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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三省毗邻地带由拉魂腔变化形成的柳琴戏、泗州戏、淮海戏等。有的以地名命名，有的

以唱腔腔调命名，有的以伴奏乐器命名，有的取其它含义命名等。但它们都统一于戏曲剧

种概念。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级人民政府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方

针政策，扶植各民族、各地方的戏曲艺术，关心和帮助戏曲职业剧团的发展，使戏曲艺术有

了进一步的提高。戏曲剧种的概念也为戏曲界所公认了。众多的戏曲剧种的存在，是当今

戏曲舞台的客观现实。各类传统的戏曲声腔已成为各地戏曲剧种有机的组成部分，其演唱

的方言语音、旋律走向、节奏变化、风格色彩等等，也已统一于各个地方剧种的特点之中

了。戏曲音乐是随着戏曲艺术的历史发展而前进的，研究戏曲声腔的源流演化，当然也就

离不开戏曲剧种艺术的总体联系。《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的编纂方案，就是从这种客观实际

出发而制定的。各地方卷的主体部分，就是按照当地剧种的实际状况，以剧种为序设立条

目，进行全面收集、记录、筛选戏曲唱腔、乐曲，直至编纂成书的。这种作法，切合实际，也便

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以行政区划领导和开展工作。剧种音乐的内容，不仅能全面反映各

剧种运用声腔的状况，保持其完整性，而且为考查戏曲音乐的流变，梳理、研究戏曲声腔的

发展繁衍准备了丰富的资料。

(二)

编纂戏曲音乐集成，需要把握戏曲音乐的特点，也就是它的质的规定性。这样，才能区

别于民间歌曲、说唱、歌舞、器乐等其它音乐艺术。既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分清它

们之间的不同。为此，对音乐在戏曲艺术中的地位、作用、功能必须有个基本的、清楚的认

识。这对从事戏曲音乐的调查、搜集、整理、筛选、编辑、撰写都具有实际意义。

任何戏剧艺术，无论是由演员装扮角色的话剧、歌剧、舞剧、歌舞剧和戏曲，还是由演

员借助操纵木偶、皮影装扮角色的傀儡剧，都是综合文学、艺术诸因素，运用语言(有的也

包括音乐语言)和动作塑造人物，敷演故事，表情达意，以艺术形象在观众中产生社会效应

的时、空结合的舞台表演艺术形式。它们都离不开采用语言(包括音乐语言)和动作(包括

舞蹈动作)做为表现手段。这是各类戏剧艺术品种的共同特征。

。

那么，不同的戏剧品种又如何区分呢?它们之间的区别何在呢?就在于它们各自所用

的语言和动作属于什么样的语言和动作，也就是说它们在表现手段上有什么不同，又在于

它们是怎样运用各自的语言和动作，表现戏剧内容，形成自己那种特有的舞台表演艺术形

式的。

戏曲艺术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歌舞剧，它除具有戏剧艺术的共同特征外，还有自己

独立的戏剧品格，有自己特有的表现手段，也就是自己特有的语言、动作和由此而构成的

表演艺术形式。什么是戏蓝艺术特有的语言和动作?在语言方面主要的是它特有的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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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的音乐创作有其特有的创作方式。戏曲剧种音乐形成与发展在戏曲史上虽

然有声腔之间传承和剧种之间吸收借鉴的传统，但是，如果追究其最初的来源，则无不来

自民族民间歌曲、说唱和歌舞音乐。各个剧种音乐，形成的时期有先有后，形成的地域有南

有北，接受的音乐文化传统也存在着民族的、地域的、宗教的、习俗的、语言的差异，然而在

最初的来源问题上却几乎无一例外。以16世纪中叶，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兴起于南方苏州

昆山一带的昆腔为例，它的曲牌(曲调)，既继承了南曲，又吸收了北曲，以“新声”、“时调”

广为流传。然而考查昆腔曲牌的来源，就有出自民歌、村坊小曲、市并叫卖、词调、宗教歌

曲、歌舞、说唱等，包容之广，堪称是各种剧种中最丰富，也最庞杂的。再以历史不长，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吕剧为例，其唱腔曲调主要来自山东一带的说唱艺术

“琴书”，其中包括主调与小曲。举一个曲调来源十分庞杂的昆腔，又举一个曲调来源比较

单纯的吕剧，无非想借此说明剧种音乐曲调的来源有其共同特点。无论是来自歌曲、说唱，

还是歌舞艺术，当它们被吸收到某个剧种音乐中来的时候，必然由于戏剧创作和表演的需

要，而对原有曲调进行加工，使它转化为符合本剧种风格的戏剧性的睦调。这种加工曲调

的创作方式，简而言之，就是按照原曲调的基本旋律，为新的曲词编配新的唱腔。昆曲称作

“制谱”，它是依据新的曲词的词句、字音、语调和词意、词情，对原来的曲调进行加工创造，

使原曲调和新的曲词相结合而有所变化，达到表现人物感情、情绪的目的；并使新的唱腔

曲调尽可能与本剧种所具有的地方特色相协调，让观众从中受到真情的感染，得到美的享

受。这种创作方式，也是民间歌曲、说唱音乐等所固有的，被戏曲音乐继承并发展了。

在各个戏曲剧种音乐的创作实践中，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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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即精选。要有全貌，不等于什么都收入集成。全，更不等于滥。否则就会造成质量

的下降，篇幅的浪费。全与精的关系体现在部类设置与开条立目，以及剧种音乐与唱段乐

谱选录的精心设计、恰当处理之中。各卷剧种音乐乐谱的编入，是戏曲音乐集成的主体。要

反映各地区剧种音乐的全貌，剧种音乐的条目设立就要全。至于各个曲牌，各类板眼唱腔

乐谱的编入，则不是有谱必录，包容殆尽，而是要经过调查研究，精心筛选，择其优秀的或

有代表性的唱段选入集成。

准，即要准确。盐谱的记录要准确；资料考据要准确1名词术语的使用要准确。准确是

戏曲音乐集成的第一要素。《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的科学性、权威性也体现在这里。对尚未

解决的疑难问题可加以注明，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或专家的指正，对尚有不同学术见解的

问题，可诸说并存。力求真实可信而力避妄断失实。在唱腔曲谱、器乐乐谱的记录上，各卷

依据现有音响资料，按照戏曲音乐集成的记谱规范记录，力求达到音响与唱腔曲谱、器乐

乐谱相符而无误。在戏曲中有许多习惯使用的名词术语，在使用时，则分辨清楚这些名词

术语的内涵，加以准确运用，必要时加上注释。

明，即明白、明确。各卷的结构编排层次清楚、条理分明、观念明确，文字简约通畅，注

释明晰，文图并茂，图表的设计突出重点，这样读者才能看得明白，集成也就具有了可读

性，容易为读者理解。

由于《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它的编纂出版对当前及今后戏曲和

戏曲音乐的发展革新有着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因此，保证编纂质量是首要任务。《中国戏

曲音乐集成》编辑委员会负有组织协调和指导编纂工作业务的全面责任。但各地方卷的编

纂工作是基础，起着保证质量的关键作用。只有地方卷达到高质量，才有可能实现全国的

高水平。我们要求各地方卷的主编和编纂人员主动团结当地有关各方面的专家参与或指

导戏曲音乐集成地方卷的编纂工作，充分发挥大家的学识和才智，共同把地方卷编好。各

地方卷中有关地方性、学术性方面的问题，只由各地方卷考虑处理，不强求一致。

在我国编辑出版《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毕竟是第一次。虽然有统一的编纂体例，有明确

的质量标准，各地方卷的编辑部门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许多戏曲音乐研究专家也热心

提供许多宝贵的意见；前中国民族音乐集成总编辑部也曾在协助组织戏曲音乐集成的编

纂工作，拟写编辑体例，组织戏曲音乐地方卷试编本等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由于

我们缺乏经验，又受历史的、资料的和主观认识的局限，肯定会有不足之处，有不尽如人意

的缺憾，这就有待于今后来努力加以弥补和改正了。

总之，《中国戏曲音乐集成》问世，是全国文化界一件大好事，它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领

导同志的关怀下，在各级党政部门的支持下，在各地文化厅(局)的具体领导和音协、民委

的大力协作下，从建立各级编辑机构，集中各地专业人才，调拨了大量财力物资，特别是经

过各地编辑部门和广大戏曲音乐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他们多年来历经酷暑严寒，跋山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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