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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 剧

概
“ 述

闽剧，又名福州戏，流行于福州市及所属的长乐、福清、连江等县，以及宁德、南平、三

明等地、市的福州方言区，流传台湾省，远播至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各国的福

州籍华人聚居地。是福建省主要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

历史沿革
；?

’

闽剧的诞生地福州，简称“榕”，别称“三山”。是福建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有“闽都”、“会城”之称。福州的文化艺术，源远流长。据史料记载，自唐朝以来，就已盛行

歌舞伎、百戏、木偶、器乐等各种民间艺术。从五代十国始，闽侯雪峰寺每举办佛事活动，皆

有木偶演出，“日月并轮长不明，木人舞袖向红炉”①。宋代，福州已有。杂戏”演出，宋·梁

克家《三山志》卷四十。土俗类二删观灯”条载：。太守以三日会监司，命僚属招郡寄居者，置

酒临赏。既久，太守以灯炬千百，群伎杂戏，迎往一大刹中，以览胜。州人士女，却立跋望，

排众争睹以为乐。”宋、明以降，在一些官绅仕宦之家，盛行自置歌伎、家乐，组办。家班一。

《福建通志》。列传”条，就记述了福州西郊洪塘乡人、明万历官员曹学俭置办。家班”情况，

载日：“学俭归，构石仓园，有池塘林木之胜。且娥绿粉黛，出入肩随，歌童狎客，晨夕满座，

自以为乐。一时仕宦及墨客诗人游闺者，无不倾倒”。周亮工在其《闽小记》中亦记述曹氏

“家班”的盛况；“能始曹学俭，家有石仓园，山木佳胜，宾友歙集，声伎杂进，享诗酒谈燕乐，

近世所罕有也。”

在民间，举凡迎神赛会、喜庆酬神和民俗社火，如元宵节、端午节、中元节等节日，以及

郊区、农村秋收后的农闲季节，无不进行歌舞、戏曲的演出活动。

①清潘守正‘署峰山志)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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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歌舞、百戏、木偶、器乐等民间艺术活动，历代相传，为闽剧和闽剧音乐的形成，提

供了丰富的艺术源泉。

自明末至清中叶，福州先后出现了“儒林”、“江湖”、“平讲”三种各自独立的戏曲班社。

儒林班，是在曹学俭“家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初为“清曲”坐唱，继而编演小戏、大

戏。演出场所从私宅转移到民间舞台，观众从官绅仕宦、文人儒士扩大到社会民众，演出方

式从非营业性的聘演发展到营业性的公演。代表剧目有《紫玉钗》、《女运骸》等；唱腔以

“逗”腔为主，兼用部分吹腔、徽调和皮簧腔。

江湖班，是由明末逃荒入闽的江西高腔班糅合闽东北一带的民间社戏发展而成。传统

剧目有“七双、八赠、二十一杂”①，俗称“三十六本头”。代表剧目有《开封府》、《白罗衫》等。

唱腔以[江湖]、(柴牌]为主，辅以[江湖叠)、(柴牌叠]、(阴调]等。

平讲班，是以福州地区的民间歌舞、小戏和民间洋歌为基础，在外来戏曲班社的影响

下发展而成。代表剧目有《苏百万讨亲》、《墙间祭》、《和尚讨亲》等，唱腔以。洋歌”为主，兼

有“小调”、“杂曲”。

三种班社，都是演“文戏”。儒林班，多生、旦戏，注重唱功，尤以青衣、老旦、小生见长。

江湖班，多演公案戏。平讲班，多为家庭、生活戏，以丑、旦为主，唱做兼备，以做为长。

在发展过程中，三种班社相互吸收、渗透、逐渐统一为三位一体的“闽班”，时称。三合

响”班。至清中叶，“闽班”又吸收了徽剧等外来剧种的艺术精华，在剧目、音乐、表演、舞台

美术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发展。约于清咸(丰)同(治)年问(1851—1874)，发展成脚色行当齐

全、乐队文武兼备、声腔独立、有独自剧目和表演程式的福建地方戏曲大剧种。‘

民国13年(1924)，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紫玉钗》，以“闽剧”称谓代“闽班”，闽剧

进入兴盛时期，出现。三乐”(旧赛乐、新赛乐、三赛乐)、。一旗”(善传奇)、“两头羊”(赛天

然、庆乐然)等班社。30年代，闽剧改良委员会出版《闽剧月刊》，上海益闻书局出版许多闽

剧曲本，上海百代、高亭、联声等唱片社灌制不少闽剧唱片。闽剧影响愈加扩大。

抗日战争时期，福州编演大量抗日救亡内容的闽剧，如《马占山》、《壮烈牺牲》、《民族

之耻》等，须生陈开明在演出《火烧连营》时插唱“芦沟桥事变”的唱段，武生詹传顺演出《少

林寺》时用《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调作琴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移植演出解放区的新歌剧，如《白毛女》、《血泪仇》等，继而

创作了《九命沉冤》、《海上渔歌》等。1952年，福建闽剧以传统剧目《钗头凤》中的《赠钗》与

《泣别》两折，晋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演出二等奖，李铭玉、郭西珠分获

①七双。‘双钉判'、‘双状元'、‘双玉环’，‘双金花>、‘双封侯'、‘双珠球)、‘双救驾'．八赠t‘赠宝塔)、‘赠宝钗'、

‘赠宝镜》、‘赠宝珠’、‘赠宝刀'、‘赠金球’、‘赠三宝'，‘赠宝扇>．二十一杂。‘双登科)、‘双重恿’、‘--仇恨)、

‘--官堂)、‘三结义'，‘七封书'、‘七国志'、‘八宝带’、‘玉宝带'、‘玉麒臃’、‘牙牌会'，‘全家福'、‘鸳鸯帕'、

‘花针记>、‘金印记’、‘卧龙岗’、‘种葵花>，‘潘关山)、‘锦裙会'、‘烂柯山’、‘青风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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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获得剧本奖、导

演奖，演奏员郑善宝获乐师奖。1956年创办闽剧艺术训练班。1953年至1964年，福州市

文化局和福州闽剧院挖掘、记录传统剧目1400多本，搜集、记录一定数量的传统曲谱。

唱 腔

闽剧唱腔，由逗腔、洋歌、江湖、小调、哕哕和板歌六个部分组成。统称“榕腔”，清·卓

炎《惜青斋笔记》所云可以为证：“闽人演唱曲本，土音日‘榕腔’，正音日‘皂罗’。”现有曲

190多首(包括变体)，以逗腔、洋歌、江湖为唱腔主体。

逗腔出自儒林班，是以福州地区的民歌、小调等民间音乐为基本腔调，借鉴昆腔字

少腔多，高腔的帮腔和皮黄、梆子腔的板式变化等艺术形式与手法，衍变而成。现有曲牌

40多首(其中正体13首)，各曲自成起讫，可单唱，亦可联缀。旋律婉转优美，缠绵悱侧，风

格典雅，带有官宦文人气味，歌唱性甚强，具有戏曲唱腔的抒情性、叙事性和戏剧性三大表

现功能。如咏叹抒情的曲牌有[自掏岭]、(宽板]等；叙事诉说的曲牌有(急板叠]、[板下

闯]等；表现戏剧性场面的曲牌有[倒板]、[水过浪)等。

逗腔曲牌，多为生(小生、老生)、旦(青衣、老旦、花旦)唱腔。按其表现功能，可分为专

用和通用两种类型。专用曲牌有[宽板]，主要用于小生，花旦、老生、老旦偶也用之；[观

容]主要用于老旦，老生偶而用之，(自掏岭]、(泪透)、[水过浪]、[三鼓槌)、[哭五更]等多

用于青衣，老旦视场面而用；此外还有(观容吟]等(主要用于老生、老旦)，通用曲牌有[急

板)、(急板叠]、(倒板]、[叠牌]、[宽板吟)、[宽板叠]、[板下闯]等。

凡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和唱功戏，无不采用逗腔。有的甚至整本戏纯用逗腔曲牌演唱，

如闽剧著名传统剧目《紫玉钗》，就是一例，所以有人称《紫玉钗》为“逗腔戏”。

逗腔的曲体结构有三种。一是曲牌体，属于这类的有[急板]、[观容)等。二是板腔体，

属这类的有(急板叠]、[宽板叠]等。其板式以原板或日一眼板(二拍子)为基础，有三眼板

(四拍子)、无眼板(一拍子)和节奏自由的散板等多种变化。散板又分紧打慢唱的摇板，慢

拉慢唱的散板和一字一音、字字紧叠的滚板等形式。三是综合体，即在一首唱腔中，曲牌、

板腔两种曲体结构兼而有之。(自掏岭]是这一结构的典型例子。

逗腔的特点是腔多字少，一唱三叹，拖腔处常以“呀、哎、噫、衣”等字为衬，而且多自成

乐句。

有些曲牌，如[急板]、(观容)等，在上下两句的句尾常有帮唱，俗称。掏岭”。上句叫“岭

上韵”，下旬称。岭下韵”，简称。上韵”、。下韵”。掏岭乐句，过去多由后台或同台演员帮唱，

现多由脚色自唱。没有唱词的掏岭乐句，则由乐队的吹管乐器小唢呐(俗称“呐仔”)、逗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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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笛吹奏。
’

．

逗腔对咬字、行腔和。尺寸”的要求特别严格。要求咬字、吐音准确、清楚，即字要唱正，

遇有复合韵母的字、词，讲究出字、归韵、收音，即字头、字腹、字尾要唱好。行腔要婉转、细

腻、柔和、圆湛，要做到抑扬顿挫，收放得宜。所谓“尺寸”，就是要注意速度的变化，上板之

曲，虽有板眼节拍，然而不是一曲到底，四平八稳，呆板无变，而是有疾徐快慢之分；大段唱

腔，起唱稍慢，甚或带散板形式，而后逐渐加快，曲尾渐慢，形成慢(散)——中——快——

慢(散)格式。逗腔曲牌演唱时，须含蓄有度，待笛声或琴声先出，听准音高后再出声演唱，

遇有曲中感情突转，或某重字、要义处、或转速、形成对比处，可突然放慢，或突然顿住某

字句。

逗腔的旋律，以五声音阶为基础，变宫(si)和清角(fa)的出现，多属经过音或调式交

替。男女同腔同调，本嗓发声。

洋歌出自平讲班，是以福州民歌，吟诗调等民间音乐为基础，融合部分。明清俗衄”

衍化而成。现有曲牌19支(包括变体)。

洋歌的旋律，简洁流畅、富有生活气息。独唱、盘答即对唱均宜，长于叙事，亦可抒情，

为家庭、生活戏所常用。有的整本戏只用洋歌曲牌演唱，如《苏百万讨亲》。它的特点有二。

一是运用特性鲜明的三、四度迂回进行，如8 i 5 I 6 3 5 l，或其加花65i 6 53 5 l
6 5 3 5 I保持了洋歌唱腔的统一风格；二是运用对比鲜明的成双曲牌，如[孝顺歌)

与[赏花]的正曲部份，头三句相同，第四句不同，因而[孝顺歌]唱来感情暗淡，(赏花]唱来

则感情明朗。像这样成双曲牌还有[金湖)与(水底鱼]、(花鼓)与[山坡羊)、(出队]与[驻云

飞]等。

洋歌音乐为曲牌体，结构常形成引子(头)——正曲(中)——尾声(尾)的曲式。，

引子，或日“头”，多由两个旬乐组成。第一乐句多为散板。常用[倒板头]、C---下锣]、

(葫芦尾]等锣鼓点为“起介”，即引唱锣鼓。第二乐句为一眼板(--拍子)。[孝顺歌]、[赏

花)、(双蝴蝶]、(锁南枝]等曲牌，引子的第二乐句，还运用调性转换以造成对比，一般是转

入下属调，如[孝顺歌]和[赏花)由l=C转l=F，进入正曲时又回本调，即1=F转

1=C。 ． ．

正曲，俗日“中腹一，多为原板(二拍子)。有两句式的(清言词]等，四句式的(赏花)、(孝

顺歌]等，五句式的[金湘)、(花鼓)等，六句式的(双蝴蝶]等：正曲是洋歌唱腔曲牌的中心

部分，有独立、完整的音乐内涵，可单独运用，反复咏唱。

尾声，或日“尾节"，多为无眼板(一拍子)，均为短句(叠句)，多唱、念相间，常转入下属

调，且p l=c转l=F。

在洋歌的诸多曲牌中，按曲式结构与演唱特点，可归纳为四种类型，一是由引子——

正曲——尾声三个部分组成的。三段型”，如[金湘]、(双蝴蝶]等，二是由引子——正曲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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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分组成的。二段型”，如(赏花)、[水底鱼]等；三是仅有正曲一个部分的。单段型”，如

(山坡羊]、[花鼓]等；四是唱、念相间的“唱念型”，如(怕妻]、[驻云飞]等。其中，唱念型曲

牌生动活泼，粗犷通俗，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它对唱词的平仄押韵和演唱板眼的要求特别

严格，唱词须每句押韵，一韵到底；或平声或仄声，如[怕妻)是纯仄声韵}板眼，要唱得准

确，不可有半点差错。

洋歌唱腔，字多腔少，行腔简净，以顿挫有致为上。男女同腔同调，本嗓发声。

江湖来自江湖班，是由闽侯、长乐、福清诸县和闽东北一带的民歌、民谣、山歌、号子

以及说唱音乐(如评话调)等，糅合弋阳、徽调等外来声腔衍变而成。曲调简朴、通俗、口

语化。

江湖音乐的曲体结构，多为板腔体，仅少数曲牌属曲牌与板腔综合体结构，如(阴调)。

江湖现有曲牌12支，其中正体5支，即(江湖)、(柴牌]、(江湖叠]、(梆子叠]和[阴

调]：它们多数用于叙事场面，部分用于戏剧性场面。其中的亡江湖]、(柴牌]可按唱词的语

言声调，自由行腔，说唱性、吟诵性甚强，尤以[柴牌)最突出。(江湖]、(柴牌]多为无眼板

(一拍子)，唱词上下旬的字数多少不等，从七字到十字均可。(江湖]板式为节奏自由的散

板、其紧打慢唱与慢拉慢唱最适于表现高亢、粗犷的感情。剧中凡激昂、强烈的场面，紧张、

悲伤、凄凉的情绪，无不运用(江湖)。

江湖曲调，为五声音阶。男女同腔同调，本嗓发声。

小调现有曲牌近60支，常用的30多支。除本地外，外来的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

为多，如[纱窗外)、[茉莉花]、(更鼓]等。这些曲牌经历代艺人根据福州方言声调的改造而

地方化了。

小调的旋律，清新优美，抒情流畅，轻松活泼，明丽动听。 ，

哆口罗指外来剧种的腔调，多由徽剧、京剧和昆腔入闽戏班传入。现有曲牌近50支，

常用的20多支。根据声腔类别，可归纳为五种来源；。一是来自吹腔，如(滴水)、(滂水]等，

二是来自昆曲，如(昆腔引]等；三是来自京剧，如[反二黄)、(江南平]等l四是来自徽剧，如

(对锦花]等；五是杂腔小曲，如(七旬半)、(小上坟)等。闽剧吸收以上腔调后，经过长期沿

用，并受福州方言声调制约，逐渐地方化，特别是吹腔、皮黄、杂曲三个部分的常用曲牌，尤

为明显。昆腔和徽调曲牌，由于少用，还基本保存原曲的面貌。

板歌俗称行板、数板，是本地的民间童谣、民谣，配上打击乐，衍化而成的唱腔。板歌

音调可高，可低，以节奏多变，形式活泼、语言丰富、风趣幽默和接近生活见长，是其他唱腔

所不能替代的，常用于插科打诨的场面。适于单唱，亦可二人或多人演唱，多用于丑行脚

色，家丁、家院的杂行亦常用，花旦、孩生偶尔亦用。唱词以二二三和三二二的七字句为基

础，基本节奏为x x l x x l x x I x和x x x l x x I o x I x 0两种。其他则

一二 三四 五六 七 一二三四五 六 七．

根据不同字数与音节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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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乐

乐队闽剧传统乐队的演奏员7人，俗称“七条椅”，分“硬”、。软”两爿。

硬爿，分掌鼓、锣、钹等，分四个职位：

(1)主鼓，即正鼓师，掌檀板(又名拍板，俗称“确板”)、单皮鼓(俗称鼓板)，是乐队的总

指挥；

(2)替鼓，即副鼓师，是主鼓的助手，可代行主鼓职务I

(3)大锣位，掌各种大锣兼小钹；

(4)锣仔位，司各种小锣，兼乐队杂务，如排放、收存乐器等工作。

软爿，分掌拉、吹、弹三类十多种管弦乐器和部分打击乐器。分三个职位。俗称“三把

头”，

(1)上把拉，亦称主把，掌主胡、板胡、京胡、兼呐仔、哗，武场司大钹f

(2)下把拉，掌笛、月琴、椰胡，兼呐仔、哗，武场司小钹；

(3)三弦位，掌三弦、逗管。兼大钹、呐仔、哗，武场司战鼓(大、小堂鼓)。大剧团另设笙

位，兼双清。

传统乐队有升级制度，硬爿由小锣而大锣而替鼓而主鼓逐级晋升。所以主鼓精通各种

打击乐器，是硬爿之师，文兼舞台“总督”，被尊为“鼓板先生一，在乐队中位居“首席’’。软爿，

可由三弦位升下把位再升上把位。上把位是软爿之师，又兼演员吊嗓(练声)、唱腔教习，在

乐队中居“副首席”地位，乐队升级制度，使乐员在“七条椅”中皆能胜任．闽剧界“七条椅”

皆通者，首数林家辉大师。

20世纪60年代后，闽剧乐队编制略有扩大。在“七条椅”的基础上，增至12位左右。

硬爿增设大钹拉，余沿旧制，软爿增琵琶、扬琴、二胡、中胡、大提琴、低音大提琴等位。其他

乐器如三角铁、木琴、大管(大逗管)等，根据需要与可能，择人兼之，另外，单簧管、小号、架

子鼓等西洋乐器，只作为色彩乐器，视剧情、场面而用，一般多用于现代戏中。

闽剧乐队，以民族管弦乐器和打击乐器为主，兼用部分西洋乐器。

1．吹奏乐器，传统有曲笛、逗管、哗(大唢呐)、呐仔(小唢呐)，现在增加高音笛、大管、

笙、箫以及小号、单簧管等。

2．弹拨乐器，传统有月琴、小三弦、双清三种，现在增加大三弦(小三弦渐被淘汰)、扬

琴、琵琶或柳琴、阮、古筝以及木琴、钢片琴等。

‘3．拉弦乐器，传统有二胡(六角形，似京二胡)、椰胡、京胡(现已淘汰)，现在增加高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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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鞘)；

(即小堂鼓，俗称战鼓)、大鼓

(3)锣类乐器有大锣、小锣、小叫锣(俗称“统教”)、钟锣(即包锣，又叫冬锣、奶锣)。大

小锣又有高、中、低音之分，高音锣俗称“高沙”，低音锣俗称“下沙’’。

’。(4)钹类乐器有大钹(即中钹)、小钹(俗称钹仔)、大擦(俗称“风钹”)、吊钹等。

闽剧唱腔的配器原则是：逗腔，以吹奏乐器(曲笛)为主，拉弦、弹拨乐器为辅；洋歌，以

弹拨乐器(双清、三弦)为主，拉弦、吹奏乐器(小唢呐)为辅；江湖，以拉弦乐器为主，弹拨、

吹奏乐器(呐仔、逗管)为辅。具体配置则根据曲牌而定。

5．特色乐器。

逗管，原是福州十番乐器，收进闽剧后，主要用于逗腔伴奏。它以细竹管为身，大小如

高音笛，音孔前7后1，以芦竹管为嘴，直吹，发出“噗噗”声，音色阴涩而凄厉。有效音域七

度(A—g)。不作独奏，配合曲笛演奏，可获厚实而饱满的音响效果。用以伴奏(观容]、[自

掏岭]之类的逗腔曲牌，闽剧风格突出。因音色特殊，又用作剧中反面人物的带腔乐器。

椰胡，原是福州十番乐器，以大椰子壳为筒，梧桐板为面，紫檀木为杆，黄杨木为轴，纸

卷为码，丝线为弦(现多改用钢丝弦)，马尾为弓，发“嗡嗡”声。音域、定弦同中胡，音色柔和

甜润，能调和吹、拉、弹各种乐器的音色。

双清，构造似中阮，杆稍长，两弦，四度定弦(5—1或2—5，即G—C或d—g)。共

鸣箱比中阮略小，音色和共鸣均不及中阮。音色清脆柔和，与二胡、小三弦、椰胡等乐器共

同伴奏洋歌曲牌，具闽剧特色。

月琴，构造与普通月琴无异，唯共鸣箱略大，故音调低，音质较厚。奏法独具一格，如双

挑、双弹和双挑带轮及双弹带轮等奏法，有“闽剧月琴”之称。

闽剧的伴奏手法

逗腔的伴奏乐器以主胡(类似京二胡)、曲笛为主，月琴、椰胡等为辅，掏岭处，加上呐

仔、逗管。

极具闽剧特色的伴奏手法有“锣仔啮”和“抖鼓”两种形式。

锣仔啮，是在乐曲的小过门处，如(宽板吟]、[观容吟)、[泪透)等瞳牌的上下旬过门

处，加上小锣、小钹。其基本演奏方法是：小钹按节拍每拍一击，小锣按旋律节奏击打后半

拍，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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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

小锣

小锻

8 1 2 2 5 3 5
■目●≈=目P-一j■●===：：==jj一

0台台0台0台
‘‘1。。o·=；===j●■=；■=口自======，篁

七0 七0

或

抖鼓，是在乐曲的长过门处，如(自掏岭)、(观容]、(水过浪)等曲牌的上下韵过门

处，加上战鼓(小堂鼓)打花。其基本打法是按旋律的节奏，重拍打鼓心，弱拍的后半拍打

鼓边。如： 。

旋律

鼓边

鼓心

洋歌伴奏乐器以主胡、月琴、三弦为主，旬末常加呐仔吹奏，称。呐仔尾”小过门亦用

“锣仔啮”，个别曲牌亦有。抖鼓”，如．[山坡羊]、(花鼓]等。

江湖的伴奏乐器主要用弦乐，唯(阴调卜曲的掏岭和过门用小唢呐、逗管。散板的拖
^ d ● ● ●

腔尾音，常用大颤音或加下前倚音奏法，如l一奏成1 2 l 2 I 21 2 l或t1 tl t1 tI，同时

拍板或替板按八分音符音值打节奏。上下旬的落音，则运用回旋音型当过门。如上句落
^ ● ^

1一，奏成l 3 2 3 l 6 5 6 I下旬落音S一奏成5 l 6 1 5 3 2 3 I拍板或替板仍按八嵩皇=詈=专=产’ ‘=詈昌昌=i=宣=i=尹号=宇=’

分音符音值打节奏，并加上签子按十六分音符音值紧打单皮鼓，以造成紧打慢唱或慢拉慢

唱的紧张或悲惨效果。

器乐曲牌由琴串、哗牌组成。

1．琴串，即丝弦乐曲，有曲牌200多支，常用的有50支左右。来自福州“十番”、鼓吹等

民间器乐曲的有(万年欢]、[一枝花)等；来自徽班、京剧等兄弟剧种的有[双贵子)(即(小

开门])、[柳青娘]等；新老音乐工作者改编、创作的有[老夏)、[偷偷]等。这些器乐曲，经长

期舞台实践，皆具闽剧音乐风格特点，已成为闽剧界共识的琴串。50支曲牌，从风格看，可

分为欢乐的快板如[一枝花]、[菊花串]等，抒情的中板如[青云曲)、(万年欢]和悲壮的慢

板如[苦闷之夜)、(将军令)等三种类型。按功用，又可归纳为以下四种：

(1)作为幕前曲、间奏曲，如(北云鳌)、[一枝花]等；

(2)作为描绘特定情境，如剧中人物以喜悦、欢乐的心情上下场，就配以欢乐的快板类

琴串，加上以小锣为主的‘‘小介”锣鼓点，剧中人物心情沉重、惆怅，就选用悲壮的慢板类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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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拾

节

想

过程等所用的琴串。

此外，为了暗示特定的时代气氛，还运用观众熟悉的，易于引起联想的歌曲或器乐曲

的全曲或片段，作为琴串，这种用法，多见于现代戏中。

2．哗牌，即吹打曲牌(闽剧称大唢呐为“哗”，故唢呐吹牌俗称哗牌)，有80多支，多来

自徽剧、昆曲、京剧等外来剧种。收进闽剧后，原曲的曲调骨架基本不变，地方特色主要体

现在剧种的演奏方法和锣鼓点的配套上。各种曲牌各有其特定的用途，如升堂、升帐用(开

堂]，接送官员用[科场]，押解犯人用[杂牌令)等等。可归纳为五类：

(1)军乐，用于发兵、列队、操演、班师等场面，有[朝元歌]、[醉太平]等，

(2)喜乐，用于喜庆、寿诞以及官员的迎送，有[科场]、(柳摇金]等}

(3)宴乐，用于摆宴、饮酒等场面，有(玉芙蓉)、(大八仙]等I

(4)哀乐，用于生离死别、灵堂祭典等场面，有[哭皇天]、(火石榴]等，

(5)其他，如围猎、行舟及神仙、鬼怪出入场等，有(水仙子)、[石榴花]等。

哗牌常用调门为l=G(筒音作1)和1=C(筒音作5)两种。

闽剧锣鼓经即介头，它分文武戏两类。文戏介头由福州民间器乐十番、斗堂(道教)音

乐、禅和曲(佛教音乐)等民间锣鼓汇合原儒林班、平讲班、江湖班所用的介头发展而成，如

(脱壳)、(火炮]是儒林班常用介头，[倒板头]、C--下锣]来自平讲班；江湖班常用[九锤

半]、(清鼓介]等。这部分文戏介头，极具闽剧特色。武戏介头，多来自徽剧、京剧等外来剧

种，经长期沿用，已逐渐闽剧化。文、武介头共有120多套，常用的有70多套。按功能，大

致分为四类s

1．场面介头，用在场、幕的前后或描绘环境等，有[长槌]、(更鼓)等。

2．唱腔介头，用在唱腔的开头(又叫引唱锣鼓)、中间和结尾，起引唱，连接和尾声的作

用，有[火炮)、(快介]等。

3．科白锣鼓，配合形体动作、道白与对话，有(四击头)、[乱槌]等。·
t

4．哗牌介头，或日牌子锣鼓，即插在哗牌之中的介头。

在四类介头中，唱腔介头和科白介头，最具闽剧特色．代表介头有；(脱壳]、(火炮]、

(四不象]、(清鼓介)、(双蝴蝶)(俗称五大介)和(冒头仔)、(老鼠尾)、(间排仔)、(十八

槌]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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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

唱7 腔

逗 腔

顾不得千里奔波

《孟姜女》范杞梁[生]唱

丢蕙I冠丢m m
顾 不 得

(噫)

林超平演唱
黄勤灼记谱

／——————————一、 ．，，——————’＼

l!至量至I上量I生互l生』I 5 l鱼三
(噫) 千里 奔 波，

曼些II u l生』I蛆I丝；l譬_’——1==；—————’；●————．．o?—————=o E20i7——_’ ‘

／———————＼

)l星．曼l生三I
心慌

盈1 2 I(u l●I掣l业l u I粤)II
步 乱。

’

．

说明。1984年根据福州闽剧院二团演出录音记谱。

l=F

。挽勒丝缰风似快

《紫玉钗》黄衫客[生]唱

【囊板1粤L-、(帮)

·快介】÷盟I巫l堑l 3 I
’

挽勒丝缰 风 似

掣I 9)I龌I 1 I 2

犹如 逐 电

iMoA,1963年根据老艺人口述记谱·

762

一一-、

l 2 3 l
====jf-一I

快，

洪 深演唱
林学仁记谱
黄勤灼校订

生丝I盟l星丝Ii巡l婴l坠(兰l———==；⋯—‘。==㈣———_‘—=一、一‘
(呀) ，

(I卜)佥I互币i面112 2 1 0 2 III． 8 6 I I．1 5．垦I 5————_∞_={，’●㈣=2号o—●’·A『



’=F

只 得别 你

《红裙记》王成龙[生]唱 黄宝钦演唱
黄勤灼记谱

⋯胶，4)-t嚣1 tI慧t1 tI t1．‰8一IJ丁．．2—2 k 3【靴腿胶】 o o ．毛1 3 ／．2l 6、1 ．2 l 2毛2毛2 3

见 见 见见见 见吾妻 我要认来还忍

，2五1．i7 6．一l丢(巡l坐l坐l 3)I廿直盟磐l毋．
住，(呀) 怎奈恩父情难断(噫)

盘盟互虱I÷(业12 1．*I业J*I导)4
只得别你。(啊)

说明。1980年根据老艺人口述记谱．

1=C

霎时间冷气袭人

{[女运骸》姜姬英[旦]唱 林超平演唱
黄勤灼记谱

U．kt。liMnt]f—弋． 馘 。厂—、

嗍头】廿q逾节一656 5 5 1 6▲6．阱尾】|詈叠1 I韭I|矗盘2 13-3I (介)|I【倒板头】廿
。

8 ． 一I葫芦尾】l÷l 5 i 5。l 65 I —f介1 I
一‘==毒 '———-；=■罨———-一—·-——一====|—一● I -

要时 间 霎酮冷气袭人，

l=F(前8=后8)
，—_＼ ．，——-、

3 3 2 I 3． 2
一·一l·一

密云 四 布。

2了l 9．(呈I L』譬l 9-)l互互3’l 5，5 l 3 12 l
——————————、，，———————、

敢则是 天衢

／‘、
l 6

．，一、 ．厂———＼

l I 5．8 I 2． 3

淋 雨 降下 空

／—————＼

2 l 8

中。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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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譬譬l墨丝l 8‘．

2 一 I 2 5

．八

弓， 不

中遗

2 3

奴只

厂、．，一、／——■—、厂、
6 1 I 3 2 l 6 I l 2 5 3

得 强 整 鞋

厂、I 、I厂_、
2 7 I 6 一 I 1． 2

。_。‘’。。。一- ● ■‘一

敢 挨 停。 叫

／———————’、
-

l生羔上三
玉

8．1(业5)’I五r五n l 5 5 I 8．
香 (噫) 急 把 伞

二==■——————、厂——、m盟l 6．．1 3．I丢五8 2 I
儿 (噫) 来 遮

，一—、

l 2

盖。 (呀)

飞．．(兰I*拿l 9．)l 5玎立金6 2 l n
荒郊 旷 野，

立佥5 3 l 2’．1 5．h．I 5亓■玎面
存 身。 一 阵 阵(呀)

、．I【葫芦尼】l盟金2 8 I 5_l^矗I 2．1
一阵阵 凄风 苦 雨，

佥2佥l 2n l●2譬I业5譬l 5F15．(t8 1 3 I ． 8 l l 6 l 6 8 l - l I l

淋 湿 衣 襟。

9晕I址u l；．)廿3函空5互■主．I
(哎呀) 天呀 天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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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厂、I厂、
1三l星呈
个 弱

丘I丁&、

6 I 1 2

质

佥5 3 I．2(监)I萼8呕佥2 7 l
伶 仃， 未离 家

毛9．i业、I璺厂面●n．、l l 5 5 I
庭。 都只 为 夫君 遗骨， 跋 山

／—、

5 2 佥6 3 6 t斤立I 2佥3 I”2．1。l l 5 I - I‘。‘。。====墨 忡 ● ●

涉 水 受 尽 艰 辛。

1 一l生』8
雨， 雷电

—’、．

3 2

裂碎，

佥3五2 l 3盈2 1 I5 5 l I 3 6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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