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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曲艺概述

14.1.1  曲艺的概念

u 曲艺是一个民间艺术种类，是一种市井文化艺术，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集文
学、音乐、表演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
u 文体上韵、散相间，叙事和代言相结合；表演上讲述故事和模拟人物相结合；
音乐上突出叙事性，具有独特的语言型旋律，是民间音乐中与语言结合最密切、最
大众化的一种表演艺术形式。
u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提到曲艺“是以口头语言的‘说唱’方式进行表演的艺
术形式的总称。……以第三人称口吻统领的口头语言的‘说唱’叙述为其艺术表现的
基本特点。”
u 由上可知，曲艺是以说和唱为主要手段来塑造人物、表达情感、讲述故事、反
映社会生活的表演艺术形式。



  14.1  曲艺概述

14.1.2  曲艺的起源

u 我国曲艺艺术历史悠久，起源众说纷纭，其中周文王“击鼓孝行”的故事在
曲艺艺人中流传最广。
u 另据历史记载，在西周幽王时期的宫廷里已经有了专门的俳优，他们是国王
贵族的弄臣，以讽刺调笑为专职，每当国王出现错误时，为了避免直接批评导致
的尴尬，就让俳优采取调笑手段，达到讽谏的目的。
u 俳优这种嬉笑怒骂的表达方式为后世说唱的诙谐性特征奠定了基础，而战国
时期荀子的《成相篇》采用韵散相兼的文体，很像后来说唱文学的结构。



  14.1  曲艺概述

14.1.3  曲艺的历史发展

唐代以前

唐代

u 唐代以前与说唱音乐有关的文献记载成为人们追溯说唱源头的
线索。如刘向的《烈女传》，战国时期的《成相篇》，汉乐府中收
录的《孔雀东南飞》和《陌上桑》。
u 成都还出土了东汉时期的说书俑，这是东汉时期已经存在说唱
音乐的例证。

u 唐代是说唱音乐的形成期，说唱音乐形成的标志是唐代的变文。
u 变文是1899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我国最早的说唱文本。
u 变文的文体是韵散间用的长篇叙事体，韵文部分以七言为主，杂以
“三三”句式或五言等。
u 还有民间的说书，如《一枝花》《三国》等。



  14.1  曲艺概述

14.1.3  曲艺的历史发展

宋代

金元时期

u 宋代的说唱音乐趋于成熟，其成熟的标志是杭州等城市中出现了
说唱艺人专门的卖艺场所——勾栏、瓦肆，还有部分文人加入艺人所
组织的书会为其撰写唱词。
u 北宋时期说唱音乐曲种有鼓子词、诸宫调还有唱赚、陶真和涯词。

u 金元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说唱音乐曲种是诸宫调，最早由北宋勾栏艺
人——孔三传所创，后来又有许多文人拟作，使这种形式得到高度发展。
代表作品有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

明清时期
u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便捷，工商业和城市文化得到繁荣，
大中城市中茶楼、戏馆和书场大量出现，说唱音乐进入了空前兴盛的时期。
u 这一阶段，北方的大鼓、南方的弹词及各地的牌子曲、道情、琴书等种
类基本形成并得到进一步的流传。



  14.1  曲艺概述

14.1.4  曲艺的分类

u 目前我国的曲种有五百多种，尽管历史上有约定俗成的称谓，但没有
明确的体系划分。
u 如1952年叶德均在《宋元明讲唱文学》中按照文学的角度将说曲艺
为乐曲系和诗赞系两大类；
u 1960年出版的《鼓曲研究》一书中，按照各自的历史沿革、句式格
律、演唱等方面的特点将曲艺划分为大鼓、渔鼓、弹词、琴书、牌子曲、
杂曲、走唱七类；
u 1964年中国音研所编辑的《民族音乐概论》一书中，按照曲艺品种
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特征将其划分为鼓词、弹词、渔鼓、牌子曲、琴书、杂
曲、走唱、板诵八类；
u 1983年出版的《中国民族音乐大系·戏曲、曲艺卷》中，根据所使用
的主要乐器、历史渊源、音乐格调及演奏、演唱等特点将曲艺划分为弹词、
鼓词、道情、琴书、牌子曲、走唱、快书快板七类。

分类



  14.1  曲艺概述

14.1.5  曲艺的特征

1

4 3

2

u 曲艺是一种表演艺术
u 曲艺是由具有一定演唱技能和艺术素
养的职业或半职业艺人为群众演唱。

u 曲艺与语言紧密结合
u 说唱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它的演唱
脚本首先要依托语言的声调、语调和遣词造句
等形式来刻画人物形象，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
夸张的语言和抑扬顿挫的旋律加以表现，说唱
音乐对语言的依赖主要体现在声调、节奏和音
色三个方面。

u 曲艺是一种综合艺术
u 曲艺以讲唱文学为脚本，
是文学、音乐、表演三者的有
机结合。其音乐与语言有着密
切的联系，旋律音调与唱词的
字调趋于一致。

u 曲艺是一种叙事性的音乐
u 说唱主要不是“演故事”而是“说故事”，这是
说唱和戏曲艺术的本质区别。在说唱音乐的艺术表现
上，主要集中在对该曲目的基本情绪和叙述者态度的
表达上。



14.2.1  京韵大鼓

u 京韵大鼓是我国北方鼓词的代表性曲种，怯大鼓实为木板大
鼓是流行在冀中一带的一种农民说唱艺术，演唱者半农半艺，自
司鼓板，边说边唱，没有丝弦乐器伴奏，说白占较大比重。怯大
鼓不仅是京韵大鼓的前身，也是多种大鼓的前身。
u 清末，木板大鼓随破产农民流入沧县、保定，又进入天津、
北京等城市，随着演出的需要逐渐加入三弦、四胡、琵琶等乐器，
u 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大鼓艺人，如胡十、宋五、霍明
亮等，
u 在此之后，以刘宝全为首的大鼓书艺人群体将河北语音改为
北京方言，使京韵大鼓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形成众多流派，

  14.2  粗旷慷慨之说唱——北方曲艺音乐艺术鉴赏



14.2.1  京韵大鼓

u 其中以刘宝全、白云鹏、张晓轩为代表的三个流派最
有代表性，刘派高亢挺拔、刚柔相济，白派委婉缠绵、曲
调低回，张派气壮声宏、粗犷豪放。
u 刘宝全有“鼓界大王”的美称，他所创立的刘派对京
韵大鼓的发展影响较深，其后的艺人主要都从他的唱腔中
汲取营养，如白凤鸣、骆玉笙等。
u 京韵大鼓在城市中流传时，由于听众发生了改变，演
唱形式和内容也发生了改变，开始使用四胡、三弦为伴奏
乐器，还用小段代替了长篇大书，艺术上渐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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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  京韵大鼓

u 《丑末寅初》又名《三春景》，以刘宝全和骆玉笙的演唱版本最有代表性。《丑末寅初》是为数不多
的抒情写景小段，相对故事性叙述唱段而言，它更具有高雅的气质。
u 该唱段以极其简练的笔触，形象地描述了在丑末寅初这一时辰内，即一天的开始之时，中国古代人民
的生活情景，犹如一幅生机勃勃、情趣盎然的民俗风情画卷。
u 唱词由极不对称的上、下句构成，上句为标准的七字句，下句大幅度扩充，每对上下句描绘了一个完
整的画面、场景或人物。
u 它的唱腔流畅舒展，节奏平稳活泼，短句大腔搭配巧妙，从悠扬婉转的唱腔中，使人们得到充分的艺
术享受。

鉴赏曲目：《丑末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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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  天津时调

u 天津时调简称“时调”，属于牌子曲类，是天津曲艺
中最有代表性的曲种之一。
u 清末明初以来主要在天津的船夫、搬运工人、手工业
者、人力车夫中流传，唱腔源于明清以来的时调小曲，音
调高亢明亮，歌词内容通俗易懂，用天津当地的方言演唱，
具有浓郁的天津乡土气息。
u 天津时调最初没有冠以地方称谓，直至上世纪50年代
初才有此称呼，并成为一个独立的曲种名称。
u 天津时调短小精悍、通俗明朗，近似于歌谣体结构，
在天津市民阶层广为流传，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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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  天津时调

u 天津时调初期主要演唱各种北方民间歌曲，经过长时期的实践，从中选择出常用的曲调
作为基本腔调，如乾隆时期流行的舒缓悠扬的“鸳鸯调”以及加快速度的“二六板鸳鸯调”
。
u 1900年后，天津时调又陆续传唱出“靠山调”“拉哈调”及“反调”，目前“靠山调”
和“拉哈调”是天津时调的主要唱腔，并由分节歌形式逐渐向说唱化的长篇叙事性结构转变。
u 天津时调除了少数二人对唱外，大多是一人独唱，伴奏乐器是大三弦、四胡和节子板。
u 最初只是人们劳动之余的演唱活动，上世纪20年代以来有了职业歌手，常唱一些反映时
事的曲目，如《民国六年闹大水》《直奉战》等。
u 最早登台演唱时调的是兼演京韵大鼓的女演员赵宝翠，其后有高五姑、赵小福、姜二顺
等著名演员。建国后，天津演员王毓宝与弦师祁凤鸣等人一起对“靠山调”进行了艺术改革，
丰富了唱腔旋律，增添了笙、扬琴等伴奏乐器，创作和改编了《摔西瓜》《红岩颂》《春来
了》等新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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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  天津时调

u 《秋景》是天津时调的重要代表曲目之一，也是王毓宝的著名唱段。
u 曲目描绘了秋季来临，夏日昆虫难以生存的凄惶景象。
u 该唱段以“靠山调”为主要唱腔，旋律高起低落、音域宽广，第一句使
用了节奏密集型的“数唱”形式，第三句则使用了抒咏性较强、以“哎哟”
为衬词的“唉腔”，跳跃顿挫，为富有特色的低回的结尾句做了铺垫。

鉴赏曲目：《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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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  河南坠子

u 河南坠子属于道情类，是河南的地方曲种之一。
u 清代末叶开始，河南道情和“莺歌柳”两种曲艺相互影响彼此借
鉴吸收，当“莺歌柳”的伴奏乐器小鼓三弦被改制成坠胡以后，伴奏
旋律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促成唱腔音乐的重大变革，新的唱腔、音乐
结构的出现标志着河南坠子的正式形成。
u 河南坠子女演员的出现，使其唱腔音域得以扩展，旋律不断丰富，
伴奏技巧也有所提高。
u 1930年，河南坠子进入了兴盛时期，在天津形成了乔、程、董
三大唱腔流派。乔派以节奏流畅、音调婉转悠扬、吐字清晰见长，时
人称其为“小口”或“巧口”；程派以曲调朴实明朗、唱腔圆润见长，
称为“大口”；董派以板眼规整、唱腔含蓄深沉见长，人称“老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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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胡



14.2.3  河南坠子

u 乔清秀是乔派创始人之一，代表小段有《王二姐思夫》《宝钗扑
蝶》《玉堂春》《蓝桥会》《黛玉焚稿》等20多个拿手书目，大书有
《杨家将》《包公案》《五虎平西》等。
u 河南坠子的唱腔可以归纳为起腔、平腔、送腔、尾腔四部分，伴
奏乐器坠胡独具特色，早期开场时都有即兴演奏的“闹台曲”，热烈
火爆以吸引听众。
u 河南坠子从道情、三弦书、山东大鼓、琴书等曲种移植、继承了
大量优秀的书目，以后又创编、积累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书目，有长、
中、短篇两百余种，保存了不少流传悠久的艺术精品，如《偷石榴》
《梁祝下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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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  二人转

u 二人转在历史上曾称“蹦蹦”“双条”“对口”“双玩意
”“小秧歌”等，至今已有280多年的历史，1952年，在第一届
全国文代会上定称“二人转”。
u 二人转是在东北大秧歌和河北莲花落相结合的基础上，吸收
东北民歌、东北大鼓、皮影、相声、梆子及其他姊妹艺术的音乐
唱腔和表演技巧，同时融进了大量的民间笑话，不断地丰富和充
实，逐渐发展为具有“唱”“说”“扮”“舞”“绝”等综合技
能的表演艺术。



14.2.4  二人转

u 二人转讲究“唱”“说”“扮”“舞”“绝”五功。
u “唱”指唱腔，二人转唱腔素有“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之说，共有三百多个曲牌，除了曲牌唱腔之外，
还有众多风格各异的民歌小调、小曲，它们被称作“小帽”，常常用在演出的开始和大段唱腔之前。
u “说”也叫“说口”，说口一般都有一定的情节，有的是具有一定内涵寓意的民间口头语言文学，题材内
容来源于民间故事、传说、笑话、谜语等，有的是一些即兴创作，有的是一些与正文无关的绕口令，猜谜等。

u “扮”指表演，二人转的两个演员称为“一副架”，男角称下装、丑
角，女角称上装、包头；其表演是靠两个演员“分包赶角”“跳进跳出”
地装扮故事中的人物角色，做到“装龙像龙，装虎像虎”的效果。
u “舞”指舞蹈。二人转采用载歌载舞的方式来说唱故事，基本舞蹈动
作来源于东北秧歌中的各式舞蹈。
u “绝”指绝活，是类似杂技表演艺术中的独特技能，如各式的“抛绢
”“转扇”“竹板花”等的高难度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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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  二人转

u 《洪月娥做梦》使用了【红柳子】的曲牌，【红柳子】是二人转故事正文常用的曲牌，不仅用在
由两个人表演的“一副架”中，还较多的用在一个人表演的“单出头”中，尤其适合女腔旦角演唱，
因此传统“单出头”曲目《洪月娥做梦》《王二姐思夫》都把它作为“专腔”使用。
u 曲目讲述了唐代洪月娥爱恋罗毅之子罗章，梦中与其成亲的故事。主人公洪月娥虽是大家闺秀，
巾帼英雄，但梦中成亲的场景却是东北民间娶亲习俗的展现，因而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鉴赏曲目：《洪月娥做梦》

  14.2  粗旷慷慨之说唱——北方曲艺音乐艺术鉴赏



  14.3  婉转细腻之说唱——南方曲艺音乐艺术鉴赏

14.3.1  苏州弹词

u 苏州弹词简称“弹词”，又叫“小书”，发源于苏州，在长江三角洲
一带盛行，是一种韵散文体结合，以叙事为主、代言为辅，采用苏州方言
演唱的说唱艺术。
u 苏州弹词讲究“说”“噱”“弹”“唱”。其中，“说”融叙述和代
言为一体；“噱”的目的是为节目增添幽默感和艺术魅力；“弹”指以小
三弦、琵琶为唱腔的主要伴奏乐器；“唱”指演员的演唱，根据唱段性质
可分为开篇和插曲，开篇是指在长篇弹词前集中精炼的唱一段故事，可叙
事也可代言，或二者结合；插曲是说书到一定情节时需要抒发感情或感叹
情理时的唱段。
u 历史上有名的弹词艺人见于记载的有明末泰州人柳敬亭、苏州的吴逸
和常熟的草头娘，嘉庆年间有陈遇乾、姚豫章、俞秀山、陆士珍，咸丰同
治年间有马如飞、姚士章、赵湘州、王石泉等，在这些弹词艺人中，陈遇
乾、俞秀山、马如飞三人所创的陈调、俞调、马调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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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  苏州弹词

u 陈调唱腔风格苍劲庄严，善于表现悲壮豪迈的情绪和塑造老年人的形象，音域窄起
伏小，多用同音反复和下行的小六度、小七度和八度跳进；
u 俞调唱腔旋律回环曲折，犹如春莺百啭，以小嗓为主，形成婉转细腻优美抒情的曲
调，擅长说唱才子佳人谈情说爱及妇女感物抒怀、哀怨缠绵的内容；
u 马调唱腔字多腔少，多用叠句，一般用真嗓演唱，风格质朴豪放，其旋律平直简朴，
多为一字一音，腔幅短，少用拖腔，音域较窄。
u 陈调、余调和马调构成了苏州弹词中的基本腔调，此后新生成的流派腔调大都是根
据这三种曲调演变发展而来的，如夏荷生的夏调、徐云志的徐调和徐丽仙的丽调，其中
丽调是20世纪50年代较有代表性的腔调，丽调以蒋调（兼收周、余、马调之长）为基础，
广泛吸收其他唱调及南北地方戏、其他民间音调和现代音乐语汇融会贯通、创作而成，
所以丽调是弹词中曲调变化最大、发展最快的一个流派。



14.3.1  苏州弹词

u 《新木兰辞》是丽调的代表曲目，也是苏州弹词中的名段。唱词由夏史根据北朝乐府民歌《木兰
诗》改编而成，徐丽仙创腔并演唱，以鲜明生动的唱腔再现了花木兰替父从军的英雄形象。
u 这段唱腔无论是从结构安排、旋律旋法还是演唱方法转换和伴奏过门的不断变化上，都体现出徐
丽仙别出心裁、匠心独特的创作才能。全曲可以分为机房叹息、代父从军和得胜还乡三个部分，徐丽
仙的演唱刚柔相济、含蓄隽永，为丽调细腻的润腔风格更添魅力。

鉴赏曲目：《新木兰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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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  四川清音

u 四川清音属于牌子曲类，早期称“唱小曲”“唱小调”的，又
因演唱者自弹月琴或琵琶，所以又被称为“唱月琴”或“唱琵琶”
。
u 1930年，重庆清音艺人已达三四百人之多，自发组织成立了“
重庆市清音歌曲改进会”，自此之后遂以清音命名。
u 四川清音是在明清俗曲的基础上吸收南北各地的小曲、民歌，
经过四川清音艺人的创造发展而成。
u 据记载，清代乾隆至光绪年间，四川清音已在叙府、泸州、成
都、重庆等地广泛流传，其“哈哈腔”的演唱方法最有特色，这是
一种在唱腔曲折行进的过程中，连续使用顿断音的润腔手法，发出
类似“哈哈哈”笑声的唱法，唱腔清脆灵巧、委婉圆润、精致晶莹，
体现了四川清音的独特演唱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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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  四川清音

u 四川清音的唱腔结构有曲牌体和板腔体两种。
u 常用曲牌可分为大调、小调两类。大调有八个，即“勾调”“
马头调”“寄生草”“荡调”“背工调”“月调” “反西皮调”“
滩簧调”，小调有“鲜花调”“玉娥郎”“四季调”等。
u 板腔类有“汉调”和“反西皮”两种。
u 四川清音的演唱形式都是以女演员为主，男演员为辅，坐唱而
不表演，演唱者自己弹奏乐器。20世纪60年代，四川清音由书场表
演进入剧场表演，传统的“坐唱”表演逐渐被“站唱”取代。
u 用檀板和竹鼓来控制节奏，辅以必要的表情动作，使整体艺术
水平得到提高，2006年，四川清音入选成都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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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  四川清音

u 《尼姑下山》是四川清音的传统曲目。
u 该唱段讲述小尼姑色空向往人世间平常百姓的生活，不甘忍受佛门的孤单和寂寞，最终下山还俗
的故事。
u 唱腔使用曲牌体联缀体结构，以月调为主要曲牌，以表现明朗舒展的情绪；中间穿插夺子、半夺
子、半边月、未调、平板、剪剪花、银纽丝、叠断桥等曲牌，穿插曲牌大多具有抒情和叙事两个功能，
尤其是夺子和未调两个曲牌，优美动听、平稳中见柔和，表现了小尼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鉴赏曲目：《尼姑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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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  广西文场

u 广西文场，简称“文场”或“文玩子”，属于牌子曲类，
因伴奏乐器使用丝竹不用锣鼓，故得名“文场”，是与清唱桂
剧的“武场”相比较而命名的，是广西地区最有代表性和影响
力的曲种，流行于桂北地区，尤其是桂林、柳州、荔浦、宜山、
融安等地最为盛行。
u 清乾隆年间，江浙一带的弹词艺术流传到广西后，逐渐与
桂林、柳州的方言土语相融合，并受到当地戏曲、民歌的影响
不断变化，至清末逐渐形成了用桂林方言演唱、具有极强桂北
地方风格的曲种——广西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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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  广西文场

u 广西文场属于曲牌体曲种，音乐由大调唱腔、小调唱腔、大小过门、引子、尾子和过场音乐组
成，其中主要唱腔是大调和小调两类。大调包括越调（月调）、思贤（丝线）、南词和滩簧，合称
“四大调”，多用于演唱整本故事和单折唱本；小调常用的有银纽丝、寄生草、码头调、叠断桥、
骂玉郎等，多用于演唱独立且短小的段子。

u 广西文场的传统唱词比较丰富，故事内容多从明清传奇
小说中选取，成套的唱本有《玉簪记》《白蛇传》《西厢记
》《红楼梦》等，小段子有《武二探兄》、《醉打山门》和
《贵妃醉酒》等近百个，还有新创作的作品《江竹筠》、
《韩英见娘》和歌颂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抒情小段《画中游》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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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  广西文场

u 《贵妃醉酒》是广西文场中一个著名的开篇唱段，音乐用“滩簧调”演唱，滩簧是一种多段式结
构的唱腔，通常由四个上、下句组成，四个上句存在差别，四个下句基本相同，形成一种类似“换头
合尾”的结构模式。
u 广西文场常常将细腻柔美的颤音、滑音和装饰音相结合，形成独具特性的音乐风格。该唱段正是
运用这些优美委婉的润强，把杨贵妃失望、哀怨之情的形象描绘出来。

鉴赏曲目：《贵妃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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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4  福建锦歌

u 福建锦歌，又称“什锦歌”，简称“锦歌”，属于牌子曲类。其曲牌丰富、内容多变，是福建
的主要曲种之一，使用闽南方言演唱，在闽南、台湾全省和东南亚一带华侨聚居的地方都有流行。
u  福建锦歌的历史悠久，最初是在闽南民谣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成，后又继承了明清俗曲中的某
些曲牌，同时还借鉴吸收了民间小戏的曲调，因而它的唱腔优美清新，较多的保留了民间歌曲的风
格特征，说唱性不强。

u 福建锦歌的唱腔风格大体可以分为堂派和亭派两种，堂派主要
在农村流传，曲调受民间歌谣的影响，粗犷有力，擅长唱“杂念调
”，其旋律灵活、变化丰富，每句后面都有一个落尾；亭派在城市
中流传，唱腔优雅细致、咬字分明，多采用南曲曲调。
u 锦歌的唱腔大致可归纳为什念仔、四空仔、五空仔、杂歌四种，
前三种属于朗诵体，风格近似民谣，是锦歌音乐的主要组成部分。

  14.3  婉转细腻之说唱——南方曲艺音乐艺术鉴赏



14.3.4  福建锦歌

u 《楼台会》讲述的是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该段唱腔由“厦门调”和“花调”两个曲牌构成。
两个曲牌均由四个乐句构成，前者唱腔柔软甜美，伴奏中箫的加入，使音乐更加优雅动听；后者唱腔
展现出南方地区民歌小调的浓郁色彩，整个乐曲通过舒缓婉转的旋律，将山伯、英台的悲痛无奈之情
给予尽情地表达。

鉴赏曲目：《楼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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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艺术家→1）始人鼓刘宝全

u 刘宝全，京韵大鼓流派创始人。
u 幼时随父学习木板大鼓及三弦，到天津和北京后先后向胡十、
霍明亮学唱木板大鼓，并为宋五伴奏。1900年前后崭露头角，并灌
制了唱片。
u 他的嗓音清脆明亮、音色甜美、演唱时运用北京字音，发音吐
字讲究位置，说唱结合的表演很富艺术感染力，被人们赞为“鼓界
大王”，
u 刘宝全擅创新腔，勇于改革，对京韵大鼓的形成和发展都有重
要的贡献。他的改革主要体现在运用北京话系统的字韵和四声，将
“怯大鼓”的方言改为京音，从而创造了京韵大鼓，并使之得以流
传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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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艺术家→2）骆玉笙

u 骆玉笙，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艺名小彩舞，有“金嗓歌王
”的美称。她从小是在京剧的熏陶下长大的，9岁学唱老生，10
岁学唱京韵大鼓。1935年拜韩永禄为师，很快引起轰动。
u 骆玉笙在刘派的基础上，又借鉴白派、少白派之长，不断提
高唱法技艺，研创新腔，约在40年代初，逐渐突破刘派的规范，
形成了委婉、优美的刘派唱腔，被社会公认为“骆派”。
u 代表唱片有《剑阁闻铃》《红梅阁》《伯牙摔琴》《丑末寅
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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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艺术家→3）徐丽仙

u 徐丽仙，苏州弹词女演员，江苏苏州人。
u 15岁取艺名钱丽仙，与师姐拼档弹唱长篇弹词《倭袍》《啼
笑因缘》。1949年新中国成立，徐丽仙恢复本姓，与女徒包丽
芳拼档演出《啼笑因缘》《刘胡兰》等书目。建国后曾任上海评
弹团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第二届理事。
u 20世纪50年代初，徐丽仙在蒋调基础上形成风格鲜明的新
唱腔“丽调”。
u 其代表作有《新木兰辞》《情探》《黛玉焚稿》《六十年代
第一春》《见到了毛主席》《年青妈妈的烦恼》《全靠党的好领
导》《饮马乌江河》《黛玉葬花》《望金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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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艺术家→4）李月秋

u 李月秋，成都人，四川清音演员。
u 20世纪40年代即有“成都周旋”的美称。她常演唱的传统
曲目有《断桥》《秋江》《尼姑下山》《小放风筝》《小乔哭夫
》等，现代曲目有《布谷鸟儿咕咕叫》《赶花会》《向秀丽》
《春天来到川西坝》《山村医疗队》等。
u 1957年，李月秋赴前苏联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
节，以东方民歌《放风筝》《忆娥郎》参赛，获得一枚金质奖章
和获奖证书。
u 她大调小调兼工，对传统曲目时演时新。在演唱时特别注重
“唱声、唱曲、唱情”。在叙事中重抒情，她具有深厚的“依情
唱曲”的艺术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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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艺术家→5）乔清秀

u 乔清秀，女，本名袁金秀，河南省内黄县马上乡店集村人，
河南坠子乔派创始人之一，
u 14岁拜乔利元为师学习坠子演唱，并改名乔清秀。
u 1929年，应天津玉茗春茶楼之邀，乔清秀赴津演出，这是
她人生的拐点，也是河南坠子的拐点，在天津演出期间，为了提
高自己的艺术境界，从曲目到唱腔、表演，甚至开场前的鼓套子、
音乐伴奏等，清秀、利元和琴师康元林、老师潘春聚等都在逐一
进行改进，逐渐形成了乔派并受到天津人民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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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闻趣事→ 乔清秀和乔利元

u 乔清秀在天津十年，赢得了“坠子皇后”美誉。昆仑唱片公司和驻上海
的美国亚尔西爱胜利唱片公司先后为她灌制了20张唱片，乔派河南坠子随之
传遍大江南北。之所以能获得这些艺术成就，和他的师父乔利元分不开。
u 在从艺过程中，乔利元和乔清秀，两人本着对坠子的共同热爱结为夫妻，
当乔利元发现乔清秀较高的艺术潜质时毅然为她聘请名师潘春聚，后又向张
金忠学习，并鼓励乔清秀要创建自己的新腔。乔清秀在乔利元的关心支持帮
助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唱腔流派。乔清秀身体不好，1939年，乔利元带其
到沈阳看病，因不答应为日寇和汉奸队陪酒演唱，夫妻二人都被抓入狱，乔
利元为保护妻子身遭横祸，乔清秀虽被营救但精神失常，1944年在天津去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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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推荐

u 京韵大鼓《大西厢》《马鞍山》《黛玉焚稿》《剑阁闻铃》
u 京东大鼓《要条件》，东北大鼓《忆珍妃》
u 西河大鼓《玲珑塔》
u 单弦牌子曲《杜十娘》《春景》
u 天津时调《放风筝》《光棍哭妻》《摔西瓜》
u 河南坠子《玉堂春》《蓝桥会》《宝玉探病》《宝钗扑蝶》
u 二人转《杨八姐游春》《洪月娥做梦》《王二姐思夫》《包公赔情》《回杯记》《柜中缘》
u 苏州弹词《林冲踏雪》《宫怨》《方卿写家信》《珍珠塔》
u 四川清音《布谷鸟咕咕叫》《昭君出塞》《断桥》《尼姑思凡》《放风筝》《悲秋》
u 广西文场《醉打山门》《武二探兄》《贵妃醉酒》《江竹筠》《韩英见娘》
u 福建锦歌《楼台会》《井边会》《董永》《陈妙常》

  14.3  婉转细腻之说唱——南方曲艺音乐艺术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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