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目
?录

图
说
中
国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一　　　　

Ｄ　 ＵＯ
Ｃ　 ＡＩ
Ｑ　 Ｕ
Ｙ　 Ｉ

目　录

山东大鼓 ３……………………………………………

西河大鼓 ７……………………………………………

东北大鼓 １１……………………………………………

木板大鼓 １５……………………………………………

乐亭大鼓 １９……………………………………………

潞安大鼓 ２３……………………………………………

京东大鼓 ２７……………………………………………

胶东大鼓 ３１……………………………………………

河洛大鼓 ３３……………………………………………

温州鼓词 ３７……………………………………………

鼓鼓鼓
色色色
鼓鼓鼓
香香香



多彩曲艺

图
说
中
国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二　　　　

Ｄ　 ＵＯ
Ｃ　 ＡＩ
Ｑ　 Ｕ
Ｙ　 Ｉ

苏州评弹 ４３……………………………………………

扬州评话 ４８……………………………………………

福州评话 ５２……………………………………………

陕北说书 ５５……………………………………………

福州伬艺 ５８……………………………………………

南平南词 ６２……………………………………………

绍兴平湖调 ６４…………………………………………

兰溪摊簧 ６７……………………………………………

贤孝 ６９…………………………………………………

河南坠子 ７２……………………………………………

山东琴书 ７５……………………………………………

锣鼓书 ７８………………………………………………

绍兴莲花落 ８１…………………………………………

兰州鼓子 ８４……………………………………………

扬州清曲 ８７……………………………………………

锦歌 ９１…………………………………………………

常德丝弦 ９５……………………………………………

榆林小曲 １００…………………………………………

天津时调 １０５…………………………………………

龙舟歌 １１０……………………………………………

鼓盆歌 １１６……………………………………………

汉川善书 １２０…………………………………………

东山歌册 １２３…………………………………………

东北二人转 １２６………………………………………

吹吹吹
拉拉拉
弹弹弹
唱唱唱
说说说



?目
?录

图
说
中
国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三　　　　

Ｄ　 ＵＯ
Ｃ　 ＡＩ
Ｑ　 Ｕ
Ｙ　 Ｉ

凤阳花鼓 １３１…………………………………………

答嘴鼓 １３６……………………………………………

小热昏 １３８……………………………………………

山东快书 １４２…………………………………………

新疆曲子 １４９…………………………………………

乌力格尔 １５５…………………………………………

达斡尔族乌钦 １６２……………………………………

赫哲族伊玛堪 １６４……………………………………

鄂伦春族摩苏昆 １６８…………………………………

傣族章哈 １７１…………………………………………

哈萨克族阿依特斯 １７７………………………………

布依族八音坐唱 １８１…………………………………

少少少
数数数
民民民
族族族
曲曲曲
艺艺艺



书书书

　　早在尧舜时代，大鼓就作为一种以

下谏上的工具出现。随后，周庄王击鼓

化民以达到正风化俗、劝化人民的目的。

自此，鼓曲作为一种曲艺形式在民间不

断地流传开来，凭借其“鼓”色“鼓”香的

韵味受到人们的青睐。

鼓
色
鼓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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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鼓

时间：２００６年　　　　　　类别：曲艺

地区：山东 编号：Ⅴ－４

申报地区或单位：山东省

山东大鼓，又名“犁铧大鼓”，或作“梨花大鼓”，发源于鲁西北

农村，是我国北方现存最早的曲艺鼓书暨鼓曲形式，是北方大鼓的

鼻祖。此外，在不同的地区又有“山东调”、“山东柳儿”、“梅花调”、

“鼓碰弦”、“犁铧片”、“铁片大鼓”、“怯大鼓”、“何老风”等名称。

据考证，山东大鼓形成于明代末期，至今已有三百五十多年的

历史。最初只是敲击犁铧碎片伴奏，采用山东方言来演唱当地的

民歌小调，后逐渐发展为有板式变化的成套唱腔，敲击矮脚鼓和特

制的半月形梨花片并有三弦伴奏的说唱表演形式。

传说山东大鼓由渔鼓道情的孙赵门衍化而来。清嘉庆年间，

孙赵门有五位姓名中均带“山”字的河北籍艺人，即威县王奎山、临

西吕连山和李明山、清河徐靠山以及临城冯云山，时称“五大山”。

自清嘉庆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山东大鼓在冀鲁两省南起聊城、临

清，北至德州、沧州的大运河两岸十分兴盛，并形成三个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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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支是以故城县为基点的“老北口”派，向北传至沧州的吴

桥、东光、南皮等县。其代表人物是何老凤及其传人董天佐、桑天

佑、刘天秀、鲁泰昌、王泰恒、孙泰秋、张泰泉、傅泰臣、刘泰清、周泰

喜、王福贞等。“老北口”派的书目多为中篇，主要有《瓦岗寨》、《呼

家将》、《包公案》、《刘公案》等；短篇以三国段居多，如《草船借箭》、

《华容道》、《单刀会》等；还有本曲种特有的小段如《小黑驴》、《一窝

黑》等。

第二支是以南宫县为基点的“小北口”派，代表人物是张凤梧、

宋四莫。“小北口”派也分为三支。其一是流行在衡水、枣强、景县

一带的一支，当地称之为“怯大鼓”、“铁片大鼓”、“鼓碰弦”。这一

支艺人以“莫、振、中、金、田”谱系传代，其师祖是宋四莫，宋收徒李

振邦、李振起、刘振湖、阎振庄等，后来这一支派的传人改唱木板大

鼓。其二是传至交河、河间、肃宁、献县的一个小分支，在当地称为

山东调儿、山东柳儿。这一小支是张风梧、宋四莫的传人。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在这一小支中出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艺人，其中以献县杨

进桢、肃宁石进奎名望最大。这一小支的艺人行艺范围广，除冀中

农村外，还进入京、津、保定等大中城市，以及山东、北京、内蒙、东

三省的部分城乡。代表书目有《黄爱玉上坟》、《秦琼卖马》、《少英

烈》等。其三是传至石家庄的赵县、巨鹿的一支，当地称之为梅花

调、山东柳、鼓碰弦等。这一小支是张凤梧的门徒南宫杨老孔、宁

晋苏玉堂（二人未排字）所传，该支演唱曲调和书目与张凤梧所传

无大区别，曾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盛行冀南西部地区。抗日战争爆

发后，逐渐衰落，几成绝唱。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石家庄文化部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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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称作梅花调的这一小支进行大规模挖掘抢救，搜集整理了一

些文字和音乐资料。

第三支是以邢台地区的威县、新河为主要活动区域的“南口”

派，该支以“梨花大鼓”之名被叫得最响，又称犁铧片、倒扒口。此

派是“五大山”中徐靠山、李明山及其门人发展起来的。徐靠山、李

明山均成名于清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前后。徐靠山门人中的康兴

重、张兴本、张兴隆、张兴立、孙春瑜、吴春华、潘春聚等，都是清末

民初名噪冀南的梨花大鼓艺人。孙春瑜之徒李利杰、韩利来、吴利

祥、赵利俊、杨利忠、陈利江均为著名演员，尤以陈利江名声最大，

水平最高，在冀东南、鲁西北地区，被誉为“第一说书响将”，红极一

时。“南口”派山东大鼓的演出书目，短篇有《荐诸葛》、《古城会》、

《让成都》、《宝玉探病》、《下西厢》、《丁香割肉》、《雪梅吊孝》、《小黑

驴》、《小黑牛》等共百余篇，中篇有《李天保吊孝》、《大宋金球》、《海

公案》、《五女兴唐》、《响马传》、《丝绒计》等五十余部。２０世纪４０

年代后，梨花大鼓逐渐衰落，许多艺人改唱河南坠子和木板大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冀南地区，专唱梨花大鼓的仅有孙金

枝、孙金兰姐妹二人。１９５８年河北省首届曲艺会演时，孙金枝、赵

桂存演唱的梨花大鼓均获二等奖。１９７９年孙金枝演唱的梨花大鼓

《广场思亲》在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放。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威

县、广宗县和山东宁津县等地均邀请孙金枝举办过梨花大鼓讲习

班，培养新人，但收效甚微，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孙金枝去世后，

梨花大鼓在冀南几成绝响。

山东大鼓的演唱形式多为单人站唱，也有二人对唱形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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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伴奏乐器为矮脚小鼓、大三弦和月牙板（也叫梨花片）。演唱时

演员右手执鼓槌击鼓，左手操钢板敲击演唱，乐师以三弦伴奏。唱

腔属板腔体，一般分慢板（又称头板）、二板（流水板）、三板、快板等

板式。其书目主要是中篇，唱白相间，短段只唱不说。三个支派的

唱腔与书目又各具不同的特点与风格。“老北口”派唱腔粗犷、豪

放，其开头腔是用头板或类似头板的二板起腔，速度慢，尾音长，板

起板落，咬字狠，吐字真，落音重，字密声促，善用顿音，其旋律似说

似唱自然流畅，故有“老牛大摔缰”的俗称；“小北口”派的演唱风

格，借鉴了一些西河大鼓的技法，较之“老北口”显得巧俏，委婉细

腻，善说演“文书”，唱中加叙；“南口”派的唱腔婉转悠扬，曲调华丽

细腻，字少腔繁，节奏舒缓。

山东大鼓历史悠久，音乐唱腔独特，节目蕴藏丰富，地方色彩

浓郁，它直接促发了山东快书的形成，并对“乔派”河南坠子和西河

大鼓等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２０世纪后期以来，山东大鼓逐渐趋于衰落，现在仅有少数演员还能

演出，亟待扶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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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河大鼓艺人

时间：２００６年　　　　　　类别：曲艺

地区：河北 编号：Ⅴ－５

申报地区或单位：河北省河间市

西河大鼓，旧称“大鼓书”、“梅花调”、“西河调”、“河间大鼓”和

“弦子鼓”等，是我国北方比较有特色的一种鼓书暨鼓曲形式。源

于清代中叶，普遍流行于河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和内蒙古及

东北地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天津被定名为“西河大鼓”，沿用

至今。

西河大鼓由木板大鼓发展而来。清道光年间，河北木板大鼓

艺人马三峰在当时流行的木板大鼓和弦书基础上吸取戏曲、民歌

曲调对原有唱腔加以改革，舍木板改用铁犁铧片，用大三弦伴奏，

从而奠定了西河大鼓的唱腔音乐。马三峰也因此被曲坛称为西河

大鼓的创始人之一。其弟子朱大观（雄县人）、王振元（艺名“毛

奔”，新城县人）、王再望（艺名“转眼王”，雄县人）均是西河调的名

家。其中尤以朱大观最负盛誉，他在艺术上有很多创造，并带了不

少门徒，形成了河北省中部农村一支庞大的西河体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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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西河大鼓艺人的口述，早年在河北省中部就流传着演员

以小三弦自弹自唱的“弦子书”和演员只敲击鼓板演唱的“单鼓

板”。乾隆中期，保定艺人刘传经、赵传璧、王路等将弦子书与单鼓

板结合在一起，搭伴演出，形成以演员敲击鼓板，由另一人弹小三

弦伴奏的演出形式，这便是早期的木板大鼓。木板大鼓的出现受

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很快在冀中地区得到普及。

至辛亥革命前后，由木板大鼓向西河大鼓的转变已然成熟，在

河北省农村普遍流行，在庙会上以说唱中篇书为主。此时，有一部

分艺人开始进入城市谋生。其中，到天津的演员有张双来、焦永

泉、焦永顺、张士德、张士泉、白文生、白文明等，当时尚无西河大鼓

之名，仍沿用在农村“犁铧片”或“梅花调”的叫法，也有的就叫“说

书”。１９２４年易县的王凤咏在天津“四海升平”与刘宝全等名家合

作，在写海报时，因天津已有金万昌演唱的梅花大鼓（也称“梅花

调”），为区别起见定名为“西河大鼓”。因为这个曲种来自大清河、

子牙河流域，天津人习惯称此两河为西河和下西河，故而得名。虽

然这是在一种偶然的情况下定名，但由于它符合曲种的实际情况，

因此得到同行的认可，一直沿用至今。

西河大鼓进入天津后，最初是在西城根儿一带“撂地说书”，后

来移进草创时期的说书棚，多年来以书馆、茶社为主要演出场地，

逐步发展成为说唱长篇书的曲艺形式。许多演员在“书路”上不断

提高，把唱腔反而放在次要地位，这样的结果，使一部分人弃唱改

说，成为评书演员，如咸士章、张起荣、张树兴、赵田亮等。这些人

改说评书以后，仍以原来鼓书的“书路”进行表演，不过，缺少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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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那种细腻的描绘、知识穿插和对书情书理的评论，但却能以情节

西河大鼓

紧凑为长，也能受到许多观众的欢迎，与评书形成平分秋色之势。

另一部分人则以演唱短段为主，参加各种综合曲艺场演出，他们在

原有的小段的基础上，又向当时流行的京韵大鼓等鼓曲学习，运用

西河大鼓曲调，演唱固定的脚本，在唱腔上加以丰富，提高了演唱

技艺。如往返京津的焦秀兰、焦秀云，从北京迁居天津的马增芬、

马增芳及王艳芬等，都在发展西河大鼓的短段上取得一定的成就。

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天津又出现了以赵玉峰为代表的“赵派”、郝

英吉及其子女（郝庆轩、郝艳霞等）为代表的“郝派”，建国前后又有

以马连登、马增芬父女为代表的“马派”等等。西河大鼓流派纷呈，

展现出多彩多姿的艺术风格。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多数西河大鼓演员仍在茶

社书馆以说长篇书为主，只是偶尔在参加各种会演时演唱短段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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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如郝艳霞、田荫亭、艳桂荣、王田霞等。“文革”以后，天津曲艺

团的青年演员杨雅琴、郝秀洁（郝艳霞之女）等都是天津观众熟悉

的演员。杨雅琴专攻短段，郝秀洁则是长书、短段兼演。

西河大鼓的唱腔音乐，是以冀中语音的自然声韵为基础，吸取

某些民歌小调的音乐语汇发展而成的。在音乐结构形式上，约有

３０余种依附于主曲的乐曲和乐句的唱腔，分别归纳在三眼一板的

头板、一眼一板的二板和有板无眼的三板等三种板式中。在速度

上三种板式都可作大幅度的伸缩，有的还派生出多种变格唱法，唱

腔和谐流畅，生动活泼，似说似唱，易唱易懂。属于头板的唱腔有

起板、紧五句、慢四句、一马三涧、快头板等；二板的唱腔有起板、流

水板、双高、海底捞月、反腔、蚍蜉上山、梆子穗、十三咳等；三板的

唱腔有散板、紧流水、窜板、尾腔等。西河大鼓的基本曲调大体上

体现在流水板中，二板起板是流水板的中把唱和下把唱的伸展，头

板起板是流水板的发展变化，其他大多数唱腔也都与这几个唱腔

有着一定关联。

西河大鼓的传统书目，有中长篇１５０余部，小段书帽３７０余

篇。内容大部分是历代战争故事、历史演义、民间故事、通俗小说、

神话故事和寓言笑话等。其中不少书目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劳动

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情节曲折，语言生动，继承了中国民族民间

文学的优良传统。抗日战争时期，西河大鼓演员编演了不少新曲

目，如王魁武编演的《昝岗惨案》、《减租减息》，王尊三编演的《保卫

大武汉》、《亲骨肉》、《晋察冀小姑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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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鼓

时间：２００６年　　　　　　类别：曲艺

地区：辽宁，黑龙江 编号：Ⅴ－６

申报地区或单位：辽宁省沈阳市，黑龙江省

东北大鼓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子弟书”唱腔传入沈阳后，与东

北民歌小调糅合而成的一种曲艺鼓书暨鼓曲形式。主要流行于我

国东北即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因一度盛行于沈阳，而沈阳于

清末曾设奉天府，故曾有“奉天大鼓”之称。１９２９年奉天省改称辽

宁省后，又曾称作“辽宁大鼓”。

东北大鼓约形成于清代中期，最初是在农村流行，其表演形式

是演唱者一人操小三弦自行伴奏说唱，并在腿上绑缚“节子板”击

节，也叫“弦子书”。后发展成一人自击书鼓和简板演唱，另有人操

大三弦等专司伴奏，说唱表演采用东北方音。

东北大鼓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清乾隆年间北京弦

子书艺人黄辅臣来沈阳献艺，吸收当地民歌小调演变而成；另一种

说法是清道光、咸丰年间辽西“屯大鼓”艺人进城献艺，发展为奉天

大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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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鼓的唱腔是在弦子书、子弟书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乐亭

大鼓、京韵大鼓及二人转逐渐形成的。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左右，东

北大鼓发展到鼎盛时期，在沈阳的各茶楼、北市场、小河沿等地，到

处都能听到东北大鼓。当时张作霖就很爱听著名艺人霍树棠唱的

东北大鼓。

东北大鼓流行之初主要是在乡村，民间俗称“屯大鼓”。演唱

的曲调是当地人们熟悉的土腔土调，唱词也不甚讲究。许多艺人

在演出中甚至当众翻看唱本，照本宣科地演出，俗称“把垛说书”。

演出的节目以中篇为主，有《回杯记》、《瓦岗寨》、《彩云球》、《四马

投唐》、《白玉楼》等。１９世纪末，东北大鼓进入城市，主要演唱短段

节目，唱词也移植了一些子弟书词，知名艺人有车德宝、门振邦、王

德生、张万胜等。２０世纪初期，大批女艺人进入东北大鼓表演行

列，男艺人退而伴奏。当时知名的女艺人有刘问霞、金蝴蝶、尹莲

福、侯莲桂等，其中刘问霞曾获得过“奉天大鼓鼓王”的称号。有

“书场姊妹花”之称的朱玺珍和朱士喜姐妹挑梁的“朱家班”曾于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到天津演出，朱玺珍在那里被誉为“辽宁大鼓皇后”。

由傅凌阁及其４个女儿傅凤云、傅翠云、傅桂云和傅慧云挑梁的

“傅家班”，则将东北大鼓带到了北京。

东北大鼓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艺术流派，如２０

世纪中期出现的“奉调”、“东城调”、“江北派”、“南城调”和“西城

调”等，各派都拥有自己的传统节目。“奉调”以沈阳为活动中心，

唱腔徐缓，长于抒情，多演出《露泪缘》、《忆真妃》等移植子弟书词

的短段节目，代表性艺人有霍树棠等；“东城调”以吉林为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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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以演唱《三国演义》和《红楼梦》题材的节目为主，代表性艺人有

任占奎等；“江北派”以哈尔滨松花江以北地区为活动中心，代表性

艺人有刘桐玺等；“南城调”以辽宁营口为活动中心，代表性艺人有

徐香九等；“西城调”以锦州为活动中心，擅长表演《罗成叫关》等悲

壮故事，代表性艺人有陈清远等。“江北派”和“南城调”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就是表演的节目多说唱《呼家将》和《薛家将》等长篇

大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北大鼓创作表演反映现实生活的

新节目较多，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重要的新节目有《烈火金刚》、

《红岩》、《节振国》等长篇大书和《杨靖宇大摆口袋阵》、《白求

恩》、《渔夫恨》、《毛主席来到十三陵》、《刑场上的婚礼》等短篇

唱段。

东北大鼓融入了一些京剧、京韵大鼓和东北民歌的唱腔，曲

调丰富，唱腔流畅，表现力较强。以说唱中、长篇书为主，内容大

多取材于戏曲、小说和传奇故事，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

东北大鼓表演形式大多为演员一人自击鼓、板，配以一至数

人的乐队伴奏演唱。主要伴奏乐器为三弦，另有四胡、琵琶、扬琴

等。演员自击的鼓，也称书鼓，其形状为扁圆形，两面蒙皮，置于

鼓架上，以鼓箭（竹制）敲击。板有两种：一种由两块木板组成（多

以檀木制成）；一种由两块半月形的铜片或钢片组成，俗称“鸳鸯

板”。东北大鼓的音乐结构属板腔体，唱词的基本形式为７字句

的上下句式。唱腔板式有大口慢板、小口慢板、二六板、快板、散

板等。除此之外，还有悲调、西城调、怯口调等小调为它的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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