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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弹词

概 述

长沙弹词俗称。讲评”、。评讲”、。评讲曲”，也有称其为道情的，是湘中地区主要曲种之

一，流行于长沙、益阳、湘潭、浏阳、安化、桃江、平江等地。20世纪50年代起，逐渐流传到

常宁、耒阳等城镇。其中以长沙、益阳、浏阳、汨罗最为盛行。用长沙方言演唱，主要伴奏乐

器为月琴。原统称弹词，1953年2月，湖南省首届民间艺术观摩会演期间，由长沙弹词艺

人舒三和、益阳弹词艺人李青云等共商，将这一曲种定名为长沙弹词。

长沙弹词形成的具体年代，无史料记载。根据艺人依其师承关系提供的情况，并参照

有关的文字资料，大约在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就有弹词这一种曲艺形式问世了。

1903年出版发行的《新湖南》中，杨笃生(1872—1911)有这样的记述“⋯⋯昔日遗黎所著，

有《下元甲子歌》托于青盲弹词⋯⋯读之令人痛心酸鼻，所谓呕起几根头发者，村农里妪，

至今能呕吟之。”

长沙弹词是脱胎于湖南渔鼓道情，经过不断的衍变发展而形成的独立曲种。

据艺人舒三和回忆，他在师承鞠树林学艺时(20世纪20年代)，演唱弹词用渔鼓伴

奏，在信奉、艺俗、艺规等方面与渔鼓相同，都将“八仙”中的韩湘子尊为祖师爷，并有渔鼓

弹词艺人的行会组织“永定八仙会”(亦名湘子会)，设长沙堤下街。艺人均需入会并缴纳会

费，领取刻有“永定八仙会”五字和编号的铜牌方能营业。该组织至20世纪30年代由渔鼓

弹词业工会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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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沙弹词音乐与渔鼓、道情音乐相比较，亦可看出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

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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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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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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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弹词平腔】中速．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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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例唱腔音乐，上旬一般落2，下旬一般落5，同为板腔体，长沙弹词音乐的调式

为徵调式，而渔鼓道情腔大多数亦是徵调式(渔鼓有少量的羽调式。)

旋律走向因受方言音调影响略有不同，但三者的一二四句较为平稳而稍下滑，第三句

向上，基本符合起承转合的结构规律。

长沙弹词流布于湘中地区，以省会长沙为主体。长沙是湖南省政治、文化、商业中心，

交通便利，城市的繁荣为文化传播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长沙弹词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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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断衍变。清代中叶以前，只唱短篇“劝世文”之类的曲目，内容大多宣扬道教教义，清代

中叶以后发展为讲唱故事，称为小本，稍后有手抄本，到清末民初有坊刻本问世。发现最早

的是清光绪二年(1876年)的《拜塔》，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食洒糕》，光绪三十年

(1904年)《紫玉钗》等多种。民国18年(1929年)出版的《湖南唱本提要》中辑录了清末民

初刊本的弹词曲目21篇。又如清末陈天华(1875--1905)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写的

《猛回头》，就是用的弹词形式，表现了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

猛睡狮梦中醒向天一吼，

百兽惊龙蛇走魑魁逃藏，

改条约更政权完全独立， ·

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

到那时齐叫道中华万岁，

才是我大国民气吐眉扬。

在当时的士兵学生民众中流传极为广泛。民国26年(1937年)，长沙老报人熊伯鹏，

以糊涂博士为笔名连续多年在长沙《晚晚报》专栏上发表大量的短篇弹词。抗日战争期间，

湖南的部分地区一度也是抗战的大后方。武汉撤守后，长沙便成为文化界人士荟萃的地

方，许多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辗转来湘的曲艺艺人，运用曲艺形

式，宣传抗日救国。长沙弹词艺人受到极大的震动，出现了舒三和自编自演的《孙方正救

国》、《骂汉奸》等曲目。自清代中叶至民国初年直到抗日战争期间，长沙弹词的流变经历了

一个由演唱“劝世文”和民间流传的短小故事到有文人志士参与创作并由I=1头文学发展到

有文学底本的阶段。自有文人参与创作，弹词的词作方面更具规格，更有文采，其所以称为

弹词，除了伴奏乐器用月琴外，词作的典雅起了决定性作用。词作的衍变也为弹词音乐的

发展提供了条件。

弹词的传统曲目较为丰富。中长篇有《五虎平西》、《万花楼》、《月唐》、《残唐演义》、<南

岳飞龙传》、《杨家将》、《罗通扫北》、《慈云走国》、《七剑十三侠》、《三合明珠剑》、《水浒传》、

l：大八义》、(d、／K义》、《花亭会》、《天宝图》、《乌龙记》、鬈二度梅》、《游龟山》、《卖水记》等。另

有一批的颂扬清官包公、陶澍、彭玉麟、赵申桥等人物的故事及神话、童话故事如《包公审

六指》、《陶澍访江南》、《彭玉麟访广东》、《雕龙宝扇》、《鹦哥记》、《白鹤带箭》、《洞宾对药》

等。分回目演唱连台本，时间不限，短则几次唱完，长则数月不等。长沙、益阳、浏阳等地艺

人演唱的曲目底本大体相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党和政府对文化艺术事业的重视和大力扶持，对弹词的

传统曲目进行了清理，剔除了一些封建糟粕，使内容更健康更富人民性。除演出传统曲目

外，配合各个历史时期的任务，创作了一批新曲目，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挥了曲艺轻

骑兵的作用，如1958年全国第一届曲艺会演，湖南代表队舒三和改编的传统曲目<武松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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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及新编曲目《模范饲养员贺庆莲》等赴京参加会演，受到好评。之后由中国唱片社将《武

松打虎》、《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及邓逸林演唱的《三块假光洋》等灌制成唱片向全国发行I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将舒三和演唱的《东郭救狼》、彭延昆演唱的《雷锋参军》及湖南省曲艺

团创作和改编的一批如《智杀汤魔王》、《活捉惯匪姚大榜》、《：赶鸡》、《南越一少年》等新曲

目录音播放。

十年动乱期间，弹词曾一度衰落，70年代后期重又复苏。1980年湖南省举办职工曲艺

调演，由王宏志作词、刘淡浓编曲的弹词《安源烈火》获创作、表演奖l杨志淳、熊勋华作词、

刘淡浓编曲的《护像》赴京参加职工曲艺调演获得好评。1982年全国曲艺优秀曲目(南方

片)观摩演出，由周安礼作词，刘望宁编曲的《奇缘记》获一等奖，由王大志作词、任佳编曲

的《骂男人》获二等奖。1985年由谭水利口述，李扬、刘淡浓整理的中篇弹词《雕龙宝扇》和

由彭延昆口述、魏杰整理的中篇《鹦哥记》，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发行全国。

弹词的底本为散文、韵文相间，通俗易懂，讲究口语化。演唱时说唱结合，唱为韵文，说

为散文，个别的说白亦有韵文(韵白)。短篇重“唱”，中长篇侧重于说。表现手法以叙事代

言为主，传统曲目基本上采用一人一事单线条的结构方法，一人多角、进进出出、生动多

变。分“书头”、“道白”、“唱词”、“尾声”四个部分。行话称这几部分为“凤头”、“猪肚”、。豹

尾”。唱词多为七字句，也有十字句或长短不一的句子，也有垛句、数唱和嵌句、排比句式。

七字句的词格为二二三，十字句为三、四、三或三、三、四，长短句式较灵活，由演唱者自行

掌握句式节奏。唱词的韵辙采用全国通用的十三道大辙，长沙弹词对这十三道大辙另有称

谓，。中东”与‘‘人辰”辙称。弓生”韵，‘‘也斜”与。一七”称。提歇”韵，“言前”称“连”字韵，。江

洋”称“弹簧”韵，“姑苏”称“富”字韵，。由求”称。由”字韵，“遥条”称“豪”字韵，“灰堆”称

“亏”字韵，“怀来”称。钗”字韵，“梭波”称“梭”字韵，“发花”称“花”字韵，还单独将“知、诗、

日、资”等字列为“诗”字韵，将“居、猪、书、吁”等字列为“居书”韵。唱词讲究平仄分明。一

般是一韵到底，中间不换韵。如需换韵，必须在一段道白后或较长的音乐过门之后，换得自

然流畅。

长沙弹词用长沙方言演唱，长沙口语谓说话为“平讲”，带说带唱的叫“平讲曲”。长沙

方言有六声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阴去、阳去)、入声。六声的调值比较接近，如阳平是

低平调，入声是次低平调，上声是中平调，阴平也是平声较多，阴去亦是低平调，长沙方言

的声调特点是平而偏低。长沙弹词的音乐是在长沙方言声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带有

语调性较强的特点，似说似唱，说中又似带点哼腔。唱句严格。按字行腔”、“腔随字走”与语

言紧密结合，因此为当地人民群众所熟悉，易传播、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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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弹词音乐的原型是单曲体结构，以上下旬旋律构成基本唱腔。其基本腔是：

詈星互亘．』I上』上』l星土星量I生量生旦l争一I

属徵调式，骨干音为5 1 2。

随着社会的进步，长沙弹词由原来只演唱短篇劝世文而发展到以演唱故事为主的曲

种，其上下旬唱腔音乐已不能适应曲目的需要了，历代艺人便以变板，变腔的手法来进行

创造，才有了今天较为完整的板腔体音乐。

变板即是在板眼上加以变化，成为板式变化的结构。由于劝世文发展到演唱故事后，

曲词上有了大的发展，出现了七字、十字、排比、嵌句、垛句等多种不同的句式结构，因而也

出现了不同板式(节拍)，不同句式的变化，促进了音乐旋律的发展，由原来上下旬呼应的

唱腔音乐结构变为四句为一乐段的启承转合式结构。’

变腔是在基本唱腔的基础上，根据内容及不同旬式、板式的需要扩展旋律，加上历代

艺人各自不同的润腔手法及与地方戏曲、民间歌舞音乐互相吸收、溶化而派生出不同的唱

腔音乐。

长沙弹词的板腔究竟有多少?艺人一般习惯将它归纳为“九板十三腔”，实际是将十三

韵归为十三腔。也有的艺人说是“八板九腔”。50年代后，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九板八腔”。

九板是(平板]、(慢板]、[快板]、(散板]、[流水板]、[消板)(即后半拍起腔)、[抢板]、(摇

板]、[滚板]。八腔是[平腔]、[柔腔]、[欢腔]、[怒腔]，[柔带悲腔]、[悲腔]、[烂腔]、(神仙

腔]。益阳、浏阳、汩罗等地的弹词在板腔分类上与长沙艺人的说法基本相似，仅个别名称

有所不同。益阳弹词将板分为[散板)、[慢板)(包括[悲板])、(平板](包括[数板])、(快

板](包括[流水板])。八腔名称为[平腔]、[欢腔](包括[喜腔])、(悲腔)含[大悲腔]、[柔

腔]含[柔带悲腔]、(怒腔]、(醉腔)、[神仙腔]。

从表现功能上说，弹词的诸种板腔，都有各自的特长。[平板平腔)多用于书头和叙事

性唱段，它的适应性较强，是弹词常用的板腔。(柔腔]、(柔带悲腔]、[慢板]多用于表现悱

侧缠绵和悲伤、柔婉的情感。[烂腔]或[神仙腔]、(花腔]用于曲目中反面人物或神仙界人

物的唱段。[悲腔)或(散板]表现悲痛激愤的情绪。[怒腔]表现人物恼怒时的情绪。在(悲

腔j之前加一个散板形式的唱句即成为[大悲腔)，或者是[哭头)，节奏更为缓慢，情绪更显

悲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艺人与文艺工作者合作，对长沙弹词音乐的发展做了一些尝

试。如长沙弹词音乐原无(大悲腔)，艺人舒三和在《东郭救狼》中，根据弹词曲调特点，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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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剧南北路(类似京剧的西皮、二簧)的某些素材，创造了一种散板式的悲腔唱法，嗣后许

多曲目相继运用，形成了[大悲腔]音乐。

例4：

1=C 选自《东郭救狼》唱段
(舒三和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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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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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一—————、
3 2 5 2 O 2 32 l

一‘。’—‘一——’—。===一
理 应当。

其中东郭上前的。前”字，“老丈”二字，明礼义的“义”字等处，均吸收了湘剧素材，扩充

了旋律，丰富了人物感情。彭延昆演唱《悼潇湘》其中亦吸收了湘剧唱腔中的旋律和唱法，

使贾宝玉在痛悼林黛玉时极度悲愤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例5：

1=C

【大悲腔】

廿件6主7 6 5 3 6 5 7 6主
，／—。’＼—’、，’’、，

只害得我 表妹

选自《悼潇湘》唱段
(彭延昆演唱)

／————、

!：垫(虹业业业)
妹

／———．、
●●

● ● ●

。5 3 2 l

命染

／——、 ．．／‘、 ．；． ．． ．． ．．
。 ．／’—————————’-、

V JW ．· I- · · · · ·

“、
· · ·

7 6 3 5 4 6 5 6
7
2。5 3 2 1 2 2 7 0：2 2 7．5 6 76_______。一。____⋯。。‘·_一’。。。。一。。。‘。’—=；‘’。。’====黄 沙。有 情人吁吁吁吁吁吁吁吁 倒做了

，．———————————。—、 ’，——————————一

唁言§主i主字．6；(6．7 5 3 5 5 5 6)；．主7．6、5；o-主7晕6．弓I⋯’、————=⋯，————。警言三富Z——'===皇
负心 冤 家。

这几句唱腔是将湘剧唱腔中的悲腔旋律融于弹词音乐，在唱法上亦吸收了戏曲中揭

示人物内心世界的表现手法，如吁⋯⋯是气息在胸中回旋，然后喷出顿声，似欲说无词，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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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无泪，声声发恨，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新文艺工作者参与改革弹词音乐，作了如下尝试：

1．根据原腔加以改编，如下例。

例6：

l=F 选自《一船化肥》唱段
(长沙市黑石渡小学演唱)

快速．I；140跳跃地

詈(罂拿拿l旦上旱J彗业I笪堑呈)I鱼亘土I 8—65 I
．

一队人急急

这段詈拍子是根据原詈拍子I(**l
而成的。

^厂、

1 6 l 3

朝前

1·I(磐骨56土)I(下略’
盈．

1 l l B I 5 5 5 8 2 2 8 I的曲调改编U业I业业I享盟I州叫凋双缃

2．吸收长沙地区山歌民歌素材融进弹词音乐。

例7l

1=F 选自《一船化肥》
(长沙市黑石渡小学演唱)

自由节奏山歌风 (笛子独奏)
．

詈(i—I 5 8 l卫业I 8一)l廿7血1山t6-
：。。。。。。。。‘。。 ．

一 掣I毕I：辈!．
1 6 5 6 3 5 2 3 2 l 5 6 7 2 6 一 一8 —5 、l

5 i 5 i 5 5 5 5 5 8 2 2 2 2 8 5 5 5 5 B 1 2 8 5 i‘8 -1

， ’渐慢

自======4‘——1==；一———1===一。?—’S2_‘。。。●一一 ，

t佥金5 6 t 6争．V金5 6盯五jj I正丌五j
向阳 河 畔(呃) 春 意 浓，

’

(墅垒!兰5 I廿L立L』、．)5 5 l毛l q3一

．片 片 秧 田(哪)

／—一＼，1、詈U堕l蛆l I 1蝉l(世业I必
秧 田片片 绿 茵茵(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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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唱

㈦i a 2 I I：-i。二÷◆二
I『5．8 5 lt6 - l 6 5 4 3 l 2 l 2 3 I 5 3 5 6
Il—————== ● l ●⋯I —
ll肝胆相 照 啊⋯⋯Il厂—————、 ，，．、／——、，，———、
l业盟f业ⅡI盟u l韭坐l 2．鱼I呈鱼盟

啊⋯⋯ 您和人民肝胆相 照血 肉

厂———————————、厂————_、 ‘^厂——了；
I 6 5 8 2 3 5 6 l 5 一 J 3 6‘5 6 5 6 II‘。’。。‘。叫‘。。。。——一 - -■E==j■r’‘一=====E■-—。一 ●

长。
／——————————＼

6 8 l 5
● ● ●

长。

客 厅 里

-l 0 0

8．5 5
。。—‘’。。={。。一

2． 3 2。‘‘。’。’=l—

J 2．鱼 l 5
。

餐

厂、

鱼旦f呈3．
桌旁 啊

l星』
话家

厂—■≯；■——————、 ^

l 2 1 2 3 I 3 5 3535 6 6 5 1 6 1 I 5 l
。。。--一i===■r—一●‘。。——一■‘=======I。。’。=====；；j；===r。一I--。。。。一

餐桌旁 总理和工人话家

5 I 5．

外

佥1 2 hl 。2．

窗 外

1L佥I
常(办，。

!西I
常(嘛，。

，—·

i

(IH)，
，一．

鱼I
(啊)。

(下略)

(下略)

弹词音乐改革(包括唱腔和伴奏)，力求在创腔上适应和表现新的题材内容、人

物及思想感情，使它具有强烈鲜明的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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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长沙弹词最初为街头流动演唱(俗称打街)，也有的艺人在长沙至湘潭、益阳的轮船上

演唱。由两人弹唱，一人怀抱月琴，一人执渔鼓筒和简板(合称三响)。民国初年以后又改

为一人自弹自唱。民国10年(1921年)开始，长沙艺人舒三和、周寿云、张得月等在沿江

(湘江)怡和码头一带搭简易露天布棚演唱，开创了弹词。坐棚”演唱的方式。根据曲目需要

或营业状况，也可一人弹唱，也可两人演唱。民国20年(1931年)前后，益阳县城陆续开设

了四海茶馆，张玉兰茶社；长沙火宫殿、裕南街、天心阁等茶楼酒肆中开设书场，供弹词评

书艺人演出。由简易露天布棚进入了茶馆书场“坐棚”演唱，多为演唱中长篇曲目。浏阳、

湘潭、汩罗等地艺人除在城镇“坐棚”演唱外，还身背月琴、渔鼓筒走村串户，如浏阳艺人颜

祖武，湘潭艺人李昆山，汩罗艺人钟志华等。使弹词这门艺术形式扎根于城乡的人民大众

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沙弹词的表演形式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有新文艺工作

者及专业的表演团队演唱弹词，由书场走上舞台演出，由坐唱发展为站唱，由单档、双档发

展为联唱群唱，并有少量的形体动作和舞台调度辅佐表演，从舞美化妆、服饰上加以美化。。

弹词的伴奏乐器主要是月琴，单档是自弹自唱，双档是一人弹月琴，另一人打渔鼓简

(加简板)。月琴采用四度定弦，通常内弦定为“2”，外弦定为“5一，弹奏时内弦常在强拍或

、弱拍的强音位置上面，与外弦构成同度、四度和八度的音程迭置。月琴的弹奏技法，经过几

代艺人的长期实践及与唱腔配合运用中已形成自己的伴奏手法与特点，据艺人彭延昆、谭

水利等介绍，主要有揉功和弹功两大类。

揉功——左手指法技巧。运用左手手腕关节上下摆动，通过左手各指在弦上揉动，分

滚揉、推拉揉、吟揉几种技法。

①滚揉：用左手食指或中指指尖从上至下来回滚动揉弦。

②推拉揉：用左手食指或中指指尖在弦上由左至右推拉揉弦。

⑧吟揉：用左手食指或中指、无名指固定在某音位摆动发音，似“吟”的效果，幅度及音

量没有滚揉和推拉揉大。

弹功——是右手指法技巧，运用右手手腕关节左右弹动发音。艺人弹月琴多采用本身

指甲，一般不另带拨片或指甲。分滚、轮、弹、拨、搓几种技法。

①滚功：右手食、中、拇指在固定的音位上从右至左成弧线型滚动弹奏。

②轮功：与滚功的技法类似，但幅度大，效果更明显。

⑨弹功：右手拇、食、中三指在固定的音位上向外弹动，根据旋律节奏可快可慢。 ㈠

④拨功：一般来说与弹功同时运用，拇、食、中指在固定音位上向内拨弦，似“挑”的奏

法，与弹功一内一外互相呼应，发出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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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搓功，用右手拇、食两指在固定的音位上来回搓动，似两指挟有绿豆粒的感觉，成弧

线型搓动。

月琴弹奏功夫除具体指法外，主要关键在于左、右两手手腕关节运用灵活自如，力度

均匀，使琴声优美动听。同时运用包腔、托腔等手法，使唱腔与伴奏之间水乳交融，在特定

的情节与声腔出现时，月琴要渲染气氛，塑造特定情景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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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

平 腔(二)

(书 帽)

．J：104
／．、 ． 厂、厂、

詈蛆5 l呈毛1．I I业I丛2 l(*里l丝
几 句 书文 把路 引 (哪)。

／——、

导l I l、6．I 9 5．I(LJ
书路 表书 名．

彭延昆演唱
郑允立记谱

Ik／导I
带开

_一一—————、

粤I*蝉)I业盟
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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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5
爱 听

ltl．1

唐 朝

、：I毛2金6 5

爱 听 宋 朝

5 l

两朝

，一-、

3 2

我’

／————、，’‘、-

2 L旦l(L』生』l旦』亘_』)‘I 2生』
● ● ● ● ● ● ● ●

传． 少 者

^l(6．一I业I u业)̈135． ．1( 一曼一』I L』￡』) 乞1

文，

毛l I
不

唐

，’、

3 5

宋

一_————、

—5—3 2 l(u生』I星—曼曼_』1 11 3II。。。。‘1一-I。‘。。‘。。‘=。’—。。‘”。。。。’。一
唱． 单 唱

．，_————’、 l，—、-／—————————————、厂—————。、

2出I旱(拿*)l u业I u蝉I 5．6．I 5．-II
清 朝 一 段 情。

l=G

．J：70

詈业业l
太阳(哎咳)

平 腔(三)

(书 帽)

’忍I 3八I 2楚166 5 1 2 2 8 03 l 3 l
。

一出 照九 州(哎)

林隐生演唱
周光辉记谱

生旦I量3呈I
(我哩)几多(哎)，

／_、厂、／一、

土l 鱼l业上旦I巡5．1(巡曼一旦I巡生旦l5I⋯ 一—‘。。‘’。1= ● 、1。。。。===篁吧 一 ●

欢乐(哎)几 多 忧 (哎)。

业佥I业5、l一疋15 5 6 3 2

2芒6．I一3 1卫2 l盟2佥5 6 6 5、l 3
t

l 1 l l 1 6 1

几多(哎) 高楼(呃)把酒 饮(罗)，几多 好汉 访英(哪)

导争I(曼丛￡』l兰丝● ● - 、‘。。。。‘==目目== 一 -—‘。—。。===；；I

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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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平
7

腔(四)

(选自<李三保下山》书头) 李祖保演唱
查惠初记谱

．I：108

詈(争导I詈}罂L坠些I詈娑里I丝生丝l丝旱粤

巡坦I丝些l些些I坚生塑l星曼些l上兰

磐娑l盟些I娑堑I罂娑l娑罂I詈导晕譬)

一，一—、．，-—、 ．．，一—、

詈3 3 I生』j』I生-曼3
远 看 青 I- 百 草

—22—22 I生丝兰坠

O O

2 31 2 3 5 53 5 3 2 a 2 2 l
，：

o—o i o—o i詈o o盟-I I詈星f、I生f1 I生盈I
(导 5．I 5 里坠l墅坠墅堕l

—1 0 0

监些丝f

0 0 I

5 3 5 8

O

／———、／———、

L罂呈-尝l掣}冀l一5 8导I譬导)I L坠1 I}罂l
深山 有路

(塑墅f詈巡盟盟l詈一5 3导誓I．I面⋯：⋯12 6 2 詈0。0 0—0 0

一l I—I丝业l旱一詈 l詈

盟斗l娑婴I詈5．5．导)l、2 I u垂I 2 l

世上 人多(啊) 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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