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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 弦

概 述

丝弦是河北地方大戏，历史悠久，流布区域较广，剧目丰富，行当齐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后，丝弦戏多次进京演出，周恩来总理曾为石家庄丝弦剧团题词。经过整理改编

的传统剧目《空印盒》拍摄成戏曲电影后，从而使丝弦的影响得到进一步扩大。

丝弦，又名弦索腔、弦子腔、弦腔、小鼓腔、女儿腔、罗罗腔、月琴曲等。流行于河北中南

部地区和山西省晋中东部以及雁北地区。丝弦曲调属弦索柳子腔系。剧种起因与形成的

具体年代不详，但从丝弦唱腔常用曲牌来看，均系明·沈德符《顾曲杂言》中提到的元人小

令。可以认为早期的丝弦是在元人小令，明清俗曲的基础上衍变而成的。另一种丝弦是明

代中后期，流行于河北中南部的“弄傀儡”(即撑杆大木偶)由真人登台表演而形成的，至今

丝弦不仅保留了[耍孩JL3唱腔，而且沿用了大木偶戏真声吐字、假声行腔的唱法。

清初，丝弦戏在河北已很流行。康熙十年(1671)纂修的《保定府祁州束鹿县志》中已有

禁演弦腔的记载。延至清·乾隆年间，丝弦戏已遍及大名、广平、顺德、河间、真定、保定诸

府(即今之河北邯郸、邢台、沧州、石家庄、保定等地)。彼时，北京也是流行丝弦戏的地方。

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苑进士李声振曾在其所著《百戏竹枝词》中写道：“月琴曲，形圆如

月者以节歌，然曲近秦声，俗又名丝弦腔。小阮所制，殆非是也。”喜庆以降，清统治者开始

禁演丝弦腔，(见苏州《老郎庙碑记》)此后丝弦腔被迫改以“坐唱”形式演出。至清·咸丰、

同治年间，清廷因内忧外患困扰，管禁渐松，同治七年(1868)井陉北白花村高三老皮办起

了丝弦班社，使这一古老剧种得以复苏。

清·光绪初年，保定丝弦老调艺人吕济翠等来井陉北白花村搭班，遂将老调戏的剧

目、音乐、表演等传入丝弦班，自此开始了丝弦、老调同台演出之先河。自合班之后，主奏乐

器由弦索(土琵琶)、三弦等拨弹乐器改为板胡、曲笛、笙。清末民初丝弦班还曾与河北梆子

合班演出，称“三合班”，甚或与京剧、乱弹合成“五腔班”，随使丝弦戏由原来使用的高腔锣

鼓，改用了京、梆锣鼓。

．889

0#3Ⅱ2萄§蠹



民初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丝弦戏呈发展态势，涌现出许多班社和知名艺人，也

出现了李凤仙等女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河北农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艺人刘魁显等走

入石家庄、变半农半艺的季节班为常年性班社，并礼聘西调、怀调、晋剧艺人传艺，从而进

一步丰富了丝弦剧目和表演艺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丝弦戏有了迅速发展，先后有十七个县市成立了专业丝

弦剧团，恢复整理了一批优秀剧目，如《空印盒》、《白罗衫》、《赶女婿》、《小二姐做梦》、

《井台会》等。为培养人材、石家庄、邢台、保定、正定、获鹿等市县还先后开办了丝弦老调戏

校。

随着新剧目的排演，在音乐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改革，如创造了丝弦前所未有的(反

调]、(过板]、(一板两眼]等新的板式唱腔。特别是由于女演员的搭班演戏，出现了男女声

同腔同调，女腔感到压抑的难题。对此，把女腔的旋律向上提高四、五、八度(调高不变)、一

举解决了困扰多年的女腔过低的问题。此一改革使丝弦女声唱腔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

期。

弦戏戏早期唱腔以长短句式的曲牌体为主，后逐渐演化为曲牌与板式混合体，分属于

官调(保定称为河西调)、越调二大部分。

官调系统，原腔稍高l=D，1957年后改为1=c。以(耍孩JL3(即八句娃娃)为主

作各种板式变化，其间也插入七言或十言句的对偶上下旬。官调唱腔具有明快清新的特

点。全部音域为两个半八度，即从d到g 2。

(耍孩JL?的词格

桂英指路》)的(耍孩

杨宗保：
第

段

句

第

段

句

第

段

旬

[耍孩儿]

为三、三、

JL3：

闯进了，

静悄悄，

二的长短八句三段式。如《杨宗保过山》(也称《穆

山林中，

无人行，

宗保失迷，峤山径。

宗保马上，用目看，

那厢坐着，一仙童，

想必他知，峤山径。

杨宗保，离鞍下马，

上前去，问问仙童。

有[头板]、C--板3、[数唱二板

(去仄，有押韵)

(阳平)

(去仄)

(上仄，

(阳平)

]、[彩腔 (三

板]、[流水三板]、[跺子]、[拨子]、(起板]、[哭板]等。

官调唱腔除[耍孩儿]的各种板式唱腔外，还有(黄莺儿]、[桂枝香]、[锁南枝)、[跌落

金钱)等十余支弦索曲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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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调唱腔，男腔与女腔除旋法上有微小的差异之外，主要区别是男腔下旬落5音，

女腔下句落'音。

越调，调高为1=A或l=G，唱腔结构分为板式变化和曲牌两部分。

板式变化部分，系由[罗罗腔)和C--道腔]发展变化而来，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板式唱

腔。其[头板)、[甩板]、C--板]、[起板]、[跺子]来自(三道腔)；[二板]来自[罗罗腔]。唱词

为七言或十言句的对偶上下旬式，偶用五言句，其词格七言为四、三，十言为三、七，除上述

各种板式外，还有(散板)、(紧拨慢唱]等。

越调弦索曲牌尚存十余种，其中[山坡羊]、(青羊]、[黑莺JL3、[打枣杆)较为常用。

官调和越调的板式唱腔可在本系统内按“散、慢、快、散”的程序组成成套唱腔，基本板

式也可独立成段。

除官调，越调的板式和曲牌唱腔之外，丝弦还从昆弋等剧种借鉴吸收了部分曲牌，以

及一些杂曲小调，在剧中偶有使用，这类曲牌的几十余种。

丝弦戏的唱念，是在本地乡音基础上而加以音乐化。邢台地区用平乡语音}石家庄地

区以正定县方言为基础；保定地区则用高阳乡音。

丝弦戏唱词讲究格律和韵脚，曲牌体唱词有较严格的字数和句数规范。即便是对偶的

七言十言句，也要求合辙押韵，平仄协调。

演唱特点是真声吐字，假声行腔，要求真假声变换自如。真声宽亮，吐字真切；假声柔

美，韵味清醇。尾音翻高的拖腔最具剧种特色，唯有东路丝弦全用真声，不用假声。

丝弦唱腔分男腔、女腔，但有的曲牌板式男女腔基本相同，或只是落音有别。男腔的演

唱要求激越奔放，女腔讲究娓婉优美。老生行当曲调刚直，声音雄伟，质朴无华；净行讲究

真声吐字，用鼻腔，胸腔共鸣，假声行腔时使用“炸音”；青衣、小旦的演唱讲究声音甜美、感

情细腻；小生的演唱介乎于老生，旦角之间；老旦则借用青衣、小旦唱腔，多用宽厚的声音

演唱；三花脸常借老生唱腔；彩旦借用青衣小旦唱腔，但为了突出人物风趣、活泼、滑稽、幽

默的性格特征，多采用夸张、浪漫的演唱方法，从而与所借用的行当唱腔及演唱风格区分

开来。
。

丝弦戏的器乐曲，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弦笛演奏的弦乐曲牌，一类是由唢呐吹奏

的唢呐曲牌。前者常用的曲牌约有四十支左右，后者三十余支。在早期的丝弦音乐传统中，

用来渲染舞台气氛的器乐曲极少，只有一支用于“吹台”的(归来曲破](含[到春来]，[到夏

来)、[到秋来]、(到冬来)四曲)。“吹台”相当于开戏之前的“打通”，其主要功能是招徕观众

入场，催促演员扮装。清末民初之际，由于河北梆子，京剧影响日甚，丝弦戏不仅大量吸收

了梆子、京剧的锣鼓点子，也移植借用了不少器乐曲牌。在现有的七八十支伴奏曲牌中，半

数以上是来自梆子、京剧。然而这些移植来的曲牌，经过长期的使用，均已不同程度的丝弦

化了，有些曲牌牌名相同而曲调迥异，但大部分曲牌仍然与梆子、京剧同名曲保持许多共

同之处，如[玉芙蓉)、(一江风)、(滴溜子)、[紧中慢)、(耍孩11,3、(哪吒令)、(三元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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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松]、[备马令]、[朝天子]等皆属此类。

丝弦乐队由文、武场组成。文场指管弦乐器，武场即打击乐。文场常用乐器最早只有

两把弦索(土琵琶)或月琴、两把三弦，故丝弦也称“弦索腔”、“弦腔”。清·同治年间文场加

入了中音板胡，后逐渐替代了弦索的主奏乐器地位。清·光绪末年，又加入了昆曲常用的

曲笛，起初只伴奏昆曲牌子，后来也为官、越两调唱腔伴奏，成为主要伴奏乐器之一。20世

纪50年代初又引入十三或十四苗的圆盘笙，现在板胡、笛、笙成了丝弦戏的“三大件”主要

乐器。

中音板胡琴杆(俗称“琴担”)，上方柱形，下圆柱形；平均直径约2．1厘米；全

长约74厘米(包括插入琴筒的部分)；琴筒是将全椰壳前切约导，后切约{的中间部分；

筒厚约60mm；筒面直径11mill，并粘合薄桐木板。琴弓用直径1 2mm，长930mm的藤条

制成；弓毛为直径为10mm的黑马尾束。里弦用拶弦，外弦用老弦。定弦为e1一b1或

#f1一#c 20相当于越调(1=G或1=A)的6—3；相当于官调(1=C或1=D)的

3—7。中音板胡清脆、响亮、朴实、刚健、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文场从本世纪20年代以后相继加入了二胡、中胡、低胡、琵琶、柳琴等，而弦索则被琵

琶、柳琴取代。管乐有唢呐、海笛、只演奏曲牌，无专司人员由乐手兼操。丝弦上演现代戏

以后，尤其是学演“样板戏”时，也曾加入一些西洋管、弦、乐器，但历时不久。

中音板胡成为丝弦戏的主奏乐器后，经过几代艺人的探索和实践，总结一整套揉、打、

滑、颤、抖演奏技法，形成了丝弦戏的板胡演奏特点。在唱腔伴奏方面，主要伴奏方法如下：

(一)让腔：把唱腔中真声吐字部分“闪”出来，不予伴奏，而在唱句末或拖腔处轻轻进

入，至过门处音量加大，使唱词更加突出。

(二)填空：多用在唱腔句逗的较短停顿处，使唱腔连贯；也常在唱腔延伸句的中间加

以充填导引，把唱腔推向高潮，使真假声过渡自然。

(三)加花：多用于女腔延伸句，以唱腔曲谱为基础，加以繁化，支持烘托唱腔，使婉转

优美的女腔更流畅自如。

(四)复调：多用于男腔的延伸句，采用与男腔旋律有同有异近似复调的旋律配合伴

奏，手法上有分有合，若离若即，使演唱效果更加强烈，情绪更激扬。

锣鼓也是丝弦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担负着配合演员唱、念、做、打，渲染舞台气氛、

烘托感情，转换场景，引领全剧演出的重任。

丝弦戏起初承袭了木偶戏和说唱鼓书的锣鼓点，以后曾受到高腔和昆曲的影响。河北

梆子、京剧兴起之后，丝弦又大量吸收和移植了京、梆锣鼓，几乎普遍使用。目前，除唱腔过

门的起止锣鼓尚且保持线弦特色外，余者已与京、梆锣鼓无大差异。

丝弦武场以鼓板，大锣、铙钹、小锣为主要乐器，由四人专职演奏，同时兼奏其它配合

特定效果的打击乐器。如堂鼓、大铙、大筛、小镲等。艺人习惯地称京剧锣鼓为“苏像伙”；

高腔锣鼓为“京像伙”；而丝弦原有的武乐为“小像伙””这三种“俅伙”(乐器)搭配运用于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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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的起止及过门。演出武戏时，全部用“苏像伙”

文武场在演出时的演奏位置，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安排。在清中叶以前，文场置于舞

台中央靠近屏幕(大守旧)处；武场置于上场门一方的台13处。晚清时，文场易位于下场门

一方的台口处，武场位置如前未变。民国以后，武场位置与文场合并，皆在下场门一方的台

口，文场列于前，武场列于后。

丝弦戏以其特有的声腔、板式、曲牌同特殊的唱法、特殊的伴奏相结合，构成了丝弦音

乐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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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弦宫调及板式、曲牌一览表

宫调 名 称 板眼形式 说 明

“3、7定弦，只唱[耍孩儿]的前三句，唱腔婉
头 板 一板三眼

转，善于抒情。

[耍孩儿] 为[耍孩JL3的最常用板武，闪板起唱，落在板

_●
二 板

一板一眼
上，既可抒情，又能叙事。

●—-

又称[平调叙二板]。过门与[耍孩儿二板]相
数 唱

一板一眼 同，唱词为七字或十字对偶上下句，句数不
二 板

官 限，多用于叙事，偶示抒情。

板 又名[倒推车]、[倒推船]曲调华彩，适于抒

彩 腔 一板一眼 情，唱词相当八句[耍孩JL；；1的前三句，然后接

[耍孩儿二板]。

流 水 有板无眼 词格为七字或十字对偶句，句数不限，曲调可

__ 三 板 亦可{记谱 塑性强，速度可快可慢。二

调
板 有板无眼 词格同[耍孩儿)，叙事多于抒情，可独立成[耍孩J1．3

三 板 亦可{记谱 段，亦可与其它板式相接。

(耍孩JI．3 因旧日演出时演员以跺脚为号开唱而得名

散 跺 子
无板无眼

(跺子]，词格为三、三、二长短八句。

板
跺 子 无板无眼 七字或十字句词格，句数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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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宫调 名称 板眼形式 说 明

是上场前或大段唱腔前的导引句，唱词只一
(耍孩JL7

无板无眼 句，用(耍孩JL7等一、二分句共六字下接(二
起 板散 板]等其它本宫调板式。

起 板 无板无眼 用七字或十字的上句，下接(数唱]或(流水]

板 又名(哭腔)、(悲声]专用于哭泣时的衷诉，中

哭 板 无板无眼 间可夹白，是前后唱，中间半说半唱的一种板

官 式。

一板三眼 现存(黄莺JL3[驻马听][清水令]

弦索腔曲牌

现存[跌落金钱](桂枝香)(锁南枝)(二八调]
一板一眼

[咕咕丁][四股绳][新水令)

弦、笛伴奏 一板一眼 (皂罗袍)
无

过 无板无眼 [醉花阴]
门
曲 唢呐伴奏 一板一眼 [滴溜子]
牌

一板三眼 [朝阳歌](千万寿]

有板无眼 [洞房赞][合卺]

调 器 弦笛曲 一板一眼 [喜房赞](鬼扯腿](五匹马)

一板三眼 [凤仙花)

乐 (备马令)[武耍孩JL3(花板工尺上][官调工
有板无眼

唢呐曲 尺上]

曲 一板一眼 (小开门序]

一板三眼 [大悲调][开门序]
一

杂 曲 (粉红莲)(赶子]等十五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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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宫调 名称 板眼形式 说 明

6 3、定弦，·只用唱词第一句，旋律婉转抒
头 板 一板三眼

情，只适用于生、旦，男女同腔。

是越调唱腔的主要板式，男、女腔上句落音较

二 板 一板一眼 自由，下句落l音，多用于抒情或叙事，可据

情绪变化而改变速度。

越调的辅助板式，只有四句唱词，不能独立成
甩 板 一板一眼

段，主要用作(二板]的引唱。

慢速时为一板 越调唱腔的基本板式之一，唱腔眼起板落，慢

流水板 一眼，快速时 速时用于抒情，中至快速用于叙事，男腔下句

为有板无眼。 落1，女腔下句落5。
越 ：

‘—●

数 唱

三 板
一板一眼 用于不紧不慢的叙事。

悲 腔
有板无眼 以凡代工落上句，多用于悲伤的叙述。

板 三 板

拖 腔 紧打慢唱接有 是在[流水三板]的基础上加进抒情性的拖

三 板 板无眼 腔，多用于背工与对唱。

是插入(二板)或(三板]中间的唱腔，唱词为

过 板 一板一眼 三、四、五言体，唱腔中无过门，常后接延伸

句，类似京剧的[回龙]。
调

速度较快，用于紧张，急促的叙事，男腔落l；
赶 板 有板无眼

女腔落5。

拨 子 紧拉慢唱 基本板式之一，以抒情为主亦兼叙事

主要板式是越调二板的散唱，多用于情绪激
散 跺 子 无板无眼

动时。

起 板 无板无眼’
辅助板式，只一句唱词，用作各种板式的导

引。
板

亦称[悲声]、[哭腔]专用于哭诉，中间可夹
哭 板 无板无眼

白，是前后唱，中间半说半唱的一种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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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三)

宫调 名称 板眼形式 说 明

紧拉慢唱 (小红衲袄]

弦 前一板三眼

索 后一板一眼
[大幡招]C；-I阳]

腔 有板无眼 (打枣杆](浪淘沙)
曲

牌 [黑莺儿][歌南子][大红锦袍][脱布衫][雁
一板一眼

儿落][山坡羊][罗江怨](三倒腔][傍妆台]

弦 无板无眼 (驻马听]

笛 [太平年][沽美酒][园林好](小石榴花](清

无 伴
一板一眼

江引][香柳娘][皂罗袍][混江龙]

过 奏 一板三眼 [画眉序][大石榴花]

越 门
无板无眼 [点绛唇]

曲 唢

牌 呐 一板三眼 [江儿水][步步娇][万道金光]

伴
(大朝歌](三番眼)[一国争先][状元谱][状

奏 一板一眼
元令)[驻楼]CAr_朝歌]

有板无眼 (斗鹌鹑)[八板]

弦
(万年欢][嫦娥怨](小开f-1][迎新娘](腊梅

一板三眼 花][柳青娘](算盘子][石榴花][小二犯][佛

器 歌]
笛

调 [风摆柳][过街坊](海青歌][牙琴歌][小红

一板一眼
鱼)[戏水鸳鸯)[句句双](鸡翎草][豆叶黄]

‘

曲 (小磨坊][扑蝴蝶][斗蛐蛐][油菜花]C；i-疏]

乐
(惜别][勘察)

有板无眼 (哪吒令][水龙吟][风入松][工尺上]
唢

[开门序][将军令](发兵](大开道][紧中慢]

一板一眼 (滴溜子](大头小尾][扬州乱弹][勾勾腔]呐

曲
[三元枪][尾声)

曲 (玉芙蓉](朝天子)(登殿)(大开门](一江风]
一板三眼

(小开门)[山坡羊](醉太平)

杂 曲 [浪淘沙](倒卷帘][四廷]等一十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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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大

唱 腔

官 调

我妙善泪涟涟

《大香山》三皇姑[旦]唱 徐英芳演唱
马书琛记谱

慢速

查查l÷．主主止．王丝l L卫i韭立丝
才 才旦立 盟苎二查 才旦主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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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调头板】

L至j．毫；．I i4 i：童!!L鱼
垄L查 衣 才 大1

i．)^j
／———————————＼
● ● ● ● ●

3 2 3 5 3
———--—。一‘。’‘。’======

2 3 7 6

我 妙 善

6 1 2 3

6． 5 6 7 6 5 3 5
——-———-——==——-—。'=====’。。。。‘======

泪

J·___。。。’o。。。。。。。‘。‘o’o’。。o。o。’oo。’～ ， 、

韭业巡6 I韭丝业5怄坐丝些坐嘴 -⋯ ’、===oii2=一======一涟

898

涟。

盟l煎6韭笪丝l卫些地



：1厂——————_、
詈乏i毛主I立』鱼_韭

／————、
2 3 7 6

连 把 父 王

，一—、

2 6

怨

2

父

／—————、
2 6 1

埋

(盟盟l
、 ， i

≥．I+／-5 5 5 5 1 5 5． 专％一主一i 童一j．主 {一

怨 几 番。

—‘—————j．半．到广。。]
rF■■■弋‘一Ii=。=一业业i

(业衣
5 ．-I生互 才I立羔L三I才．0 l廿‰．．．1
才才才

‘

(大)

詈堑丝L鱼鱼丝L』I i一)j主l量兰曼壑墅5 l
／．、，———————’、／—————、

赐 下 了

／—、

2 5 3

赐 下

1

麦

56 5 o 2 76 l 5 3 5 1． 2 3 5 I 2 3 2 l 1 5 6 5 6 I 5
- · _

● - ● ● ● ● ● ● ● ● ● ● ●

一 ⋯I·————’一 一-——●一 一 一===；r。一I
。 (台大台大

(业业)廿主主一
十＼ 整 三

佥王

(

盈白



!譬业盟亘旦I ’【瑚 中速

苔一一6一一一I詈5 5 I 5ⅡlⅡ业
(才 才 令 台)

业I Lr立l n I(丝盟I丛盟J矗丌i2业I d业l。i I(丝盟I丛盟J盟；
命我 一 夜

、)廿§§t正互■—F氐一百ij 5 5

要 磨 完。

§ 童j 0 j 7 6 I 5 §主1 0言 §言l主§主a 言言I§．s §主⋯⋯ 一========一 一 -———————t=————-一

● l ● - ●

6 I 5 5 8

想 当 年在

．，一—、 ．，一’、 ．，’‘、-
● ● ● ● t ● ● ■ ●

2 3 2 1 I 7 6 5 1 0 5 3 5

皇 宫 内 院． 只 修的

厂、 - 个 l f——■■——■—■■■—■■■■、．
7 6 5 I 5 5 5 。2 6 1． 3 2 1 7 6 5 一

步 踏 金 砖。

(§盟}虹卫I 5盟l止丛l丛韭I业丝
I，—、，一————、

，
‘ ● ● ‘ l ● ● I ● ● ●

l l 2 f 5 5 3 f 3 7 2 l 0 5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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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我 父王

厂-、／———、，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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