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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代及清代前期的弹词多为长篇说唱形式，演唱者自弹三弦或琵琶，也有增加二胡和四胡协助伴
奏的。
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著名弹词艺人陈遇乾、姚豫章、俞秀山、陆士珍被誉为弹词界四大名家；清同治
年间有马如飞、姚似章、赵湘舟、王石泉等名家。
其中陈遇乾、俞秀山在唱腔上有独创，他们的唱腔分别被称为“陈调”、“俞调”。
“陈调”苍凉、粗犷，后常为老生及老旦的专用唱腔；“俞调”婉柔、细静，适宜表现闺中女子凄清
、哀怨之情。
马如飞的唱腔爽利、清劲，由于善于传达激昂、愤恨的情感而自成一派，称为“马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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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牌子曲　　牌子曲又叫清曲、清音、小曲、曲子等。
它是在继承宋、元、南北朝时期散曲的艺术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明、清时期的民歌、小曲而发展起
来的一种曲牌性的曲艺形式，凡是将各种曲牌（南北小曲）连串演唱，用来叙事、抒情、说理的曲种
都属于这一类。
牌子曲有小曲与大曲之分。
小曲一般为民间小调，通常只用作套曲中的曲牌，而不作为单独演唱的曲目；大曲除了结构长大以外
，通常音调也比较婉转，拖腔也较多，通常采取在曲头中间插入曲牌连缀、曲尾的联曲体的曲式结构
。
其演唱方式以一人独唱为主，亦有数人合唱或递唱的形式。
其伴奏乐器也不统一，流行于北方的牌子曲多以三弦伴奏为主，南方的牌子曲则多以扬琴、琵琶、二
胡等乐器伴奏为主。
清代乾隆年间前后，牌子曲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不同流派，如“扬州清曲”、“湖南丝弦”、“四川
清音”、“单弦牌子曲”、“河南曲子”、“榆林小曲”、“广西文场”等。
此时，曲牌的运用愈来愈丰富，在结构上普遍采取“夹牌子套曲”的形式（“夹牌子套曲”是把一个
曲牌分开来作曲头、曲尾，再在中间加入若干曲牌）。
　　四、道情　　道情渊源于唐代的《承天》、《九真》等道曲，在南宋时始用渔鼓、简板伴奏，故
又称道情渔鼓，有的地方又称为“渔鼓”或“竹琴”（因简板为竹制）。
道情中的诗赞体一支主要流行于南方，为曲白相间的说唱道情；曲牌体的一支流行于北方，并在陕西
、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发展。
至清代，道情同各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了多种同源异流的形式，如陕北道情、江西道情、湖北渔鼓
、四川竹琴等。
道情多以唱为主，以说为辅，有坐唱、站唱、单口、对口等表演形式。
　　五、琴书　　琴书是明、清时期曲艺的一种，因演唱时以扬琴为主要伴奏乐器而得名。
明朝，随着中国和西亚、东亚地区日趋密切的友好往来，扬琴由波斯经海路传人我国，最初只流行于
广东一带，后来又逐渐流传到我国各地。
琴书有说有唱，一般以唱为主，以说为辅，说和唱均使用当地方言。
唱词也根据其乐曲的不同有七字句、十字句和长短句之分。
琴书有坐唱、站唱等表演形式。
伴奏乐器除扬琴之外，也兼用三弦、二胡、筝、坠胡等乐器，有时还增用堂鼓、怀鼓等打击乐器伴奏
。
各地琴书的种类很多，有北京琴书、翼城琴书、武乡琴书、徐州琴书、安徽琴书、山东琴书、贵州琴
书、四川琴书、云南琴书等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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