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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J I I 竹 琴

概 述

l四,l Jl竹琴，因作为伴奏乐器的渔鼓、简板均是竹制而得名。它原系道家宣传教义的手

段之一，故名“道情”、。道筒”。又因渔鼓简板敲击时渔鼓之音近“唠”，简板之音近“尺”，民

间又称之为。尺唠唠”。

四川竹琴分布在四川汉族地区，川东最为盛行，川南次之。云南、贵卅两省亦有四川竹

琴艺人定居传唱。

源流沿革

有关四JIl道情的记载，见于清代的《那彦成奏议》。清嘉庆元年至十年(1796——

1805)JII楚白莲教起义，曾任清军参赞大臣的那彦成上嘉庆皇帝的奏疏中写道，起义军营

里“备置渔鼓、简板，夜间自行敲击，说唱‘好话，。”①

1915年，成都一首《竹枝词》有“竹琴清唱静无哗”②句，可见当时不仅有“竹琴”一词出

现，也说明“竹琴”这一曲艺形式早已广为流传并见诸文人笔端了。

四川竹琴分中和调与扬琴调。中和调流行于以重庆、涪(陵)、万(县)、叙(宜宾)、沪

(州)为中心的川I东、川南地区；扬琴调主要流行于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及Jq．-ll'．部分

地区。

中和调的发展历程是老南音调一南音调一中和调。据说在老南音调之前还有玄门腔。

从玄门腔的命名看与宗教有关。据老艺人回忆，南音调至晚在1908年前后便形成了(一

字]、C-流]、[三板]等板腔。

在川东一带，长期流传着“梁山英雄三根半，沿江听唱尺唠唠”的民谣，称道在群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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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竹琴业余俱乐部成立于1930年春，选用了当时的时髦名称来命名竹琴票社，就反映出

参加者的文化修养和社会地位。篁中乐竹琴社兼收艺人和外地票友，是一跨地区的票社。

合川杜成辉系清末举人，终生以票唱竹琴为乐。他收集订正了不少曲本，据说流行于川东

的《三顾茅庐》便出自他的手笔。杜成辉的徒弟吴玉堂继赵高峰之后任重庆竹琴会会长，其

演唱也名冠一时，人称竹琴大王。

在四川竹琴中和调盛行的同时，在省会成都出现了一位名艺人贾树三(1894--
1951)。贾树三演唱的是扬琴调，又称省调。与中和调不同，扬琴调历史较短，至贾树三成

名时，也不过一、二十年。扬琴调始于蔡觉之(绰号蔡穗穗，穗，成都方言读为xu)，他既是

成都经营灯笼丝穗的商人，又是四川扬琴与四川竹琴的票友，后来“下海”唱竹琴。清宣统

元年(1909)出版的《成都通览》中所载“道情图”记载有蔡觉之的演唱情况：“唱道情，其声

感人，蔡觉之邓青山唱得好。”蔡觉之采用了四川扬琴大调作为竹琴的唱腔。在扬琴调之前

成都的四川竹琴唱腔据说是玄门腔或老南音调。蔡在采用四川扬琴唱腔的同时，也套用了

四川扬琴分角坐唱的形式，这便是四川竹琴扬琴调之始。贾树三三岁失明，八岁学艺，跟随

师傅马道洪(绰号马三国)在川西平原卖艺。后来贾树三以演唱四川竹琴单独行艺。把多

人分角坐唱的四川扬琴唱腔变成单人演唱的四川竹琴扬琴调。贾树三勤学苦练，“没事时

由人牵着去各戏院听小戏；听别人说善书、讲‘道’法”④；“把成都街头的叫卖声“巧妙地

运用到”他的唱腔内⑤。在二十年代，贾树三在成都少城东城根街锦春茶楼设专馆演唱。经

过贾树三的努力，他把四川竹琴扬琴调发展成为一个在成都能与高手林立的四川扬琴相

抗衡的曲种。因此四川竹琴扬琴调又称贾派竹琴。

四川竹琴有比较丰富的传统曲目。现在能见到的有清代光绪十九年(1893)成都志古

堂刻本以及重庆等地的刻本。涪陵一位艺人收藏有曲本二百二十六段，另有一百一十七段

仅存篇目。传统曲目中三国故事较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许多曲艺团队都演唱四川竹琴并招收学员继承此项艺术。一

方面四川竹琴作为综合各种形式的曲艺晚会节目之一在舞台上演出，增加了身段等表演

成分；另一方面仍有个体艺人继续在茶馆坐唱。万县艺人华国秀，还尝试用小乐队为竹琴

演唱伴奏，并制作和应用了大小不同的渔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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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特 点

一、演唱形式与曲本结构

四川竹琴系一人多角演唱。多人分角演唱见于扬琴调初期，除用渔鼓简板伴奏外，还

有木鱼、碰铃、拍板、引磬等。随着贾树三的崛起，多档坐唱于三十年代中期消失。另外，中

和调也有人尝试过多档坐唱。

单人演唱分坐唱和走唱。坐唱在茶馆或旅店等地方；走唱系在码头空地或舞台演出。

万县以小乐队伴奏的四川竹琴，演唱者只击渔鼓而不持简板。

四川竹琴曲本结构以韵文开始并以韵文结束，中部散韵相间；叙事与代言相结合以代

言为主；齐言句式，有七字句与十字句两种，偶有五言。另外，有的专用唱腔是长短句式。

开始的韵文名报板，用以起兴，接着吟定场诗，结构图式如下：

广o。]‘

报板(唱)一定场诗(念)一白一唱一白一唱

二、基本唱腔

四川竹琴唱腔分中和调与扬琴调。

(一)、中和调 。

在建国前，中和调流传于除成都及JiI西平原以外的汉族地区，各地唱腔大同小异，发

展程度不尽相同；称谓亦不一致，有的地方叫南音调，有的叫正宫调，还有称为JII_tl：调、汉

调。中和调在重庆、万县一带从艺人数较多，影响较大，故有人又称中和调为川东调。

中和调分主体唱腔、辅助唱腔、专用唱腔。

1、主体唱腔
。

有[一字]、(快一字]、[二流]、[三板]、[摇板]、[扫腔]、[大腔]。[一字]首句放散又称

为[导板]o ．

一段曲目的板腔及速度变化，一般由慢而快而急，最后放慢以[扫腔]或[大腔]结束。

[一字]，三眼板，因速度较快又称[快三眼]。首句为起腔，尾句为扫腔，中间为下、上句

腔的反复。结构如下：

广—一”———]
起腔一下旬腔一上句腔一扫腔

起腔、上、下旬腔的句幅均为四板。[一字]首句放散称[导板]，但也有不称[导板]而称

(扫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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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一字]，三眼板，又称[紧一字]。结构、句幅与[一字]相同，区别在于速度比[一

字]快。

(二流]，一眼板，因速度不同又分[快二流]与[慢二流]。须转入[扫腔]或[大腔]结束。

C--板]，分有板无眼和一眼板两种(一眼板因节奏略宽又称[慢三板])，速度急速，艺

人称有字无腔。[三板]也须转入[扫腔]或[大腔]结束。

[摇板]系紧打慢唱。
’

(扫腔]，系中和调的结束句。一般在最末一句唱词的最末一字放散，拖腔时逐渐减速

至结束。

(一字]、(快一字]、[二流]均有苦腔，即苦皮(C=-板]尚未发现有苦皮)。原有唱腔叫甜

皮。苦皮紧接甜皮时叫犯苦，甜皮紧接苦皮时称回甜。犯苦后4、b7两音作为骨干音被

强调。

由于中和调在各地的发展情况不一，有的地方没有苦皮。但是，有的艺人仍用“苦皮”

二字来称呼不具有苦皮音乐特征，但情绪悲痛的唱腔，如万县有艺人把[一字]速度放慢，

叫作苦皮[慢一字]。

四川竹琴中和调不分男女腔。虽艺人口头上称男腔和女腔，但唱腔并无区别。

2、辅助唱腔

有(阴调]、[数板]。
。

[阴调]原于川剧胡琴同名唱腔。这个曲牌不能自成段落，须转入基本唱腔。

(数板]，即快板。不唱只“数”，使用很少。

3、专用唱腔

有[平板]、[叠断桥]、[春色娇]、[莲花落]、[讴歌]等。它们只限于在某一曲目中专曲

专用并自成段落。但(平板]偶有例外。

(二)、扬琴调

扬琴调形成于省会成都，故又称省调；由于成都位于川西平原又俗称川西坝子，故亦

称坝调。扬琴调源于四川扬琴大调，但在四川扬琴大调基础上已有很大变化，尤其女腔苦

皮相去甚远。．

扬琴调亦分为主体唱腔、辅助唱腔和专用唱腔。

1、主体唱腔

有[一字]、[快一字]、C-"流]、[三板]、[摇板]、(大腔]。

[一字]、三眼板，分起板腔、数句子，尾腔。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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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腔作为一段唱段或一段曲目的结束句，落音为“2”。尾腔落音为“6”则称幺腔。幺腔

只作为一段唱腔的结束句，而曲目结束时不能用幺腔。

起板腔、数句子的句幅为五板。尾腔三读共七板，在二、三读间有一板间奏。

扬琴调与中和调不同，它的第二读首字在眼上起腔。

[快一字]，为[一字]速度的加快。其结构、句幅与[一字]同。

(二流]，一眼板，有[快二流]和[慢二流]两种。(二流]须转入尾腔或(大腔]结束。

(三板]，是[二流]速度的加快，分有板无眼和--HR板两种节拍形式。

以上板腔均分为男腔和女腔。男腔和女腔不同宫，前者比后者低四度，即男腔之徵为

女腔之商。不过，二者在联接时也有随意性，并以同宫系统演唱。

男腔与女腔均有甜皮和苦皮。四川扬琴大调的女腔犯苦只犯一句，而四川竹琴的扬琴

调可整段唱为苦皮。

[摇板]，紧打慢唱，仅见男腔。

[大腔]，系一段落和一曲目的终止板式。和它的母体一样分上、下腔句。

2、辅助唱腔

辅助唱腔有[垛子]、[数板]。

[垛子]又称[垛板]，分男腔和女腔，只有女腔可以犯苦。[垛子]不能自成段落，须转

入基本唱腔。

(数板]与中和调基本相同。

3、专用唱腔

扬琴调专用唱腔性质与中和调相同；不同者尚有[陕腔]，为中和调所无。

三、演唱特点

如前述，I匹t J11竹琴曲本虽然是叙事与代言相结合，但以代言为主，艺人首先要以不同

的嗓音来区分角色，尤其在角色间对白、对唱的时候。男性艺人，要用真假声相结合的方法

来表现旦角的念与唱；女性艺人表现生角的吟与唱则须降低嗓音。在《铡美案》中，秦香莲

与陈世美的对白与对唱就是以嗓音区别。当然，念唱内容与语气也有助于听众辨明角色身

分。扬琴调分男腔和女腔。中和调虽不分男腔与女腔，但在生与旦对唱时，艺人总是要让

生角尽可能在低处行腔，唱腔很少装饰，如吴玉堂演唱的《故烧高烛照红妆》中梁红玉与韩

世忠的对唱。性别相同的角色的嗓音也有区别。如男性有生与净的区别，生中又有老生、

小生、武生、娃娃生的区别等等。因此，艺人要兼具生、旦、净、丑不同行当的演唱特点，做到

唱生象生，唱旦象旦，唱净象净，唱31贝,J丑。同时，艺人还要在语气上表现不同层次人物，

。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要有所区别，雅有雅的风韵，俗有俗的趣味。

为了塑造人物，艺人还调动其它手段，譬如模仿各地方言。《铡美案·宫堂祝寿》中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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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是陕西人，艺人便模仿陕西话，并设计了专曲专用的[陕腔]。

四、伴奏

四川竹琴伴奏乐器用简板和渔鼓。左手执简板并斜抱渔鼓，右手击渔鼓。

简板相击，字谱记为“尺’’。“尺羔为简板自然连续弹击。

渔鼓技法较多，且各有习惯，称呼不尽统一，较为通行的有以下数种：

打：中、无名指重击，字谱为。厂”。“r”为连续快速击。
，

拍：食、中，无名指轻击，字谱为“当”。

勾：中、无名指重击鼓边，字谱为“冬”(单响)、“龙冬”(双响)。

弹：无名、中、食指依次弹奏，字谱为“不儿”。

捂：食、中、无名指击后停留鼓面，字谱为“出”。

另外，还有的艺人用食、中指指尖或指肚连续击鼓，称为。啄”或“滚”。

前奏，称为。大过板”，间奏叫“小过板”。大过板幅度有随意性，一般较长I小过板在板

腔中则较规范。

角色出场、祭祀、宴会等情节，要演奏渔鼓、简板烘托气氛，并随各人习惯，也无统一的

称谓，并且幅度也较为灵活。万县杨裕国将这类伴奏整理为牌子，有[凤点头]、[踩八卦]

等。兹举一例：

凤 点 头

(用于欢庆、热闹的情节) 林青记谱

÷ 冬不龙冬 龙冬厂 l冬不龙冬 龙冬厂 l冬出冬 厂冬厂 I冬厂冬 厂 9鼍===========一I=======—一 I======，—一=======—一 I===r——=== n

①蒋维民‘战火中的渔鼓、莲花落)，载‘四川曲艺通讯)1 9 83年1期。

②此‘竹枝词’全文。。机器留音众口夸，竹琴}静昌静无哗．杏花村外频翘首，不卖松醪只卖茶．”作者觚斋·载

1915年‘娱闲录》—卷十力期。

③据传约于19 2 7年曾在I四J,I粱山(今梁平)县举行迂卜饮规模较大的竹琴比赛．有各地艺人及玩友一百余人前

来参赛。会场设于县城西门外火烧坝。彩台高搭，鞭炮齐鸣，异常隆重。经过评词、评腔、评打头(即渔鼓简板敲击技

巧)共评出优胜者四人．即赵高峰、杜成辉、孙成德三人各为一根杠子(杠子即渔鼓之俗称，此处指寅唱者)，粱

佩然因技逊一筹只算半根杠子。

④车福‘竹琴之王。贾瞎子一)，载‘人物杂志)19 49年4月1日版。

⑤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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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1

．

谁 知 又 被 孔 明

5 一 (尺厂 l 厂冬厂出)I 5 。、1· 鱼

欺。 美 人

828

I皂5
计

虹(冬冬)
策

6鲁

乙厂厂厂尺笪
H

厂

=

J厂

髓
尺4—4



厂出厂冬)I毛i’3 3

幸 得 乔

一．———————————————————————————、
__

- I 6． 5 3． 2 2 3 l 6 0

公 厂

．乒====■————————’、

厂出厂冬)I 2毛6．6-I 6 5 4 3 2—0 0 l 0 0 lI
转 危 机· (出 出 出 出 出乙厂·￡ 乙厂)

19 58年5月录制于成都。录制单位t四川人民广播电台．

1=A

[一字]接[大腔]

选自《大审苏三》 余敦睦演唱
刘贵民记谱

中速稍快

i4(当I厂出尺盟I丛丛堕丛I丛丛丛丛

[：：叁丛坠丛l厂．一／-尺厂I尺丛丛丛

[!￡鱼[![立 J[：垒 丛‘尺 厂 l 厂 ．

一／-
尺 厂

【_宇】 。厂一——’、
厂乙厂乙)I 5-毛5、一l(厂乙)；旦—主

年 少 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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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冬冬)l 5超生生兰卫
厂—=——、厂————_、

须 苦 读

／—————————、

5·
一3

2 -

书，

詈(丛丛l÷丛笪尺厂I厂乙厂出)l 1—6 5 3。

文 章

n．厂——- ．n p m

(厂乙)一2
3 5 l盟些(冬冬)l盟盟婴l

变 化 妙 无 穷。

厂—一、a ．厂————、

3盟t导’l(厂乙)生呈些
禹 门 腾

5 一(冬冬)
蛟

1 2 一 主
5．一3 2(当 I厂乙厂出)

梧 栖 凤，

．盟业2一l(厂
五 经

，—、，一——、

2 — 2 3 5 3 2
——————一—————‘=：==一

通。 自 古

3 3

四 书

3、(冬)
(哎)

／——————————．、

1 2 3 5 2 1 6
。。。。’。一—’。。。。一‘。。’——一 ●

务 要

，．————、厂—、

l百6 5(厂乙)I_6 1 6．(冬冬)
道 将 相

5—0 1 I×、0 1 1

本 无 种， 学就

(厂乙)

3 3毛五I f一。I詈。。。I i41：，一互
鱼(耶)化 龙。 (当 厂 乙厂乙) 人 不

(厂乙)五l 5、(兰厂厂⋯5佥3 5耆|5一缝一2 6【大腔】—一(厂乙)2．鱼l 5、(兰厂厂)I j——爸|5一呈生一
读 书 终 何 用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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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一(一FF堕I詈厂厂)

5皂r_可6 5
t

1 一

空 (啊)。 f 尺

，4、、／一————_■、

i4 3．一2
2 5 I堕2-鱼

老 大徒 悲 一 场

O

乙[上丝厂

* 此段唱腔吸收了扬琴调每句唱词第二读中眼起腔的特点。

19 84年5月采录于威远县。采录者z王明心、李景铄。

1=G

(一字] 苦 皮

选自《义哭桃园》
王礼贵演唱
刘贵民记谱

快速．1=1 4 O

尺 厂 厂 些 I 厂 当 尺 乙 I尺 当 尺 当 I 詈厂 些些 l

自由地

／_————-八厂、厂■——、
詈尺当出当)I廿5 3—2 3争一3 0盘2 3—2 7 T．1毛1．堕(整坠尺厂

斩 颜 良 (啊)

原速厂_、厂———一、 ．

÷厂兰兰当当)l—5—7 1—6—5 0 I争旦．里!二堕3 J毛芝一(冬冬
诛文丑 才知 兄 信，

(下句腔)

詈尺厂l÷厂冬厂出)I毛5／一4彳一
弟 即刻

h i—适23 I鼎6 3 3
2I 7．(冬‘l 6 5． 一 l — f冬

一————===一————'一 一o 、

修本章 去 辞阿 瞒。

4
-

2 0

f冬 冬1
、 ／

(上旬腔)

厂、，，————一
5 2 l 7 1 2●‘————⋯
辞三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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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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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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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l(尺冬出冬)陋-一。I 5皂争．§5 3

恨曹瞒 他 不 晤

L^(冬冬协厂l詈厂乙当厂)l i鑫4 2 t5遗4 0 I(尺当出当)
面． 好贤 弟

i i毛r1■一o I 2 2G．2八3 I氚．i毛爸．I 5．3 o

l一至i．煎5毛5毛5-
将 金 印 悬挂梁 (啊) 问。 f冬 冬

詈尺厂I÷厂乙厂出)I毛3毛5毛1 l I(里些些当学)
有 金 银(哪)

拿．^1．。。l{2旷鱼孑了i
和 美 女 (尺 当 出 当) 一 概 不染， (尺’乙 冬 冬

亍■1i一。。l t6佥4 2五4 5(冬l～出冬)
尺 冬 厂 乙 厂 出1 二贤 弟

盟5．一I五，一2 l五—5_彳i5一I盟 。一I生丝1一 l星立 。一l i —l

保皇嫂
‘

怒 出 五 关。 f冬 冬 尺 厂

÷厂乙厂厂)I毛1—5．2 I(尺冬出冬)I毛婴
曹 闻 知 灞陵

1 · 1 65
——1芹

桥

5 u a6 5．I_l詈(尺广I厂尺厂出)l 6—6订
将弟(的)存 饯， 有 许褚

～5 2(冬冬)I j盈4 5玎—i—6_0 0 0(冬冬)I j虹4 l 5一l 4

亲 捧 出(啊) (冬 冬 尺 冬 出 冬 )

832



2．5 t了I 1孑ii而1 4
0 0‘0 I毛I导毛I毛I I一。了I⋯l詈一Ii 9‘I毛导毛乞I

黄 金一 盘。 (尺 厂1 厂 乙 尺 厂)二贤弟在

；厂一———_-一， ．．． ．厂_——■_==
2、毛l 2 l I 9 5．(冬冬)I i一4 4 I 4．亘虹．5iv
马 上 开 言 来 谈，

忒5．．、2八4 2I 2．I毛4毛4广n5一．．、- _、
。

．

。 。

一 · _、

弟 言 道 图 后 报
‘

(尺冬出冬)l 2—4 5了
结 草 衔

198 3年10月采录于重庆。采录者：刘贵民。

1=G

I．一一一l詈I -、Il
环。

快 一 字

选自《三战吕布》
陈季常演唱
刘贵民记谱

(白) 胸藏无穷恨，满腔怒不平。

快速．I：1 74

i4 (厂盟坠厂 I厂．兰尺厂 I厂丝厂厂 l厂竖厂厂)

i／——————'、／——————、 。

t6 i 6 5 l 3一i—l 6 5 3一l毛9—1 2

四(嘞)世 三 公 门 第(耶)

(下钔广、 n
5、一(尺厂I厂垄主厂厂)I i一盟3 6 5(冬冬)
开： 身 为 盟 主

(上句)

一 l再l(厂丛厂厂)15 2 3 I 6 6—5 3毛2一 l芝 一．1(厂丛厂厂) ．

毛

参 将(唉) 台。 大 令 一

833



t

6．6．(冬冬．)l 5一l 1

出(哇) 山 摇(哇)

(扫腔)厂_、

厂)5—6 3—2 1

百 万 儿 郎

4

4

，一—’‘、

詈3 2

摆。

44(厂丛R厂

(厂垦垦厂厂)I i3 2． 曼1
听 某

一(厂厂l厂厂业厂)II

· 此句应为“四世三公门第高”，演唱时误为“四世三公门第开”．

19 8 3年10月采录于重庆。采录者，刘贵民．

1=D

[快一字]接[大腔]

选自《伯牙碎琴》
杨裕国演唱
刘贵民记谱

髓．J-156 ：霈1
14(堕垫垦生尺 l厂． [尺厂 I厂尺厂冬)I 5 。 i _

韶 光

佥口 I鑫t丑15 6 5 3 0 2 3 6 2”5．(R广I厂尺厂冬)．1 。．

。

一 1 。 l 厂 I 厂尺厂冬}

荏 苒 (冬 冬)快 如 梭，
’

‘一5巾毛3(冬冬)I■■
冬 去 春 来 夏

／——、

3}芝1(尺厂
赏 荷。

厂尺广冬)l‘于’t I。(冬冬)I ．．乏352 5 5 i厂尺广冬 ) l 9
t

o (冬冬 ) ‘ -
毛

看(嘞)看 秋 风 吹， 入

厂———————、，一————、／，———、／一———、
(下旬)

业一5
3 2一一1 0 0 0 o I 5．一i

5 4 l 2—5．6 5 0

座， (尺 厂 厂 尺厂 冬) 豆 棚 遥 听 (冬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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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l -

蟋

厂弋厂——弋
M

2． 3 5． 3 2 一

蟀 歌。

、t9(冬冬)I乏iI 5t9(冬冬)
t

桐 凤 飞

O O

r r R r

O

冬1

．一一●’

l l
梧

／——————————————————————’、

5’’I 3盟 ”I(尺垫坠尺18 I 2 23 o I f尺龙冬尺冬尺

过，

(下旬) n
[堡竖尺 厂 l厂 尺 厂 冬1) 3

—
3 8 l 8 6(冬 冬)—————’===一 ● ，I 、’’，

云 雾 天 边

a3 2．^I f⋯二I。。。。I登9⋯
景 绮 罗。 为 良 友 把

I尺 龙冬R 厂 厂 R 厂 冬1

【大腔】

5． 5．(冬冬)l i 5 6
● ● 、 ， ●

某 的 心 猿 锁

厂—————————————————————————————、

．；l’3 3 164 2 2 5
2
5二0．1 3 3

‘

-

(啊)， (尺监尺厂
／———————————————————’、

厂 尺 厂 冬)I i 一 6 3 f苔． 曼3． 兰 l‘2 1(尺厂 f厂尺厂冬)
千 里 崎 岖

．，一—、厂——————————————了=二孓

鱼3彳毛6 25 5莒4一I 3．呈毛2芝I 2．．一I o II
赴旧 约 (啊)。 (出·至丝尺 厂 尺 厂 尺 尺 厂)

1 9 8 3年7月杨裕国自录于万县。

l=C

(快一字]接[大腔]

选自《三战吕布》

●

张开云演唱
刘贵民记谱

快速．I=198
’

詈(尺厂I丛笪监丛I詈丛笪监l詈厂．￡尺厂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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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盟井、，

5

嘞、，，L

句

上5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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