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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音乐中的传统曲笛演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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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昆曲是戏曲史上的活化石,流传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它那婉转细腻的音乐风格在传统戏曲中

独树一帜。昆曲音乐风格的形成,除了和当地的人文、地理、历史等因素有关,还和它的伴奏乐器有关。昆曲的

主要伴奏乐器是曲笛,其音色醇厚优雅,和昆曲的音乐风格十分贴近。曲笛为昆曲伴奏的时候,充分体现了自身

的优势。它们之间相得益彰的融合,使得各自都加强了自身的艺术生命力。在着重梳理传统曲笛在昆曲音乐中

的表现后,分析了曲笛的调式音阶、演奏技巧和音色特点,从而进一步总结了曲笛在昆曲中的运用,说明昆曲音

乐与曲笛的密切合作是长期艺术实践的双向最佳选择。

关键词 昆曲;曲笛;调式音阶;演奏技巧;音色表现

中图分类号:I2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0)06-0118-04

  昆曲是我国传统戏曲中的“一朵兰花”,绵延至

今六、七百年,成为现今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古老的

具有悠久传统的戏曲形态,于2001年5月18日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

产代表作”称号。它把曲词、音乐、美术、表演融为和

谐、完善的综合艺术。昆曲音乐极具风格特点,它的

细腻、委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昆曲最主要的伴

奏乐器是曲笛,所谓“丝不如竹”[1],曲笛的运用几乎

贯穿整个昆曲的发展过程。它们之间相得益彰的结

合,“竹肉相发”[2],使得昆曲有了更加蓬勃的生命

力。曲笛在昆曲的勃兴繁荣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昆曲也在曲笛的映衬下获得勃勃生机。对昆曲音乐

中传统曲笛演奏的研究,将对中国笛子演奏艺术理

论的建设起重要的作用。

  一、昆曲的渊源与特点

1.昆曲的渊源

昆曲起源于元朝末年的昆山地区,由顾坚等人把

原先流行于昆山一带的南曲中的声腔加以整理和改

进,称为“昆山腔”。到了明朝,它与另外三种声腔“海
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并称为南曲的四大声腔。明

嘉靖年间,出现了一位昆曲的重要人物:魏良辅。

魏良辅,豫章(今江西南昌)人。他一生的主要

活动地区在江苏的太仓。魏良辅熟悉音律,在学习

演唱的过程中,他认为当时的南曲唱腔“平直而无意

致”,于是以昆山腔作为基础,结合海盐腔、余姚腔、

弋阳腔的腔调特点,又融入了北曲的一些唱法,对原

有昆山腔的声律和唱法进行了改革创新。在他的倡

导下,一些著名的曲师、笛手都与他共同研究昆山腔

的革新,昆山腔因此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自此,“昆
山腔”被世人称为“昆曲”,而魏良辅也成了昆曲的鼻

祖,甚至连他的老师和先于他学唱昆山腔的老艺人

都对他的演唱大加赞叹。

关于魏良辅对昆山腔的革新,清朝初年的余怀

在他的《突畅园闻歌记》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描

写:“良辅初习北音,绌于北人王友三,退而镂心南

曲,足迹不下楼十年。当是时,南曲率平直无意致,

良辅转喉押调,度为新声。疾徐高下清浊之数,一依

本宫。取字齿唇间,跌换巧掇,恒以深邈助其凄泪。

吴中 老 曲 师 如 袁 髯 尤 驼 者,皆 瞠 乎 自 以 为 不 及

也。”[3]

2.昆曲的特点

魏良辅对昆山腔的革新,主要是从他的音乐角

度来进行的,经过改革形成的昆曲,在音乐上就更具

有自身的特点了。

在演员进行演唱的时候,魏良辅强调,一定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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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吐字、收音、过腔,也就是“凤头、豹尾、猪肠”。主

要是指:出字起音要有喷口,收字归音要率,中间的

行腔要有起伏变化[4]。
在音乐旋律音阶方面,魏良辅沿袭了南曲的一

贯风格,采用传统的中国五声音阶“宫、商、角、徵、
羽”(即1、2、3、5、6),一般不出现“乙、凡”(4、7),顿
腔、擞腔中偶尔出现的“乙、凡”也是起经过音和装饰

音的作用。音乐的进行以级进为主,起伏不大,给人

以柔美委婉的听觉感受。
在音乐节奏方面,魏良辅主张“调用水磨,拍捱

冷板”[5]。这里“调用水磨”是指演唱的行腔要经过

精心雕琢;“拍捱冷板”是说将原来一板三眼的曲子

拖慢一倍,加上“增板”,即原来4/4的节奏变化为

8/4的节奏,再添加一些小腔。
在乐队伴奏方面,魏良辅摒弃了之前以箫、管作

为主要伴奏乐器的传统,创新地使用竹笛作为主要

的伴奏乐器,更将笛、管、笙、琴、琵琶、弦子等乐器集

合于一堂,来为昆腔的演唱伴奏,造就了一种细腻优

雅、集南北曲优点于一体的“水磨调”。明朝徐渭在

《南词叙录》中描述:“今昆山以笛、管、笙、琶按而唱

南曲。”
在魏良辅的改革下,昆曲以清唱的形式出现,终

于使昆山腔在没有大锣大鼓烘托的气氛下更显委婉

清新,旋律更加华丽流畅。

  二、曲笛的发展与主要特点

1.曲笛的发展

笛子是我国传统民族乐器,最早在河南舞阳县

贾湖村东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就发掘出16支竖

吹骨笛(用鸟禽肢骨制成)。根据测定,这些竖吹骨

笛距今已有8000年的历史,应该说是迄今为止发

现的最古老的乐器。
《史记》记载:“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豀、斩而作

笛,吹作凤鸣”[6],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黄帝时期,
人们开始选用竹子作为材料制笛,自此笛子开始改

用竹制。汉朝以前,“笛”多指竖吹笛,秦汉以来,竖
吹的箫和横吹的笛统称为“笛”,并延续了很长时期。
北朝时,笛子不仅极为普遍,而且有所发展,在形制、
长短、粗细方面变化较大。到了北周和隋朝,开始有

了“横笛”之名。从唐朝起,竹制的吹管乐器中,竖吹

的篪被称为箫,横吹则被称之为笛。到了宋朝,笛制

变得丰富多样,有叉手笛、龙颈笛、11孔的小横吹、9
孔的大横笛、7孔玉笛等等。元朝以后,竹笛的形制

与现在类似,多为6孔横吹。

2.曲笛的主要特点

随着宋词元曲的崛起,竹笛成了伴奏吟词唱曲

的主要乐器。由于南北地域的风格差异,为不同地

域戏曲伴奏的竹笛也就分成了“梆笛”和“曲笛”。
梆笛流行于北方,因为梆子戏伴奏而得名。笛

身短而小,音色高亢、嘹亮,风趣、热情,擅长模拟戏

曲唱腔与自然声响。曲笛,因盛产于苏州,故又有

“苏笛”之称。曲笛主要流行于江南水乡,因为昆曲

伴奏而得名。笛身粗而长,音色醇厚圆润,典雅秀

美。多为C调或D调。曲笛在演奏时讲究运气的

绵长,力度变化细致,通常采用先放后收的吹奏方

式,一音三韵,悠扬委婉。曲笛演奏的曲调比较优

美、精致、华丽,具有浓厚的江南韵味。
与北方戏曲中梆笛的演奏技巧不同,曲笛在演

奏过程中经常使用“唤音”“送音”“打音”“倚音”“颤
音”等技术,在气息运用上饱满均匀,少用吐音断奏,
给人感觉细腻儒雅。

  三、曲笛在昆曲表演中的运用

自魏良辅改革昆山腔之后,昆曲的演唱“合曲必

用侧管”,演绎出一种细腻轻柔的“水磨调”。曲笛在

昆曲的表演中,充分利用了调式音阶、吹奏音色、演
奏技巧等方面的特点,随着声腔的变化,塑造艺术形

象,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1.调式音阶

就旋律音阶来讲,昆曲和曲笛的音阶结构是完

全一致的。昆曲的旋律音阶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五

声音阶,曲笛所演奏的音阶也是同样的五声音阶。
在演奏一般乐曲时,曲笛根据曲作者的要求或

者音乐情绪的变化进行定调。而在昆曲表演伴奏

中,曲笛定调又有不同的标准。昆曲根据剧中人物

性别、年龄、身份、性格等区别,在角色行当上分成

“生、旦、净、末、丑”五种。各个角色行当有不同的调

门。根据角色行当需要,昆曲中运用的曲笛分成雌

笛、雄笛两种。雌笛一般是为小生和旦角伴奏,定调

相对较高(D调),雄笛定调相对较低(降D调),一
般用来为老生和净角伴奏。

昆曲记谱和传统曲笛记谱是一致的,采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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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工尺谱。曲笛在为昆曲伴奏的时候,所
采用的一般是传统的曲笛。这种曲笛的演奏有着自

身独特的转调演奏指法。以D调曲笛为例,可说明

曲笛各调的定调情况(见表1)。
表1 D调曲笛定调对照表

筒音 昆曲调名 今调名

5(徵) 小工调 D调

4(乙) 凡字调 E调

3(角) 六字调 F调

2(商) 正宫调 G调

1(宫) 乙字调 A调

7(凡) 上字调 降B调

6(羽) 尺字调 C调

  2.演奏技巧

明朝嘉靖年间,自曲笛成为昆曲的主要伴奏乐

器之后,演奏技法按 “依腔”“贴调”的传统演奏方

式,突出体现了“从腔”“带腔”“润腔”的伴奏特点,演
奏风格开始走向雅致,与昆曲的唱腔极其吻合。

前面提到传统昆曲伴奏竹笛是可以转调的,也
就是说在演奏的时候,它有着区别于其他竹笛的可

用以转调的演奏指法。另外,曲笛演奏还十分注重

装饰音的运用,包括“叠音”“打音”“颤音”“唤音”“倚
音”“赠音”等技巧。这些演奏技巧的合理运用,使得

旋律显现出平稳柔和、静中有动、端庄典雅的独特

韵味。
在气息运用方面,传统曲笛极具昆曲的演唱运

气特色。要求演奏者的气息能够“细长静慢”“绵绵

不断”。在口气方面与演唱者要温和贴切,模仿唱腔

的韵味,使旋律具有歌唱性。
在北方梆笛中经常运用到的一些舌类技巧,如

顿音、花舌、垛音等,由于具有跳跃性、分割性,所以

在曲笛演奏中很少使用。在昆曲演奏中,如果需要

有一些分割,通常是通过演奏者指法的控制来完成。
这样更加符合昆曲柔美秀丽的音乐特点,也更能体

现出昆曲的艺术审美。

3.音色表现

曲笛的音色圆润明净,气息平稳,给人感觉优雅

高远。在为昆曲伴奏时,起 “从腔”“带腔”“润腔”作
用的曲笛,除了要体现笛子本身的音色特点外,还要

根据不同的角色、剧本、演员等情况,对曲笛的演奏

加以略微调整,使其音色能更加贴切地描绘艺术

形象。
比如,花脸、老生演唱的时候,曲笛应主要用低

音区进行伴奏,借以表现气势磅礴的花脸形象和苍

劲浑厚的老生形象;小生、旦角演唱时,应充分发挥

曲笛高音区明亮清丽的音色特点,用以表现小生的

流畅和旦角的柔美。如若是为生、旦对唱伴奏,则应

按照角色的对比注意演奏时的轻重缓急、刚柔并济,
为角色演唱起到极好的衬托作用。

传统昆曲剧目众多,光是组成各个剧目演唱的

曲牌就有4000多个。随着剧情、人物等的发展,扮
演者的演唱情绪也随之发生变化。此时,曲笛伴奏

时的音色也应随之产生改变。如《长生殿·小宴惊

魂》中唐明皇和杨贵妃一起演唱【泣颜回】的伴奏,就
应该根据剧情的需要演奏得优雅凄美。而《游园》中
的【步步娇】则是为描绘旦角打基础的,因此演奏的

时候,就应该使曲笛的音色显得柔美委婉。
所有的演唱都是通过演员来进行的。因此曲笛

作为昆曲的主要伴奏乐器,在为演员伴奏的时候,也
要依据演员自身的演唱表演特点,采用合适的音色,
从而塑造贴切的舞台形象。

  四、结 语

在中国传统戏曲音乐中,昆曲是极其重要的。

它既保存着古代音乐的痕迹,又在历史发展中不断

注入具有时代气息的艺术手段。曲笛在整个昆曲音

乐的发展过程中,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曲笛

在昆曲中的伴奏体现着昆曲音乐的若干特征和美学

内涵,具有不可替换的地位。昆曲和曲笛相互影响、
促进:昆曲的发展普及为曲笛艺术的推广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民间基础;曲笛作为昆曲伴奏的主奏乐器,
充分表现了昆曲的艺术风格。

中国戏曲的唱腔和伴奏音乐都具有程式性,它
们既规范固定,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曲笛的演奏

就具有随机性和灵活性,它的音色与昆曲的艺术风

格又十分贴近,在表达音乐要素、描绘音乐形象时,
较之其他乐器更能惟妙惟肖地塑造艺术形象。昆曲

音乐与曲笛的密切合作是长期艺术实践的双向最佳

选择,它们使“活生生的音乐在程式性随机性的辩证

关系方面保持着一种天然的平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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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FlutePerformanceofKunOperaMusic

SHENLei-qiang
(SchoolofHumanities,JiangnanUniversity,Wuxi,Jiangsu,214122)

Abstract Kunopera,whichhasahistoryof600years,isalivingfossilinthehistoryofopera,

whosedelicatemusicalstylemakesituniqueintheChinesetraditionalopera.Besideslocalhumanities,

geographicalandhistoricalfactors,manyotherfactorsformthemusicalstylesofKunoperaincludingin-
strumentsconcerned.ThemainaccompanimentofKunoperaisQuflutewhichhaselegantandmellow
toneandisclosetomusicalstyleofKunopera.WhenQufluteaccompanieswithKunopera,itfullyem-
bodiestheadvantagesofitself.ThefusionbetweenQufluteandKunoperaisgoodforrespectivedevel-
opmentofartisticvitality.Thispaper,afterillustratingtheperformanceoftraditionalQufluteinKun
opera,analyzesthetemperedscale,playingskillsandtheelementsoftimbre.Furthermore,thispaper
summarizestheuseofQufluteintheapplicationofKunopera,whichindicatesthatclosecooperationbe-
tweenKunoperaandQufluteisthebesttwo—wayselectioninthelong-termartisticpractice.

Keywords Kunopera;Quflute;temperedscale;playingskills;tim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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