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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迅猛向前发展的阶段，而社会发展是

否进入高级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教育在这个国家所

占的比重。在我国，教育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二

十世纪末开始提出素质教育这一概念到今天，我国的教育发

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随着社会的更加快速的发

展，不进步就意味着退步，所以教育在不断地进行改革，例如

在学生的知识体系如何构建、教学理念如何创新以及素质教

育的深入研究等方面。还有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建立知识

和谐型社会，这些都是全民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引

起人们的思索。

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新世纪人才的重要手段。

为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向广大学生提供高品位、高质量的精

神食粮，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为了

更好地贯彻“十一五”精神，更好地面对目前我们探讨的一系

列问题，我们特推出此套学生实用工具书，包括历史、文学、

体育、建筑、艺术、生物、地理、化学、戏剧、交通等多个学科和

领域。各学科以实用为标准，进行科学的分类，力争将各个

学科的知识进行归纳、整理，提炼出知识点、重点、难点。



本套丛书知识覆盖面广，而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并兼

具知识性与实用性，是学生学习各种知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一套实用工具书手册。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专家及学者

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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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音乐结构

务　头
务头是宋、元行院“调侃语”（今“行话”）。原为当时伎艺

界代替“唱采”一词的行话（《墨娥小录》），后世则把戏中要彩
的地方叫“务头”。元、明、清戏曲理论家，对“务头”诠释甚
多，众说纷纭，但大多指曲文或唱腔某一方面能博得观众喝
彩需具备的条件。如：①要用俊语。元周德清《中原音韵·

作词十法》：“要知某调、某句、某字是务头，可施俊语于其
上。”②要用响亮的字音。明王骥德《曲律·论字法》：“务头
须下响字，勿令提挈不起。”③曲调要“做腔”。王骥德《曲律
·论务头》：“务头……系是调中最紧要句字，凡曲遇揭起其
音，而婉转其调，如俗之所谓‘做腔’处，每调或一句、或二三
句，每句或一字、或二三字，即是‘务头’”。

至于剧作家如何了解一曲之中的务头所在，王骥德又
说：“今大略令善歌者，取人间合律腔好曲，反复歌唱，谛其曲
折，以详定其句字，此取务头一法也。”

以上都表明务头乃是曲文着重描写、曲调充分发挥与歌
唱精雕细刻之处，它是戏剧情节的关键要地，也是博得观众
喝彩的“戏眼”所在，和目前通常所说戏剧高潮及句中重字要
义的涵义大体相同。所以，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指出：一曲
之中有务头，则全曲皆活。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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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式
板式就是指戏曲音乐中的节拍和节奏形式。板式一词

原有两种含义：①指板眼形式，即节拍形式。我国古代音乐
及民间音乐通常以板、鼓击拍，板用以表示强拍，鼓则用以点
击弱拍或次强拍。因此，在古代音乐及民间音乐术语中就把
强拍称为板，而把弱拍或次强拍统称为眼，合称板眼。一个
小节即为一板。依板眼形式的不同，分别称为一板三眼（四
拍子）、一板一眼（二拍子）、有板无眼（一拍子，或称流水板）、

无板无眼（散板）等。②指下板形式，即节奏形式。这是昆曲
中通用的音乐术语。例如，唱腔中字随板出的称“迎头板”，

后半拍出字的称为“腰板”（亦称“倄板”）或“腰眼”；散板曲调
不点板眼，只是在一句唱腔终了时方下一板，称为“截板”或
“底板”。

在现代戏曲中，板式这一词的含义已经局限于专指节拍
形式。特别是在板式变化体结构的各剧种中，常以各种不同
板式的曲调多样变化，作为构成大型的戏剧性音乐结构的手
段。这些剧种所用的板式，虽大体上可分为三眼板、一眼板、

流水板、散板四类，但实际上却复杂得多。例如同为一眼板，

就有原板与二六之分，因为它们虽同属二拍子，但因其曲调
特性与功能不同，所以又形成为名称不同、用途各异的两种
板式。归纳起来，大致如下：

１．三眼板类（四拍子）包括慢板、倍慢板、快三眼三类。

①慢板又称慢三眼。这种板式的曲调速度缓慢，字少腔繁，

旋律婉转华丽，长于抒情，多用于抒情性的场合。昆曲中把
这种板式的曲调称为“曼声徐度”的“细曲”；皮簧腔系称之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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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板、慢三眼、一字、正板等；梆子腔系则称为四股眼、慢二八
等。②倍慢板。有的剧种的慢板由于速度极慢，使四拍子延
伸为八拍子，如汉剧的慢板，河北梆子的大安板等。这与昆
曲的赠板相类似，是将中眼（次强拍）作为板（强拍）来处理，

实际是将原有的四拍子小节按比例扩展为八拍子小节，或作
为两个四拍子小节。③快三眼。其速度较慢板稍快，旋律亦
不似慢板花繁，较接近于原板。可视为介于慢板与原板之间
的一种板式。

２．一眼板类（二拍子）又包括原板、二六板两种。①原
板。通常为中庸速度，旋律稍简，不似慢板之迂回曲折。其
功能为抒情与叙事两者兼备。倘用于抒情，则加强唱腔的旋
律性；倘用以叙事，唱腔处理则加强其朗诵性。原板类型的
板式各剧种名称不一，皮簧系统称中板、二流、一字、连眼一
字等；梆子系统称为二六、二八、夹板、二性、二流等。在皮簧
系统中，旦角所唱原板比生脚原板速度稍慢，较接近于快三
眼。因此，旦角原板的节拍亦常作快三眼处理。②二六板。

也叫一眼板，速度比原板稍快。其乐句结构比原板短小，旋
律亦较为简洁，字多腔少，朗诵性强，在节奏上显得比原板紧
凑。它的功能偏重于叙事，因而虽同为一眼板，却与原板有
不同的特性与作用。二六板在各剧种中名称不一。皮簧系
统中仅西皮有此板式，称二六，或慢二流、中板、慢垛子等；梆
子系统中称垛子，或快二八、二性、紧二性、紧二六等。

３．有板无眼类（一拍子）有分为流水板、快板等。①流水
板。乐句结构更为短小精练，旋律起伏虽大，但字密腔简，节
奏上显得更为紧凑、急促。常用以叙事，并表现紧迫的戏剧
情绪。在皮簧系统中，二簧传统无此种板式，西皮称为流水，

或一字、滚花、快二流、紧垛子等，梆子系统称为带板，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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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快流水、快二流等。②快板。与流水板同属一个类型的
板式。两者的区别仅在于速度不同，快板的速度更快，情绪
亦更为急促。皮簧系统中二簧传统无此板式，西皮称快板，

或加板、赶板、快中板等；梆子系统称带板，或流水垛、紧二
八、二性垛板、垛子等。

４．散板类（节拍自由）主要有摇板、散板及其派生板式。

①摇板。又称紧打慢唱，是戏曲音乐特有的一种板式。它的
特点是唱腔部分为节拍自由的散板，伴奏部分却严格按流水
板的节奏进行，形成两个声部的交错节奏，在旋律上也具有
某种复调因素。这种紧打慢唱的节奏特点，使它既能表现悠
闲自在的松弛情绪，也可表现紧张激动的强烈情绪。它在皮
簧中称摇板或紧打慢唱，在梆子中称为紧流水、飞梆子等。

②散板。又称慢拉慢唱，是一种区别于摇板的、节拍完全自
由的板式。它的节奏特点更长于表现激动的戏剧情绪。皮
簧系统称之为散板，也有称为叹板、三板的，梆子则称为介
板、尖板、飞板等。③散板尚有若干派生板式，即导板与滚
板。导板名为一种板式，实际上只有一个乐句，并常作上句，

大多在慢板、原板等板式的大段唱腔之前出现，作为引子乐
句使用。严格说来，它并不是一种独立板式，因为它不能单
独构成一段唱腔，只不过是散板类型的板式中一种专用乐
句。滚板的特点，是在节拍自由的散板中，常夹有节拍相对
严格的一拍子的唱腔交替出现，一字一音，字字紧叠，多用于
悲剧性的陈述、哭诉等场合。此外有的剧种称为哭板、搭调，

也属此种派生板式。

以上各种板式都是在各剧种在不断创造发展中形成的，

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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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式变化体
板式变化体是戏曲音乐的一种结构形式。它以一对上、

下乐句为基础，在变奏中突出节拍、节奏变化的作用，以各种
不同的板式（如三眼板、一眼板、流水板、散板等）的联结和变
化，作为构成整场戏或整出戏音乐陈述的基本手段，以表现
各种不同的戏剧情绪。

板式变化体的结构形式对我国戏曲中有较大影响。它
兴起于梆子系统，而为皮簧系统所丰富和发展，并为近代新
兴的众多戏曲剧种所广泛采用。它与曲牌联套体结构形式
并列，构成了我国戏曲音乐的两大结构体系。

板式变化体的历史渊源
板式变化体结构形式的形成，乃是基于民间音乐的变奏

方法，它具有我国的民族特点，在民间音乐中被广泛运用。

在民间的分节歌曲中，当一首简短的曲调被重复用于咏唱多
段歌词时，因语言、情感的不同，曲调总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
化。在民间器乐曲中，为使乐思得到尽情发挥，常采用扩板
加花、抽眼浓缩、加头扩尾、放慢加快、翻高翻低、移宫犯调等
手法，可以用一个片断、一个乐句或一支曲牌为基础来发展
曲调。戏曲中的板式变化也是运用这种变奏原理，在一对
上、下句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变奏中，仍以速度和节奏变化
为中心，再辅以旋律上及其他的变化。这种变奏方式，在历
史上可上溯至唐宋大曲。虽然大曲的结构庞大，每首有数十
段之多，但却是在同一曲调基础上，运用节拍、节奏的变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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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一种大型的歌、舞、乐相贯联的作品，有轻歌曼舞及管
急弦繁等不同情趣的变化，它为后世运用变奏原则组成大型
乐曲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这种变奏方法影响了后世戏曲的
板式变化体结构形式的形成。

各种不同的板式变化之所以能够表现各种不同的戏剧
情绪，是因为人们各种不同的内心情绪、不同的语气，体现为
不同的节奏形态和速度。因而各种不同的板式在情绪的表
现上具有不同的功能。一般说来，在抒发情感的时候，其内
心节奏总是舒慢悠长的，因而慢板长于抒情。情绪激烈的争
执或控诉，其语气的节奏也总是急促的，这就是流水板及快
板所具有的功能。当强烈、激动的感情需要冲破一切束缚而
尽情宣泄的时候，规整的节拍形式已不能适应，就需要以节
拍自由的散板来表现。凡此种种，都说明每一种板式的产生
及运用，都有其内在的感情依据。不同节拍与节奏的运用乃
是人们表达内心情感的外在形式。加上旋法、调性、唱法、伴
奏等因素，便形成板式变化体这种戏曲音乐特有的结构
方法。

板式的衍变与派生
板式的衍变与派生是指属于板式变化体的剧种，其所用

的板式类别虽然名目繁多，旋律变化复杂，但究其渊源，却是
同一音乐材料以各种不同形式的变奏。在一对上、下句的旋
律基础上，运用速度的变化（转慢或加快），节拍、节奏的变化
（展宽或紧缩），旋律的变化（加花或减音）等方法，衍变、派生
出一系列各不相同的板式。

在各类板式中，又以原板的意义最为典型和特殊。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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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式都是从原板变化发展而来。原板为中庸速度、句幅中
等、拖腔不多的一板一眼的板式。但如将乐句的速度减慢，

句幅扩充，增加旋律的华彩，并大幅度运用拖腔，这就产生了
一板三眼的慢板类板式。倘在原板基础上将速度加快，句幅
缩短，旋律就简去繁，使节奏紧促，这就形成为有板无眼的流
水板或快板类板式。如在上述基础上，再运用将固定的节拍
形式打散的方法，使速度快慢、节奏缓急、句幅长短、行腔伸
缩均能自由发挥，则又形成散板类的板式。以京剧为例，如：

在上述各类板式的衍变中，各剧种虽然因为音乐特色不
同而旋律各异，在板式分类上也有多与少、粗与细的差别，但
这种以节奏变化原则衍变派生多种板式的方法却相同。当
各种不同的板式衍变产生之后，戏曲音乐就获得又一种音乐
戏剧化的手段，即板式变化的手段。因为各种板式的曲调由
于节奏缓急、速度快慢、旋律繁简等差异，在性能上具有各自
不同的表现力，或长于抒情，或善于叙事，或宜于表现强烈激
动的戏剧情绪。由此，戏剧音乐就能利用各种板式的不同性
能，表现各种不同的戏剧情绪；并能利用各种板式之间的变
化对比，表现戏剧矛盾的发展变化。

各种行当唱腔的形成
板式变化仅仅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段。为完成音乐戏剧

化的要求，还须在板式变化的基础上，运用一系列其他手段
来加以补充和丰富。这首先是各行角色唱腔的建立。把各
种板式的唱腔再按各行角色的特点加以衍变，使之具有各不
相同的性格特征，这是戏曲音乐赖以刻画人物形象的重要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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