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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坠子俗称坠子，因主要伴奏乐器坠子弦(即坠琴)而得名。清嘉(庆)道(光)年间

(1796--1850年)起源于河南开封，流布于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湖北、陕西等省。民国初

年以来，汪周干、王明福、王千臣、乔清秀、董桂枝、程玉兰、姚俊英等坠子艺人进入京、津、

沪曲坛，进一步扩大了河南坠子的影响。至20世纪40年代，沈阳、长春、兰州、重庆、桂林、

南宁、贵阳、长沙、广州、香港也都有了坠子艺人的足迹。． 。’ ，．．

’河南坠子的历史沿革有多种说法。1936年出版的《辞海》“坠子”条载：“坠子：杂戏之

一种。多由女子唱演，唱时一手拍板为节，一手形容所唱曲中情节，另一人轧二弦和之。其

始出自河南，后流传于山东，并稍变其腔调，因又有河南坠子、山东坠子之别。其名坠子之

原因有二说：一因最初所唱之曲为玉虎坠，故简称坠子；一说坠子亦如莲花落，故亦称落

子”(原注：“落者，坠也。”)

1936年开封教育实验区出版部出版的张履谦《相国寺民众娱乐调查》说：“河南坠子

的取名，是因为他唱词的字是一个字坠一个字的，而所拉的子弦(一般称为坠子)声音，跟

着唱词的字拉着，唱的急拉的急，唱的慢拉的慢，他的起源有两说：一说河南的坠子戏是起

于滩簧，因为他的唱词是有滩簧的腔调；一说河南坠子是源于唱道情的演变，谓唱道情的

人感觉到手挟着一个渔鼓。拿着一个简板，用着一块醒木，一个敲的小铙，颇不便利，且感

到唱道情的腔调单调，便演变成为坠子了。”
’

、

·

1951年三联出版社出版的张长弓《河南坠子书》说：“河南坠子书，简称‘坠子?⋯⋯它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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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是由莺歌柳书和道情书的结合而发展出来的。“它的主要乐器起初只有一把三弦，一

个人自弹自唱⋯⋯”“以唱莺歌柳书为营生的艺人，力图创造自己的前途，于是便和道情书
-

相结合了。他们首先吸收了道情书的渔鼓筒子和简板，把原来的三弦改成二弦，加上单钹，

一共是四种乐器，应用在莺歌柳书的演唱中。

1963年在郑州召开的。全国河南坠子艺术座谈会”上，许昌市坠子老艺人孟治法

(1898--19,74年)说：“早年听师爷孙永泰(原唱道情)说，开封城北招讨营小乔庄有个乔治

山(小名叫水)，清嘉庆年间人，小时候跟师父在开封‘唱三弦，①。白天唱罢书，晚上没事，

用马尾做个弓子，在三弦上拉着玩。师爷见了就吵，不叫他拉，师爷一走他又安上弓子拉，

慢慢拉出字儿来，还怪好听。后来出师了，他就拉着三弦唱。他常唱的书是《玉虎坠》，时间

长了，就叫唱坠子的⋯⋯后来我在安徽界首唱坠子时还亲自听安徽太和县艺人郭成德(清

同治年间人)说，他小时候随父亲在开封学生意，常到相国寺听坠子。这时相国寺唱坠子的

已有三家，他想学，人家不教，他便掏钱学会了坠子带回安徽，20岁就唱响了。皖北的下路

坠子就是由郭成德带回传开的”(引自河南省文化厅艺术档案《河南坠子艺术座谈会记
●

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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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坠子艺人张二贵说：“清咸丰八年(1858年)邓县简板书艺人李福荣来叶县行艺。

他原来是唱腿板书的，所以又唱坠子书又唱腿板书，人称‘风搅雪’。咸丰九年(1859年)又

有泌阳坠子艺人杨天义来叶县课徒授艺，徒弟有王如、许老五等”(见《叶县曲艺志》)。‘

豫北艺人康连朋说：“光绪年间(1875—1909年)濮阳九月十二会上，从开封来了个姓

王的，叫‘王大戏’(艺名)，自拉自唱。坠子弦能仿人说话，鸡鸣鸟叫，锣鼓家伙，拉啥像啥。

唱莺歌柳的艺人就用小三弦改坠子弦，改唱坠子，叫脚蹬梆坠子。此后，唱道情的、唱梨花

大鼓的也都纷纷改唱坠子。豫北有道情、莺歌柳、梨花大鼓‘三流归一’之说”(见河南省文

化厅艺术档案《豫北地区河南坠子调查报告》)。‘ ·，

‘‘

以上文字记载和艺人口碑资料虽不尽相同，但几种说法都一致说出了河南坠子是伴

随着它的主要伴奏乐器坠子弦的产生而形成的：这种用三弦改弹为拉“拖腔坠字”的说唱

，形式就是坠子。民间艺人也有“坠子实名坠字”之说(见傅惜华《曲艺论丛》引琴师王明福所

言)。 二j ：

，‘坠子、坠子弦、二弦都是民间对坠琴的俗称。清朝末年，三弦书类的说唱曲种遍及河南

各地，是一个拥有艺人最多的曲种门类，唱腔有越调、平调之分。唱越调的用低音大三弦伴

奏，有腿板书、洪山调、三弦铰子书等曲种；唱平调的用高音小三弦伴奏，有小鼓弦、三弦平

(调)、莺歌柳、小仪封三弦等曲种。三弦伴奏多用节奏型的伴奏手法，艺人称之为“死品”，

不管演员唱啥，都是那几种音型，有单调之嫌。在坠琴出现之后，艺人们便创造了～种随着
‘

，‘『 ‘：，

+①唱三弦：艺人对唱仪封三弦书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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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的唱腔“唱啥拉啥”的伴奏手法。这种由小三弦改弹为拉的坠子弦看来虽很简单，但它

却有着长杆、大弓、木指板、木音箱所带来的音域宽广、音色苍劲、柔美，善于模拟人声等艺

术特色。正是这种可以“唱啥拉啥”、“拖腔坠字”的特色乐器，伴随着由三弦书、道情书、大

鼓书、莺歌柳书等姊妹曲种吸收而来的唱腔和敲击乐器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河南坠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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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南坠子有西路坠子、东路坠子、北路坠子及乔派坠子等艺术流派。’
“

西路坠子泛指陇海铁路开封以西和黄河以南的京汉铁路以西流行的坠子，与商丘、周

口一带的东路坠子相对而言，其中包括开封、郑州、许昌一带的中路坠子，因为它们在语言

和艺术风格方面近似。西路坠子是河南坠子中形成最早、发展最快的一个坠子流派，脚梆

击节是它的主要标志，艺人们说：“西路坠子都挂脚梆，字清板稳，结尾干净利落，一不哼

哼，二不哎哎，齐墩墩的搁N男IUL”(见《全国河南坠子艺术座谈会记录》)。西路坠子艺人大

部分是由开封一带唱仪封三弦和许昌、宝丰、鲁山、南阳、洛阳一带唱腿板书的艺人改唱坠

子的，所以他们都用脚梆击节，这就为西路坠子的音乐风格注入了鲜明的节奏因素。加上

中西部地区艺人，一向以中州音韵作为唱念的标准语言，讲究字正腔圆的演唱功力，以“硬

弓大调”①的演唱风格著称。
一

。

流布于临颖、漯河、舞阳一带的西路坠子，因处于颖、沙河的上游，又称上路坠子，与下

游皖北阜阳、太和、界首一带的下路坠子相对而言。由于水路交通带来的有利条件，两省区

的坠子、道情艺人交往甚多，渔鼓坠儿②便是坠子形成初期的过渡形式，漯河、舞阳的坠子

老艺人至今仍保留着这种技艺。

、 在西路坠子发展过程中，曾先后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演员和琴师。他们是：刘士禄、雷

明、王明福、王礼仲、程柯、王干臣、孟治法、李治邦、李挺俊、赵元修、范明言、丁志忠、赵翠

庭、张凤枝、徐凤楼：刘明霞、王莲仙、董桂枝、程玉兰、王桂兰、范丽凤、刘桂枝、刘明枝、刘

宗琴等。
、

东路坠子是指豫东的周口、商丘地区及皖北、鲁西南地区流行的坠子。周口地区及皖

北阜阳地区又称下路坠子，起初也是由开封传来的。 ·

．

下路坠子艺人多系渔鼓道情改唱坠子，善用简板而不用脚梆。唱腔的板式虽与西路坠

①硬弓大调：艺人习称，指演员多用大腔大调演唱，伴奏多用硬弓长音相随．

②渔鼓坠儿：演员打渔鼓演唱，琴师以坠琴伴奏的一种坠子演唱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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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基本相同，但因不用脚梆击节，所以在曲调的发展变化方面就比较自由灵活，吸收道情、．

琴书、山东大鼓、莺歌柳的腔调也比较多。同时，在豫东南还有一种兼唱道情、琴书、曲子的

丝弦道艺人，此时也都改唱坠子，所以下路坠子又叫丝弦道。‘他们还创造了一种简板坠子

书，以简板每板两响的连击节拍。造成“紧打快唱”的一眼板效果，自始至终简板连响不停，

故亦称响板书，因其节奏欢快i活泼，善唱生活小段，遂称小口坠子(见基本唱腔[小口平·

板])。
。’

，

以商丘为中心的夏邑、虞城、永城一带的东路坠子，原称大口坠子，起初是为了和小口

坠子相区别，实际上大口坠子并不同于西路那种“硬弓大调”的“大口”唱法，它是在西路坠

子的基础上又吸收了道情、瞎子腔、山东大鼓等曲种音乐而发展起来的。张治坤、张大贵、。

徐风云、徐玉兰都是由山东大鼓改唱坠子的。山东大鼓中的花腔和闪板夺字的唱法都被吸

收、融合于东路坠子的唱腔之中，艺人称之为“山东串”。东路坠子唱腔细腻委婉，同西路坠

子形成鲜明的对比。。 ‘，，． 一一
n

-|

东路坠子的代表艺人有：张治坤、张大贵、徐凤云、徐玉兰、吕明琴、刘士红、马艳秋、吴

宗俭等。小口坠子的代表艺人有李仰玉、张宗兰等，代表曲目有《何文秀私访》、《拴娃娃》．

等。 ．一

n，，

一
，

。；
．

北路坠子的形成时间较晚，是清光绪年间由黄河以南的东、西两路坠子传来后，衍变

发展而成。 。 。 j

豫北的长垣、原阳、封丘与开封一河之隔，两岸艺人经常往来交流。小鼓弦、大鼓弦：腿

板书、三弦平、莺歌柳、道情等曲种遍布豫北各地。当河南坠子传入以后，艺人们便纷纷学

习仿效。特别是这一带用小鼓三弦伴奏的曲种多，改起来更为方便。所以，用三弦改坠琴，

腿板改脚梆的脚蹬梆坠子(又叫文明干梆)就很快发展起来了。不久，东路坠子也由商丘一

线传入豫北。如鹿邑县艺人罗风波、黄治国于1903年到濮阳赶会，赵言祥在会上一连跟着

看了好几天，自己做个坠子弦摸着学口昌坠子。后来便到会上自拉自唱。因没投过师，怕被

人掂弦子①。就拜莺歌柳艺人顾俊卿为师学唱莺歌柳，随后。师徒二人都改唱脚蹬梆坠子。

赵言祥用莺歌柳书的花腔，创造了适合表现“姑娘小姐、婆婆妈妈”的巧口坠子唱腔，传统“

小段《摘棉花》就是他的代表曲目。在演唱时他还用莺歌柳书的小铙做出走场摘棉、绸带掩

面逗乐等表演动作，更增加了北口坠子活泼俏丽的特色。他说：“后来我在许昌唱了二十七

年，可总是忘不了‘哼哼哎哎’的腔弯，‘哼哼哎哎’就是脚蹬梆的东西，听着又脆又活泼”

(以上材料引自《全国坠子艺术座谈会记录》)。赵言祥是北路坠子的代表艺人，由此可见莺

歌柳是形成北路坠子艺术特色的因素之一。同时，北路坠子也吸收大鼓书的音调，尤其是

山东梨花大鼓对其影响最大。豫东北的濮阳、范县、清丰一带和鲁西南交界，梨花大鼓原是

这一带的第一大曲种，乔利元、徐元真原来都是唱梨花大鼓的。所以他们就很自然地把梨

①掂弦子；没收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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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大鼓的唱腔吸收到坠子中来。20世纪20年代以来，豫北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坠子名伶，

如乔清秀、芦永爱、运梅素、徐玉玲、范艳霞等，她们广泛吸收梨花大鼓、西河大鼓、大鼓京

腔的唱念艺术营养，创造了具有“京I：I”之称的北口坠子。 ．、

乔派坠子是以乔清秀为代表的坠子流派，俗称“巧口”、“巧调”，是20世纪30年代以

来最有影响的河南坠子流派。

乔清秀14岁(1923年)师从北路坠子艺人乔利元学唱坠子，后随师在冀鲁豫三省交

界一带流动行艺。1928"'J事后，师徒一行进入天津曲坛。

乔清秀天生一副清脆的好嗓子，擅长演唱小段曲目。到天津后，她根据城市听众的欣

赏习惯和自己的特长，以演唱小段曲目为主。她聪颖好学，广收博采，在乔利元及琴师康元

林的配合下，广泛吸收、借鉴各路鼓曲名家们的演唱技艺，创造了一种优美华丽的新坠子

唱腔，受到了广大听众的欢迎。天津广播电台邀请她演唱河南坠子节目，胜利、昆仑等唱片

公司也相继灌制了二十多段乔派坠子唱片，乔派坠子的影响日益扩大。嗣后，唱小段为主

的女坠子演员多宗乔派坠子。

乔派坠子以清新、优美、俏丽的特色而著称。

乔派坠子唱腔的基本板式是一个上下句结构形式的两句腔，俗称“平板头”。两句间

不用过门，而用过渡性的花腔或嵌句连接起来，一气呵成，形成一个凝炼、精彩的特性

唱腔乐段。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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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凤仪亭》唱段
(乔清秀演唱)

／——————一＼生量l垣r星量
亭上 候(哇)，

墨气主■11佥5 3佥2 3 I盂业123 4 2 盘2 3 2盒65． 3
’

l 5。6 5 3 ' l 3

爽啷啷啷 啷， 身 佩 环 响是 来了(那个)仙

I(一i 3迪l些一5 i I盟丝l坐争)I c确，
●

●

● -

这是乔派坠子唱腔中最有代表性的基本板式，其它四句腔、六句腔及垛子板等变化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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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均由此发展而来。所以，这个基本曲调，也就是乔派坠子唱腔的典型主题音乐。它的独

特艺术风格和鲜明音乐形象贯穿在乔派坠子的各种唱腔板式和各种唱段音乐中，是河南

坠子听众最为熟悉的“巧调”唱腔。它是在北路坠子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演唱实践提炼、发

展出来的。从她的老师乔利元的(平板]唱腔中亦可看出这种传承关系。：
’

t

例2．．， 一．。 ．，

：‘、 +。

’

j

选自《白猿偷桃》唱段
(乔利元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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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乔清秀和乔利元的基本板式、曲式结构、调式以及句尾的落音

都是一样的。然而，由于乔清秀运用引伸、变化的润腔方法，从原有的唱腔素材中，以欢、

‘快、跳跃的节奏处理和加花、装饰的旋法，提炼出一系列生动、活泼的主题音型，如i 6。

i 6，6 5 6 5，5 3 5 3，5 6 i 5 3，通过有机的反复、交替和发展、变化，形

成了一个焕然一新的坠子唱腔，使曲调的音乐形象起了质的变化，既具有叙事性又富有歌

唱性。如上例1《凤仅亭》唱段开唱的两句仅是一般的交待人物的唱词，乔清秀用她的带有

呈示性的主题音乐唱腔，在对人物特定情景进行叙述和描绘的同时，也向听众自然地展现

出了吕布与貂蝉的生动音乐形象。。 ? ：
一

．

乔清秀的坠子唱段大都以上述具有鲜明音乐形象的平板腔起唱，多数唱段不用引子。

但根据唱词内容特定情景的需要，为了使开唱部分多样化，有些唱段也吸收、借鉴传统坠

子的[弓f子]唱腔音乐，作为序唱形式出现。如：《双锁山》、《宝钗扑蝶》、《拴娃娃》等都属于

这一类型。如《双锁山》的(引子)唱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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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双锁山》唱段
1 2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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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乔清秀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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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坠子唱腔的[引子]，都是“小弦子一拉带三哼，哼不够三声不好听”的扯闲篇唱

词，俗称“哼弦腔”或“三搭腔”。乔清秀从唱段的整体安排和交待人物的特定情景出发，舍

弃了扯闲篇的传统程式，将[引子)的唱腔曲调，填上正篇书的唱词，作为序唱，经过精心的

艺术处理，使其成为整个唱段的有机组成部分，巧妙地利用“三搭腔”中的花腔和伴奏过

门中的特征音型：6 1 6 5 5 3 5，1 2 1 2，5 3 5 3，引申为刘金定下山的情

景描述，并通过强弱对比、反复再现的多种处理方法，把一员俊俏的女将催马下山、自远而

近、洋洋自得又局促、羞涩、欲行又止的神态，抒发得淋漓尽致。当这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序

唱过后，紧接着一个欢快的大过板，引入正篇开唱的平板唱腔。

这种“三搭腔”的音乐风格源于三弦书类的曲种，后来被西路和北路坠子所吸收采用。

如北路坠子艺人卢永爱、大老黑在《鸿雁捎书》(见本卷河南坠子选段)唱段中的开唱句就

引用了这种唱腔。他们曾和乔清秀一起在天津搭班演出，乔清秀的基本唱腔自然也吸收了

这种润腔手法和音乐素材。她的基本板式中的一些特征音型和“三搭腔”里的花腔音调

6 1 6 5 5 3 5是有一定联系的。

乔清秀的坠子唱腔音乐是和她的演唱技艺结合在_起的。她的声音清亮、甜美，音域

较宽，常采用提高唱腔音区的处理手法，如她的平板唱腔常出现在高音区的“花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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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派坠子在唱、念方面吸收了京韵大鼓等姊妹艺术的京腔韵味，故又称“京口坠子”。

如《双锁山》、《韩湘子渡林英》等唱段中的大段说、念白，均采用京腔诵念。而且她还

独具匠心地把这种“京味”和坠子的平板唱腔糅合在一起，创造出又念又唱的绝妙佳句。
、

，，1
．w 一●

例5：
，。 ，．． j， ．

．’ _。

’；．

●，

●

，

1=c
‘

詈丝‘
你说

／—、

5’星三

两 朵一

I 5÷主
t鲜 花

毛frL二
扶 忽

选自《凤仪事》唱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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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唱、念结合，大起大落的艺术处理，把一个“绝代佳人”的形象有声有色地展

示出来了。 ·7

一‘ “t

乔派坠子的艺术特色和演唱技艺，对河南坠子的发展和传播有着深远的影响。

．．· ，， 二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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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坠子曲目分为中、长篇大书和短篇小段两类。长篇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说

岳》、《杨家将》、《包公案》、《大红袍》等；中篇有《花园会》、《红灯记》、《打蛮船》、《闰家滩》、

《陈三两爬堂》、《王金豆借粮》等；短篇小段有《偷石榴》、《借鬈鬈》、《小黑驴》、《小黑妮》、

《拾棉花》、《比婆家》、《双锁山》、《洛阳桥》、《马前泼水》、《鸿雁捎书》、《玉堂春》、《游西湖》、

《凤仪亭》、《古城会》、《黛玉悲秋》、《宝玉探病》、《林冲发配》等。

中、长篇大书以说为主，短篇小段以唱为主。城市书场、茶社以女演员唱小段者居多，

农村、乡镇则以男演员说唱大书为主。 ，’ 。一

河南坠子曲目的词文通俗易懂，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深受

广大听众的欢迎。如中篇书《花园会》就是一篇极富说唱艺术特色的曲艺精品。全篇书围

．’绕着张廷秀得官上任、乔装私访与独居绣楼、望眼欲穿的王二姐在花园不期而遇，竹帘内

外的恩爱夫妻想认又不敢认这一特定情景，充分发挥了曲艺艺术的叙事、抒情的特性。其

中《王二姐思夫》和《花园相会》两大段唱尤为精彩。整个唱段结构严谨，形象生动，情真意

切。(见本卷《花园会》选段)。

河南坠子小段，亦有许多精彩的代表性曲目。如：《小黑驴》、《拾棉花》、《偷石榴》、《借

髦鬈》等。这些小段共同的特点是：情节风趣、幽默，人物生动、活泼，语言朴实。无论是《偷

石榴》中‘‘崩楞崩楞”挨了五九四十五砖头，结果一个石榴也没偷着的小女婿，还是《借鬈

髦》中的“不借不借不借哩”，“要借要借要借哩”的三嫂和二楞媳妇，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

象，成为家喻户晓的坠子唱段。

． 坠子的词格以七字句、十字句为主。其它还有三字嘣、四字垛、五字嵌、六字顿、九字

连、十三串等句式；在组合，使用时比较自由灵活，不拘一格。如三字嘣除在人物、景色的赞

子中组成排句、垛句外，还常附加在七字句、十字句的前头，连缀起来使用，称为。三字头”。

七字句多为上四下三的“四三”句式。如：

关公打马进中原，

千里寻兄送嫂还。 ．

，．五关连斩六员将，

刀劈秦琪黄河滩。

这种句式来自民间流传的通俗文学，流畅自然，无论是说念或诵唱都很上口、动听。

十字句的句式有“三四三”和。三三四”两种形式。?三四三’’句式即“上三中四下三”。如

实指望亲上做亲情意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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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想竹篮打水落场空。

这就是黛玉悲秋红楼梦， ：’

似这样痴情女子令人疼。

这种十字句式实际是七字句加三字头所组成的变体，在七字句的唱词中也是经常出

，现的，所以它仍然保持着七字句的“四三”节奏的流畅特性，称为巧十字。‘ 。，

“三三四”即“上三中三下四”，如： !
-

． ，一
一

．正月里掐樱桃长街去卖， ‘，
，?： ；√

， ；‘’二月里过端阳都戴艾来。 ．、

’

t

、’，，

三月里三月三牛郎织女，’ 。 ‘，

。‘

‘．

四月里下严霜遍地草衰。 ，

，
一

这种句式多用于书段中报花名、观景致、说穿戴打扮、唱十二个月一类的唱词。唱词格

律为两个三音停加一个四音停(即三三四句式)．，节奏比较特殊，难以掌握，故称“拙十字”。

除此之外，还有六字、八字、九字、十一字、十三字等多种句式，一般都不常用，只在一

些特定的唱词中出现。 。|， o ·

j 、 ’
。。

，： i ．

●

．四 2

河南坠子的唱腔音乐属板式变化体。基本板式是一个来自三弦平调的(平板四句腔]，

故有(平板)或[平调]、[平腔]之称谓。它以对称的上下句作为结构体式，根据唱词的格律、 ’、

句式和感情表现的需要，发展变化出(七字韵]、[五字嵌]、(三字嘣]、[巧十字]、(拙十字]、

[含韵]、[武板]、[煞板)等一系列的变体板式，结合唱段开篇的[引子]、[哼弦腔]、E腔四
送]、(三大腔](三搭腔)等特定唱腔，组成了名目繁多的坠子唱腔音乐。这种结构体式以简

练的基本音乐素材和上下句的发展变化形式为特点，所以，坠子艺人们曾习惯地把坠子唱

腔的基本板式称之为“一仰一合”，既有上下旬的结构含义，又是对坠子音乐特征的形象表

述。1953年出版的《河南省第一届民间艺术会演选辑》中安澜、怀岑、锦唱《河南坠子的初

步探索》说：“[一仰一合]为河南坠子的基本曲，演唱者唱任何韵，都要以此为基础。”[一

仰一合]曲合十字句、五字句、七字句，甚至十三、四字或八九字都能唱。因字句的不同，所

以又有C-I：：字韵]、[五字嵌]、(巧十字]、[拙十字]、[三字嘣]、[巧十三字]等名称。”由此可

见，民间艺人多是以唱词的句式作为坠子唱腔基本板式名称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除

了[三字嘣]、[五字嵌]、[巧十字]等节奏独特的唱腔仍沿用原来的名称，其它一般比较通

用的七字、十字、八字等句式的(平板]唱腔，则多用[平板]或[平腔]之称谓。同时，坠子艺

人还借用地方戏曲的唱腔板式，将不同速度的(平板]唱腔称为[大慢板]、[小慢板]、E-'／k

板]。为了提供翔实的研究资料，我们将河南坠子的传统唱腔板式及其有关的各种称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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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如F：
‘

．

[引子] 唱正篇之前的导引性唱腔板式。比较通用的(引子]包括[引诗]、(引白]、

[引腔]三个组成部分。(引诗]又叫定场诗，是一种节奏自由的吟诵性腔调；[引白]是演员

与听众交流的即兴性表白，可长可短，最后一句叫板起唱又称[引腔]；[引腔]多为一句式

的散板唱腔，类似戏曲唱腔的导板。开封中路坠子艺人在一句散板引腔后面又创造了一种

一眼板的“四六句”花腔。 ，

例6：

l=D

【目膀】

(王元伦演唱)

廿坠巫坐×㈩i坠Ⅱ坠X(冬)；坠坠坐
三国战将数马超， 定计没有孔明高。 ， 长坂坡前数赵

×(22．)．；×x×(￡2．)’i～X．X巫X X x x 4X(巡)
云， ． 张翼德 大喝三声当阳桥。

四句闲言道罢，引出残书半篇；各位听众稳坐两旁，不嫌俺南腔北调，破喉咙哑嗓，空口白字，凉腔

掉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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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弦腔] 亦属于唱正篇之前的导引性唱腔。起初只是琴师与演员定弦试音时

即兴哼出的一句唱腔，无任何唱词。后来为了表示与听众的交流，加上了“咱们先唱一



[三腔四送] 三弦铰子书艺人改唱坠子后带来的铰子腔。它既可演唱风趣的开篇

书帽，又可即兴编唱一些“扯闲篇”的唱词，作为导引性的唱腔使用。演员与伴奏者一唱一

和，三腔四送，气氛欢快热烈。艺人又习称为[喊头]。(见本卷河南坠子基本唱腔)。

[三大腔] (三腔四送]的变体。因演唱时不用伴奏者帮腔(送腔)，所以，唱腔板式

也就衍变为只有“三腔”，没有“四送”的所谓三大腔。从曲谱实例来看，坠子里的[三大腔]

不具有三个腔句的曲式结构，实际上只有两腔，唱词也只有两句。它之所以有三腔之称，正

是由于它的名称、素材、风格都源于(三腔四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没有伴奏者送腔的变

体唱腔，通过演员回环、呼应，起伏跌宕的拖腔，依然保持着一唱一和的韵味。它不仅用作

“哼弦”．“定场”之类的[引子]唱腔，而且还同正篇唱腔有机结合，引申、发展成为一种常用

的基本唱腔板式。西路、北路及乔派坠子唱段中都有这种唱腔。如《巧嘴八哥》、《昭君出

塞》、《双锁山》等。： i ’，”

[平板] 河南坠子唱腔的基本板式。基本曲调由两组上下句组合而成，俗称[平板

四句腔)，简称[平板]或[平腔]。

例9：

1=’D

【平板】

詈0业
闲言

(书帽王元伦演唱)

厂、^／_、厂—一、
I i、6 5 I 3 5 5 2 l 2 3．J 3 f主主7 I 6；7 6 5⋯一 l。一 I‘一 ～⋯‘‘‘。。。=’‘。。。一
不叙 (咱)归 正 本，

3．2 l 2 l 3 2 3 1 i i 7 6 6 5 5、3、l 2 l I． 1 l 3 3 l l l 6 5、 、l l I—‘—··—==—————‘一●‘。。。。。’I●—一—⋯一’ ●

一论． 论 当年 (咱) 开正 封。

、 ．

厂、
：

上(皇丑}盟盟l垡业I 2 1)l盟卫I鱼5I 鱼l一、一
⋯ -。—’’'= 一 ， ●叫一 一

回文 单表(这)

“

2 1、l 6．一I业卫I鱼5量I 2 5、J 6．5．I
哪 一 个，， 老 少哩 稳坐 是 慢 慢 听。

， ，

●。

(卫』丛l 5旦立I生』生』l L{5．)I

889



[平板)唱腔多为七字、十字句式。七字句式即(七字韵]，如上例。因不同的速

度变化，又有(小慢板](行速)、C-'A,板](中速)等称谓。十字句式有[巧十字]

和(拙十字]之分。[拙十字]多用于赞赋一类的特定唱腔，节奏性强，较为难唱；[巧

十字)为一般常用的唱腔，多用于大书或唱段的开唱部分，好学易唱，作为各流派演员

的代表性唱腔。一般都用很慢的壮板(．|=40)或广板(．J=44)速度，故又称大慢板。

例10：? 。√ ’
“

’’j

．

1： '
1，

l=oA ， ．： 、(书帽 张宪法演唱)

拿胃‰l RR 5≮1 5’。I⋯～5乏，I￡酉面’哆 ．o．I Q p ■
I ； I，、 ’l 、、‘詈蛆坐l丝坐I咝盟I业盟I些坐。}

当啷啷’流言 道罢 ，?咱就归正 本 (嗯)，
：

．、

彳一，l(一5 2ⅡI卫 i主i I 2 5 5 6。l￡毛2 2坐生』星』 I旦旦!』

八 ，、 ^ ，、n

l 6 l l 1 I' l 6 1 0 7 2 7 7 6 5 5 6 7 5 6 0 8 5。=====●。。一。。。‘。” ， ，’’——'====‘—‘。1==== 肾 一 一

一 论论 哪胜 当 年 开 正

／——————————————————●＼

占笔缒t毛fⅥ3(垒业’I选篮I业#业
封。

^ ，、 ^厂、

1 2 3 3、l l 0 5 3 2 3 3、l 0 3 5 3 2 1 7 I
，===；一-————===一=====。—一-———’===一=====；=o}’

在 位您 老少君 家 (你们)都来

6．(业)1选鱼l业金l M丑、1．(粤)1咝墅l业盟l M坐、l
到， 您 给 俺 两 厢 (那 个)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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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I鱼量垒立立，I．5I ． 一l●—‘—-———一——————=；==== ～ ● ■

听(哼)。 ， ．§"。



(平板]不仅有不同词格、不同速度的变体，而且由于演员所用的音调和节奏的不同，

以及不同艺术流派演唱风格的影响，派生出了高调、低调，巧调、北IZl、南口、大．口、小口、老

El等多种变体唱腔。这些也都是艺人在演唱实践中形成的习惯称谓。

[平板]的曲式结构没有一定的规范，依照唱词的格律和演员的处理，灵活运用，自由

发展。若是两句一段的唱词，唱腔也相应地只用一对上下旬的乐段，艺人称为[平板头]，这

是最基本的“一仰一合”曲式。 。

例11：

1=D

／—、

詈盟6
鼓 二打

●^，

选自《樊梨花招亲》唱段
、 (王元伦演唱)

厂、 厂、厂————_、 厂、厂、
●

’
● ●

● ●

I l 5 8 f l· l 5 I 6 6 1 5 3 } 5 6 I 5 3

一 更 明 了‘ 天(哪)，、 樊梨 花 。

／—————————、

5 8 l t 5 3
—。‘‘。。’—======：目=‘。。。。’‘。一

绣 楼
．

一一—、、一一—、

I 2 I l 2
●‘___________-__一_-·_··_______-_一

叫 丫

，一—、

业导I(下略)。‘‘‘。。。。一 ●

鬟 (哪)。 ‘，

，‘[平板] 唱腔常用的是四句一段的曲式，即[平板四句腔]。一般又多用于唱段或段

落中的开唱部分，当唱词转入连贯的叙述部分时，唱腔则随之反复叠唱、垛唱，并通过其它

嵌句、寒韵等变体板式的转换，最后以[煞板]落腔，组成一个完整的唱段。

[三字崩] 根据三字词组的节奏特征变化的唱腔板式。多为上三、下三的六字句

式，常和七字句结合起来，用作“赞子”、“条子”的说唱板式。如《借鬈髭》、《小黑驴》中的“赞

子句”，也有大段有节奏的吟诵板式，如《双锁山》中的“板白”。

(五字嵌] 根据五字句式的节奏特征发展的变体板式。一般多嵌在七字句、十字句

的唱腔中，故称[五字嵌]。唱词亦多为、赞子句。有些较长篇幅的赋赞唱词也可独立成章，

构成短篇书帽唱段，如《瞧景》(见本卷河南坠子基本唱腔)。

[垛板] 俗称垛子。二拍子或一拍子，节奏鲜明，以变化重复的手法，形成整齐、规

律的叠句唱腔片断。适用于三字、五字、七字、十字等各种句式。C--"字崩]、(五字嵌]也就

是“三字垛”、“五字垛”，其它(平板腔]、[含韵]、[武板]、(煞板]等都可垛唱，(平板]垛唱称

作“平板垛”，[含韵]垛唱称为“哭腔垛”。

[武板] 又称[飞板]，以快板速度形成有板无眼的紧打慢唱板式。擅长表现紧张、

激越的情绪，多用于唱段结尾。小快板速度的短小片断唱腔叫(小武板]，快板速度的“大

板”唱腔叫[大武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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