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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音乐又称说唱音乐，是以说、唱为手段来状物写景、倾诉感情、表达故事、刻画人

物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同民歌、戏曲音乐、民间器乐曲二样，是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

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曲艺音乐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先秦时代有一种叫“成相”的歌谣形式，歌唱时以竹筒制的打击乐器“相”作伴奏。《汉

书·艺文志》载有《成相杂辞》十一篇，今已佚。但从苟子(约前313一前238年)的《成相

篇》中仍可窥见它的概貌。全篇四句一韵。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字数和节奏上，全篇每一

段都是这样：

×××

×××

×× ×× X××

×××× ×××× ××。X

这种字数的配合和节奏的形式很富于变化，特别是最后十一字句，而每段通过反复又

使通篇十分统一。《成相篇》的内容宣传为君治国之道，间杂历史故事i对当时现实有所批

判。苟子通过《成相》这一形式来宣扬他的政治主张，《成相》在当时可能是一种较普遍的歌

唱形式。从《成相篇》的文词看来，它已不是一般的歌谣，而是一种叙事歌曲。清卢文哝

(1717—1795)认为：“审此篇音节，即后世弹词之祖。”(《苟子集解》)这个说法可能过于绝

对化。但如果说《成相》这一民间叙事歌曲形式对于曲艺音乐的形成产生过_定的影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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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将《陌上桑》、《白头吟》隶属。相和歌辞”，《焦仲卿妻》隶属。杂曲歌辞”。
》篇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于这个说唱俑，也有人认为是击鼓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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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的作者对文溆的讲唱持否定的态度，而我们却从反面了解到，文溆是个敢于摆脱佛教

的束缚、并善于从民间文艺中汲取养料的俗讲僧，因之他的讲唱在听众当中引起热烈

反响。

当时寺院为了更广泛地吸引俗众，不仅开设俗讲，而且成为百戏杂陈的戏场①，其中

各种民间艺术包括民间音乐的演出，也对俗讲的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全唐诗》中有晚唐诗人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②一诗，描述民间女艺人演唱变文

的情景。这说明唐代末年俗讲已由寺院走向民间。变文的名称已不含有佛教的意义。

俗讲是从南北朝僧人的唱经演变而来的。唱经虽源于印度，但传入中国后，它的音乐

部分已经过改造，具有民族特点。至于俗讲则更是在大量汲取民间文学和民间音乐养料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俗讲使用的散文和韵文相间的文体后来为鼓子词、诸宫调等曲艺音乐

所继承。

唐代民间曲艺艺人说唱的变文没有遗存下来。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有敦煌莫高窟藏经

洞发现的佛教变文，内容除讲佛经和佛教故事外，也有讲世俗故事的如《伍子胥变文》、《王

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张义潮变文》等。后者实际上已离开了佛经的范畴，成为反映

人民的爱憎与民间疾苦的曲艺音乐。

宋代工商业发达，出现了不少繁荣的大城市，为了满足市民的文化娱乐需要，一些大

城市如北宋汴梁(今开封)、南宋临安(今杭州)等地都有许多娱乐场所集中地——瓦市(又

名瓦舍、瓦肆或瓦子)。瓦市中设有勾栏，勾栏内有戏台、戏房(后台)、神楼、腰棚(均为看

席)，供说唱、歌舞、杂剧、影戏、傀儡戏、杂技等各种伎艺演出之用。据孟元老《东京梦华

录》(1147年)记载：当时汴梁的瓦舍遍布四城，其中仅桑家瓦子、中瓦、次里瓦三个瓦子就

有大小勾栏50余座，最大的可容数千人，据《西湖老人繁胜录》(约1253年)记载：临安仅

城外就有瓦市20座，其中还有作夜场的瓦市勾栏。由此可见当时民间艺术活动的繁荣

盛况。

瓦市勾栏的出现对曲艺音乐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曲艺艺人成为职业艺人，有了固

定的卖艺场所，有的艺人甚至终身只在一座勾栏里卖艺。固定的演出场所和演出活动有利

于曲艺技艺的提高；同时为了吸引市民听众，也促使曲艺艺人不断创造新腔和提高自己的

技艺；再则各种民间艺术形式同在一个瓦市里演出，也为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创造了条件。

正是在这种有利的客观条件下，北宋熙宁至元祜年间(1068--1093年)，汴京瓦市勾

栏艺人孔三传为了适应说唱题材和内容发展的需要创造了“诸宫调”③。“诸宫调”是一种

①宋人钱希白《南部新书》谈及唐朝大中年间(847—859年)的事时说：。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思，小者

在青龙，其次在苍福永寿。”

②把经义演变成文，叫变文。亦即俗讲的底本。唱变文叫作转变。
③见宋人王灼《碧鸡漫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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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唱相间的大型曲艺音乐形式，早期的伴奏乐器有鼓、板、笛。其音乐结构由若干不同宫调

的套曲或单曲相联缀：套曲的构成有两种：1．同一个曲牌的双叠或多叠加上一个尾声；2．

把属于同宫调的若干曲牌联缀起来，前加引子，后加尾声。由于“诸宫调”广泛地汲取了从

唐代的大曲以至宋代当时的词调，缠令、缠达(唱赚)等歌唱形式和北方民间音乐的音调并

加以发展，所以音乐非常富有变化①，它已具有表现情节曲折复杂的故事和细致描写人物

内心感情的能力。

现存“诸宫调”的作品以金章宗(1190--1208)时候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最完整。

全曲用了14个宫调，曲调连它的变体共444个。不难想见“诸宫调”音乐有多么丰富。。诸

宫调”对以后的戏曲音乐特别是元杂剧的音乐产生过直接的影响。

流行于宋代的曲艺音乐除“诸宫调”外；还有“鼓子词”、“唱赚”、“陶真”、“涯词”、“合
●

生”等。

曲艺音乐不仅在勾栏演出，城市的酒楼、茶肆、庙会、街头以及农村都有曲艺艺人

的踪迹。诗人陆游(1125--1210)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中描绘了曲艺演出

在农村受到热烈欢迎的情景：“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

村听说蔡中郎。”

一批职业曲艺艺人的出现，曲艺音乐创腔上的很大成就和它的表现、能力的丰富和提

高，标志着曲艺音乐已经步入成熟阶段。

曲艺音乐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少数曲种衰微了，但由于它在流传中和各地的方

言和民间歌曲相结合，因而不断蘖生出许多新的曲种。其中很大二部分是在明、清之际发

展起来的。如“词话”在北方演变成为各种“鼓词”类曲种；在南方则演变成为各种“弹词”类

曲种等等。

曲艺音乐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长青不衰，原因是多方面的：音乐富有地方特点，

亲切生动，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灵活轻便的表演形式也便于深入群众；但更为重要的是它

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创造，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它深深地植根于广大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

它通过民间传说、历史故事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反映了人民的爱憎和疾苦。近代史

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在曲艺音乐中也有所反映。。五四”以

后特别是1927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曲艺音乐与现实生活的结合就更

为密切。

当然，过去的封建统治者总是要利用曲艺音乐来宣传他们的道德观念和封建迷信思

想，因之，在传统曲目中不免也有糟粕，甚至有的是精华和糟粕杂糅一起，然而其主流和本

质仍然是人民性的曲艺音乐。

4

①见宋人王灼《碧鸡漫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繁荣曲艺音乐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曲艺艺人的社会地位得

到提高，成为人民的曲艺音乐工作者，工作和生活条件得到了保障和提高。在中国共产党

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

下，曲艺音乐工作者对传统曲目进行了挖掘和整理，在音乐和表现形式上进行了革新，并

创作了一批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新曲目，使曲艺音乐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

一个新的高度。

曲艺音乐以说、唱结合为其基本特征。

它的“说”不是生活中的那种“说”，而是经过提炼具有一定的音乐性：有时是有节奏的

念诵，有时是带有一定韵调的吟诵。“说”在曲艺音乐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与唱有机地结合

起来，增强了说唱艺术的生动性。

曲艺音乐的“唱”有很高的水平。同戏曲的。唱”一样，是我国民族声乐传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同戏曲唱法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是：都建立在民族语言、民间音调、

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审美情趣的基础上，都要求做到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并把韵味作为

艺术追求。为了达到字正腔圆，还有一套发声、吐字的方法。不同的是：戏曲分脚色行当，

生、旦、净、丑的唱各不相同，而曲艺则常常是一人身兼数角，既可以第三人称叙述故事，描

绘情景，也可以第一人称刻画人物形象，甚至还可以游离于角色之外，用旁白来加强和衬

托其思想感情的表现。因此，这就要求曲艺演员运用声乐技巧对其作出不同的艺术处理。

曲艺音乐与语言的结合，非常紧密。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方言语音多种多样，因之每个

曲种都有其自身的特殊色彩和风格。甚至同一个曲种或同一个曲调流传到各地后，由于受

当地方言、欣赏习惯及民间音乐的影响也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例如同出一源的道情，后来

就分别衍生成为各具特色的陕北道情、江西道情、陇东道情、湖南渔鼓、湖北渔鼓、四川竹

琴等等；而在河南由于和曲艺音乐莺歌柳相融合则衍变成为河南坠子。正是由于曲艺音乐

与语言的紧密结合，才形成了色彩缤纷、风格迥异的各式各样曲种。

．曲艺音乐不是某一个天才艺术家的发明，而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的创造，是干百年

来无数民间歌手、曲艺演员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曲艺演员在

音乐唱腔的运用上既是表演者也是创作的参与者。许多有成就的演员常常根据不同曲目

内容的需要、听众的审美要求和自己的表演所长如嗓音条件等，不断将唱腔加以改革和创

新，以丰富曲艺音乐的表现能力，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演唱流派。如京韵大鼓有

刘(宝全)派、白(云鹏)派、张(小轩)派和少白(凤鸣)派以及后来的骆(玉笙)派等；苏州弹

词有陈(遇乾)调、俞(秀山)调、马(如飞)调和杨(筱亭、仁麟)调、蒋(月泉)调、丽(徐丽仙)



调等等。流派越多，这个曲种就越具有生命力。

曲艺音乐的伴奏也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演员自己操琴或掌握鼓、板等节奏乐器。如

南方的“弹词”，无论是单档(一人)、双档(--人)或三档(三人)演出，各人都要自操一种乐

器(小三弦或琵琶)。又如北方的“鼓词”类曲种虽另有一人或数人担任伴奏，但演员仍要自

己掌握鼓、板等节奏乐器。这就使演员演唱时可以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感情的变化

灵活自如地掌握节奏和速度。

曲艺伴奏的作用主要是烘托唱腔，渲染感情，帮助演唱者更好地表达唱词的内容。此

外也可以作为演唱换气时的补垫、段落与段落之间过渡时的过门或为下一个段落制造气

氛。有的曲种还在开场之前用一段“闹台”的乐曲以活跃场内的气氛。

为曲艺音乐担任伴奏的弦师不但对曲艺演员的演唱起着重要作用，而且有时还是演

员创造新腔的合作者。例如京韵大鼓弦师白凤岩曾为刘宝全伴奏，他ff]--人的合作被人誉

为双绝。后来他为其弟白凤鸣伴奏，帮助改革京韵大鼓唱腔，形成了新的流派少白派。

曲艺音乐的唱腔结构形式基本上可分为曲牌体和板腔体两种类型。

曲牌体是以曲牌为基本单位构成的曲体。分单曲体和联曲体两种组合形式：用一首曲

牌反复变化构成的唱段称“单曲体”；用若干个不同的曲牌有机地联缀而成的套曲称“联曲

体”。联曲体通常由曲头+曲牌(曲牌可多可少，视内容需要而定)+曲尾组成。曲头和曲

尾音乐有的是由曲种中的主要曲牌一拆为二，分别作为头、尾。如“单弦牌子曲”就是将“岔

曲”分为[岔曲头]和[岔曲尾)，中间插以若干曲牌I也有的“曲尾”是“曲头”音乐的重复和

变化，如“四川清音”的[月头]和[月尾]、[背工头]和(背工尾]等以及“湖北小曲”的[南曲

头]和[南曲尾]、[西腔头]和(西腔尾]等就是如此。不论是前者或后者，其目的都在于使唱

段的首尾得到呼应，从而获得音乐整体上的统一。联曲体的开头和结尾也有采用各不相同

的曲牌的，则是出于适应内容表现上的不同需要。

曲艺音乐中的曲牌有的来自古代传统曲牌，有的来自民间的民歌小调。

曲牌体的音乐由于不同曲牌的联缀运用，因而色调比较丰富多样。

板腔体是以一个基本唱腔(上下句或四句)为基础，运用加快或放慢速度，扩展或紧缩

节拍、节奏(板、眼)以及变化调性和旋律(腔)的手法，使基本唱腔得到变化和发展以适应

故事情节和感情表现上的变化和发展的一种音乐结构形式。

板腔体的音乐由于是在一个基本唱腔的基础上进行变化，因之风格比较统一，但音乐

色调则不及通过曲牌不断更迭的曲牌体音乐的多彩多姿。

此外，也有在板腔体的结构内插入曲牌或民歌小调，或在曲牌体中运用板腔变化的原

则，这就成为板腔与曲牌两者的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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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是一部具有学术、史料、文献价值的多卷本丛书。按省、自治区、

直辖市分别立卷。目的是为了收集、整理全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曲艺音乐遗产，并对各种曲

艺音乐的流传状况、风格特点及相互关系进行深入了解，为研究我国众多的曲种兴衰和曲

艺音乐的形态、构成规律等，提供一部较完整的曲艺音乐曲谱、音响和背景文字资料。

为了全面地完整地反映我国各民族各地区曲艺音乐的概貌，首先是曲种要全。为此在

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普查搜集，在普查的基础上进行整理、编辑，即使是已经失传的曲种，如

尚有遗存音乐资料的，也要尽一切努力加以收集。其次是各个曲种的曲牌(包括唱腔和器

乐)要全，至于唱段，由于篇幅关系，只能选择有代表性的编入。

各个曲种的流传情况很不一样。有的曲种只在本地区流传，而有的曲种则流传较广。

本《集成》是以省、自治区、直辖市立卷，对共有的曲种如何反映的问题，经过和有关地方卷

编辑部共同协商确定如下原则：同一曲种可以“多卷互见”，但有所侧重。如“二人转”流行’

于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协商后确定由吉林省卷反映二人转音乐的全貌，其他三个省

(区)卷只重点地编入在本地区流传具有本地区特色的部分。又如“弹词”流传于江苏、浙江

两省和上海市，协商后确定各卷重点编入曾在本省(市)活动成名的有影响的流派唱调。同

时鉴于苏州是弹词的发源地，关于弹词产生形成的历史情况和早期的流派则由江苏卷加

以介绍。这样既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又防止了遗漏。

少数民族的曲艺音乐很丰富，许多曲种多为说唱形式。但在普查中发现一些民间歌唱

形式，属性还不明确。《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总编辑部、《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总编辑部召开

的少数民族戏曲音乐和曲艺音乐编辑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少数民族的曲艺音

乐程度不同地具有自己民族的特点，应充分尊重它们各自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地区发展不

同而形成的不同形态。同时还应看到曲艺音乐作为一个门类，不同民族间也存在着共性。

经过讨论作了如下界定：

1．最重要的一点，是以说唱故事为主体；

2．要有一定的基本曲调和音乐表现程式；

3．要有反映本民族内容的曲目；

4．以娱人为主；

5．受到本民族群众的喜爱和承认。

以上只是大体上的规定，在进行具体判断时，则要根据不同民族的具体情况作具体的

分析，上述条件可以是完全具备的，也可以是不完全具备的。

各种民间音乐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不断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的。例如，有的民歌和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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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器乐曲被曲艺音乐所吸收，成为曲艺音乐的组成部分；有的曲艺音乐则衍变成为戏曲。

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相互交叉的现象。《(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编辑方案》作了这样的规定：

有的曲种所运用的民歌曲调，虽仍保留着民歌的形态。但已较长期作为曲艺音乐的曲牌使

用的应予收入，有些已衍变成戏曲的曲种，仍作为曲艺形式在群众中流传的，应予编入。在

曲艺音乐中作为曲牌使用的民间器乐曲，只要已成为曲艺音乐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应予编

入。这样做可能和《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及《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有所重复。不过这

样的重复对于研究民间音乐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有益的。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各地方卷的“综述”是从宏观、整体的角度，介绍本地区所有曲种

音乐(包括外地传入的曲种)的概貌。编辑方案要求着重写出本地曲种的类型、生成背景、

音乐特点及流布情况，现有曲种与古代曲种的音乐之间的衍变和某些联系。同时作为一种

文化现象，还要注意它与人民生活、风俗、民情及方言、声韵等方面的关系。“曲种概述”则

是从微观的角度对各个曲种的源流、艺术特征和风格特点作具体的描述。由于过去的史籍

对曲艺音乐的记载不太多，一些文学、笔记及地方志也只偶有描述，因此对于不见史籍的

曲种只好将艺人口述材料适当地加以介绍，以待进一步考证。对于艺人中流传的某些曲种

的神话传说，也有选择地加以介绍，以便读者了解过去艺人的习俗。对于尚不一致的观点，

则“诸说并存”，客观地加以介绍。对于“人物介绍"和注释务求做到翔实、准确。

曲艺音乐的“唱”有特殊的风格和韵味，它的“说”有时又是似说似唱：因此给记谱造成

一定的困难，我们要求尽可能做到符合演唱实际。

编辑这样大规模的集成，我们还缺乏经验，因此一定会有若干缺点和不足之处，诚恳

地欢迎读者指正。我们衷心地希望《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的出版，对于继承曲艺音乐的传

统，繁荣和发展新的曲艺创作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音乐文化，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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