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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河南省文化志资料选编》主要是为编写

《河南省文化志》初稿选集资料的 z 其次是把己

搜集到的部份不能入志的珍贵文化艺术资料集录

成册留存后世;其三是交流编写经验，广泛的征

求各级文化艺术部门、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及有

关专家学者和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对《选编》资

料的窜阅和补充。

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我

们的祖先用劳动的智慧和双手创造了丰富她烂的

文化艺术成果.由于旧的社会制度和时代的局

限，艺人的社会地位低贱，生活贫苦，他们的精

湛艺术技能，只能靠口传身教，很少有文字记

载，更没有人去给他们树碑立传.几年来，省文

化志编辑室的同志，查阅了我省各大图书馆的大



量书于Ij、史志和档案馆的有关文献档案，又召集

老艺人、专家妇、文艺工作者座谈，收集了不少

资料，其中一人一事有板有据的系统资料不多.

但编篡一部社会主义的文化志，需要有丰富翔实

的资料.齿此，衷心欢迎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和知

情者积极协助提供资料并踊跃的撰稿.来稿请寄

河南省文化厅文化志编辑室.

该《选编》的资料是作为征求意见刊印的，

请勿引用.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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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弦丝道》

曲艺音乐考辨

凌丁甲

在淮南，解放前曾流行过一种曲艺，名叫《丝弦道>> ，因其

摸唱区到于"玩会"形式，只有弦乐，不屑锣鼓，故又有一别名

《文雅社> .据说在当时是颇有影确的-个菌种.不过到了临近

解放，己源于失传.建国以后， (<丝弦道》艺人只剩雷馨德、赵

先舟、严西初、王老四、凌老韶、钟行山等几个人，几乎已无能

力进行演唱.还是在一九六一年，淮阳县文化馆为了挖掘民族音

乐文化遗产，曾把雷馨德、赵先舟等艺人邀请到文化馆弹唱，并

为《丝弦道》音乐记了谱，也写下了文字资料。不幸在十年动乱

中，文字资科全失，仅剩几段唱应音乐曲谱尚存.限于当时记谱的

条件，这些曲谱全无音响资料，而今艺人也都己差不多相继辞盘，

剩个主导艺人年近百岁，耳聋眼花，说话声调不洁，唱腔五音不

全，吕西谱例的准确程度今也难以估计.但是，每段唱都标有曲

膊，且有几个曲牌的名称还闪烁着历史的光辉.我想，这对了解

3 



河南曲艺的发展历史会有所禅益.因此，自一九八0年以来，笔

者陆续对《丝弦道》音乐追被如嚣，进行了考辩.现分述于下 z

一 当年听众对《盆弦道》音乐的忆说

《丝弦道》是一种古老的曲艺形式，趋于何时元考，当年曾

为《丝弦道》伴奏时打"福撮"的凌老韶先生〈八二年去世〉说 z

"据上辈人传说完代以前就有了《丝弦道》这一曲艺形式."凡

J武赏过《丝弦道>>的人回忆起来，也都异口 !nJ声地说 z

道》银古老 .. 

《丝弦道》与《大词曲子》的异同问题，一般认为《丝弦

道》兼唱大调曲子在淮阳银i堤，不过六十年左右的历史.市《丝

弦道》费j比较旱，前辈人记事时就有了.当年《丝弦道》的热心

听众，现在淮阳城里剧院后每开茶炉的黛登科先生图忆并举例

说，有一次他去听《丝在道》演唱，当时在伪专员公署干事的公

务人员，是位南乡人〈指今驻马店.信阳一代〉走到那里也咛

听.听后白荐说，他自己也会唱《丝弦道》。淮陌嘻《丝弦道》

的艺人，就客气地请他弹唱→段.他唱了走后，艺人赵先舟窍大

家摆手说"他唱得银花俏，但唱的不是我们这儿的《丝弦遵》

是南乡的《大调曲子>>. "由此说明=一、南乡是把《大词曲

子》称为《丝弦遣》的.二、淮黯唱的是《丝弦道》丽不是《大

读曲子>> .三、在淮阳， ((大词曲子》与《丝弦道》是不同的，

而这种不同也是极易辨别的，因为两者没有一个共同的曲牌.

《丝弦道》的成员，在清朝多是有品级告老还乡的遗老，

当地富户、商界名人，教书先生、被管、兵站闲员海近解放时

还有在太康县任过卫队长职的人参加.国多是有钱有势的社会

名流，所J;{他们演出从来不收费，一是为了自己娱乐，消遣，二是

为人祝福挺寿，三是为了喜事临门凑热蹄，四是为了大的商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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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恭喜兴隆发时.但是，真正请得起《丝弦道》的人，可想而知

乃非一般小窝小贩，一般市民。这是《丝弦道》只所以失传，建

雷后不振的根本所在。可以认为《丝弦道》是封建时代和没落防

级的 lifl震品，所以它要随着封建时代和没落捞级的衰亡丽衰亡.

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创造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

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正是基于此，我们不

能放过对《丝弦道》音乐的研究，因为这对我们了解曲艺音乐史

会有所帮助的.

《丝兹道》的演出地点，一是街头，二是富户大院，三是离

合客庭或富户家客寇.主人摆好桌椅板橙后，祟中摆上姻、茶、

罄苦果、花生、瓜好等招待品，大家国桌雨坐.演唱时用的乐器有

古草、古琴、捞皮二弦、八角鼓、二胡、碟子、拍板、磁铃等.

人数五至十人不足。泛调据凌老韶先生讲说的是九宫一十八

词，商实际常用的谓有件吕宫布夹钟宫，有时也用高宫.. np今

F bE 、 bD、三个词.唱的内容有《翻塔》、《煮酒论英雄}

《王婆骂鸡》、《葬在》等，每段R昌都有唱段的曲牌名称，曲体那

是以唱词的七言体形成的上r韵板腔体乐段，假乎是由曲牌体副

过渡极控体，因此去掉曲牌名就是提腔体上下韵乐段，唱段音乐

均有过口，依弦行肆，音谓古补、住程、曲速缓慢，颇具吉宫延

音乐之风，比淮熙攘传的其它如大鼓、道情等只有击节伴奏的清

唱形式，实为高级形式的曲艺音乐.以下是淮陆《丝弦道》艺人

赵先舟、雷馨德演唱、张德声记谱的唱例、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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