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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种音乐

曲 子 戏

概 述

剧种沿革

曲子戏，亦称“小曲戏”或“小曲子”，流行于甘肃全境汉民族地区。包括定西曲子、兰州

越调、白银小曲、甘谷曲子、秦安小曲、平凉曲子、凉州半台戏、敦煌曲子等。

曲子戏渊源甚早，可溯至隋、唐。宋王灼《碧鸡漫志》载：“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

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这种曲子的唱词，在敦煌遗书中所存590首，涉

及曲调80种左右。这些遗存学术界统称“敦煌曲子”、“敦煌曲子词”，有七言、五言等齐言

句式，亦有长短句式。有单段的，也有多段分节的。从曲体结构看。有二句体，多旬体，有的

带有“引子”和。帮腔”。亦有若干曲牌联缀演唱的大曲。具备诗乐舞三者结合的性质。人们

把甘肃各地传衍不断的曲子演唱现象统称之为“秦声”。出土于天水北道区伯阳乡南渠村

北宋雍熙年间(984--987)墓葬的六块画像砖，分别描绘男伎、女伎奏乐、击鼓演唱的情景I

清水县刘家沟村宋墓出土的两块砖雕中，都有垂帘向两侧斜挂，一砖雕刻一女伎作舞蹈

状，另一砖雕刻一女伎扮装成行乞妇女或贫妇状，一手持多节木棍，一手提包袱，面部表情

凄苦，显然是在表演故事。从这些画像砖可以看出当时天水一带的说唱艺术已向表演的方

向发展。

明代。曲子演唱活动在甘肃各地业已成为土俗。甘肃曲子在上层社会文人曲道路上继

续发展。如明弘治、正德(1488--1521)年间“前七子”之一的庆阳人李梦阳(字空同，1473—

1530)，明世宗嘉靖(1522--1567)年间的治水名臣秦安人胡瓒宗(1480--1560)等，都曾写

过曲子词作品。至今传世的秦安小曲《玉腕托杯》，即出自胡瓒宗之手。李梦阳《空同子

集》载t“如今俚巷之词曲，不学而能之。急徐高下之板眼，所谓之音也。及问其出某品某律。

孰宫孰商．则不知也。”这正是曲子当时在河陇之地盛传的真实写照。尤其自曲子与“社

火”结合，形成“地摊秧歌”的演唱形式以后，开始出现由单曲清唱(坐唱)逐渐发展成为有

化装、有人物的“走唱”叙事表演，促成从曲子向曲子戏迈出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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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各地涌现出一批能编善演曲子戏的“戏包袱”(亦称“戏母子”)，根据民间传说编

演一些具备简单情节的曲子戏，开始在“社火”中以“地摊秧歌”形式穿插演出，如平凉地区

盛传的((---瓜子吆车》、《算卦》，河西地区盛传的《贼打鬼》、《三怕婆》，天水地区盛传的《转

娘家》、《懒婆娘纺线》等。这些小戏，除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质朴的乡土语言外，最突出

的还在于它秉赋了民间社火“大抵以滑稽取笑”(宋范成大《石湖集》)的特点。与此同时，一

些文人与歌伎也开始参与创编行列。清闲斋氏《夜谭随录·米芗老》谈及平凉曲子戏《老换

少》时记道：“康熙间，总兵王辅臣叛乱，所过掳掠，得妇女，不问其间之老少，貌之丑美，悉

贮布囊中，四金一囊，听人收买，老人出四金，购一年少美女，少年购一六旬老妇。不意间歇

一店，且住隔壁。老翁得年少美女，喜不自禁，少年得老妇而愁肠百结。老翁约少年即去酒

店同饮，妇俟其去远，蹀步至西舍，启帘入，女子方掩面泣。见妪，乃起敛衽，秋波凝泪，态如

雨漫桃花，妪诘其由，女日：奴平凉人，姓葛氏，年十七矣，父母兄弟，皆被贼杀⋯⋯二人换

衣易居，后各得其所⋯⋯迄今秦陇人皆能悉之。后来有人将此编成戏，在秦京中皆演。”该

剧至今依然作为平凉曲子戏的经常演出剧目之一。秦安小曲戏ell,登科》，据传也由翰林张

思诚之妾红姑娘所作。张思诚，秦安人，于道光十八年(1838)还乡后，曾创作曲子剧本多

出。据天水市文联主席薛文彦《秦安小曲音乐》载：“据八十高龄(1899年生)的刘绳祖老先

生谈，‘文化大革命’前他在一文物、古玩收藏家家中见过该人收藏的张思诚《昭君和番》、

《_---请茅庵》的手抄本。”正是有了文人的参与，才使曲子戏的剧本创作，题材更加广泛，情

节更加复杂，其句法、文意，与明末清初民间艺人爽直而富有感情的剧本特色形成鲜明对

比。如取材于小说的《草船借箭》、《燕青打擂》、《张生上京》、《平贵别窑》、《八洞神仙》、《光

绪逃西安》等。

曲子戏剧本创作的繁荣，促进了职业和半职业演出班社的勃兴。如创建于清乾隆二十

五年(1760)的敦煌营武班，创建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临泽沙河渠忠义班，创建于清

咸丰二年(1852)的天水鸿盛社和秦安安伏乡小曲班，创建于同治光绪年间的秦安吊湾曲

子班(1862--1875)，静宁县张山村张占魁社火班(1879)以及临洮百子社、酒泉魏德佑班、

马宗武班、祁家班等，都是专唱曲子和曲子戏的职业班社。也就在这一时期，以关中小调为

主体的陕西曲子班(也叫秧歌班、眉户班)西达陇上，曾在高台、兰州、天水等地演出，有的

甚至长期落户。如陕西凤翔秧歌班在高台县作祝贺迁址演出后便落户于天然城(今高台县

罗城乡天城村)，陕西迷胡班在整建伏羲庙酬神演出后落户于天水等，这对甘肃曲子戏的

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出现了曲子戏、小曲戏、迷胡戏相互借鉴、混同使用的现象。但当地群

众仍沿用“老调”专指世代传承的甘肃曲子，用“新调”、。花调”指陕西流入的迷胡。黄健如

收集整理的《流行在甘谷的眉户音乐》①在“曲调的变革”一节中记道：“据六十七岁的老艺

①黄健如‘流行在甘谷的眉户音乐)．1955年元月甘谷中学油印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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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谢峻山先生谈，在他学唱的时候(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甘谷普遍流行的还是‘老调’，

后来(民国十年左右)，先后由兰州、陕西来了两个戏班(迷胡班)，在甘谷演出了一个较长

的时间。从那时起，当地的艺人们就在原有的曲调上进行摹仿、加工，渐渐形成了现在的

‘新调’’’I薛文彦《秦安小曲音乐》①“概述”中亦载：“广义的秦安小曲分‘花调，与‘老调，两

大类型。⋯⋯‘花调’是在清末，由陕西传入甘肃兰州一带再至秦安的。从‘花调，的词、曲

格式、演唱演奏形式、调式特点等方面看，它还清楚地保留着‘迷胡，调的基本面貌，不过在

流传过程中受方言和民歌的影响，与现在陕西的‘迷胡’调相比，其曲调风格略有变化。‘老

调’虽有与‘花调’相似的某些地方，如一些曲牌的名称及个别曲牌的曲调风格等，但从它

的词曲格式、演唱演奏形式、音阶调式特点及流传情况等方面看，是与‘花调，截然不同的

另一类型音乐，严格地说，‘老调’应该是真正的秦安小曲。”另据杨柳的调查报告称：“民国

初年，平凉曲子戏也被陕西迷胡所代替，一些曲子戏班社和艺人改唱陕西眉户或秦腔，平

凉老曲子在城市基本绝迹。”⑦

民国时期，各地曲子戏自乐班纷纷兴起，据平凉地区不完全统计，仅平凉县内，就不下

三百多个l秦安县城关、安伏、吊湾、李堡、郭嘉等乡镇，时聚时散的小曲自乐班也不下五十

余个；甘谷县磐安镇之东街、西街、南街、北街、大庄、毛坪、刘家墩、张家沟、金川、裴家坪、

谢家坪、刘家河湾、四十里铺、侯家山、杨庄、柳湾、三十里铺、武家坪、下庄等村，不仅各有

曲子班，还常相互交叉演出比试演技高低。这些曲子自乐班中有不少属于数代传承的家

班。据《秦安小曲音乐》载：“安伏乡伏佑玺(1914年生)说，他唱小曲已传四代了，最早是祖

太父伏钱二(清咸丰人)，在清光绪年间从附近蔡四老爷(拔贡)处学的；西川李堡农民周玩

月谈李堡小曲是二少爷成运成在清光绪年间传的f秦安县文化馆长孙志杰(吊湾人)父亲、

祖父都会唱小曲，祖父是清同治年间人。”定西县刘家山底小曲班，也传四代，第一代刘永

亨，第二代刘福，第三代刘汉相、第四代刘胜等，至今仍常年演出。@各地班社纷纷兴起，又

推出一代代曲子戏演员。民国6年(1917)平凉县郭福祥创办的杨老余寨自乐班，历年曲子

骨干就有宋志成、常发海、何得水、鱼智宽、陈九信等，创建于民国初年的华亭县曲子班，著

名曲子艺人何珍，生旦净丑，唱念做打俱佳，尤擅于旦门，以《双官诰》三娘、《刺目劝学》李

亚仙、《卖水》桂英、《闹酒馆》杨八姐等最享盛名，华亭曲子后起名人皆出于他的门下l秦安

县可记忆的有清末秀才李文赞，唱、弹、做皆能，李的徒弟有颜天赐、胡骚胞、安大棍、李尧

天等。目前健在的有王端麟(1929年生)、岳什魁(1923年生)、李志堂(1933年生)、马守德

(1923年生)、仇端山(1923年生)、郑全德(1930年生)等。比较年轻的有秦安县科委干部

杨文峰，秦安县乡镇企业局干部员宗尚等。

①薛文彦‘秦安小曲音乐'。1986年天水市文联油印刊行．

⑦杨柳t‘甘肃戏曲音乐集成·平凉卷'。慨述”1986年3月手抄本．

⑦‘定西报，1983年3月2日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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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亭县孟家庄清末秀才孟继孔，除演唱、教唱曲子外，还改编移植过《盗仙草》、《草坡》

等剧；范家庄武秀才沈建堂，少嗜秦腔，晚年改好小曲，他自任教练，以秦腔形式导演曲子

戏，使该庄曲子戏演出总高别庄一筹；庄浪县南湖镇李杜，唱曲子声娇气柔，身姿洒脱，表

演谐趣，常逗得满场哗然。甘谷县曲子艺人谢峻山，以唱功驰名全县，20世纪50年代已60

余岁，仍童音朗朗，不仅每晚聚众弹唱自娱，县广播站也多次现场播放。

民国31年(1942)，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陇东分区所在地的庆阳地区，掀起以唱“秧

歌曲子”为内容的“新秧歌运动”，从而使耍秧歌、唱曲子的民间传统习俗，变成“教育人民、

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刘志仁创作的陇东老曲子《张九才造反》、《九

一八》、《救国公粮》、《生产运动》，汪庭有创作的陇东老曲子《十绣金匾》、《表顽固》、《防奸

歌》，以及当地驻军宣传队创作的《看谁冲在前》、《枪林弹雨闯英雄》等，都具有很高的思想

性和艺术性，在战争岁月里产生了重大影响。民国33、34两年间，仅宁县三十里铺秧歌队，

就创作演出秧歌剧40余本。据民国34年(1945)陇东分区所在地庆阳县的统计，全县六区

一市，秧歌队达137个，演员数千人，演出节目数以万计。宁县南仓乡秧歌队社火头刘志仁

被誉为“新秧歌的旗手”，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特等模范称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曲子戏得到迅速发展，各地排演了一批传统曲子戏和现代曲

子戏，使平凉曲子戏、秦安小曲戏、武都小曲戏、通渭小曲戏、张掖小调戏、敦煌曲子戏重新

登上舞台。1956年，平凉柳湖乡董振杰创编的现代曲子戏《挖界石》在平凉地区会演中获

一等奖，1957年甘肃省民间音乐舞蹈观摩演出大会上，该乡艺人演出的传统剧《老换少》

也获得奖励f庄浪县曲子艺人李杜、张正祖分获省级二等奖和地区一等奖；张掖的河西小

调现代戏《河西壮歌》、敦煌河西小调现代戏《文化岗》、高台河西小调现代戏《双回家》、武

都曲子戏《苹果熟了》等，均在1957年全省现代戏会演中获奖。此外，长期作为曲艺形式的

兰州鼓子也被发展成为鼓子戏，舞台演出了《三难新郎》、《拷红》等剧目，尽管由于各种原

因使它在戏曲道路上没有继续发展下去，却在曲子向舞台戏曲发展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1976年。敦煌举行全县曲子戏观摩演出的活动，并邀请老艺人集中发掘整理，传授曲子戏

传统剧目。1981年，平凉地区华亭县举办首次曲子戏调演，有七个曲子代表队参演，演出

了创作和改编的《玉壶冰心》、《梅降雪》等十多个剧目，1982年，秦安县改编上演了秦安小

曲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天水地区会演中获一等奖。

唱腔结构

甘肃小曲戏的唱腔结构，属曲牌联缀的体制。其所拥有的唱腔曲牌及兼收的民间杂

调．均具有相对独立的单曲性质，就填入的唱词来讲，其曲体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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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旬体。以上、下两个腔句为基础，并呈对比性质。上句腔落音自由，下旬腔落于调

式主音，上、下腔句之中或之后，常嵌入衬词拖腔和过门。其词体亦为上、下两个七字句或

十字句，尾字上仄下平。如[软西京]、[岗调]、[紧诉]、(长城]、[莲花]等曲牌皆属此类。

四句头。由四个基本乐句为基础，音乐多具起、承、转、合性质，通常填入四句七字句唱

词，如[莲湘]、(一串铃)、(勾牌子)、[诗篇]等。

长短句体。由两个基本乐句为基础，通过发展变化，构成多乐句结构形式，但所填入的

词却是七七五句格的民谣两句半体，或三个七字句式，甚至两长两短的四句式等。如[剪靛

花]、(银纽丝]、(越调]、[五更]、(罗江怨]等。长短无定的多乐句结构，多以长短句词体入

曲演唱，曲体结构虽显庞大，却是在主导音型基础上的发展变化。这类曲牌，唱腔对口昌词的

容纳量伸缩性很强，有些曲牌可填入五句、六句，有些则可填入八句、十句甚至十多句不

等，且较其他体制曲牌和词式更显固定，甚至不允许轻易加字或减字。

甘肃曲子戏曲牌，徵调式居多，商调式、宫调式次之，羽调式较少，并分别建立在清乐

五声骨干音(5 6 1 2 3)和燕乐六声(5 7 1 2 3 4或5 6 7 l 2 4)、七声(如5 6 7 l

2 3 4)骨干音基础上，以此形成花、苦音两种腔调，分别表现喜悦、忧伤之情。这些

曲牌，当联套成大段唱腔时，各曲牌便会自然形成曲体、词式、调式、调性、旋律、旋法上的

对比，用以表现复杂的戏剧情节和戏剧感情。其联缀程序为：

曲头+各类曲牌+曲尾

曲头，可以为[越调]，也可以为(背宫]。曲尾视曲头所用曲牌择定，若[越调]为头，必

以(越尾]为尾，若[背宫]为头，必以[背尾]为尾，若曲头先“越”后。背”，曲尾则必先“背”后

“越”。中间曲牌则视内容需要，随意选择联套。

演唱风格

甘肃小曲戏的早期演唱，无论生、旦、净、丑均由男演员担任，演唱行腔施用真嗓，根据

剧本题材内容，分为柔口唱法和刚口唱法两种截然不同的演唱方法。

柔口唱法用于演唱文曲。文曲也叫“思情曲”，主要表现男女爱情故事，演员通过对声

音的控制、修饰．形成纤细柔和、委婉娇嫩的情调与音色。尽管发声用大嗓(真嗓)，吐字却

轻放轻收，运气徐出缓入，行腔幽缠慢送，且注重旋律的起伏。这种唱法也称为“文唱”。

刚口唱法多用于演唱武曲，或者净角与武生行当。武曲也叫“英雄曲”或“刀马曲”，剧

本以表现英雄豪杰的战斗故事为主要内容。其发声一般共鸣强而音量大，送音讲究满宫满

调(满口音)，运气讲究“高抬猛压”。吐字则多用“喷口”，以刻画武将的刚健英姿和豪爽个

性，这种唱法也称为“武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旦角由男演员改为女演员担任，唱腔与演唱的性别特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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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得以自然解决。

甘肃小曲戏由于流布面极广，各地语言音调、声韵又不尽一致，这对唱腔曲牌的音乐

旋律及其风格特点的形成产生很大影响。秦安方言中去声字特别多，导致其唱词字音除较

多的下跳进行外，下滑音非常多。此外，秦安方言中用舌齿发出的尖声字很多，这就影响到

字音唱出之后的归韵问题。秦安小曲戏的归韵最明显的特点，一是唱字声韵短促，即吐出

字韵后，即刻转移到“ei”、“do”等韵脚，二是拖腔频频换韵，形成不同韵脚的虚字垫衬，这

种现象，在比较长大的拖腔演唱中表现较为突出。由此促成它的曲牌音乐，上挑下滑倚音

多，一腔数韵哼唱等特点。

兰州方言虽遵阴声中降，阳声高降，上声先平后降，去声先降后扬的字调规律，但由于

字调、字音、字韵上的独特性，使其演唱风格甚至曲牌旋律也同其他地域的曲子有了很大

区别。其中字调促成音乐旋律大幅度的向下跳滑，在演唱上给人以豪放、奔洒之感；字韵上

最明显的是中东与人辰、灰堆与怀来韵辙不分。如“君”与“窘”，“臣”与“城”，“英”与“因”，

“雄”与“巡”，“煤”与“埋”，“怀”与“淮”等诸如此类，常被混为一读；最突出的是字音方面

“书”与“福”不分，“北”与“波”不分，“水”与“匪”不分，“说”与“拂”不分。凡此都对曲子演唱

的吐字、归韵以及总体艺术风格产生重要影响。

现将兰州、秦安、平凉等地语言调值列表对照如下：

调 类 阴 平 期 平 上 声 击 声

定西语1Ir N J N 4l _1
44

I 442 I 324

I
＼ 5l

N 』兰州语1Ir N 31 o 442 Vl 214

自慑语言 1
53 N 42

-1 -I
44 、，I 214

甘谷语1Ir ／1 2l √2。4 N 51
]

I 55

囊安语t l 1 35 N 51
]

、，I 214 I 55

早凉语育 ／1 35 J 214 ＼J 51
]

I
55

薮煌语言 ] N 5。
／1

24
1

。

55 I 553

武成语言 1 ／1 24

l
1 45I 553 N 31

字 饲 姆 麻 马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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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奏形式

早期曲子戏的伴奏形式，基本为随腔伴奏，主奏乐器有时适当加花装饰而已。乐队编

制也较简单，文场仅有三弦一种乐器，武场则有四页瓦、碰铃(水子)。所用三弦为中鼓三

弦，所取调门视演员嗓音而定，可为D调、E调、F调，甚至G调。以定D调者较为普遍。

主奏乐器三弦定弦则视不同曲牌旋律特点而定，一般分为“越弦”“东弦”“三不齐

弦”三种，以E调而言，分别为：

越弦定音“1—5一l”

东弦定音“5一l一5”

三不齐定音“5—6—3”

三种定弦以“越弦”运用最为普遍，唱小曲皆以此弦伴奏；“东弦”则伴奏大型单曲演唱

的曲目。如以[苍龙哭海]演唱的《林冲夜奔》，。三不齐弦”只有演唱《十里亭》、《赏月光》、

《满江红》等时才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小曲戏伴奏乐器也有很大变化，许多乐队加进了板胡、二胡、笛子，

甚至中胡、扬琴、小提琴、大提琴等，武场击乐也加进钩锣、手锣(小锣)、板鼓、暴鼓、铙钹

等，板胡逐渐代替了三弦的主奏地位，成为小曲乐队中的领衔乐器。

板胡定弦有“正弦”。反弦”两种。“正弦”亦称。月弦”，为5—2，以D调为例，

即。a—e”，反弦为。1—5”，以D调说，即“d—a”O

二胡为辅助乐器，定弦为“5—2”。

笛子为定调乐器。有“三眼调”，即第三孔放开，孔音为拿。。四眼调”，即第四孔放开，

孔音为5。

击乐中的四页瓦，系小曲戏的击节乐器，由四片竹子做成，每片长13厘米许，宽4厘

米许，其形似瓦，演奏时每手各执两页，相互碰击发音。

碰铃又叫“水子”，击节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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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曲子戏唱腔曲牌词格体例及节拍形式一览表

曲牌名 称词牌
基本词格结构 节拍

体例 花音 系 苦音 系

五、五 问病调 小哭板

六、六 男寡妇 鱼
上 4

下 山丹花 箍缸调 打皇天小诗篇 寸

句 打洞调 软数硬数 研磨调 东京 伤感调 4

七、七 了
体 十里亭 禅音 紧诉 林英调 乐一乐

十、十
岗调 钉缸 剪靛花 大哭调 三道蔓 琵琶

墩调 诗篇 小石片 西京 长城尾 阴司板

四、四、四、四 慢诉

五、五、五、五 月调 前越调

七、七、七、七 莲三湘 莲湘 莲花尾
2四

打楗枷 诗篇 大石片 小哭调 琵琶 道情 4

句

头
太平年琼竹调 长城 丝竹调 降夜香 4

4

莲花调

四、四、七、七 前越调 月调 三道蔓

七、七、五、五 进兰房 剪扁 剪尖花

四、四、七 玩灯调

五、五、七 采花郎 剪靛花
长

短 七、七、三 山歌调 一杯酒
三

句 七、七、五 马头调 割韭菜
4

体

七、七、七 珍珠倒卷帘 荡调 洛江怨

七、七、十 五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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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词牌
基本词格结构

曲牌名 称
节拍

体例 花音 系 苦音系

三、三、七、七、七 三字头

四、四、四、四、七 黄龙滚尾
2

五、五、五、五、七 五更蝶落景 __一
4

长 七、七、七、三(五)七 越尾 金钱 软环儿 剪靛花 4
●-一
4

短
七、七、五、五、七 银纽丝岔儿

句
七、七、七、七、七 六月花

体
廿

大莲湘 六并花
老龙哭海 背宫 2

五句以上 相思调 满江红 4

一串钱
赏月光大五更

王正强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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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曲子戏唱腔曲牌调式及三弦定弦一览表

三弦定弦 调式 曲牌名 称 备注

山丹花 箍缸调 钉缸 打洞调 软数

硬数 打皇天 小诗篇 研磨调 撇调

东京 伤感调 林尖调 乐一乐 男寡妇

墩调 西京 长城尾 玩灯调 山歌调

一杯酒 马头调 割韭菜 五更 剪扁

徵调式 剪尖花 莲三湘 莲湘 莲花尾 打裢枷

大石篇 太平年 诗篇 琼竹调 小哭调

越弦定音
琵琶 道情 长城 丝竹调 三道蔓 越尾

黄龙滚尾 五更 蝶落景 三字头 六月花 板胡定音正弦
l 5 I

金钱 软环儿 大莲湘 六并花 相思调 为5—2

老龙哭海 背宫 一串铃 莲花调 反弦为1—5

二胡定音5—2
羽调式 禅音 荡调 采花郎 珍珠倒卷帘 道音

大哭调 进兰房 诗篇 小石篇 大五更
商调式

降夜香

问病调 荡调 阴司板 洛江怨 幔诉

宫调式 越调 银纽丝 岔儿 背宫 老龙哭海

怨宫

徵调式 赏月光 十里亭
三不齐定音

5 6 3
宫调式 满江红

东弦定音
徵调式 苍龙哭海

5 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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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曲子戏曲牌同调异名一览表

正 名 别 名 正 名 别 名

越 调 月调 越调头 黄龙滚尾 马坡 昆滚 黄龙滚

钉 缸 箍缸调 打莲湘打楗枷莲湘
大莲湘

诗 篇 石茂 大十砖 大石篙 山茶花 燕麦花 连三湘．

林英调 降香林英降香 打洞调 勾调

禅 音 五更盘道 道音 六月花 六并花

大哭调 摩掌 魔掌 磨掌 哭窗纱 银纽丝 纽丝 纽银丝

一杯酒 十杯酒 采花郎 采花调

背 宫 悲宫 北宫 蝶落景 金钱 金钱调 叠落金钱

三道芰 三倒蔓 阴司板 两条弦

琼竹调 丝竹调 越 尾 越调尾月尾 月调尾

打皇天 哭皇天 莲花调 莲花落

琵 琶 西京 乐一乐 杨柳调 杨柳青东调

老龙哭海 苍龙哭海 茉莉花 东调

研磨调 五娘推磨 软环儿 跌落

罗江怨 洛江怨 撇 调 杨柳调杨柳青

玩灯调 小放牛 幔 诉 慢数

剪尖花 尖尖花 剪点花
剪靛花 紧 诉 紧数

剪篇 马头调

王正强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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