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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四川扬琴又称 “四川琴书”,因其主要伴奏乐器为扬琴而得名,是唱、说、演奏兼

具的曲艺品种,为四川省传统曲艺形式之一。它以生动的戏剧故事、优美的文辞和音

乐、坐地传情的表演方式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传载着中华民族高尚的人文精神和道

德风尚,是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瑰宝。

四川扬琴的艺术形式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衍变和发展过程。据老艺人口传,清

代乾隆年间已有扬琴伴奏的说唱表演,当时是单人自弹自唱,一人多角;嘉庆年间改

由多人分行当演唱,用荷叶 (一面苏镲)击节伴奏,以渔鼓和檀板击拍,称之为 “清

唱扬琴”或 “荷叶扬琴”;后又以渔鼓代荷叶,俗称 “渔鼓扬琴”;道光年间,艺人谢

海楼将渔鼓改为盆鼓,俗称 “大鼓扬琴”。艺人们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对扬琴的伴奏

乐器、演出形式、曲牌曲调、发音吐字、润腔等不断进行改进和创造,逐渐形成了固

定的艺术形式,即由五个演员 (行话 “五方人”)分为生、旦、净、末、丑等行当演

唱,同时每人兼操一种乐器伴奏,表演形式有说有唱,曲目中人物众多时,可一人兼

唱多角,演出时一般以坐唱为主,也可站立表演。

清末至民国,四川扬琴进入全盛时期。当时,扬琴艺人卖艺的方式主要为两种,

一种是堂会,即受雇去某家演唱,凡婚丧嫁娶、开张营业、乔迁新居、逢年过节等,

人们都愿请扬琴艺人前往演唱。另一种是坐馆,即在茶馆演唱,据清末宣统时期 《成

都通览》记载,当时成都茶馆共计四百五十家,即便在政府禁止茶馆经营雀牌 (即麻

将)等事期间,扬琴依然盛况如昔。四川扬琴兴盛的另一个表现在于行业组织的出现。

一个行业必须发展到一定规模,从业人员达到一定数量,才会诞生行业组织。清道光

年间,成都的扬琴艺人已经有了自己的行会组织 “三皇会”,该会每年聚会两次,农历

三月三,举行仪式祭拜 “百寿图”(已过世的先辈艺人班辈图);农历九月九议论会务

和选举更换会首。“三皇会”加强了扬琴艺人的相互切磋和交流,促进了扬琴艺人群体

之间关系协调和分工合作,扩大了扬琴在社会上的影响。另外,扬琴的兴盛,还促发

了众多的四川扬琴票友组织 (琴社),仅在成都就有陶冶琴社、六合琴社、超弦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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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票友既是扬琴听众,又是扬琴的传播者,有的票友还成为职业艺人,票友中文化

程度较高的,还研考和创编曲目、订正唱词,他们对于扬琴的发展和在社会的传播起

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曲艺在传统社会的主要传承方式为子承父业或师徒制,四川扬琴也不例外。如著

名扬琴艺人谢兆松,师承谢诚斋;李联生为谢兆松弟子,李联生后又传授儿子李德元;

李炳福传授儿子李德才 (后又拜赵友太为师),如此不断传承。民国后,现代教育兴

起,四川扬琴也开始通过学校教育进行传承。最典型的是成都慈惠堂瞽童教养所开设

四川扬琴教学,该专业三年为届,每届二十人,每年都招收盲童,共办了九届。慈惠

堂出来的学生,人称 “堂派”,他们人数众多,分散在全省各地行艺,对四川扬琴的传

承和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各市县相继成立曲艺团队,他们积极整理

传统曲目,改进音乐,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接班人。其他没有扬琴曲种的市县团队纷纷

派人到成都学习扬琴,使四川扬琴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20世纪末以来,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在多元文化和多种艺术形式冲击下,四川扬

琴和其他地方曲艺渐趋衰退,抢救和保护迫在眉睫。这部 《四川扬琴》是一本专业性

较强的专著。该书从四川扬琴的形成与发展为起点,记述了不同时期演唱形式的变化,

乐器、曲牌、唱腔的演变,演奏及伴奏风格的发展,是对1994年编撰出版的 《中国曲

艺音乐集成·四川卷》中 “四川扬琴”的补充和完善;是作者从艺六十余年,广收博

采、苦心钻研的经验总结。

全书资料丰富,在 “源流沿革”中对四川扬琴的形成发展,历代班社组织、师承

关系、轶闻传说作了描述;在 “艺术特色”中,对四川扬琴的曲目、表演、音乐特色,

包括大调、月调的音乐结构等作了详细介绍;同时,还详尽地介绍了四川扬琴的伴奏、

演奏,包括乐器及特殊技法,其中既有历代大师们的经验,也有作者个人多年的心得

体会,对研究曲艺音乐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书中精选的四川扬琴传统唱腔曲牌,

伴奏、演奏曲牌以及传统曲目,集共性与个性于一体,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望作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使之更趋完善,给同行和后辈更多启迪。

肖常纬

2015年4月28日于四川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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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源流沿革

四川扬琴又名四川琴书,因其主要伴奏乐器为扬琴而得名。扬琴原作 “洋琴”,徐

珂著 《清稗类钞》“洋琴”条说:“康熙时有自海外输入之乐器,曰 ‘洋琴’”。继后又

曾叫作 “蝴蝶琴”“扇面琴”“打琴”“扬琴”。① 据50年代初 “曲改会”的座谈纪录和

老艺人李德才、雷子云、李明清及现还健在的艺人刘松柏、萧必大等人介绍,过去扬

琴的演唱曾是一人多角,自打自唱,以说为主,以唱为辅。其曲牌唱腔比较简单生硬,

常带一些难听的尾音。说白时还使用 “醒木”(界方),俗称 “话鼓扬琴”,后来才由多

人分角色演唱,用荷叶 (一面苏镲)作鼓点,以提手 (檀板)击拍,称为 “荷叶洋

琴”,又叫 “清唱扬琴”或 “扬琴清唱”。因荷叶所发之声与扬琴音律不谐,又以渔鼓

(道筒)取而代之,称为 “渔鼓扬琴”(后将渔鼓改为盆鼓,俗称之为 “大鼓洋琴”)。

演唱时,一人击扬琴居中,一人拍渔鼓居左后,一人执檀板 (木鱼或怀鼓)居右前,

三弦居左前,二胡居右后,即今日成都扬琴的 “五方”演出形式。

四川扬琴的 “五方”人,分生、末、净、旦、丑,各唱一角 (剧中人物多时,可

兼唱)并兼操乐器。扬琴唱本则几近戏剧②,但非剧,因为它的主要特点不是用表演,

而是坐地 “以声曲传情”。它是用音乐来塑造刻画人物,用声腔来抒发传达感情。前辈

艺人在 “坐地传情”上花了很大功夫,除了在伴奏乐器上一改再改,务求和谐动听外,

在唱腔的曲调、发音吐字、润腔等方面,也不断有所创造和改进,使扬琴成为成都曲

坛上音乐性特别强的曲种之一。不少曲目的演唱,已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民国时期

就有唱片行发行全国及东南亚地区。③

扬琴音乐曲折委婉、幽雅细腻、生动流畅、表现力很强。它不但为贩夫走卒所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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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据1921年出版、丘鹤俦著的 《琴学新论》述:击弦乐器德西马琴 (Duoimer)流行于欧洲各地,在匈牙
利称钦巴龙,罗马尼亚称昌巴尔,白俄罗斯称铣巴尔。传入中国后,先称洋琴、蝴蝶琴、扇面琴、打琴,后称
扬琴。

如果扬琴演员不兼操乐器并进行化装表演唱,则已与戏剧无异,故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及成都市曲艺
团 (队)都曾在扬琴的基础上编演过曲艺剧,或叫 “琴剧”。

上海胜利唱片公司在1935年曾为成都扬琴艺人李德才、阚瑞林、郭敬之等灌制过数十张唱片。



爱,亦为文人墨客所赞赏,并被誉之为民间的 “雅乐”。在四川曲艺中,有些曲种是从

川剧中汲取营养而发展形成的,独扬琴反为川剧艺人所倾慕,许多川剧名艺人都曾向

扬琴艺人学习过行腔吐字,有的还操弄过扬琴的 “五方”乐器,与扬琴艺人同台演唱

扬琴。① 实因扬琴近剧,有许多相同的曲 (剧)目,虽表演为扬琴所短,但声腔传情

又确有独到之处,这是走唱与坐唱因形式不同而形成的特色。

据艺人相传,四川扬琴这一演唱形式,约始于清代乾隆年间 (1736—1795),到嘉

庆年间 (1796—1820)已经很流行了,故有 “清唱洋琴赛出名”的诗句记录②,至道

光年间 (1821—1850),扬琴形式渐趋成熟,出现了谢海楼、康明欣等为群众所喜爱的

艺人。相传改渔鼓为盆鼓即始于谢。谢嗓音洪亮,且精于音乐;他不仅将鼓用于扬琴

伴奏之中,在他演唱时还经常加用箫、笛、磬、木鱼、三弦等乐器。

四川扬琴的历史,道光以前已无可稽考。道光后,艺人行会已经有 “百寿图”记

载。“百寿图”记载了扬琴艺人的师承世系,上写艺人生卒年月,按班辈排列。图之下

方留有空当,艺人死后即书入此图。每逢年节会期,行会展出此图,后辈艺人对之行

礼叩拜。新中国成立时该图已失存。仅凭艺人记忆,只知与谢海楼同期的还有康明欣、

王化友、谢成斋、胡天熹。排列其师承关系如下:

四川扬琴艺人师承关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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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扬琴 “嘤友票社”,系由成都 “三庆会”艺人组成。康芷林曾是扬琴名家李联生的忠实听众。白美琼、黄
佩莲、蒋俊甫、周企何、陈书舫、竞华、刘金龙、蓝光临、黄世涛等,都是扬琴的知音之客。

嘉庆年间举人杨燮,别号六对山人,写有 《锦城竹枝词》百首,其中有 “清唱洋琴赛出名,新年杂耍遍
蓉城。淮书一阵莲花落,都爱廖儿哭五更。一首。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成都竹枝词》。



续表

上表所列,起于1827年,止于1990年,凡一百六十余年。其中如谢兆松、李联

生、李德才等都是当时听众所喜爱的名家。谢兆松 (1867—1930)工须生,善创新腔。

他将扬琴的梯形桥改为雉蝶形,使上弦方便;并创造了右手击弦,即用左手掌外侧压

弦以控制余音,取得顿音的效果。用轻细短促的顿音,衬托出行云流水般的唱腔,使

之更加显得轻柔绮丽,此手法一直保持到现在。其后有李联生 (1887—1930),系谢兆

松之弟子,盲艺人,人誉 “赛天化”,即赛过胡天禧、王化友之意。可知当年胡、王亦

属名家。李联生工小生,后改老生、老旦。他在 《华容道》中用 “浪眼三板”行腔,

别具一格,效果甚佳。戏剧作家黄吉安听后,惊为不可多得的人才,并专门为他编写

了 《五丈原》剧本相送。1934年 《四川月报》刊载 《成都扬琴之今昔》文章,赞李联

生 “……独擅歌坛,技绝千古。李自盲,性刚直,善歌正生,尤善唱悲壮慷慨之声,

如 《渔夫辞剑》《哭桃园》诸剧。其奏琴之技尤属绝妙……”继李联生之后,最有影响

的艺人首推李德才 (1903—1982)。李德才艺名德娃子。他善于吸收四川扬琴各派之

长,行腔流畅婉转,风格华丽妩媚,处理人物感情细腻充分,发挥和发展了 “哈哈腔”

的润腔手法,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 “德派”唱腔。他擅唱 《闯宫》 《醉酒》 《秋江》

《船会》等曲目。其操琴之技尤精,善奏 《将军令》,后他对这首曲子作了整理,并以

其娴熟的演奏技巧多次在省内外演出,使此曲大放光彩,名扬四方。1935年,上海胜

利唱片公司曾为他灌制唱片三十八张;新中国成立后,电台都有他演唱的录音播放。

曾被选为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四川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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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扬琴艺术大师李德才 (左二)演出剧照

四川扬琴旧分南、北两帮。居北城者为北帮 (多住玉沙街一带),居南城者为南帮

(多住东华门一带)。1925年成都慈惠堂盲童教养所开办了扬琴班,这些盲童陆续学成

出世,并形成了一个堂帮 (慈惠)。他们结班 (帮)演出,乃因为他们中盲人居多,住

地相近,以便相互照应,而并非在技艺上形成了流派。他们各帮中均有名角,1934年

7月 《四川月报》 《成都扬琴之今昔》文中介绍: “……南帮旦角巨子为 (叶)南章、

(李)炳福及近享盛名执歌坛牛耳之 (李)德才;生角巨子为石老三 (光裕)、秤砣

(郭敬之)、二娃 (廖学正)等。北帮旦角巨子为刑郭宏、刘洪生,生角巨子为已故之

(李)联生、阚瑞林 (永寿)。”

四川扬琴的演唱形制,到民国时已基本定型。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变革,艺人们在

声腔上仍不断有所创造。如李联生的 《华容挡曹》,廖学正的 《雷报》,石光裕、石光

正的 《书房骂高》,郭敬之、阚瑞林的 《失岱山》,雷子云的 《处道还姬》,洪凤慈、张

大章的 《饭店认子》都各有所长,堪称绝唱。

四川扬琴兴盛之时,广大听众中的一些热爱者,也在学习操琴演唱,且有演唱甚

佳者。他们互称 “票友”(也叫玩友)。票友之名始于清代末叶。1946年8月11日成

都 《新民日报》晚刊有 《票友与下海》之文章谓:“时士大夫每有嗜戏剧……者,亟思

粉墨登场,一试个中滋味。于 (公馆)内设立消遣处所,分别排演清唱或彩唱。如遇

知交欲登台扮演者,须楷书红柬请帖恭请消遣,个中人 (即)呼 (被请之人)为票友

矣。昔时业戏剧者,皆被称为 ‘优伶’‘戏子’,其身份为人所鄙视,士大夫为尊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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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身份,故以 ‘票友’自称。”《成都通览》谓: “洋琴,均瞽者唱词,然有玩友能唱

1947年8月,四川扬琴票友在重庆第一次彩装演出。左起俞伯荪 (饰罗昌公主)、
周玉龙 (饰杨楚道)、秋桐 (饰徐德颜)。参加人员还有车辐、熊公弼等

者,只能平时唱,不能挂灯彩时唱。”①

到民国时期20至40年代,文人墨客作为票友演唱扬琴以自娱的为数更多。文化、

教育、邮电、财贸、轻工……几乎各界都有扬琴票友组织。票友之多,是扬琴这一曲

种所特有的现象。由于有文人的参加,他们在曲目的研考、唱词的订正、新曲目的创

编以及音乐、唱腔的改进等方面,都做过有益的贡献。四川扬琴之所以兴盛一时,也

与众多听众的支持、票友的热情帮助和促进是分不开的。

一、传入时期

“清唱洋琴赛出名,新年杂耍遍蓉城。淮书一阵莲花落,都爱廖儿哭五更。”杨燮

的这首竹枝词,描写了成都新年时分热闹的街市情景。从诗句来分析,当时的扬琴清

唱已面向大众,逢年过节时在街上都能有所闻听。并且,从 “赛出名”三个字可以推

测出当时并不是一二个人有名气,而是许多人争相献艺,且技艺都应不俗。最后一句

是作者对廖姓演员的评价,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听众在曲牌、唱腔风格等方面已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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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 《成都通览》,洋琴艺人演唱,夜场居多,悬挂彩灯,上书曲目及演员姓名,谓之灯彩。



的鉴赏力,能分辨其优劣。从中也可看出,“清唱洋琴”的普及程度、演员水平、听众

鉴赏力,并非是短时间能够形成的。但关于这一过程并没有详尽的文字记载,大多只

有在艺人们的口碑中以及过去的县志、野史、笔记之中寻得些蛛丝马迹。

关于扬琴的由来就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下仅举四种说法。

由来之一:

明末,有李洋者,世家子,聪颖过人,其先祖似自粤来者,李年少翩翩,能歌善

舞,尤喜涉足歌场,时蓉城鲜有不识李生之歌名者。李为人温籍,得妇女欢,识者羡

之。未几,李被人诬控,流戍西康。生乃自制丝桐,以指弹鼓,铿锵可听。(遂)谱入

民间传说及历史上可悲可泣之事 (自弹自唱以自娱),虽严冬酷暑亦未辍须臾;其后,

指末冰断,乃改用竹签敲之 (献诸歌场),于是边城耳目一新。未几,传如蜀都,流行

一时。生之友人尤喜其谱调,(相约习唱,呼之为洋琴),“洋琴”由是而得名,不久即

执锦江民间音乐之牛耳。①

由来之二:

相传,清朝嘉庆年间,有位满族二品大员郝某,从广东贬官到重庆,住在知府徐

光家里,他喜爱洋琴,常敲打唱歌。徐光听到琴声,也产生了浓厚兴趣,照样做了一

张琴来敲唱。徐光的随员傅全,颇有音乐天才,还创作了一些新调新词。一天,他对

徐和郝说:“我编了一个刘备的 《哭桃园》的戏,用洋琴伴奏,想请二位大人指教!”

说罢随即敲琴歌唱起来。起歌慷慨悲壮,凄婉动人。直听得二人老泪纵横,赞不绝口。

从此,傅全继续写曲词,不断创新。(后来)传到成都,已具雏形。(以后又不断改进)

成为有生旦净末丑多种角色的曲艺剧 (曲种)。②

由来之三:

清朝乾隆年间,广东一军犯发配四川重庆,他酷爱音乐,来川时携带了一张扬琴。

先是自弹自唱,后与一邹姓之人绰号壮棒的合伙同唱,甚得群众赞赏。一来,邹壮棒

将扬琴传到成都。邹壮棒来蓉后,与一唱道情 (竹琴)姓林的盲艺人合伙演唱。扬琴

为主,渔鼓 (道情乐器)为辅,人称渔鼓洋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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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成都扬琴之今昔》,摘自1934年7月 《四川日报》(五卷第一、二册)。
摘自冯树丹:《四川戏剧轶史》,四川省戏剧家协会,1992年。
摘自萧前林编著:《四川扬琴音乐》,四川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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