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弋
陽
腔

音
乐
探
析
与
传
承

主
编◎

陈
晓
芳  

万   

叶



赣版权登字-06-2012-98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各章作者：

第一章：陈晓芳   万    叶

第二章：万    叶   陈晓芳   吴雅玲

第三章：周    虹   汪晓万   杨    咏    

第四章：杨    咏 

第五章：汪晓万

第六章：苏前忠   汪晓万

图片编排：邹莉莉

责任编辑：陈    瑶   肖    丁

书籍设计：郭    阳   先锋设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弋阳腔音乐探析与传承 / 陈晓芳、万叶主编. -- 南昌 :江西
美术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480-1918-3

    Ⅰ. ①弋… Ⅱ. ①陈… ②万… Ⅲ. ①赣剧－唱腔－研究Ⅳ. 
①J617.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4419号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

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法律顾问：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书名：弋阳腔音乐探析与传承

主编：陈晓芳   万    叶

出版：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址：南昌市子安路66号  

网址：www.jxfinearts.com

邮箱：jxms@jxpp.com

邮编：330025  

电话：0791-86565779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版次：201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3.25 

书号：ISBN 978-7-5480-1918-3

定价：36.00元



001

目
录

继 2005 年弋阳县成立了博物馆后，上饶师

范学院又成立了弋阳腔研究所，令人十分欣慰。

这说明弋阳腔在本土不断传承，对中华民族来说，

它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引起了足够的

重视。地区的高等学府，成立了研究机构，并认真负责地撰写了这

本具有科学价值的著作，这对弋阳腔的继承和发展，将会带来不可

估量的效应。代代大学生都有人在学习和研究本土文化，弋阳腔的

生命延续得到了保障。

元末明初，由于北杂剧和南戏在江西广为流传，当时江西的戏

曲活动十分频繁，弋阳的地方戏也较活跃。在戏曲活动的实践中，

推出了一支高腔俗乐流派，引起了群众的极大兴趣。这朵奇葩的出

现，久而久之扩散到全国 13 个省，与当地地方音乐相结合，至今

已形成 47 个高腔剧种，开创了地方戏曲遍地开花的新纪元。弋阳

腔成为高腔的“元老”，弋阳县就是高腔的发祥地，江西人民应以

祖先的创造精神为荣。

弋阳腔传承下来，目前我们可以收集到的有 6 个大戏、10 个

小戏。大戏为《三元坊》《合珍珠》《卖水记》《龙凤剑》《摇钱树》

《定天山》；小戏有《江边会友》《思凡下山》《下海投文》《程

婴救主》《张三借靴》《潘葛思妻》《夜审乌盆》《拷打吉平》《送

衣哭城》《疯僧扫秦》。清末民初，弋阳腔已趋向衰退。新中国成

立后，第一任江西省文化局局长石凌鹤，曾为抢救弋阳腔，举办了

训练班，请老艺人为青年演员传授弋阳腔；并将部分节目搬上了舞

台。“文革”中弋阳腔遭受破坏，濒临消亡的危险。现在很多年轻

人都不知道江西还有这么一个瑰宝，就连发源地的人们也多未闻之。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六五”规划明确地将艺术科学规划列入

重点项目，在全国开展收集、整理、编撰“十大集成志书”，戏曲

志和戏曲音乐集成就是其中的两大志书。全国 300 多卷“集成志书”

号称“文化长城”，经历 20 多年上万人的辛勤工作，《中国戏曲志·江

西卷》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江西卷》都出版了，弋阳腔也被法

定地载入这两卷中。没有想到的是，此项工作完成后，立即引起了

戏曲界、音乐界、社会科学界、大学教育界学者们的极大兴趣。许

多同仁（其中包括直接参与志书工作的“集成人”）纷纷为弋阳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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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立说，先后出版了几十本著作，发表了上百篇学术论文。

各大学的研究机构也像雨后春笋，到处冒尖，怎么不让人感

到欣慰呢！

《弋阳腔音乐探析与传承》一书即是其中之一。由于

所处的地域优势，在作为世界级文化遗产的家乡，它的作用

自然也不同，更易被人们所关注。本书共分 6 章 25 节，前

面几章节是对前人有关研究成果的回顾与评述，但我更感兴

趣的是第三章。我认为戏曲剧种的区别，除了各有自己剧种

的独特剧目，各有自己独特的表演手法、不同的服饰和各自

的舞台风格，更重要的是各自音乐的个性与特征。

关于弋阳腔的音乐来源说法很多，如受南戏、北杂剧

或当地民间音乐、当地戏曲和宗教音乐（佛、道教音乐）的

影响。本著作对音乐的调式、调性、旋律、节奏、流派、帮

腔、滚唱等方面都作了较为精细的分析研究，态度是科学、

认真、负责的。尤其可取的是运用了比较手法与青阳腔及江

西其他各类高腔作了对比，阐明它本身的特性，有独到之处。

所以我在此首先要对上饶师院几位教授的工作态度予以足够

的肯定，他们是认真对待这个课题的，读了不少书，也作了

认真的调查，他们已有的知识在分析弋阳腔的过程中得到系

统的、科学的新发展，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研究平台，为大学

生在学习本土文化方面创造了条件，为高校课堂编出了一本

新的教材，也为学者们提供了又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向上饶师范学院陈晓芳、周虹、杨咏、汪晓万、苏前

忠等几位教授致以诚挚的祝贺。《弋阳腔音乐探析与传承》

是一本对研究弋阳腔有学术价值的好书，值得一读。

 李坚

（江西省音协顾问）

2012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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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是弋阳腔的发祥地。但清光绪年间，江西境内已无弋阳腔班社，弋阳腔文化

散落民间，湮没不闻。

1950 年新中国伊始，时任江西省文化局局长的石凌鹤带领戏改干部驱车赴全省进

行戏曲调查，到赣东北地区的景德镇时，当晚观看泰山剧院饶河班的演出。其中看到

了一出古老的传统剧目《江边会友》，大锣大鼓，干唱帮腔，顿时兴奋不已，告诉身

边的同志说，这就是失传已久的国宝—弋阳腔。

明万历年间，戏剧大师汤显祖说，江西弋阳腔至嘉靖已经灭绝 1；清康熙年间，广

信府知府侯七乘三过弋阳县不见梨园子弟，也断言记曰：弋阳腔已是“广陵散矣”2。

如今，却在弋阳县的邻地景德镇发现弋阳腔的真谛，而且还有 10 余位健在的弋阳

腔老艺人，真是如获至宝，当即指示从饶河班中抽调 40 余人到南昌成立实验剧团，全

力挖掘抢救，恢复排演，公开展示弋阳腔的古韵风采。

1953 年，又从景德镇、鄱阳、乐平数县的饶河班中，聘请了 12 位德高望重的弋阳

腔老人，集中省会创办弋阳腔演员训练班，招收了 25 名十一二岁的小学员，开始正规

的传承教学，着手培养新一代弋阳腔继承人。

12 位老艺人是：小生郑瑞生、王友发、正生李南水、老生徐维栋、大花李福东、

1959 年《江西弋阳腔曲谱》油印本

二花叶三义、三花徐双林、正旦俞六喜、小旦冯依金、老旦龚泰泉、乐师王仕仁、鼓

师夏义昌等。25位学员是旦行：熊中彬、熊振淑、邹莉莉、高静香、童明明、段日丽、

侯爱蓉、陈莉芳、郭秋芳、童薇薇、熊丽云、李海莲、何为敏、夏梅兰等；生行：晏致健、

万良福、萧曼如、朱中苏等；花行：刘安琪、李水保、周禇平等；乐手：杨银春、杨瑞华、

刘鸣泉、吕英萼等。

在教学期间，他们专门配备了一名音乐教师协同老艺人抢录弋阳腔音乐，日夜不停，

边唱边录，边录边记，经过半年时间，便录下了 200 余首弋阳腔唱腔曲牌。1957 年，

弋阳腔训练班并入江西省戏曲学校；1959 年，由乐师王仕仁和音乐教师程南豪、龙书

郓再次整理，刻印为《江西弋阳腔曲谱》一册。这是弋阳腔第一部原始音乐资料油印本，

历经 50 余年，保存至今，视为珍品。

如何开展这次记谱工作，刻本前言曾有简要说明，文中写道：

1953 年，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开始从事弋阳腔研究工作，据老艺人告诉，当初

弋阳、乐平流行的 18 本老戏和 7 本目连戏共约二三百个曲牌。但现在能演唱的 8 本弋

阳腔传统剧目，有的曲牌名已说不出来，老艺人的藏本亦多不载曲牌名称，因为过去

不习惯叫曲牌，往往选用每段曲牌的头一句来叫，如《送衣哭城》孟姜女所唱的 [ 下

山虎 ] 的头一句是“崎岖险道”，就习惯把它叫做“崎岖险道”，这样流传多年，曲

牌名就失传了。

我们为了继承和发扬这份艺术遗产，曾对弋阳腔曲牌进行挖掘、整理工作，首先

由擅长弋阳腔的老艺人陆续地把一些曲牌唱出来，就记成简谱，有的曲牌名称失传的，

我们参照了《古本戏曲丛刊》的《目连救母行孝戏文》《商辂三元记》《高文举珍珠

1.《汤显祖集》（二）诗文集卷三十四《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江以西弋阳，其节以鼓，其调喧。至嘉靖而弋

阳之调绝，变为乐平，为徽青阳。”

2. 清康熙二十七年《弋阳县志》侯七乘《序》云：“予履任信州，而属邑之中有弋阳焉。询之，则弋阳腔实始于此。

乃予三顾弋阳，邑令陶君为予言，斗大一城，并未有人焉出而充梨园子弟者。昔之弋阳腔，至今日而成广陵散矣。”

弋阳腔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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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是弋阳腔的发祥地。但清光绪年间，江西境内已无弋阳腔班社，弋阳腔文化

散落民间，湮没不闻。

1950 年新中国伊始，时任江西省文化局局长的石凌鹤带领戏改干部驱车赴全省进

行戏曲调查，到赣东北地区的景德镇时，当晚观看泰山剧院饶河班的演出。其中看到

了一出古老的传统剧目《江边会友》，大锣大鼓，干唱帮腔，顿时兴奋不已，告诉身

边的同志说，这就是失传已久的国宝—弋阳腔。

明万历年间，戏剧大师汤显祖说，江西弋阳腔至嘉靖已经灭绝 1；清康熙年间，广

信府知府侯七乘三过弋阳县不见梨园子弟，也断言记曰：弋阳腔已是“广陵散矣”2。

如今，却在弋阳县的邻地景德镇发现弋阳腔的真谛，而且还有 10 余位健在的弋阳

腔老艺人，真是如获至宝，当即指示从饶河班中抽调 40 余人到南昌成立实验剧团，全

力挖掘抢救，恢复排演，公开展示弋阳腔的古韵风采。

1953 年，又从景德镇、鄱阳、乐平数县的饶河班中，聘请了 12 位德高望重的弋阳

腔老人，集中省会创办弋阳腔演员训练班，招收了 25 名十一二岁的小学员，开始正规

的传承教学，着手培养新一代弋阳腔继承人。

12 位老艺人是：小生郑瑞生、王友发、正生李南水、老生徐维栋、大花李福东、

1959 年《江西弋阳腔曲谱》油印本

二花叶三义、三花徐双林、正旦俞六喜、小旦冯依金、老旦龚泰泉、乐师王仕仁、鼓

师夏义昌等。25位学员是旦行：熊中彬、熊振淑、邹莉莉、高静香、童明明、段日丽、

侯爱蓉、陈莉芳、郭秋芳、童薇薇、熊丽云、李海莲、何为敏、夏梅兰等；生行：晏致健、

万良福、萧曼如、朱中苏等；花行：刘安琪、李水保、周禇平等；乐手：杨银春、杨瑞华、

刘鸣泉、吕英萼等。

在教学期间，他们专门配备了一名音乐教师协同老艺人抢录弋阳腔音乐，日夜不停，

边唱边录，边录边记，经过半年时间，便录下了 200 余首弋阳腔唱腔曲牌。1957 年，

弋阳腔训练班并入江西省戏曲学校；1959 年，由乐师王仕仁和音乐教师程南豪、龙书

郓再次整理，刻印为《江西弋阳腔曲谱》一册。这是弋阳腔第一部原始音乐资料油印本，

历经 50 余年，保存至今，视为珍品。

如何开展这次记谱工作，刻本前言曾有简要说明，文中写道：

1953 年，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开始从事弋阳腔研究工作，据老艺人告诉，当初

弋阳、乐平流行的 18 本老戏和 7 本目连戏共约二三百个曲牌。但现在能演唱的 8 本弋

阳腔传统剧目，有的曲牌名已说不出来，老艺人的藏本亦多不载曲牌名称，因为过去

不习惯叫曲牌，往往选用每段曲牌的头一句来叫，如《送衣哭城》孟姜女所唱的 [ 下

山虎 ] 的头一句是“崎岖险道”，就习惯把它叫做“崎岖险道”，这样流传多年，曲

牌名就失传了。

我们为了继承和发扬这份艺术遗产，曾对弋阳腔曲牌进行挖掘、整理工作，首先

由擅长弋阳腔的老艺人陆续地把一些曲牌唱出来，就记成简谱，有的曲牌名称失传的，

我们参照了《古本戏曲丛刊》的《目连救母行孝戏文》《商辂三元记》《高文举珍珠

1.《汤显祖集》（二）诗文集卷三十四《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江以西弋阳，其节以鼓，其调喧。至嘉靖而弋

阳之调绝，变为乐平，为徽青阳。”

2. 清康熙二十七年《弋阳县志》侯七乘《序》云：“予履任信州，而属邑之中有弋阳焉。询之，则弋阳腔实始于此。

乃予三顾弋阳，邑令陶君为予言，斗大一城，并未有人焉出而充梨园子弟者。昔之弋阳腔，至今日而成广陵散矣。”

弋阳腔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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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等弋阳腔古本加以考订，同时，也发现了鄱阳夏家所藏的目连戏残本，载有曲牌，

与古本完全相合，这就给了我们挖掘工作的线索，并且增加了信心。

这项曲牌，先后挖掘整理出来的有 220 余首，译谱后汇成一辑，其中的唱词，仍

保持原来面目。弋阳腔的曲牌数目不止这些，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这就是上世代 50 年代，江西弋阳腔传统音乐的保存情况。

1953 年《江西弋阳腔曲谱》油印本共收曲牌 208 首，采以行当分类的形式编排。

生行曲牌 72 首：

【朝天子】【香罗带】【香罗带】【红衲袄】【红衲袄】【端正好】【耍孩儿】【耍孩儿】

【桂枝香】【步步娇】【步步娇】【一江风】【铧锹儿】【红绣鞋】【黄莺儿】【黄莺儿】

【一江水滚板】【辽水令】【半天飞】【半天飞】【降黄龙】【马不行】【马不行】

【江头金桂】【江头金桂】【混江龙】【普天乐】【驻马听】【驻马听】【一封书】

【一封书】【下山虎】【风入松】【风入松】【风入松】【风入松】【醉太平】【醉太平】

【醉太平】【醉太平】【朝元歌】【八声甘州歌】【甘州歌】【玉交枝】【傍妆台】

【出队子】【出队子】【生查子】【破阵子】【集贤迎宾】【孝南枝】【孝南枝】

【锁南枝】【浪淘沙】【寄生草】【缕缕金】【桂枝香】【双鸂鶒】【梧叶儿犯】

【滚绣球】【滚绣球】【浪淘沙】【下山虎带江儿水】【步步娇】【双劝酒】【剔银灯】

【剔银灯】【销金帐】【天下乐】【四边静】【香柳娘】【画堂春】

旦行 80 首：

【新水令带朝天子】【三春锦】【香罗带】【江儿水】【山坡羊】【山坡羊】【采茶歌】

【哪吒令】【红衲袄】【懒画眉】【山坡羊带一江风】【江儿水】【不是路】【点绛唇】

【步步娇】【步步娇】【尾声】【桂枝香】【忆多娇】【香罗带】【青江引】【柳摇金】

【柳摇金】【铧锹儿】【四朝元】【四朝元】【风云四朝元】【绵褡絮】【半天飞】

【驻云飞】【驻云飞】【七言词】【汤团儿】【江头金桂】【古轮台】【寸寸好】

【驻马听】【驻马听】【一封书】【一江风】【哭相思】【驻马听】【下山虎】【风入松】

【狮子序】【朝元歌】【雁过沙】【泣颜回】【泣颜回】【临江仙】【雁过沙】【忆多娇】

【忆多娇】【忆多娇】【红芍药】【红芍药】【甘州歌】【金银花】【孝顺歌】【味淡歌】

【泣颜回】【鲍老扑灯蛾】【一藏经】【五言令】【甘州歌】【鹧鸪天】【尾犯序】

【念佛赚】【双鸂鶒】【三学士】【桂枝香】【一剪梅】【尾犯】【风马儿】【上小楼】

【一盆花】【洞仙歌】【寄生草】【一江风带跌落金钱】【莺集御林春转水仙子】

花行 56 首：

【朝天子】【朝天子】【甘州歌】【剔银灯】【叨叨令】【叨叨令】【掉角儿】【滴溜子】

【意难忘】【尾犯】【皂罗袍】【皂罗袍】【皂罗袍带】【昆腔头】【不是路】【滚绣球】

【上小楼】【混江龙】【驻马听】【驻马听】【驻马听】【驻马听】【驻马听】【集贤宾】

【浪淘沙】【北点绛唇】【北点绛唇】【北点绛唇】【念水底鱼】【撒帐歌】【莺啼序】

【莺啼序】【醉太平】【大汉腔】【天下乐】【大圣乐】【大圣乐】【快活三】【娥郎儿】

【锁南枝】【诗云】【清江引】【驻马听】【下山虎】【尾犯序】【尾犯序】【孝顺歌】

【四边静】【念佛赚】【窣地锦裆】【梁王忏】【普陀忏】【阎王忏】【散花调】

【玉芙蓉】【水底鱼念牌】

曲谱后面还记有 11 段弋阳腔常用锣鼓经。

从收录的 208 首曲谱中，我们得知：弋阳腔传统唱腔曲牌大都是南北曲，有的见

于南九宫曲谱，如【香罗带】【桂枝香】【皂罗袍】等，也有不见于南九宫的，如【半

天飞】【马不行】【寸寸好】等。另有一部分北曲曲牌，如【端正好】【滚绣球】【醉

太平】等。其中还有不少佛曲曲调，如【梁王忏】【普陀忏】【念佛赚】等，这是保

留在《目连戏》中的特殊曲牌，对于研究弋阳腔与佛教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江西弋阳腔曲谱》的体例为什么要采用分行编辑呢？今天看来自有它的道理。

其一，弋阳腔戏曲流传于民间，历来为师徒相传，心口相授，曲在戏中，以戏传曲。

每一剧目都有每一剧目的曲牌，每一行当都有每个行当的唱腔。以行当记谱，以行当

聚类，这样便于传承，便于教学。

其二，纵观弋阳腔曲牌，可见每一个行当，都有每一个行当的代表曲牌、常用曲牌，

俗称行当曲牌。行当曲牌有行当师傅传授，不同行当师傅的演唱，产生不同的音乐效果，

呈现不同的唱腔特色。

其三，同一曲牌，由于句式、板式和体式的不同，又出现不同的曲趣，表现着各

个戏中不同人物的声腔形象，例如【香罗带】曲牌，生行有四支，一支是《目连戏》

中小生傅萝卜演唱，一支是《金貂记》中正生薛仁贵演唱，还有两支是《青梅会》中

正生吉平和老生董承演唱。旦行中也有两支，一支是《八义记·程婴救主》中小旦庄

姬演唱，一支是《卖水记·牢狱写状》中老旦李母演唱，同是一支【香罗带】曲牌，

但音乐色彩颇不相同。

一、《拷打吉平》吉平 [正生 ]【香罗带】

例 1-101 

《拷打吉平》出自三国故事《青梅会》，演国舅董承与太医吉平共谋除曹大计。

吉平乘曹操患病之时，下毒药中，事泄被擒。曹操会同满朝大臣，当众拷打吉平，借

机追查同谋之人。吉平慷慨怒骂，熬刑而死。

曲中流板缓起，高音勃举，前后两次 5 音的出现，浩然正气，最后叠句重复，充

分发挥了帮腔的功能，为生行【香罗带】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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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等弋阳腔古本加以考订，同时，也发现了鄱阳夏家所藏的目连戏残本，载有曲牌，

与古本完全相合，这就给了我们挖掘工作的线索，并且增加了信心。

这项曲牌，先后挖掘整理出来的有 220 余首，译谱后汇成一辑，其中的唱词，仍

保持原来面目。弋阳腔的曲牌数目不止这些，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这就是上世代 50 年代，江西弋阳腔传统音乐的保存情况。

1953 年《江西弋阳腔曲谱》油印本共收曲牌 208 首，采以行当分类的形式编排。

生行曲牌 72 首：

【朝天子】【香罗带】【香罗带】【红衲袄】【红衲袄】【端正好】【耍孩儿】【耍孩儿】

【桂枝香】【步步娇】【步步娇】【一江风】【铧锹儿】【红绣鞋】【黄莺儿】【黄莺儿】

【一江水滚板】【辽水令】【半天飞】【半天飞】【降黄龙】【马不行】【马不行】

【江头金桂】【江头金桂】【混江龙】【普天乐】【驻马听】【驻马听】【一封书】

【一封书】【下山虎】【风入松】【风入松】【风入松】【风入松】【醉太平】【醉太平】

【醉太平】【醉太平】【朝元歌】【八声甘州歌】【甘州歌】【玉交枝】【傍妆台】

【出队子】【出队子】【生查子】【破阵子】【集贤迎宾】【孝南枝】【孝南枝】

【锁南枝】【浪淘沙】【寄生草】【缕缕金】【桂枝香】【双鸂鶒】【梧叶儿犯】

【滚绣球】【滚绣球】【浪淘沙】【下山虎带江儿水】【步步娇】【双劝酒】【剔银灯】

【剔银灯】【销金帐】【天下乐】【四边静】【香柳娘】【画堂春】

旦行 80 首：

【新水令带朝天子】【三春锦】【香罗带】【江儿水】【山坡羊】【山坡羊】【采茶歌】

【哪吒令】【红衲袄】【懒画眉】【山坡羊带一江风】【江儿水】【不是路】【点绛唇】

【步步娇】【步步娇】【尾声】【桂枝香】【忆多娇】【香罗带】【青江引】【柳摇金】

【柳摇金】【铧锹儿】【四朝元】【四朝元】【风云四朝元】【绵褡絮】【半天飞】

【驻云飞】【驻云飞】【七言词】【汤团儿】【江头金桂】【古轮台】【寸寸好】

【驻马听】【驻马听】【一封书】【一江风】【哭相思】【驻马听】【下山虎】【风入松】

【狮子序】【朝元歌】【雁过沙】【泣颜回】【泣颜回】【临江仙】【雁过沙】【忆多娇】

【忆多娇】【忆多娇】【红芍药】【红芍药】【甘州歌】【金银花】【孝顺歌】【味淡歌】

【泣颜回】【鲍老扑灯蛾】【一藏经】【五言令】【甘州歌】【鹧鸪天】【尾犯序】

【念佛赚】【双鸂鶒】【三学士】【桂枝香】【一剪梅】【尾犯】【风马儿】【上小楼】

【一盆花】【洞仙歌】【寄生草】【一江风带跌落金钱】【莺集御林春转水仙子】

花行 56 首：

【朝天子】【朝天子】【甘州歌】【剔银灯】【叨叨令】【叨叨令】【掉角儿】【滴溜子】

【意难忘】【尾犯】【皂罗袍】【皂罗袍】【皂罗袍带】【昆腔头】【不是路】【滚绣球】

【上小楼】【混江龙】【驻马听】【驻马听】【驻马听】【驻马听】【驻马听】【集贤宾】

【浪淘沙】【北点绛唇】【北点绛唇】【北点绛唇】【念水底鱼】【撒帐歌】【莺啼序】

【莺啼序】【醉太平】【大汉腔】【天下乐】【大圣乐】【大圣乐】【快活三】【娥郎儿】

【锁南枝】【诗云】【清江引】【驻马听】【下山虎】【尾犯序】【尾犯序】【孝顺歌】

【四边静】【念佛赚】【窣地锦裆】【梁王忏】【普陀忏】【阎王忏】【散花调】

【玉芙蓉】【水底鱼念牌】

曲谱后面还记有 11 段弋阳腔常用锣鼓经。

从收录的 208 首曲谱中，我们得知：弋阳腔传统唱腔曲牌大都是南北曲，有的见

于南九宫曲谱，如【香罗带】【桂枝香】【皂罗袍】等，也有不见于南九宫的，如【半

天飞】【马不行】【寸寸好】等。另有一部分北曲曲牌，如【端正好】【滚绣球】【醉

太平】等。其中还有不少佛曲曲调，如【梁王忏】【普陀忏】【念佛赚】等，这是保

留在《目连戏》中的特殊曲牌，对于研究弋阳腔与佛教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江西弋阳腔曲谱》的体例为什么要采用分行编辑呢？今天看来自有它的道理。

其一，弋阳腔戏曲流传于民间，历来为师徒相传，心口相授，曲在戏中，以戏传曲。

每一剧目都有每一剧目的曲牌，每一行当都有每个行当的唱腔。以行当记谱，以行当

聚类，这样便于传承，便于教学。

其二，纵观弋阳腔曲牌，可见每一个行当，都有每一个行当的代表曲牌、常用曲牌，

俗称行当曲牌。行当曲牌有行当师傅传授，不同行当师傅的演唱，产生不同的音乐效果，

呈现不同的唱腔特色。

其三，同一曲牌，由于句式、板式和体式的不同，又出现不同的曲趣，表现着各

个戏中不同人物的声腔形象，例如【香罗带】曲牌，生行有四支，一支是《目连戏》

中小生傅萝卜演唱，一支是《金貂记》中正生薛仁贵演唱，还有两支是《青梅会》中

正生吉平和老生董承演唱。旦行中也有两支，一支是《八义记·程婴救主》中小旦庄

姬演唱，一支是《卖水记·牢狱写状》中老旦李母演唱，同是一支【香罗带】曲牌，

但音乐色彩颇不相同。

一、《拷打吉平》吉平 [正生 ]【香罗带】

例 1-101 

《拷打吉平》出自三国故事《青梅会》，演国舅董承与太医吉平共谋除曹大计。

吉平乘曹操患病之时，下毒药中，事泄被擒。曹操会同满朝大臣，当众拷打吉平，借

机追查同谋之人。吉平慷慨怒骂，熬刑而死。

曲中流板缓起，高音勃举，前后两次 5 音的出现，浩然正气，最后叠句重复，充

分发挥了帮腔的功能，为生行【香罗带】的典型代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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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夏义昌老师傅与女生响排弋阳腔《思凡》，全体学生帮腔伴唱

二、《程婴救主》庄姬 [小旦 ]【香罗带】

《程婴救主》又名《藏孤出关》，出自全本《八义记》。写驸马赵朔一家 300余口，

惨遭奸臣屠岸贾杀害，唯朔逃亡。其妻德安公主庄姬幽禁冷宫，产下孤儿。大臣程婴

扮作草泽医人，潜入宫内，以药箱藏匿孤儿。适逢值日大将韩厥，百般盘查。程婴晓

以大义，韩厥为保忠良后代，放孤出行，自刎而亡。

这支【香罗带】节奏缓慢平稳，该曲以慢板—流板—散板—慢板的曲式结

构展开，慢板字少音多，刻画人物外松内紧、坐立不安的心境。

例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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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夏义昌老师傅与女生响排弋阳腔《思凡》，全体学生帮腔伴唱

二、《程婴救主》庄姬 [小旦 ]【香罗带】

《程婴救主》又名《藏孤出关》，出自全本《八义记》。写驸马赵朔一家 300余口，

惨遭奸臣屠岸贾杀害，唯朔逃亡。其妻德安公主庄姬幽禁冷宫，产下孤儿。大臣程婴

扮作草泽医人，潜入宫内，以药箱藏匿孤儿。适逢值日大将韩厥，百般盘查。程婴晓

以大义，韩厥为保忠良后代，放孤出行，自刎而亡。

这支【香罗带】节奏缓慢平稳，该曲以慢板—流板—散板—慢板的曲式结

构展开，慢板字少音多，刻画人物外松内紧、坐立不安的心境。

例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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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牢狱写状》李母 [老旦 ]【香罗带】

《牢狱写状》是《卖水记》中的一折。写书生李彦贵蒙冤下狱，李母思儿探监，

追忆家门不幸而零落悲伤的心绪。

例 1-103

小旦、老旦同属旦行，但因角色、身份不同，曲情大异。此曲以慢板起唱，长韵

帮腔。全曲自始至终在中音区进行，尤其是大段的滚调，一唱三叹，丝丝不断，情文接洽，

哀怨缠绵。

据弋阳腔传人邹莉莉回忆，当年她们在弋阳腔演员训练班学唱弋阳腔时，随戏学曲，

分行学习。每次练唱，同行师傅都来指导，旦行组学生学的第一个戏，师傅们选定了

一出唱做最难的剧目《小尼思凡》。

《小尼思凡》出自弋阳腔《目连救母》连台大戏中。剧中描写一个出家少女，青

春萌动，不甘佛殿寂寞，情窦初开，想入非非，最后逃下山去，寻找幸福生活。

全剧一人表演，唱做繁重，所唱曲牌有【山坡羊】【采茶歌】【哪吒令】三支。

如果要接演《下山相调》，曲牌就更多，增加了丑行（小僧）的【娥郎儿】【江头金桂】【尾

声】和旦行（小尼）的【步步娇】【诗云】【西江月】以及丑旦连唱的【一江风】等等。

《小尼思凡》中旦角三支曲牌的唱腔有近百句之多，没有管弦伴奏，没有过门换气，

只有锣鼓帮腔，一人干唱，而且手、足、臂、腰的各种动作都要配合唱词，或喜或忧，

或哀或怨，或嗔或怒，情在曲中，曲在戏中，只有在排演中才能领会曲情词意。

三支曲牌，三种感情。第一支【山坡羊】，回忆殿前曾经相遇的砍柴男孩，撩起

少女遐想；第二支【采茶歌】，烧香念经，独坐佛殿，愁闷难奈；第三支【哪吒令】，

面对佛像，又怨又恨，最后丢下弥陀，冲出山门。

她们就是通过这样的现场教学而不断地掌握各自行当的应工曲牌。

《江西弋阳腔曲谱》从上世纪 50 年代至今，传承了 60 余年，培养了一代代弋阳

腔传人，得到了全国戏曲专家们的认同，是当前江西弋阳腔音乐最原始、最可信的曲

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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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牢狱写状》李母 [老旦 ]【香罗带】

《牢狱写状》是《卖水记》中的一折。写书生李彦贵蒙冤下狱，李母思儿探监，

追忆家门不幸而零落悲伤的心绪。

例 1-103

小旦、老旦同属旦行，但因角色、身份不同，曲情大异。此曲以慢板起唱，长韵

帮腔。全曲自始至终在中音区进行，尤其是大段的滚调，一唱三叹，丝丝不断，情文接洽，

哀怨缠绵。

据弋阳腔传人邹莉莉回忆，当年她们在弋阳腔演员训练班学唱弋阳腔时，随戏学曲，

分行学习。每次练唱，同行师傅都来指导，旦行组学生学的第一个戏，师傅们选定了

一出唱做最难的剧目《小尼思凡》。

《小尼思凡》出自弋阳腔《目连救母》连台大戏中。剧中描写一个出家少女，青

春萌动，不甘佛殿寂寞，情窦初开，想入非非，最后逃下山去，寻找幸福生活。

全剧一人表演，唱做繁重，所唱曲牌有【山坡羊】【采茶歌】【哪吒令】三支。

如果要接演《下山相调》，曲牌就更多，增加了丑行（小僧）的【娥郎儿】【江头金桂】【尾

声】和旦行（小尼）的【步步娇】【诗云】【西江月】以及丑旦连唱的【一江风】等等。

《小尼思凡》中旦角三支曲牌的唱腔有近百句之多，没有管弦伴奏，没有过门换气，

只有锣鼓帮腔，一人干唱，而且手、足、臂、腰的各种动作都要配合唱词，或喜或忧，

或哀或怨，或嗔或怒，情在曲中，曲在戏中，只有在排演中才能领会曲情词意。

三支曲牌，三种感情。第一支【山坡羊】，回忆殿前曾经相遇的砍柴男孩，撩起

少女遐想；第二支【采茶歌】，烧香念经，独坐佛殿，愁闷难奈；第三支【哪吒令】，

面对佛像，又怨又恨，最后丢下弥陀，冲出山门。

她们就是通过这样的现场教学而不断地掌握各自行当的应工曲牌。

《江西弋阳腔曲谱》从上世纪 50 年代至今，传承了 60 余年，培养了一代代弋阳

腔传人，得到了全国戏曲专家们的认同，是当前江西弋阳腔音乐最原始、最可信的曲

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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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弋阳腔传统折子戏曲文本

第
二
节

20 世纪 60 年代，江西省赣剧院、江西省文艺学校、景德镇市赣剧团先后编印了一

批弋阳腔传统折子戏曲文，计有《法场生祭》《疯僧扫秦》《拷打吉平》《送衣哭城》《江

边会友》《断机教子》《观音戏傅》等八九种。这些曲文本，都由老艺人口述，乐手

记谱和新文艺工作者整理校订。每本中有文有曲，还有剧情提要和人物装扮，如 1963

年江西省文艺学校编印的《法场生祭》第一页上就标出了内容提要和人物装扮：

一、内容提要—此剧出自弋阳腔传统剧目《卖水记》。

演李彦贵与黄月英幼定婚姻，后彦贵家贫，月英父黄正悔婚，诬彦贵杀死府中丫环，

因而问斩。月英来法场生祭，适彦贵兄彦荣任总提刑，解犯人来部重审。月英命婢春

香收尸，得知彦贵活命，主仆欢喜而回。

二、人物装扮—李彦贵（小生，甩发、茶衣、罪衣、罪裤、福字履）

                黄月英（小旦，大头、花披、裙袄、彩鞋）

                春香（贴，大头、袄、裤、背心、腰巾、彩鞋）

                院子（副末，鬖三，黑罗帽、黑褶子、大带、彩裤、厚底）

                监斩官（三花，纱帽、吊搭、红官衣、朝方）

                旗牌（副二花，大页巾、黑三、箭衣、马褂、彩裤、厚底）

                二刀斧手

                四青袍

弋阳腔传统折子戏曲文本，每本的曲牌布局是这样的：

法场生祭

江边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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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弋阳腔传统折子戏曲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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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江西省赣剧院、江西省文艺学校、景德镇市赣剧团先后编印了一

批弋阳腔传统折子戏曲文，计有《法场生祭》《疯僧扫秦》《拷打吉平》《送衣哭城》《江

边会友》《断机教子》《观音戏傅》等八九种。这些曲文本，都由老艺人口述，乐手

记谱和新文艺工作者整理校订。每本中有文有曲，还有剧情提要和人物装扮，如 1963

年江西省文艺学校编印的《法场生祭》第一页上就标出了内容提要和人物装扮：

一、内容提要—此剧出自弋阳腔传统剧目《卖水记》。

演李彦贵与黄月英幼定婚姻，后彦贵家贫，月英父黄正悔婚，诬彦贵杀死府中丫环，

因而问斩。月英来法场生祭，适彦贵兄彦荣任总提刑，解犯人来部重审。月英命婢春

香收尸，得知彦贵活命，主仆欢喜而回。

二、人物装扮—李彦贵（小生，甩发、茶衣、罪衣、罪裤、福字履）

                黄月英（小旦，大头、花披、裙袄、彩鞋）

                春香（贴，大头、袄、裤、背心、腰巾、彩鞋）

                院子（副末，鬖三，黑罗帽、黑褶子、大带、彩裤、厚底）

                监斩官（三花，纱帽、吊搭、红官衣、朝方）

                旗牌（副二花，大页巾、黑三、箭衣、马褂、彩裤、厚底）

                二刀斧手

                四青袍

弋阳腔传统折子戏曲文本，每本的曲牌布局是这样的：

法场生祭

江边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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