化与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与东方诸国民族形成一种特有的“诗性的美学理论”：
东方民族的审美思想丰富而精深，艺术传统源远而流长。 东方民族的美学理论形态独具特

色，可以说是“诗性的美学理论”。 ……东方各民族在对艺术理论的阐述中，在艺术批评的实践

中，往往使用特有的诗化语言，如形象性的比喻、拟人、个人感兴的描述等进行批评或论证。 这

就造成了诗化的理论和诗化的批评。③

毛小雨、方宁主编的《东南亚戏剧概观》中以中国戏曲与东南亚戏剧为例，认为“多种艺术形式

综合”与“诗乐舞的结合”是“东方戏剧”共同的“美学特征”：“东南亚戏剧作为东方戏剧一个组成部

分，有着自己的美学特征。 载歌载舞，就是识别度最高的一个方面。 和中国戏曲一样，东方戏剧的发

展有一个融汇变通的过程，也是多种艺术形式综合的过程。 因此，我们常说中国戏曲是诗乐舞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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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其实，东南亚戏剧亦如此。①”
著名学者刘厚生在《为东方戏剧呼喊》中在“东方各国的民族戏剧种类”中，按此东方美学特征

罗列出一些东南亚及其越南代表性剧种：
越南有嘥剧、嘲剧、改良戏。 柬埔寨有古老的宫廷舞剧、巴萨剧、依该剧。 老挝有古老的宫

廷舞剧、民间小歌剧。 泰国有孔剧、几种不同的洛坤剧。 如内洛坤、外洛坤等。 缅甸有阿迎剧。
印度尼西亚有由人演出的哇扬（哇扬原是木偶剧）、格多柏拉剧、鲁特鹿剧等。 此外。 东方许多

国家都有自己的木偶剧、皮影戏。②

越南舞台艺术家协会主席黎先寿以东方传统戏剧为例，在“２０１６ 世界戏剧日·亚洲传统戏剧论

坛”上讲演道：“越南有许多不同的戏剧形式，例如：嘥剧、嘲剧、木偶戏、Ｄｕ Ｋｅ（高棉民族的传统戏

剧）、改良剧、话剧等。 传统民间戏曲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宝贵遗产，是每个越南人的骄傲。 它的人

物、旋律、流畅的歌词，充满道德力量，抒发人民的爱国情怀，同时淳朴优美，独具越南文化特色……
在继承的同时，要有取舍创新，使之更具生命力。”③

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学者经归纳总结，认为经长期的磨合熔铸，在中国周边的东亚诸国之中，因为

自古迄今各自的历史发展及其传统文学艺术的演变，民族乐舞戏剧具有跨文化的繁复杂驳的绚丽色

彩。 孟昭毅教授在《东方戏剧美学》对东亚诸国传统戏剧关系作如是说：“中国戏曲、印度梵剧、日本

的能乐和歌舞伎、泰国的孔剧、印度尼西亚的哇扬戏，以及朝鲜的唱剧和越南嘥剧等，都曾有过名家

济济、佳作叠出的辉煌时期，为丰富世界戏剧宝库做出过重大贡献。” ④具体考证越南“嘥剧的源头到

底是元杂剧还是南戏目前还难以确认，但它源于中国戏曲是可以肯定的”。 而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东
方乐舞戏剧只有具备了这种鲜明的民族性才会有世界意义”⑤。

越南学者陈庭言曾说道：“中国戏剧艺术对嘲剧的影响，或多或少推动了嘲剧的形成和发展。 由

于东方传统或戏剧艺术的基本原则的相同，无论目前还是未来，研究和接受中国戏剧精华对嘲剧的

影响，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⑥越南另一位学者李克宫曾记载：“１９３０ 年起，许多嘥剧艺术从西贡堤

岸学习、研究京剧、潮州剧、粤剧，并研究其他表演艺术。” ⑦

越南籍博士生陈国俊在提交的 ２０２１ 年上海戏剧学院博士论文《现代越南戏剧与外国戏剧的关

系》中阐述：“由于具有悠久的邻里关系，中越两国之间很早就有文化方面上的交流。 越南戏剧通过

很多途径并在很多方面上接受了中国戏剧的影响。 中国优秀的戏剧作品早就被翻译成越南语并且

在越南舞台上表演，越南戏剧一直吸收古老的、丰富的、神奇的、独特的中国文化的精华，从而鼓励、
刺激越南戏剧不断创新、发展进而更好地满足越南多民族，样性的文化的发展需求。”⑧

总而言之，无论从东西方哪一种社科理论学说来看，人类文化都存在着本质的、固有的联系，而
且，早在史前时期很久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影响就开始了。 历史赋予中国学界的神圣使命，充分展示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事实证明，人类文明越发展，同质文化传播与艺术交流的作用就

越重要。 应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努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责任编辑　 卢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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