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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索乐 ● 板头曲

弦索乐·板头曲述略

李书印

河南弦索乐合奏曲主要是板头曲，板头曲是鼓子曲(Hp大调曲)中独立于唱腔之外的

纯器乐曲，它与大调曲子的唱腔犹如一对孪生姊妹，两者互相辉映，相得益彰，是中原传统

器乐曲中弦索乐的一种。板头曲是在大调曲子开唱前和演唱间歇时，由三弦、琵琶、筝合奏

的器乐曲。板头曲的历史渊源无明文记载。据杨大钧先生藏1763年手抄本‘一素子琵琶

谱：》中《援琴之辨：}、‘八板名源：}及‘高和江东》的八板形制乐曲的抄存说明，至18世纪后期

板头曲已经出现。清嘉庆年间，麟庆(公元1791m1864年)撰写江春泉等人绘图的‘鸿雪因

缘图记：}，其中第二册中有在开封。同春园”听筝一图，记有‘美女思情》、‘平沙落雁>、‘万里

．．．封侯》、I：状元及第》等曲名。①‘平沙落雁》，初见于‘古音正宗盖(公元1643年)记载，乐谱见

华秋苹(公元1784—1859年)改编的《琵琶谱》(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卷中，为直隶

王君锡传谱，是六十八板体。这些曲谱，现都存在于板头曲中。@据此推断，板头曲在中原

已有300年以上的历史．

1河南板头曲的曲体形式，基本上是六十八板的八板体，即盘头十六板，起势六个八板，

煞尾四板，民间俗称这种曲体叫“老八板”，这是河南的传统说法，其实八板体是传统民族

器乐曲最常用的一种结构形式。

老八板曲体结构，是由八板组成一个乐句，EhA．个乐句构成一首完整的八板体乐曲

——即八八六十四板，但在五乐句和六乐句之间，扩充出四小节，用以小结前边的乐曲，连

接以后的乐曲，形成了一个过渡性的乐句。因此，老八板完整曲体结构，是六十八板。

①‘中国音乐史图鉴>第168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版．
③‘中国音乐辞典)第294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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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板头曲的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

1．以历史传说故事为题材的板头曲，如：<夺筝》(全名为《秦女夺筝》)、《高山流水》、

‘叹颜回’、‘哭子路》、《苏武思乡>、《哭周瑜》、‘大救驾》；《征西》、《銮铃>、《打雁》等曲取材

于《薛丁山征西》l‘上楼》、‘下楼》、《莺莺唤红)(又叫《唤红》)是描述《西厢记》中故事情节

的；《陈杏元和番：}、‘落院》(原名,qt陈杏元落院》)，是源于戏剧《二度梅》的故事情节。表现

民间传说的乐曲有《牛女会》等．

2．描写在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压抑悲伤嗟怨愤懑之情以及闺怨情思，如：《盼夫归》、<闺

中怨>、‘思春)(即<美女思春>)、《美女思情》、‘美女思月)、‘宿怨》、‘悲秋》、‘女地狱》等。

3．以情景寄意写景、抒怀的，如描绘祖国大好山河、旖旎风光、霁风朗月、花鸟奇趣、逸

情寄意的乐曲有：‘满园春>、‘春雨细柳》、<娇花扶日)、‘飞花点翠》、《群鸟闹春光>、《莺啭

挑李>、‘鲤鱼闹莲花>、‘翠中翠》、誓赏秋>、‘蝴蝶闹金瓜>、《葡萄架》、t唧唧咕>、‘秋月穿

波>、‘云里雁：l、‘水仙'、‘平沙落雁》、‘雁落沙滩>、‘天鹅翻掌》、‘寒鹊争梅：}、‘丹凤朝阳)、

‘百鸟朝凤>、‘狮子滚绣球>、‘苍龙下海》、‘黑龙滚阵》、《野马闹涧》、I：金桥勒马>、‘一马双

驮’、‘书韵：}、‘诗韵：}、‘天下同》等等，这一部分板头曲数量较多，内容丰富，题材广泛。这些

寄兴抒怀写情写景之作，多能情动于中，形之于声，情景交融，曲致人意。 。

河南板头曲的音阶、调式及板式．从板头曲总体的曲调看，所用的是五声音阶为基础

的七声音阶．这种七声音阶在中原地区历史悠久，南阳淅川下寺出土的编钟，音阶为：l

2 314 5 6 7 i，是先秦时期的墓葬品．现在板头曲中七声音阶的4、7，是由8和6弦

上的按弦而发出的音，位置多靠近5、i，特别是作为装饰音出现时，这种效果尤为显

著．板头曲中的4、7依照乐曲所表现情绪的要求，在它们所处的范围之内(即3、5和

6，i之间)，位置不是十分固定的，其音位上下游移，这是河南筝曲音阶鲜明的特色之一．

板头曲的调式。河南板头曲在现已收集到的曲目中，主要是宫调式，其次是徵调式．

编入本卷百余首的板头曲中，徵调式14首，其余皆是宫调式。

板头曲在过去民间的演奏中，老艺人们习惯分为慢板、中板、快板。慢板、中板为

一板·眼，快板则是有板无眼。但是，从现在板头曲演奏的实际速度看，因板头曲以詈

记谱，其速度多数是慢板和中板，速度在．J=32--96拍之间，为一板一眼。真正的快板

曲子，只有王省吾弹奏的‘銮铃：}、‘夺筝>、1：征西》等曲，以往所说的有板无眼的快板

乐曲，实际上是以寻记谱，将音符时值记快一倍，加上有板无眼的击拍，速度也就自然
地快起来了，如：‘萧妃舞>、‘大救驾》等曲．这样以来，68小节的乐曲就成了34．'b节

了(但击板仍然是68板)，为弥：tI．A板曲式68小节长度的不足，用过去老艺人的说法是

。再来一摹”，即把34小节的乐曲再严格的重复一遍。所以说34小节的板头曲曲谱，仍

是完整的板头曲．在这些需要反复的乐曲中，河南有些地方也不全是那么严格的，比如

泌阳县有些乐曲是将34tJ,．节反复两次，也有将68tJ、节反复一次的，也有反复其后半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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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些反复中，也有加几小节或者少几小节的现象，乐曲的旋律因而也会改变一些。在

这些相同的曲目中，邓州、南阳、新野、内乡一带是比较严格的，乐曲在反复时一般都不加

变化，仅只在弹奏第二遍时的速度加快一些．

河南板头曲所用乐器有三弦、琵琶、筝、扬琴、月琴、曲胡、软弓京胡、箫、茶盅、龟壳、牙

子板等。演奏也基本是齐奏形式．演奏时，所有乐器都可根据各自的性能特点，在基本旋

律的基础上，即兴加花变奏。下面把板头曲几件主要乐器的情况和定弦方法简述如下：

三弦过去所用的三弦，为中鼓(。鼓一指一琴鼓”——三弦共鸣箱)三弦，柄(担

子)长为800毫米左右，很少用大鼓三弦和小鼓三弦，为适应当时的男声唱腔，常以F

调或G调定弦，定弦为l 5 l。现在演唱中女声多了，定弦多为C调或D调(也有用6E

调的)，中鼓三弦亦不再适用，巳为大三弦代替。大三弦，中鼓三弦定弦和把位情况，

如下图s
。 j

一、空弦定位： 老 中 · 子 t， ‘，、

弦 弦 弦 t

l 5 l
● ●

l 5 l空弦
。。

二、音位和把位 ：
。

三：冀}第一把3名指r～

4(名指或食指)

三：羹}第二把．6名指 J
1 ～’

7(名指或食指)

i食指1

主中指 |．第三把
§名指J
j(名指或食指)

6食指1

¨指}第四把
亍名指·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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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弦的黻洪纯厚，个性较强，弹起来抑扬顿挫动听，为河南群众十分喜爱的乐器。
7琵琶板头曲中所用的琵琶，过去多为当地所制，工艺上不够精细规范，一般为四

相十一品，定弦为5 1 2 5，工尺谱称之为。合上尺六调”．琵琶品相按音定位，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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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

走
弦

中

弦

子

弦

出口 5 l 2 5

一相 6 2 8 6

二相 }．7 ●2 4 b7

々

●

三相 7
”

8
’

14 7

四相 l 4 5 l

一品 2 5 6 2

二品 8 6 7 3

三品 4 ‘b7 1 4

● ●

四品 5 l 2 5
—

● ● ● ●

五品 6 2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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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九品 § 6 7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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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过去演奏板头曲，一般使用十三弦筝，后在邓县发展成十六弦，现把筝上的正宫

调、尺字调、六字调的民间筝谱、工尺谱及简谱的定弦位置，列表如下。

尺字调

(C调)

河筝工简
南 带

民
’～

问谱谱谱

六字调

(F调)

河筝工简

直 尺
民

7、

问谱谱谱

十六奎2竺．皇： 茎三 ：三! 茎圭 圭!

十五大上上’! 饴 仓5． 太天 S 2．

十四盔墨垦兰 堕 垒!： ：：奎三三!

十三大4 工拿 趾 上’1 r合 合譬

十二

十一

九 肷 尺2 勿 五8 P工 工8

八

七

寿 力 土6 工 l工3 上 l▲i

’

五 上 任i ^ 彳穴吝． 尺 偎圣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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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筝民间传统标记弦序的号数如下：

一弦 1l弦 三弦 ×弦 8弦 少弦 ，弦

(1弦 ’2弦 3弦 4弦 5弦 6弦 7弦

夕弦 十弦 1一弦 1二弦 1三弦 1 X弦 18弦 Iv弦

9弦 10弦 11弦 12弦 13弦 14弦 15弦 16弦)

(以上三弦、琵琶、筝的工尺定弦位置及弦序标记，均为李俭民195S年在《河南曲子板头曲

选》中绘制。)①

筝是我国弹拨乐器中比较古老的一种乐器，因此也称之为古筝。筝源于何时，为何人

所造?音乐史中无专文记述。据汉应劭著《风俗通》载：。筝，五弦筑身也，今凉并州筝形如

瑟，不知谁所改也。一有关记述筝的文字，最早见于《史记·李斯列传》，文中说：。夫击瓮扣

缶，弹筝扶髀，而歌呼鸣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汉刘熙著《释名>中说：。筝施弦高急，筝

筝然也一．以后历代咏筝的诗词，更有许多，如：曹植的《：赠丁戾》。“嘉宾填城阙，半膳出中

厨，秦筝发西气，齐瑟扬东讴”．唐自居易的《夜听筝有感》：。江洲三月听筝放；白发新生不

愿闻，而今已是头成雪，弹到天明亦任君"。以此可见，筝产生的年代，早于秦并六国之前，

并为秦人所制，流行在今陕西一带，后人也称之为秦筝。筝何时流传于河南，无从稽考，但

到了唐宋，从大量描绘筝的诗词中可知筝在中原兴盛的情况。如张先词《菩萨蛮》：。哀筝一

弄《湘江曲》，声声写尽湘绿。纤指十三弦，细将幽恨传．当筵秋水漫，玉柱斜飞雁。弹到断

肠时，春山眉黛低”。另如苏轼《江城子》中写道：％⋯·忽闻江上弄哀筝．_苦含情，遣谁听?

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俗待曲终寻取，人不皿，数青峰”．河南过去用的是十三弦筝，这和

宋词所述相符。但是，过去河南民间用的十三弦古筝，形制简陋，工艺粗糙，音准、音色、音

量，比起现在筝逊色多了．过去在筝的底板上，挖有“龙池”、。凤池”的音孔，筝头部分有半

圆形的。疏孔”，筝尾部挖有椭圆形的“越孔一，筝在过去使用丝弦时，弦是集中系绑在“越

孔”中的，具体如杜棣先生所绘制丝弦筝的背面图s
。

越孔 凤池 底板 龙池 琉孔

①‘河南曲子板头曲选’，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1955年油印资料之四十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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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一_『

} 筝的调音是靠移动筝码。改良后的筝，不再用绑弦方法，采用了弦轴装弦，弦轴大多是

装在尾部的天板之上，也有装在筝尾部两边的侧板上的，调弦靠扭动弦轴。改革后的筝，弦

的数量增加了，现在有16弦筝、18弦筝、19弦筝、21弦筝等等，其音域更为宽广，使用起

来也更加便当，但至今在筝的制造上仍无统一规格的定型，仍在研究提高之中．

河南板头曲的三弦、琵琶、筝等等，过去都各有自己的一套演奏指法和技巧，基本上和

现在弹拨乐器的指法蹙一致的，只是没有现在的指法丰富和记述的详尽。河南筝和全国各

派筝在演奏技法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右手无名指扎桩，弹时指不游弦，摇指有些异向冲头。

左手指法，吟揉颤震极具特色，正如指法歌所云。 ，

名指扎桩四指悬， 勾挑剔套轻弄弦，

须知左手无别法，推揉按颤自悠然。

河南板头曲，经过历代艺人口传心授，现在不仅保存有一大批结构严谨，内容丰富，技

法完善的传统曲目，而且这批曲目在调式运用、旋律展开、表现技法方面，都以特有的传统

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自成一家。板头曲近几十年来渐多为古筝演奏，因筝的弦数

多，音域宽阔，音色明亮，音韵优美，适宜于表现板头曲细腻委婉的情绪。板头曲中的其他

乐器，如三弦、琵琶及其他弦乐器等，也同样可以单独演奏板头曲，本卷即选有三弦、琵琶、

泌胡等乐器演奏的板头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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