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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竹乐述略

曾祥嗣 ，贾 古

丝竹乐，是湖南民I司器乐曲的乐类之一，各地称谓不同，俗有湘南小乐、衡阳文坛乐、

长沙雅乐和武陵丝弦乐等名。但各地丝竹乐均以笛或小唢呐(小青)主奏，配以二胡、月琴、

三弦等丝竹乐器，碰铃、云锣、木鱼、云板及鼓等打击乐器组成。流行于长沙、衡阳、湘潭、株

洲、邵阳、岳阳、常德、怀化、娄底及郴州等地、市的广大城镇和乡村。或用于婚嫁喜庆，或用

于丧葬祭灵，或用于仕人商贾自娱。曲调幽雅、细腻，优美动听。
·．

一、历史源流

湖南的丝竹乐器，最早见于文献记载，是春秋战国时期。《楚辞·九歌》之《东皇太一》

有载：“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招魂》也称：“竽瑟狂会，摸鸣鼓些”。长沙马王堆一

号西汉古墓出土有竽、瑟，以及按“瑟、竽、瑟、竽、瑟”排列的五俑演奏场面①。它与《楚辞》

记述印证，湖南古代的丝竹乐最早是瑟、竽组合的演奏形式，为王室常用之雅乐。又据《韩

非子·解老》载：“竽也者，五声之长也。胡竽先则钟瑟随，竽唱则诸乐皆和”。竽在古代丝

竹乐队中居重要地位：既是主奏、领奏乐器，又是标准定音乐器。楚汉的竽、瑟合乐，未留下

曲谱和音响，但从马王堆汉墓出土之乐俑“跪地鼓瑟，站立吹竽”的排场，也可领略古代丝

竹音乐之遗风。

① 1972年出土，原物今存湖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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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音乐文化较为繁盛发达。隋开皇初(公元581年后)设

“七部乐”，大业中(公元605—618年)增改为“九部乐”#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

又增高昌而为“十部乐”，并以燕乐、清商乐为主。唐代，乐舞一直盛演不衰。早在公元

712—755年(李隆基在位)，潭州(长沙)府宴就有《柘枝》乐舞演出，其曲已用了转调或宫

调变化的旋律发展手法①。唐宣宗(公元847—859年)时，湖南澧州人李群玉作《长沙九El

登东楼观舞诗》：“南国有佳人，轻盈绿腰舞，华筵九秋暮，飞袂拂云雨。”看来唐乐舞也是以

丝竹乐器伴奏的。诸如琴、筝、琵琶、箜篌、阮咸；笛、箫、笙、筚篥；以及羯鼓、拍板、筑、方响

等等。
、 、

宋元之际，湖南的藩王府“笙歌之盛不减京畿”⑦，宋词、元曲更为蓬勃发展。民间歌舞

百戏广为流播；宋南戏和北杂剧大兴。以南北曲为代表的戏曲声腔形成，促进了综合性质

的戏曲艺术日臻完善，民间器乐曲则成了戏曲伴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以来，戏曲

艺术更趋繁盛。与之相应的器乐，也随之得到更大的发展。

清中叶以后，湖南的地方戏曲花鼓、调子、花灯戏班如雨后春笋。民间艺人常身兼两

艺，不少吹打艺人参与戏曲文武场面。民间器乐曲与戏曲器乐曲牌，也相互吸收，形成了丰

厚的艺术传统。民间职业或半职业的八仙班、鼓乐班、围鼓班所演奏的乐曲，多同戏曲过场

曲牌大小同异。湘潭市郊区荷塘乡竹埠村民间艺人孟玉坤(公元1989年时85岁)，仍藏有

父亲孟厚生抄于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3年)的工尺谱本，共收乐曲38首，其中丝竹乐曲

有《桂枝香》、《水红花》、《梅花三路》(即《梅花三弄》)、《阳周台》(即《扬傍妆台》)等10多

首。至今，艺徒们应邀民间办丧事，还常带此谱演奏。

另外，湖南的宗教礼仪、民间祭祀也用丝竹乐，诸如《小桃红》、《柳青娘》、《水落音》

(《水龙吟》)、《浪淘沙》等等。
’

丝竹乐曲源远流长，且多源相汇。如源于民间器乐曲牌《老六板》的有《八板子》，变体’

为《八板头》或《风流八板子》等。《老六板》，亦名《八板》，加花变奏又称《花八板》。从已见

史料记载，流传民间已七八百年，五台山僧传宋朝乐谱《八板儿》，应是最早乐谱。现已成为

全国通用的丝竹乐曲牌。《梅花三弄》，相传为晋代桓依所作，长期在民间流传，也有各种变

化，正是江南普遍流行的丝竹乐曲。民歌小调的器乐化，是丝竹曲牌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有

湖南乡土民歌，也有江南通行小调。诸如《菊花联》、《柑子打花》、《红莲花姑》、《九连环》、

《蚌壳调》、《闹花灯》、《花鼓》和《扑蝶》、《蚂蚁上树》等等。另外，吸收江南各地丝竹乐曲的，

如《小开门》、《柳青娘》、《月月红》、《北山调》、《傍妆台》、《小桃红》、《一枝梅》、《快板令》、．

《一蓬松》、《浪淘沙》等。源出于佛道音乐的丝竹曲牌也为数不少。诸如《如来佛》、《普庵

咒》、《庆仙鹤》、《步云霄》等。

①五代陈游《乐苑》记载：。羽调有《柘枝曲》．商调有《屈柘枝》。另有角调之《五天柘枝》。”

②参见清乾隆年闻《衡阳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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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态特征

湖南的丝竹乐曲，民间艺人习惯分成大牌子和小牌子。大牌子多篇幅较长，表现内容

丰富，旋律变化大，常用主调贯串和宫调变化手法。如《柳摇金》、《傍妆台》、《小桃红》等。它

鼍们是丝竹乐的主体乐曲。艺人称《小桃红》为七十二板半，全曲由72个小节和一个不完全

小节构成，需演奏六七分钟。《傍妆台》中间频繁运用宫调变化。或用“扬调”，或用“屈调”。

也常用移宫手法派生新的乐曲。如用“扬调”法转调变为《扬傍妆台》，用变奏手法发展成

《莲花傍妆台》等。并把这些变化手法称为“吹无底”，非艺技高超者难传。而对曲调简短，句

子简练，表现单一者，则称为小牌子。民间流传口碑：“背熟《傍妆台》和《柳摇金》，丝竹小乐

样样通。”

湖南丝竹乐曲，约有300多首(套)(不包括地方民歌、小调衍变的器乐曲)。旋律多为

五声音阶，清角，变宫两音或为色彩音，或为功能音。故艺人习惯用“起字头”分类。即工尺

谱的五(1Q)、上(do)、尺(re)、工(mi)、六(s01)各“字”，均有一批乐曲。它们的“起句”基本相

同或相似，即“同头相异”。

1．五字头的乐曲：《小梧桐》、《北正宫》、《小粱州》、《水红花》、《乾坤乐》、《大一蓬松》、

《小迁莺》、《小开门》、《将军令》等等。如：

l厂—_
‘，J幅桐》：8 5 6 。 l Z l 5 4 3 2 3 l 3 一

’
’

。
+．，_——————、、 ·

‘

‘水红花》：8 5 I 6一l 2 l 3 5上』2．I 2 —

2．上字头的乐曲：《扬傍妆台》、《一枝兰》、《小一蓬松》、《北山调》等等。如：

4／——、

‘一枝兰》：1 2 f 3 5 2 5 3 2 l 3 2 1 6 1 5 l 6 7 6 7 2 8 l 6一⋯一—。。—‘一 ● ．．-‘+—。—一 ● ●

‘撕磬妆台》：1 2 l 3 5鱼亘兰量l 1鱼旦上鱼生上I鱼亘上旦5．一

3．尺字头的乐曲：《柳摇金》、《快板令》、《／＼里亭》、《伴月弧》等等。如：
／’、、

‘柳播纵盟业l 2-盟盟l监盟丛盟l 5盟盟导l拿二
，

● ●

‘伴月弧>：2 l鱼亘鱼』’l 2 3—5—4 5 l 0 6 5 3 l 2 l鱼鱼鱼上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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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字头的乐曲：《一枝梅》、《一枝花》、《傍妆台》、《莲花傍妆台》、《一江

风》、《月月红》、《迎仙客》、《散放子》、《啄木儿》、《闹花灯》、《大汉东山》、《青

山令》等等。如：

‘傍妆台'。3 5 I 6 j旦』查!}3一业盟l盟业!三盟l 1一

‘一江风'：3 5 l 6 j旦—i童—兰I 3—2 1 1．9一导业I 2—

5．六字头的乐曲：《南正宫》、{：小桃红》、《兰花日》、，《普庵咒》、《水龙吟》、《金

串子》等等。如： ．’

·’

，‘南iE富'。丛鱼亘f 3 5尘旦上呈I 3一Ⅱ鱼亘I 3 6星旦星鱼l 2一

‘水龙吟》：5 1 6 5 I 3 2 I 5 3 5 6 l 1 2 1 I．6 2 l 6{5 4 32 5 5
● I | ● ● ● ● ●

这些丝乐曲中，除大多使用赦字犯调法外，也常用“6 7 6 7主6 6”主调，贯串一

批曲乐。如《北正宫》、《一枝花》、《傍妆台》、《闹花灯》、《水星高》j《小开门》、

《小桃红》、《月月红》、《乾坤乐》等。一个句式内的旋律可以有多种变化，但最后均结

束于主题音调。如·：

‘一枝花'
，

’

．

o上呈殳』量量I 9王旦王兰6．f o j 3 5 l 6三旦Ⅱ6}
·／——、

1 2 f 3 2 2 5 3 2 l 1 3 2 3 8' 5 I 6 7 7 2 6 l 6 一 l⋯ 忡‘’———1。一 ● ● ● ●。。。。’‘—一 ● ● ●

‘小桃红》

。

r ¨

5 1 6 5 I 3．6 5 6 5 3 2．8 5 6 3 5 2 3 1 2 7 6 7 2 6 6一I
． ． ． ．一一●、 。

它也可以在一首乐曲中多次出现。如《傍妆台》等。

’湖南丝竹乐曲的发展变化手法：

扩充句法的补充与延伸。扩充的形式分两种：即主调贯串法和补充延伸法。

1．主调贯串法，在丝竹乐曲中，有代表性的“特征音调”不仅可以在一支乐曲的主

要腔句内贯串，而且还可以反复出现在一批乐曲中，构成丝竹乐曲的整体风格。

2．补充延伸法，句式的扩充多是补充延伸。如：

(1)盟盟l 1一业盟}1．
‘一一’‘、，

(2)盟盟l 6 i 5盟l监盟盟l ll一
(3)3 3 l 2 3 2 3 2 1 6 1 5 6 l 2 6 5一 ● ● ●

●
●

这三个例句的旋律相似，以宫为核心扩充变化；被扩充的旋律部分，还常配合移宫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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誊

以求得曲调的发展。如《大一蓬松》句：
+／————、

5业I 6上』6星—鱼I 6 7土』6 I 6’一

l，—、

6 i I 6 5盟业I 6 7盟盟|2立盟盟I 6 7韭6 8一

学舌句法的严格重复。重复的句子可以配以不同的乐器对比，产生一定的表现

· 效果民间称这类乐曲为学舌牌子。如：《赶子》
} ．，

‘．

学舌

詈生迫

5 6 l

3 5 2 3

2 ' 3 5

王I堕_二—塞：垒垒圣垒I 5

学舌

5 6 1 I 2 1 3 5
一 ●-一 ●：=============E：；=窖

2

对答句法的呼应、对比。不少民歌衍变的丝竹乐曲，多用对答式的结构。它可以

是有问有答，一问两答或一问多答。若多问总答，通常称为“分合结构”。如《散放

子》为递减对答；《下江对花》，是一问两答。

模进句法的移位重复。在旋律发展中，相同或基本相同的短句或腔节，移上移下，

以不同的音高位置模仿前面的旋律。民间称为。节节高”或“蚂蚁上树”。如：

罂罂l I掣蛆2 l韭监3 l盟盟5 l盟盟6 l(上行)

亘_堕星旦 2 l生』生』 6．I上』上_量 2 l(下行)

变奏主要有加花变奏和自由变奏两种。如《八板子》加花变奏：

《风流八板子》为自由变奏：

‘Pq,流A板子'§§IⅡ盟I韭业I业业I i§

自由变奏

6生』l 3卫量I 3 一 l鱼』旦_墨I 3 一 l兰-量翌至

1163

卫

些
_|．
些⋯叫6≠

：：：|：
型

。

罂
=|．
磐

业

些
、，

》

板

子

六

板

老

八



———————————————————————————————————————————————————————————————————————、
o l l ● ● ● ● ● ● ● ● ●

l — I l 6 5 l 1 2 3 5 l 2 3 5’ 2 一

《风流八板子》是《老六板》的加花变奏和自由变奏(先由无眼板变成一眼板)，再

插入新的音乐素材发展而成。乐曲的句式与句幅，个性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它是《老六

板》．的变奏曲，变奏以后调式与旋律的色彩均不同于原曲。

另外，自由变奏在民间被称为“蚕结茧”和“蝉脱壳”。旋律的核心音型与自由变

奏交替出现，称“蚕结茧”，旋律的反复递减即“蝉脱壳”。例如《相思引》和《倒八

板》： ．

‘相思引》 (饧晤型) 、口变奏 。

’

生』}鱼三l上』I 8

(杨D音型)
／——————————-、

曼 垒 i l 5

3．4 8 2 3 4 3 2 l 8 4 3 2 l 3．4 3
====目==；；=====：== I{======；====罨 ●====；===；==； -·-----—=置

变奏

5 3 6 1 5 8 8 l l 5 3 6 1 l 5 6 l
=============== -=========o===== -=========；；===； ●—--—--=====穹

(楱D音型)变奏
⋯

，一———————、，一————————————————————————●———————————————————————————————。、

l 2 3 l 1 I 1 8 2 3 I 1 3 2 8 l 1 3 2 8 1 3 l 2，l 6 2 7 6 5。’—j==== - ●{===；=====：= I============ I=======；===军 一 ● ⋯I It ● ●

／————————————、／————'、

它们实际上是鱼!I量呈l上呈I 3、星．鲢I 5

／—————、

1和土丝I I l三个核心音型的自

由变奏，运用加花音型的重复而扩大句幅。 ， ； ； ⋯

。蝉脱壳”常是递减句幅。句幅由大到小，旋律由繁到简。例如：
’

‘倒八板’的尾部。 5 6 5 I 1 2 l I 5 5 5 5 1 1 l 5 5 5 5 1 l l⋯ -====；======一‘’。。o。一 -======；=====。‘‘。。。一 ■

j

盟I盟l l l j l l I
4

；

移 宫句法的严格或变化移位。如《新尾子》：
-

鱼_曼I鱼』鱼互l鱼量殳鱼I鱼互生』

星量I生旦生旦I星量生量l星鱼生旦

3 5 3 5

2 3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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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2 3

6 ' 5 6

5 3 5

1 6

6 1 6 5

6 5 6 5 6 5 I
=========：===一 一 l

塞垒垒垒星羔l

i 5 一 }

l 3 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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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的I、I两谱是扬调派生，调式也相应改变，这是移宫犯调，严格的移宫是胡琴的改弦

易调，民间亦称为“变手调”．

丝竹乐曲的各种旋律变化手法，可以单一运用，但一般均是多种形式的综合表现。因

此，它们的结构、旋律、宫调变化，以及调式色彩、音乐形象都较为丰富，加之速度、力度的

处理，使湖南的丝竹乐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与特点。
‘

三、演奏与运用

湖南的丝竹乐与吹打乐，常是两者相兼的，民间统称为鼓乐班或八仙班。既奏大乐(吹

打)，又奏小乐(丝竹)。

湖南丝竹乐演奏形式，按传统习惯可分为重吹重打、轻吹轻打和清吹独奏三种形式。

重吹重打：小唢呐和笛主奏；伴以胡琴、月琴、中胡、低胡等弦乐器；用堂鼓随曲调加花

滚奏，小钞击节，云锣填花。乐曲情趣多喜悦、欢快。用于婚娶寿庆。常用《柳青娘》、《南进

。宫》、《月月红》、《浪淘沙》和《小开门》等乐曲。

轻吹轻打：笛主奏；伴以二胡、月琴等弦乐器；小鼓击花，配以碰铃或大钞。乐曲速度缓

慢，旋律抒展，气氛悠扬、平静。多用于宗教或祭祀礼仪，或赞礼，或吊亡、献茶、献供果等场

面。常甩《傍妆台》、《一枝花》、《柳摇金》、《快板令》等等乐曲。

、 清吹独奏：笛或箫独奏；有时配以二胡、月琴等弦乐器；除自娱外，还用于宗教仪式。常

用《黄望笛》、《老君笛》、《发炉笛》等佛、道宗教乐曲。此外，民间还有箫、二胡、四胡、琵琶等

乐器的独奏，用于自娱自乐。

位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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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之丝竹乐的乐队坐位，则基本上按吹管组、拉弦组、拨弹组和打击组的习惯排定。

湖南的丝竹乐的演奏组合，常与吹打乐、锣鼓乐相对应。在民俗活动中称动“大乐”或

动“小乐”。功能与运用如下： 一
．

1．婚丧礼仪：喜事、迎亲、拜堂、催席，动。大乐”(吹打乐)；赞礼、饮宴、洞房，动“小乐一

(丝竹乐)。丧事、吊亡、闹夜、祭礼、送葬，动“大乐"(吹打乐和锣鼓乐)；祭灵、上供、念祭文，

动“小乐”(丝竹乐)。大乐，热烈喧闹；小乐，幽稚文静；交织运用，形成表现气氛上的对比。

2．佛、道宗教活动：佛、道的早、晚课诵，唱赞、偈，诵经；佛事放焰口，道教斋醮、做道

场，均吹奏乐曲。除专用之《黄垫笛》、《老君笛》、《普庵咒》等乐曲外，大多用丝竹乐，如《小

桃红》、《水落音》、《水龙吟》、《傍妆台》等。它们均以笛为主演奏，配以木鱼、法铃及磬等，使

之具有宗教的肃穆，幽静气氛。

3．消遣自娱：湖南久有习俗，一些学校教员、机关职员、店铺老板等人，常相邀组班，业

余演奏丝竹乐以自娱，并引为高尚文雅之举。特别是元夕、中秋节，或有喜庆活动，长沙、湘

潭、衡阳、常德等城市，常有数班演奏，琴声嘹亮，优美悦耳。

4．民间戏曲：丝竹乐是民间戏曲过场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逢宫廷朝参、迎宾送客、游

园观花、刺绣读文，乃至配合身段表演、描写环境、渲染气氛，均演奏丝竹乐；或轻吹轻打，

或重吹重打，视表现需要而定。乐器配置，除笛、小唢呐外，多是该剧种的主奏乐器配合演

奏。 ’·

另外，在其民俗或民间祭祀活动中，亦用丝竹乐。比如巫傩祭祀，或民间祝寿、起屋、生

子庆满月，以及新年玩狮、舞龙、唱调子、玩花灯、跳地花鼓等，也常用丝竹乐伴奏，或在唱

舞间演奏一二支丝竹乐曲。

湖南丝竹乐较为普及，除少数边缘地区，全省大多数地方都有丝竹乐的演出活动。尤

以汉民族地区(特别是湘中地区)为盛。城市乡村均有鼓吹班、／L仙班兼奏丝竹。大城市的

国乐社也常活动。本世纪50年代以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丝竹乐得

到了较大的发展，广大城乡大都建立了班社、丰富了乐器，81D年代省会长沙还组建了‘‘潇

湘古乐社”等。除仍参与民俗、祭礼及佛、道活动外，也成了电台、电视台的播出节目，并有

音带广为流传。，
‘

● 帕 ，I●

●

‘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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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雪冰，李美成、黎茂腾、杨世安、萧建文、
●

寻沱然演奏 高如德记谱)

说明t湖南流行多种I傍妆台'谱，长沙与浏阳的‘傍妆台'旋律大同小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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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湖南民间流行有‘傍妆台'、‘扬傍妆台》、‘莲花伴妆台》丝竹乐曲牌。据研究者认为均是由‘傍

妆台》派生而成。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洌阳著名艺人刘天庄诃省花鼓戏剧院担任乐师．后调省艺术学校教学。

他将许多曲牌由工尺谱译成简谱．该曲主旋律是根据省艺术学校的油印本而定。
‘

3．该曲在民间红白喜事中常用，红喜事中用于庆寿、拜堂，赞礼，丧事中夹在莫仪读祭文，儒生喊礼

等场合使用。

4．本乐曲从第四小节至倒数第--／J,节可作任意反复。也可以在任何一个乐句终止．‘ ，

5．常以笛主奏，加上胡琴、月琴、三弦、小件打击乐器伴奏。

6．此曲是60年代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邀请长沙市著名乐师演奏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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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逢庆、郭德文、陈耀、卜再庭、周铁铭演奏曾祥嗣记谱)

说明：1．该曲是湖南比较流行的丝竹乐曲，民间多用于婚庆礼仪。

2．1l： 珊内可多次反复，并可以在任何一小节作为终止。
3．有些乐班多用笛主奏、碰铃击节，也参入拉弦、弹拨乐一起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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