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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戏四大唱腔的流传和变异!

俞为民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

摘5要#南戏在流传过程中!与当地的方言结合!形成了不同风格的唱腔!其中流传地域最广"影响最大的是海盐腔"

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等四大唱腔# 这四大唱腔在演唱方式"旋律风格上都有着不同的特征!而在其流传过程中!由于

受地域和不同观众的审美情趣的影响!都发生了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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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南戏是用当地的方言土语来演唱的#南戏在

温州产生时#就是用温州的方言演唱的#如明祝允

明"$41#-$&!1$ *怀星堂集/重刻中原音韵序+

云!&不幸又有南宋温州戏文之调#殆禽噪耳#其

调果在何处0'由于南方一地有一地的方言#当南

戏从温州流传到外地后#又用当地的方言土语来

演唱#因此#在其流传过程中#便形成了不同风格

的唱腔#如祝允明*猥谈+载!

数十年来#所谓南戏盛行#更为无

端#于是声乐大乱% ++今遍满四方#辗

转改益#又不如旧#而歌唱愈谬#极厌观

听% 盖已略无音&律&腔&调 !音者#七

音$律者#十二律吕$腔者#章句字数&长

短高下&疾徐抑扬之节各有部位$调者#

旧八十四调#后十七宫调#今十一调#正

宫不可入中吕之类++"% 愚人蠢工#

徇意更变#妄名'余姚腔) '海盐腔)'弋

阳腔) '昆山腔)之类% 变易喉舌#趁逐

抑扬#杜撰百端#真胡说耳% 若以被之管

弦#必至失笑%

又如魏良辅*南词引正+也谓!&腔有数样#纷

纭不类% 各方风气所限#有昆山(海盐(余姚(杭

州(弋阳%'在南戏诸唱腔中#流传地域最广(影响

最大的是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等四大

唱腔%

一5海盐腔的产生与流传

海盐腔是南戏流传到了海盐以后与海盐一带

的方言土语(民间歌谣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唱腔%

据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卷三载!

张#字功甫#循王之孙% 豪侈而有

清尚#尝来吾郡海盐#作园亭自恣% 令歌

儿衍曲#务为新声#所谓海盐腔也%

张是循王张俊的孙子#生于宋高宗绍兴二

十三年"$$&"$#他到海盐&作园亭自恣'#当在三

四十岁的时候#即宋孝宗淳熙中到宋光宗绍熙间#

故海盐腔在宋光宗时期就已经产生了% 南宋时期

的海盐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又是产盐区#因此#海

盐的商业和手工业发达#城市经济也十分繁荣#这

就有利于戏曲及其他民间表演技艺的发展)而且#

海盐又与杭州相近#故南戏从温州流传到杭州后#

也很快又从杭州流传到了海盐#并逐渐与当地的

方言土语相结合#产生出一种新的唱腔%

海盐腔在南宋产生后#到了元代#杨梓(贯云

石(鲜于去矜等北曲作家对之进行了改革% 如元

姚桐寿*乐郊私语+载!

州!海盐"少年多善歌乐府#其传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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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澉川杨氏% 当康惠公存时#节侠风

流#善音律#与武林阿里海涯之子云石交

善% 云石翩翩公子#无论所制乐府&散

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可彻

云汉#而康惠独得其传% 今杂剧中有

,豫让吞炭- ,霍光鬼谏- ,敬德不伏

老-#皆康惠自制#以寓祖父之意#第去

其著作姓名耳% 其后长公国材#次公少

中#复与鲜于去矜交好#去矜亦乐府擅

场#以故杨氏家僮千指#无有不善南北歌

调者% 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

名于浙右云%

杨梓"0 -$"#2$#先世为福建浦城人#其父

杨发元初时任浙东西市舶总司事#迁居海盐之澉

川"浦$% 杨梓在元时曾任嘉议大夫(杭州路总

管#谥康惠% 杨家是当地豪门大家#因经常要宴请

官宦士夫#便蓄有家乐% 而杨梓本人又是戏曲作

家#作有*敬德不伏老+ *豫让吞炭+ *霍光鬼谏+

等三种杂剧% 另外#与杨梓交好的贯云石#是回纥

"今维吾尔族$人#来自北方% 他们不仅精通北

曲#而且也善南曲% 而后杨梓的两个儿子国材(少

中又与擅场乐府北曲的鲜于去矜交好#因此#杨氏

全家及其家僮 &无有不善南北歌调者'% *乐郊

私语+虽没有指明杨氏家僮所擅场的&南北歌调

者'为何#但所谓&南调'者#必为当地流行的海盐

腔% 而在杨梓父子及贯云石(鲜于去矜的共同努

力下#海盐腔具有了新的风格#即所谓的&杨氏家

法'%

杨梓等人对海盐腔的改革#主要是对海盐腔

的语言作了改革% 当初由张及其家乐创立的海

盐腔也与其他南戏唱腔一样#也是用海盐当地的

方言土语来演唱的% 由于杨梓等人皆精通北曲#

北曲是用当时作为&官语'的中州音来演唱的#因

此#当他们在对南宋以来的海盐腔作改革时#将原

来用海盐当地的方言演唱#改为用外地人也能听

得懂的北曲所用的中州音来演唱%

由于贯云石也参与了对海盐腔的改革#故后

人误以为海盐腔创始于贯云石#如清王士祯*香

祖笔记+卷一云!&今世俗所谓海盐腔者#实发于

贯酸斋#源流远矣%'

杨梓等人对海盐腔改革#改用&官语'演唱#

也使得海盐腔能够南北通行% 如明顾起元*客座

赘语+卷九&戏剧'条载!&海盐多官语#两京人用

之%'甚至在魏良辅改革昆山腔之前#在苏州#由

于当时民间艺人所唱的剧无论唱昆山腔还是用昆

山当地的方言演唱#都只能流行苏州一带#故苏州

籍的戏曲演员要到外地演唱#也只能用以&官语'

演唱的海盐腔% 如*金瓶梅词话+中多次提到海

盐子弟唱戏文之事#其中第七十回写道!&海盐子

弟张美(徐顺(荀子孝生旦都挑戏箱到了%'而第

三十一回也提到了徐顺与荀子孝等人#当安进士

问荀子孝是哪里人时#荀子孝答道!&小的都是苏

州人%'可见荀子孝与徐顺都是苏州籍的海盐腔

演员#小说中称他们是海盐子弟#并不是因为他们

是海盐籍演员#而是就他们所唱的海盐腔而言的%

而且#早在成化年间#那些演唱海盐腔的苏州籍演

员已经把海盐腔带到了北京#进入了宫廷% 如明

陆采*都公谈纂+载!&吴优有为南戏于京师者#锦

衣门达其以男装女#惑乱风俗% 英宗亲逮问之#优

具陈劝化风俗状% 上令解缚#面令演之% 一优前

云!1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2云云% 上大悦#

曰!1此格言也#奈何罪之02虽籍群优于教坊#群

优耻之% 上崩#遁归于吴%'由于演员所说的&国

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一语中#含有明英宗&天

顺'的年号#故为其所悦% 而这两句也是当时南

戏中的套语#如明成化年间由北京永顺堂刊刻的

*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的副末开场上场时念

的诗里#就有此二句套语% 可见#在明英宗天顺年

间#用&官语'演唱的海盐腔#已经在北京流传了%

又如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列

朝+&禁中演戏'条载!&内廷诸戏剧俱隶钟鼓司#

皆习相传院本#沿金(元之旧#以故其事多与教坊

相通% 至今上始设诸剧于玉熙宫#以习外戏#如弋

阳(海盐(昆山诸家俱有之#其人员以三百位率%

颇采听外间风闻#以供科诨%'

海盐腔在元代经过杨梓等人的改革后#到了

明代嘉靖年间#又经历了一次变革#即采用筝(琵

琶等弦乐器来伴奏% 早期的海盐腔是不用筝(琵

琶等弦乐器伴奏的#直到明初还是如此% 如明徐

渭*南词叙录+载!

高皇笑曰0'高明,琵琶记-如山珍

海错#富贵家不可无%)++由是日令优

人进演#寻患其不可入弦索#命教坊奉銮

史忠计之#色长刘杲者遂撰以献% 南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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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词可于筝琵被之#然终柔缓散戾#不若

北曲之入耳也%

明陆采*冶城客论+ &刘史二伶'条对此也有

记载!

国初教坊有刘色长者#以太祖好南

曲#别制新腔歌之#比浙音稍合宫调#故

南都至今传之% 近始尚浙音#伎女辈或

弃北而南#然终不可入弦索也%

&别制新腔歌之'之前演出的*琵琶记+#是未

被弦索的&浙音'#而比&浙音'稍合宫调的&别制

新腔'者#则是指以*琵琶记+入弦索演唱%

筝(琵琶等弦乐器本是北曲的伴奏乐器#故北

曲又称&弦索调'#明太祖令宫中优人演唱*琵琶

记+时#尚不可入弦索% 刘杲虽制新腔歌之#较浙

音稍合宫调#使其能被之以筝(琵琶等弦乐器#但

终不若北曲% 而此时的&浙音'#虽为歌伎辈所

尚#但&终不可入弦索'% 这里所谓的&浙音'#当

指海盐腔%

到了明代中叶#在一些有关海盐腔的演唱记

载和描写中#已出现了采用筝(琵琶等伴奏乐器%

如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三

回写到西门庆叫来海盐子弟一起唱戏#&不一时#

堂中画烛高烧#壶内羊羔满泛% 邵镰(韩佐两个优

儿#银筝(象板(月面琵琶#席前弹唱%'这虽是小

说中的描写#带有虚构的成分#但也是根据现实生

活中的事实虚构的#尤其是像演戏这样的细节上#

更接近实际% 故由此可见#在明代嘉靖时#海盐腔

已经能用筝(琵琶等弦乐器伴奏了%

海盐腔以拍板节拍#腔调轻柔婉转% 如汤显

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载!

南则昆山#之次为海盐#吴浙音也#

其体局静好#以拍为之节%

明姚旅*露书+卷八&风篇上'也对海盐腔的

演唱风格作了论述#如云!

歌永言#永言者#长言也#引其声使

长也( 所谓逸清响于浮云#游余音于中

路也( ++按今惟唱海盐曲者似之( 音

如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

不背于永言之义(

海盐腔这种轻柔婉转的演唱风格#也正适合

文人学士(官僚士大夫的观赏情趣#故甚为爱好#

缙绅士大夫宴请宾客时#往往招海盐腔演员来

演唱%

因此#在嘉靖到万历前期#海盐腔主要在上流

社会广为流传#在魏良辅改革昆山腔之前#成为上

流社会崇尚的南戏唱腔% 如明张牧 *笠泽随

笔+云!

万历以前#士大夫宴集#多用海盐戏

文娱宾客% ++若用弋阳&余姚则为

不敬%

明冯梦祯*快雪堂日记+卷六十二&乙巳'载!

三十#早#++下午赴元孚之席#

++优人改弋阳为海盐#大可厌% 二更

归寓%

海盐腔流传地域也十分广远#除了流行于江

南的嘉兴(湖州(台州(温州等地外#还流传到了北

方#以致压倒了明初以来在上流社会受到推崇的

北曲#如明杨慎*丹铅总录+ "有嘉靖三十三年梁

佐写的序$载!&近日多尚海盐南曲#士大夫禀心

房之精#从婉娈之习者#风靡如一% 甚者北土亦移

而耽之#更数十年北曲亦失传矣%'

当时许多缙绅公侯之家都蓄有海盐腔的家

班#如明末陈弘绪"$&%2-$11&$*江城名迹记+卷

二&匡吾王府'载!

建安镇国将军朱多煤之居#家有女

优#可十四五人#歌板舞衫#缠绵婉转%

生曰顺妹#旦曰金凤#皆善海盐腔% 而小

旦彩鸾尤有花枝颤颤之态% 万历戊子#

予初试棘围#场事竣#招十三郡名流#大

合乐于其第#演,绣襦记-#至斗转河斜#

满座二十余人皆沾醉#灯前拈韵属和%

朱多煤是明宁献王朱权的后裔#而其中提到

的旦角金凤#是嘉靖年间著名的海盐腔演员#如清

褚人*坚瓠广集+载!

海盐优童金凤#少以色幸于分宜严

东楼% 既色衰#食贫居里% 比东楼败#王

凤洲,鸣凤记-行#金复涂粉墨#扮东楼#

举动酷肖#名噪一时%

又*鸾啸小品+卷三&金凤翔'条载!

金娘子#字凤翔#越中海盐班所合女

旦也% 余五岁从里中汪太守筵上见之%

其人纤长#色泽俱不可增减一分#++余

犹记其,香囊-之探#,连环-之舞#今未

有继之者% 无不慕弋阳而下趋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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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明嘉靖年间大司马谭纶在浙江任职#十

分喜欢海盐腔#嘉靖四十年"$&1$$#谭纶父死#回

乡守孝#因嫌当地流行的乐平腔与徽州腔粗俗不

雅#特地从浙江把海盐腔的演员带回故乡宜黄#教

当地的戏文演员唱海盐腔#而这也使得海盐腔在

宜黄当地流传#并渐渐扩大到江西的其他地方%

在谭纶死后的二十余年中#演唱海盐腔的江西艺

人已近千人% 如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

记+一文载!

我宜黄谭大司马纶闻而恶之#自喜

得治兵于浙#以浙人归教其乡子弟#能为

海盐声% 大司马死二十余年矣#食其技

者殆千余人%

明江西上饶人郑仲夔 *冷赏+卷四 &声歌'

条载!

宜黄谭司马纶殚心经济#兼好声歌#

凡梨园度曲#皆亲为教演#务穷其巧妙#

旧腔一变为新调#至今宜黄子弟咸尸祝

谭公惟谨#若香火云%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风俗+载!

戏子在嘉&隆交会时#有弋阳人入郡

为戏#一时翕然崇尚#弋阳人遂有家于松

者% 其后渐觉丑恶#弋阳人复学为太平

腔&海盐腔以求佳#而听者愈觉恶俗% 故

万历四&五年来#遂屏迹#仍尚土戏%

何良俊*曲论+云!

近日多尚海盐南曲++风靡如一#

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数世后#北曲亦

失传矣%

但到了万历中叶以后#由于昆山腔的逐渐兴

起#海盐腔便渐趋衰落#其地位最终为昆山腔所

取代%

二5余姚腔的产生与流传

余姚腔是南戏流传到浙江余姚一带后与当地

的土音土调结合而产生的一种唱腔% 余姚腔具体

的产生年代虽不可考#但在明朝初年就已经广为

流传了#如明成化年间曾任浙江右参政的陆容在

*菽园杂记+中称!

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

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

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

之% 其扮演传奇#无一事无妇人#无一事

不哭#令人闻之#易生凄惨#此盖南宋亡

国之音也% 其膺为妇人者#名妆旦% 柔

声缓步#作夹拜态#往往逼真% 士大夫有

志于正家者#宜峻拒而痛绝之%

徐渭*南词叙录+也载!&今唱家,,称1余姚

腔2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徐

渭生活在嘉靖年间#据此可见#在明代嘉靖年间#

余姚腔已经从浙江的余姚一带#流传到了镇江(当

涂(扬州(徐州等地区% 又如嘉靖时著名戏曲家李

开先在*词谑/词乐篇+中也提到了唱余姚腔艺

人善唱*北西厢+的情形#如曰!&如余姚董鸾(钱

塘毛士光等#皆长于歌而劣于弹% *北西厢+击木

鱼唱彻#无一曲不稳者% 余姚董鸾则妆生#做手

尤高%'

余姚腔在演唱方式上的主要特征是有滚唱#

所谓滚唱#就是在曲文中插入若干五(七言诗句#

用流水板急唱% 如明卢楠*想当然+传奇卷首茧

室主人*成书杂记+云!&俚词肤曲#因场上杂白混

唱#犹谓以曲代言#老余姚虽有德色#不足齿也%'

其中所说的&杂白混唱'和&以曲代言'#也就是指

余姚腔的滚唱方法% 所插入的滚唱句子多少不

限#但又不影响原曲曲体的完整性#即没有改变原

曲的句式% 所插入的文词通俗易懂#从内容上来

看#或是对原曲文的引申#或是对原曲文的解释#

使观众明白易晓% 如明代万历年间的余姚腔选本

*鼎刻时兴滚调歌令玉谷新簧+ "简称 *玉谷新

簧+$中所收的*荆钗记/刮鼓令+曲与无滚唱的

影钞本(汲古阁本相比较"见表 $$%

两者相比#*玉谷新簧+所加入的滚唱句子超

过了原有的曲文#而其内容都是对原曲文的解释

和引申%

余姚腔在明代万历年间也发生了变化#当它

流传到了安徽的池州(青阳(太平等地后#便与当

地的土音土调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唱腔#即青

阳腔#由于青阳属于池州府#故也称池州腔% 青阳

腔不仅继承了余姚腔的滚唱形式#而且又增加了

滚白的形式#插入的滚唱或滚白的句子更多#这样

使原来的曲文更加通俗易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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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玉谷新簧,收+荆钗记-刮鼓令,曲与无滚唱的影钞本'汲古阁本之比较

*玉谷新簧+ 影钞本(汲古阁本

9刮鼓令:"生$从
!

后到京#孩儿身虽在外#心不离老娘之左右% "滚$阳关须隔

三千里#一日思亲十二时% 常则是虑萱亲当暮景% 娘#孩儿昔日在家#县中考得

有名#老娘不胜之喜% 今托祖宗之福荫#蒙老娘之教育#忝中状元#母亲为何反成

不悦了0 "贴$功名身外物#富贵如浮云% 讲他则甚. "生$娘#天上相逢#日月会

合)人间相会#母子团圆% 又道喜的是相逢#怕的是别离% "滚$离者悲来合者喜%

幸喜今朝与娘重相见#娘又缘何愁闷萦0 "贴$站退#有事关心% "生$娘#孩儿知

道了#我起程之际#母亲在岳丈家里#想是玉莲妻子有慢了母亲#故此吃恼#孩儿

知罪了% "滚$莫不是俺家荆背地里顿起骄傲情#寒时不曾加衣#饥时不曾进食0

看承母亲有些不志诚% "贴$你妻子虽无杨妃之貌#颇有孟光之贤% 从今后不要

讲他% "生$娘#你为甚么事不悦#分明说与恁儿听% 娘#自古道!少事长#贱事贵#

你媳妇为何不来0 "滚$老娘不惮程途远#媳妇岂怕路途遥0 怎生不与老娘共

登程0

9刮鼓令:"生$从别后到京#虑萱亲当暮景% 幸喜

得今朝重会#娘#又缘何愁闷萦0 李成舅#莫不是

我家荆#看承母亲不志诚0 "末$小姐且是尽心侍

奉% "生$我的娘#分明说与恁儿听% 你媳妇呵#

怎生不与共登程0

55余姚腔及由其派生出来的青阳腔的这种滚唱

形式#正与俚歌北曲字多腔少(烦弦促调的演唱方

式相同#北曲有乐府北曲与俚歌北曲之分% 乐府

北曲句式相对稳定#无衬字#而俚歌北曲句式不

定#可以多加衬字#字多声少#节奏急促% 如明沈

宠绥在*度曲须知/弦索题评+中谓艺人在演唱

&弦索调'即俚歌北曲时#&烦弦促调#往往不及收

音#早已过字交腔#所谓完好字面#十鲜二三%'因

此#当余姚腔及其青阳腔在流传过程中#与俚歌北

曲产生了交流与融合#故明代也称青阳腔为&北

青阳'#如明万历三十二年"$1#4$瀚海书林李碧

峰(陈我含刊刻的*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

春+选收了青阳腔的一些曲文#便注明为&北青

阳'#如其中所收的南戏*白兔记+刘咬脐出猎遇

母这场戏中李三娘的一段曲文!

3北青阳4小将军你明问自羞耻#我

苦痛#我苦痛卜开口诉因依% 为自薄情

儿婿#力阮抛弃% 我一身#我一身受人苦

气#那因至亲骨肉可相欺% 望将军#望将

军乞赐慈悲#荷蒙我爹妈养身己#孔雀屏

开为选了亲义#嫁乞亏心薄行刘智远#未

上几时#我双亲归去阴司#哥嫂毒心#萧

墙祸起#伊一时分开去% 力只家乡抛离#

州一去求名利% 伊去后我被我厝哥嫂

!

勒#甲我各结连理% 因只上#即剥去绣

鞋剪云鬓#日来汲水愁无限#冥来挨磨到

鸡啼% 谢神天可怜见#磨房中生一子儿#

感豆老因时救起#即托伊送州去#去在

天边% 看许时景改变#时景改变% 伊去

后并无书信寄返员#咬脐名字终身事#诉

乞冤枉#如见覆盆见天%

!

又如至今仍在福建沿海一带梨园戏中#仍将

青阳腔称为&北青阳'#如梨园戏*高文举+第三场

*玉真行+王玉真上场时所唱的一段曲文!

3北青阳过中滚4幸留残生#拖命上

路程$

战战兢兢#最苦孤形影%

林里鹧鸪#劝叫行不得$

路旁草棘#拖裙留我行%

何日到京城( 何日返乡井(

教我怎不苦伤情*

"

明代胡文焕在*群音类选+&北腔'类中#选收

了*琵琶记/赵五娘写真+一出戏#而这一出的曲

文实出自青阳腔#见表 !%

从以上所列的曲调及曲文中可见#元本中的

9三仙桥:三曲为南曲#而当余姚腔及其裔派青阳

腔与俚歌北曲合流后#两者的曲体已趋于一致#故

*时调青昆+*群音类选+及近代青阳腔皆改为北

曲曲调#曲文也具有了俚歌北曲的曲体特征#句式

不定#平仄不合律%

&$$

!

"

"明$李碧峰(陈我含刊刻本!*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

*福建戏曲传统剧目选集/梨园戏"第一集$+#福建省文化局剧目工作室 $%&%年编印#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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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琵琶记-赵五娘写真,曲文变化

元本*琵琶记+ *时调青昆+ *群音类选+ 近代青阳腔

9三仙桥:一从他每死后#要相

逢不能勾% 除非梦里#暂时略

聚首% 若要描#描不就#暗想

象#教我未写先泪流% 写#写

不出他苦心头#描#描不出他

饥证候)画#画不出他望孩儿

的睁睁两眸% 只画得他发飕

飕#和那衣衫蔽垢% 休休#若

画做好容颜#须不是赵五娘的

姑舅%

9前腔:我待画你个庞儿带厚#

你可又饥荒消瘦% 我待画你

个庞儿展舒#你自来长恁皱%

若写出来#真是丑#那更我心

忧#也做不出他欢容笑口% 只

见两月稍优游#他其余都是

愁% 我只记得他形衰貌朽%

这画呵#便做他孩儿收#也认

不得是当初父母% 休休#纵认

不得是蔡伯喈当初爹娘#须认

得是赵五娘近日来的姑舅%

9前腔:非是我寻夫远游#只怕

你公婆绝后% 奴见夫便回#此

行安敢久0 路途中#奴怎走0

望公婆#相保佑我出外州% 他

骨肉自没人倚恃#他如何来相

保佑0 这坟呵#只怕奴家去

后#冷清清有谁来拜扫0 纵使

遇春秋#一陌银钱怎有0 休

休#生是受冻馁的公婆#死做

个绝祀的孤魂么姑舅%

9新水令:想真容#提笔未写泪

先流#要相逢不能得勾% 全凭

着这管笔#描不成#画不就#万

般愁% 那知道你亲丧荒丘#要

相逢除非是魂梦中有%

9驻马听:只记得两月优游#三

五年来都是愁% 自从我儿夫

去后#望断长安#两泪交流%

似这等饥荒年岁度春秋#两人

雪鬓庞儿瘦% 常想在心头#锁

在眉头% 教奴家怎画得欢容

笑口0 容颜依旧0

9雁儿落:待画他瘦形骸真是

丑#待画他粉脸儿生成就% 只

画发搜搜"飕飕$#衣衫蔽垢%

画不出望孩儿睁睁两眸#只画

他肥胖些儿略带厚% 这几年

遇饥荒#只落得颜消瘦% "又$

又不是五"吴$道士"子$用机

谋#叮咛嘱付毛延寿% 休卖弄

笔尖头#画出来真是丑% 丑只

丑一女流#虽不是蔡伯喈的爹

娘#也虽是赵五娘的亲姑舅%

好教我举霜毫难措手%

9叠字锦:寻着儿夫便回首#此

情安敢久0 此情焉敢留0 此

情不可丢#此情不可休% 虑只

虑京师路远遥#惟愿公婆相保

佑% 愁只愁孤坟丧在荒丘#坟

台上谁来拜扫0 谁来
"

翹0

谩道是拜扫了#就是奴身出外

州#纵使遇春秋#要一陌纸钱

"又$#叫他那有0 公婆呵. 怎

肯相保佑0 罢了#公婆的娘#

你媳妇此行好似口口口来#似

断缆小孤舟# "又$随风水上

飘% 伯喈夫#你便做无拘束荡

荡悠悠#又不知来时候% 抱琵

琶权当做行头#背真容不离左

右#敢离左右0 我今去休拜辞

泪流% 罢了. 公婆的娘. 你

生做一个受饥馁的公婆#死做

个绝祭祀的孤坟姑舅% "又$

9双调/新水令:想真容#未写

泪先流#要相逢不能勾% 全凭

一枝笔#描不出万般愁% 亲葬

荒丘# 要相逢除非是魂 梦

中有%

9驻马听:两月优游#三五年来

都是愁% 自从儿夫去后#望断

长安#两泪交流% 饥荒年岁度

春秋#两人雪鬓庞儿瘦% 常想

在心头#常锁眉头#怎画得欢

容笑口0

9雁儿落带得胜令:待画他瘦

形骸真是丑#待画他粉脸儿生

成就% 待画他肥胖些#这几年

遇饥荒#画不得容颜依旧% 分

付吴道子用机谋#全凭着毛延

寿笔尖头% 怕只怕蔡伯喈不

认丑#丑只丑一女流#也须是

赵五娘亲姑舅%

9字字锦:非是奴家出外州#非

是奴家出外游% 也只为着公

公#也只为着婆婆#也只为着

孩儿在外州% 此情不可丢#此

情不可休% 辞别我的公公#拜

别我的婆婆#一路上望公婆魂

灵儿相保佑%

9三仙桥:保佑奴家出外州#抛

闪下公婆坟茔#有谁厮守0 只

愁奴家去后#冷清清谁来拜

扫0 纵使遇春秋#一陌纸钱怎

有0 好一似断缆小舟#无拘束

荡荡悠悠% 又不知我归来时

候#抱琵琶权当做行头% 背真

容不离左右% 我今去休#我辞

泪流% 生时节做个受饥馁的

公婆#死后做个绝祀的孤坟

姑舅%

9清江引:公婆真容奴画得有#

身背琵琶走% 辞别张大公#谩

说生和受#一路上唱词儿觅食

度口%

9新水令: "挂板$提笔未写泪

先流# "缓板$要相逢不能得

够% 正是喜容描来易#愁容画

出难% 画出难了画真容#全凭

着这管笔#描不成#画不就#万

般愁苦% 伯喈夫#自你去后#

陈留连遇饥荒三载#你的爹娘

双双饿死#你那里知与未知0

晓与未晓0 伯喈夫#那知道亲

丧荒丘. 要相逢#要相逢在那

里0 除非魂梦中游%

9前腔:三五年来总是愁#愁只

愁儿夫去后#望断肝肠把两泪

交流#饥荒岁度春秋% 老人家

发白脸儿瘦#常想心头#愁锁

眉头% 老公婆#自你去后#媳

妇无日不思#无日不想#想你

真容#相见不能得够#不能得

够% 老公婆#叫媳妇怎画得欢

容笑口#容颜依旧0 "起板$曾

记婆婆在日# "紧板$手扶竹

杖#站立门旁#望子不到泪汪

汪#战战兢兢#脸带忧容% 他

那里口内叫#叫相逢的日子)

你若迟迟不回#母子恩情从此

断#从此断绝了% 事到如今#

老人家言辞#讲也被他讲着#

说也被他说破% 正是倚门悬

望容憔悴#下笔难描忆子时#

忆子时了% 老公婆#教媳妇怎

画得#望孩儿睁睁两眸0 再画

他#粉脸儿#生成就% 再画他#

肥胖些#略带厚% 再画他#发

蓬松#衣衫褴褛% 这几年遇饥

荒#只落得容颜憔瘦% 又不比

吴道子用机谋#叮咛嘱咐毛延

寿% 毛延寿惯养着笔尖头%

画不出#真是愁#画出来#真是

丑% 丑只丑裙钗一女流% 虽

则是#伯喈的爹娘#也须是赵

五娘的亲姑舅%

9尾声:好教我描画真容难措

手#倒做了有儿无后%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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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俞为民!南戏四大唱腔的流传和变异

55在封建士大夫眼里#这种用流水板急唱的演

唱形式和俚俗的文词是不雅的#如明卢楠*想当

然+传奇卷首茧室主人*成书杂记+云!&老余姚虽

有德色#不足齿也%'明龙膺*纶隐全集+卷二十二

&诗谑'云! &何物最娱庸俗耳0 敲锣打鼓闹青

阳%'明苏元俊*梦境记+传奇中净(丑有这样一段

对白!&"净$我们如今要打点喉咙#把青阳曲儿亨

进去% "作唱青阳(弋阳曲科$ "花$吴下人曾说#

若是拿着强盗#不要把刑具拷问#只唱一台青阳腔

戏与他看#他直招了% 盖由吴下人最怕的是这样

曲儿%'故在当时#在上流社会若是在设宴请客时

演唱余姚腔则为大不敬% 如明张牧*笠泽随笔+

云!&万历以前#士大夫宴集#多用海盐戏文娱宾

客% ,,若用弋阳(余姚则为不敬%'清若耶老徐

冶公在李渔评阅鉴定的*香草吟+传奇*纲目+出

上批云!

作者惟恐误入俗伶喉吻#遂坠恶劫#

故以'请奏吴蟎)四字先之% 殊不知是

编惜墨如金#曲皆音多字少% 若急板滚

唱#顷刻立尽% 与宜黄诸腔不大相合#吾

知免夫%

余姚腔虽然不能得到上流社会的喜爱#但由

于余姚腔加滚的演唱方法具有通俗易懂的特征#

符合下层观众的欣赏能力与艺术情趣#受到他们

的欢迎#因此#也使得余姚腔流传的地域更加广

泛#甚至超过了昆山腔的流传范围#如明王骥德

*曲律/论腔调+载!

数十年来#又有弋阳&义乌&青阳&徽

州&乐平诸腔之出% 今则石台&太平梨园

几遍天下#苏州不能与角什之二三% 其

声淫哇妖靡#不分调名#亦无板眼$又有

错出其间#流而为1两头蛮.者#皆郑声

之最%

在明代中叶#余姚腔及其支裔青阳腔成为一

种天下时尚的戏曲唱腔#如明代万历年间刊行的

一些余姚腔(青阳腔戏曲选集#大多题有&天下时

尚'&时调'等语#如由熊稔寰编选的*精选天下时

尚南北徽池雅调+(由吉州景居士编选的*鼎刻时

兴滚调歌令玉谷调簧+(由黄文华编选的*新刻京

板青阳时调词林一枝+等#*词林一枝+的扉页上

还题有&海内时尚滚调'一语%

三5弋阳腔的产生与流变

弋阳腔是南戏向西流传到江西弋阳一带后#

与当地的方言土语结合后所产生的一种唱腔#是

南戏诸唱腔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种唱腔%

其产生年代#今虽不可考#但据徐渭*南词叙录+

记载#早在明代嘉靖年间#就已经从其产生地江西

的弋阳流传到了云南(贵州(广东(湖南(福建(南

京(北京等地)魏良辅在*南词引正+中也谓!&自

徽州(江西(福建(俱作弋阳腔% 永乐间#云(贵二

省皆作之#会唱者颇入耳%'流传地域既然如此广

远#其产生年代也不会比海盐腔(余姚腔迟% 故钱

南扬先生在*戏文概论+中论及弋阳腔的产生年

代时指出!&弋阳腔在明初永乐间已经流传到云

南(贵州#可以推想它发生时代之早% 自从戏文传

到弋阳#渐渐发展变化成为新腔#新腔又成长壮

大#渐渐向外传播#一直达到云南(贵州#必须有一

个相当长的时间% 推想它发生的年代#至迟应在

宋元间%'

弋阳腔在演唱上的特色有二!一是有帮腔#二

是用锣鼓节拍% 所谓帮腔#就是每支曲调的尾段

或尾句由后台演员帮唱#如清李渔*闲情偶寄/

词曲部/音律第三+云!&弋阳(四平等腔#字多音

少#一泄而尽)又有一人启口#数人接腔者#名为一

人实出众口%'有后台帮唱#这本已是十分热闹

了#再加上用锣鼓等打击乐器伴奏#这就更加喧哗

了% 这种声调喧哗(金鼓杂作的演唱方式#也正适

合在乡村的旷野禾场上演出#供下层劳动人民观

赏#因此#弋阳腔不为文人学士(封建士大夫所喜

欢#但为广大下层民众喜闻乐见#得以广布远流%

由于弋阳腔一开始就具有&错用乡语'

!

&向

无曲谱#只沿土俗'

"的特色#在流传过程中#能吸

收各地的方言土语(民间小调#从而衍变出了许多

新的唱腔#如明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中称! &至嘉靖而弋阳调绝#变为乐平(为徽青

阳%'顾启元*客座赘语+也谓!&后又有四平#乃稍

变弋阳#而令人可通者%'又清刘廷玑*在园杂志+

2$$

!

"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中华书局 $%+2年版#第 "#"页%

"清$李调元!*雨村剧话+#*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二集$+#黄山书社 !##%年版#第 "$%页%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载!&近今且变弋阳为四平腔(京腔(卫腔% 甚且

等而下之#为梆子腔(乱弹腔(巫娘腔(琐哪腔(罗

罗腔矣%'由于这些新的唱腔都具有弋阳腔用锣

鼓节拍和帮腔的特色#故统称为&高腔'% 同时#

此时的弋阳腔也因为其衍生出了众多新的唱腔#

故也有了&高腔'的俗称#即以其演唱特征来命

名% 如清李调元*雨村剧话+云!&弋腔始弋阳#即

今高腔#所唱皆南曲%'李振声*百戏竹枝词+也

云!&弋阳腔俗名高腔#视昆腔甚高也% 金鼓喧

阗#声高调锐#一唱众和%'

弋阳腔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其&向无曲谱#只

沿土俗'#因此#其演唱形式和曲调的格律也发生

了较大的变化与发展% 从其变化来看#主要有以

下几点!

一是吸收了余姚腔滚唱的形式#如明王骥德

*曲律/论板眼+云!

今至弋阳&太平之衮唱#而谓之流水

板#此又拍板之大厄矣%

清王正祥*新定十二律京腔谱/总论+也谓!

尝阅乐志之书#有唱&和&叹之三义%

一人发其声曰唱$众人成其声曰和$字句

联络#纯如绎如#而相杂于唱&和之间者#

曰叹#兼此三者#乃成弋曲% 由此观之#

则唱者#即起调之谓也$和者#即世俗所

谓接腔也$叹者#即今之有滚白也%

可见#弋阳腔不仅吸收了余姚腔滚唱的形式#

而且还增加了滚白的形式#同时#其增加的滚唱与

滚白#从其功能上来看#已不再仅仅是对原曲文的

解释#而是与原曲文完全融为一体#即成为曲调的

组成部分% 现将*玉谷新簧+所收的弋阳腔*琵琶

记/伯喈思乡+中的9雁鱼锦:曲与青阳腔*琵琶

记/蔡伯喈思乡+ 9雁渔锦:曲(元本*琵琶记+第

二十三出9雁渔锦:曲作一比较!

表 "5弋阳腔.雁渔锦/'青阳腔.雁渔锦/与元本.雁渔锦/比较

元本*琵琶记+ *玉谷新簧+

9雁鱼锦:思量#那日离故乡%

记临歧送别多惆怅#携手共那

人不厮放% 教他好看承我年

老爹娘#料他每不应遗忘% 闻

知饥与荒#只怕挨不过岁月#

难存养% 若望不见信音#却把

谁倚仗0

9雁鱼锦:"唱$思量#那日离故乡%

"白$父爱子指日成龙#母念儿终朝极目% 张大公有成人之美#每重父言)赵五娘有孤单之虑#惟顺姑

意#那些不是真情蜜爱%

"唱$记临歧送别多惆怅#那日五娘送我道十里长亭#南浦之地呵. 携手共那人不厮放% 9滚:嘱咐与

叮咛#爹娘好看承#他说理自尽#不用我劳心% 教他好看承我年老爹娘% 料他不会遗忘% "白$下官

心下怎么这等焦躁得紧呀. 今早上朝#见王给事手擎一本#我问他是何本#他说是贵处陈留干旱奏

章% 我问他本土如何#他道说老弱展辗于沟壑#少者离散于四方% 听得此言#吓得我魂不着体%

"唱$闻知道我那里饥与荒% 别处饥荒犹可#惟我陈留饥荒最愁煞人. 9滚:家下若饥荒#最苦老爹

娘#一似风前烛#只怕短时光% 我的爹#我的娘#只怕你挨不过岁月#难存养% 记得临行之时#"白$老

娘说道!你既然难割舍老娘前去#将你里衣襟衣服过来#待我缝上几针#如见老娘#两泪汪汪#说道!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岂知五娘回道!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知道此言信矣% 值此扰攘

之际#董卓弄权#黄巾作叛#吕布把守虎牢三关% 老爹娘#孩儿莫说要回来见你#就是要寄音书也不

能够了% "唱$他老若望不见信音#却把谁倚仗0

55由于弋阳腔插入曲文中的滚唱在内容上与原

曲文浑然一体#故若仅从文体上看#是很难将原曲

调的句式与滚唱区分的#故明凌初*谭曲杂札+

曰!&江西弋阳土曲#句调长短#声音高下#可以随

心入腔#故总不必合调%'清王正祥在*新定十二

律京腔谱/总论+中指出!&精于弋曲者#犹存其

意于腔板之中#固泠然善也% 无如曲本混淆#罕有

定谱% 所以后学惘愦#不较腔板#不分曲(滚者有

之#不辨牌名(不知整曲(犯调者有之%'

二是在曲牌体中加入了板腔体的演唱方法%

如清李调元*雨村剧话+云!

弋腔始于弋阳#即今高腔#所唱皆南

曲% 又谓'秧腔)#'秧)即'弋)之转声%

京谓之'京腔)% 粤俗谓之'高腔)#楚&

蜀之间谓之'清戏)% 向无曲谱#只沿土

俗% 以一人唱而众和之#亦有紧板&

慢板%

李调元是清乾隆时人#他因弹劾永平知府#得

罪权臣和糰#充军伊犁% 释归后便一直住在老家

四川绵州% *雨村剧话+是他家居时写成的#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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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讲的弋阳腔即是当时流行于四川的弋阳腔#即

四川高腔% 这时流行于四川的弋阳腔虽还保持着

早期弋阳腔&以一人唱而众和之'#即帮腔的特

色#但已经有&紧板(慢板'的变化了% 所谓紧板(

慢板#这实已是板腔体戏曲所具有的演唱方法%

由于弋阳腔在流传过程中其曲体发生了变

异#因此#有的戏曲家就认为后期的弋阳腔已不是

宋元时期的弋阳腔了#如清王正祥*新定十二律

京腔谱/凡例+云!

弋阳旧时宗派#浅陋猥琐#久已经有

识者变改% 即江浙间所唱弋腔#何尝有

弋阳旧习( 况盛行京都者#更为润色其

腔乎( 又与弋阳迥异% ++尚安得谓之

弋腔哉( 今应题之曰1京腔谱.#以寓端

本行化之意#亦以见大异于世俗之弋

腔者%

可见#后期的弋阳腔改称为高腔#由原来以其

产生地命名改为以其演唱特征来命名#其名称上

的这一变化#也正表明了后期的弋阳腔在曲体上

所发生的变异%

由于弋阳腔吸收了余姚腔的滚唱形式#因此#

在其流传过程中#也与俚歌北曲产生了交融#如清

李调元*雨村剧话+云!&女儿腔#亦名弦索腔#俗

名河南调% 音似弋腔#而尾声不用人和#以弦索和

之#其声悠然以长%'因此#弋阳腔可不经改动#直

接演唱北曲杂剧的曲文#如明清时期弋阳腔所演

唱的*西厢记+#就是元代王实甫的*北西厢+% 如

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音律第三+云!

北本!,北西厢-"为词曲之豪#人人

赞羡#但可被之管弦#不便奏诸场上#但

宜于弋阳&四平等俗优#不便强施于昆

调#以系北曲而非南曲也% 兹请先言其

故% 北曲一折#止隶一人% 虽有数人在

场#其曲止出一口#从无互歌&迭咏之事%

弋阳&四平等腔#字多音少#一癢而尽%

又有一人启口#数人接腔者#名为一人#

实出众口% 故演,北西厢-甚易% 昆调

悠长#一字可抵数字% 每唱一曲#又必一

人始之#一人终之#无可助一臂者% 以长

江&大河之全曲#而专责一人#即由铜喉

铁齿#其能胜此重任乎( 此北本虽佳#吴

音不能奏也% ++予生平最恶弋阳&四

平等剧#见则趋而避之#但闻其搬演,西

厢-#则乐观恐后% 何也( 以其腔调虽

恶#而曲文未改#仍是完全不破之 ,西

厢-#非改头换面&折手跛足之,西厢-

也% 南本则聋瞽喑哑&驮背折腰诸恶状#

无一不备于身矣%

可见#在明清时期#虽然*北西厢+不能用腔

多字少的海盐腔(昆山腔演唱#但还是能用字多腔

少的弋阳腔(余姚腔演唱% 在明清时期的一些弋

阳腔与余姚腔戏曲折子戏选集中#选收了未经改

编的*北西厢+曲词% 如明黄文华选辑*新锲精选

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卷二下层选收*南西

厢+*崔莺莺月夜听琴+*俏红娘递柬传情+ *崔莺

莺书斋赴约+三出"现仅存*听琴+出开头的一段

念白及9斗鹌鹑:曲#后两出缺失$#明阮宇选编

*类纂今古传奇梨园正式乐府万象新+前集卷二

下层选收*莺莺月夜听琴+*莺生月夜佳期+两出#

两书选收的剧名虽题作*南西厢+#但曲调及曲词

实选自*北西厢+#曲白皆与*北西厢+同#只是脚

色皆按南戏作了改编#即以旦扮莺莺#生扮张生%

又如*风月锦囊+所选收的*西厢记+剧名就题作

*新刊摘汇奇妙戏式全家锦囊北西厢+#其中曲调

及曲词也皆同*北西厢+#只是按南戏与传奇的剧

本体制#在剧前加了一个&副末开场'%

四5昆山腔的产生与流变

早在元末明初#昆山腔即在江苏昆山一带流

传% 宋元时期的昆山(苏州#城市经济繁荣#人口

稠密#其繁华程度不亚于曾是南宋都城的临安

"今杭州$#故当时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

城市的繁华#聚集了一大批商人(手工业者#这就

为民间技艺提供了一个消费市场% 因此#南戏艺

人们也来到苏州一带#卖艺谋生%

据明魏良辅在*南词引正+载#昆山腔是元朝

昆山人顾坚创立的#如曰!

元朝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居

千墩#精于南辞#善作古赋% 扩廓帖木儿

闻其善歌#屡招不屈% 与杨铁笛&顾阿

瑛&倪元镇为友% 自号风月散人% 其著

有,陶真野集-十卷&,风月散人乐府-八

卷行于世% 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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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腔之称%

在明初#昆山腔已有了一定的影响#如*泾林

续记+载#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王朝#召见昆山一

百零七岁老人周寿谊时问道!&闻昆山腔甚嘉#尔

亦能讴否0'

但在元代#作为民间艺人剧唱的昆山腔#其演

唱方式与其它南戏唱腔一样#也是采用依腔传字(

用方言土语演唱的#直至明代嘉靖年间#作为剧唱

的昆山腔仍是采用昆山当地的方言土语演唱的#

如徐渭*南词叙录+云!

今昆山以笛&管&笙&琵按节而唱南

曲者#字虽不应#颇相谐和#殊为可听#亦

吴俗敏妙之事%

所谓&字虽不应'#也就是说演员是用当地的

方言土语来演唱的#这样当地的观众听起来是字

与腔相应的#而外地的观众在观听时#曲调的腔格

"旋律$虽然没有改变#但字声与本地的方言土语

不同了#故造成了字与腔不相应% 由于是用方言

演唱#外地人听不懂#故直到明代嘉靖年间#作为

剧唱的昆山腔其流行的范围还不大#&止行于吴

中'一地!

%

到了明代嘉靖年间#魏良辅对昆山腔作了改

革#一是将原来依腔传字的演唱方法#改为依字声

定腔的方法来演唱% 如他在*南词引正+中谈到

昆山腔的演唱方法时指出!&五音以四声为主#但

四声不得其宜#则五音废矣%'所谓&五音以四声

为主'#也就是字的腔格即宫(商(角(徵(羽等五

音须依字的平(上(去(入四声而定% 由于南戏艺

人皆为底层百姓#文化修养低#不能辨别字声#这

样就会影响曲字的腔格#俗话说!字正才能腔圆)

字不正#腔就唱不好% 为此魏良辅特地指出!

&平(上(去(入#务要端正% 有上声字扭入平声#

去声唱作入声#皆做腔之故%'

"

在改变演唱方式的同时#魏良辅还对昆山腔

的演唱节奏加以了改革#即放慢了演唱的速度#将

一个字分成头(腹(尾三部分#与悠长的旋律相配

合#徐徐吐出% 如明代戏曲家沈宠绥谓昆山腔经

魏良辅改造后#&调用水磨#拍捱冷板% 声则平(

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 功深

琢#气无烟火% 启口轻圆#收音纯细% 所度之

曲#则皆1折梅逢使2(1昨夜春归2诸名笔)采之传

奇#则有1拜星月2(1花阴夜静2等词% 要皆别有

唱法#绝非戏场声口#腔曰1昆腔2#曲名1时曲2#

声场禀为曲圣#后世依为鼻祖% 盖自有良辅#而南

词音理#已极抽秘逞妍矣'

#

%

二是统一字声#采用中州音为昆山腔的标准

字声% 依字声行腔#首先必须字音正#也就是要用

一种标准的语音来纠正方言土音之讹% 昆山腔原

来采用昆山方言来演唱#受地域的限制#外地观众

听不懂#势必会影响昆山腔在外地的流传#而元代

周德清*中原音韵+所总结的中原音是一种具有

全域性的语言#如周德清*中原音韵/正语作词

起例+谓当时&上自缙绅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

学教授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 元

琐非复初谓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所总结的中

原音#&不独中原#乃天下之正音也'

$

% 这样的语

音也正符合规范昆山腔字声的要求% 因此#魏良

辅就把中原音作为纠正南方乡音的标准语音#他

在*南词引正+中指出!&*中州韵+词意高古#音韵

精绝#诸词之纲领%'

因当时南戏昆山腔采用昆山(苏州一带的方

言土语演唱#故魏良辅提出要以中原音来纠正昆

山(苏州方言#他在*南词引正+中列举了昆山腔

演员常用的方言!&苏人多唇音#如冰(明(娉(清(

亭之类% 松人病齿音#如知(之(至(使之类)又多

撮口字#如朱(如(书(厨(徐(胥%'对于这种方言

土音#应以中原音为标准语音加以纠正#&殊方亦

然'% 因此#新昆山腔所唱的南曲与北曲皆以中

原音为标准语音#如明潘之恒*亘史+云!&长洲(

昆山(太仓#中原之音也#名曰昆腔%'沈自晋*南

词新谱/凡例+云!&夫曲也#有不奉*中原+为南

者哉.'*九宫大成+北曲卷*凡例+也载!&曲韵须

遵中原韵#南曲同%'

另外#由于剧唱不同于清唱#除了演员的演唱

外#还讲究乐器伴奏#以取得较好的舞台效果#因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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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俞为民!南戏四大唱腔的流传和变异

此#魏良辅还对南戏昆山腔的伴奏乐器作了改进%

而他的改进#也借鉴了北曲的伴奏乐器#将北曲伴

奏乐器中的三弦(琵琶等弦乐器也用于剧唱昆山

腔的伴奏% 因此#明代沈宠绥认为#自魏良辅对剧

唱昆山腔的改革始#剧场所用的伴奏乐器得以完

备#如*弦索辨讹+云!&南曲则大备于明#明时虽

有南曲#只用弦索官腔% 至嘉(隆间#昆山有魏良

辅者#乃渐改旧习#始备众乐器#而剧场大成#至今

遵之%'

魏良辅对南戏剧唱昆山腔的&引正'使得南

戏昆山腔具有了全域性#其流传范围不再局限于

苏州(昆山一地#得以流传各地% 如沈宠绥*度曲

须知/弦索题评+云!&南词之布调收音#既经创

辟#所谓水磨腔(冷板曲#数十年来#遐迩逊为独

步%'在魏良辅改革昆山腔之前#在上流社会流行

的主要是海盐腔#而昆山腔经过魏良辅改革后#海

盐腔的地位便为昆山腔取代#成为上流社会戏曲

舞台上的主要唱腔% 如明顾起元*客座赘语+云!

&今又有昆山#较海盐又为清柔而婉折#一字之

长#延至数息% 士大夫禀心房之精#靡然从好#见

海盐等腔已白日欲睡%'王骥德*曲律/论腔调+

也谓!&夫南曲之始#不知作何腔调#沿至于今#可

三百年% 世之腔调#每三十年一变#由元迄今#不

知经几变更矣% 大都创始之音#初变腔调#定自浑

朴#渐变而之婉媚#而今之婉媚极矣. 旧凡唱南调

者#皆曰1海盐2#今1海盐2不振#而曰1昆山2%'

由上可见#南戏四大唱腔在宋元时期形成后#

就一直在戏曲舞台上流传#而在其流传过程中#演

唱方式(旋律风格等都发生了变异#而这些变异的

产生#既受地域的影响#又与不同观众的审美情趣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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