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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好朋友曾永义先生从台北打来电话，告知他的大作《戏曲腔调新探》即将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命我在书前写几行字。
　　我不是音乐家，对腔调一题不曾作深入研究，没有发言资格。
只能说一说对曾永义先生的印象。
　　曾先生每次招呼我，都称“老哥”，因为我比他痴长几岁。
但是我不敢称他“老弟”，只称他“先生”，因为他的学问比我大。
　　算起来与曾永义先生相识已有十余个年头。
他是我最早认识的台湾同行学者之一。
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解除戒严之后，两岸人士有了直接的接触。
曾汞义先生多次飞越海峡，往来于两岸间，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使者。
于是我才认识了曾先生。
后来，我有几次去台湾做文化交流的机会，和曾先生亲密接触的次数多起来，他给我的印象也就更加
深刻。
　　曾先生学术趣味广泛。
他是俗文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家，发表过一系列有价值的论文，辑为专著的则有《说俗文学》、《诗歌
与戏曲》等。
他的主要精力是戏曲学研究，成果堪称辉煌。
插在我的书架上的著作就有《参军戏与元杂剧》、《戏曲源流新论》、《论说戏曲》、《中国古典戏
曲的认识与欣赏》、《台湾歌仔戏的发展与变迁》、《从腔调说到昆剧》等，都是我教学与研究的重
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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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曾先生学术趣味广泛。
他是俗文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家，发表过一系列有价值的论文，辑为专著的则有《说俗文学》、《诗歌
与戏曲》等。
他的主要精力是戏曲学研究，成果堪称辉煌。
插在我的书架上的著作就有《参军戏与元杂剧》、《戏曲源流新论》、《论说戏曲》、《中国古典戏
曲的认识与欣赏》、《台湾歌仔戏的发展与变迁》、《从腔调说到昆剧》等，都是我教学与研究的重
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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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永义，生于1941年4月，台湾省台南县人。
文学博士。
曾任台湾大学教授、讲座教授，美国哈佛、密西根、史丹佛、荷兰莱顿等大学访问学人，德国鲁尔大
学、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历史文学学会与中华戏曲文学推广学会理事长，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执行长
与董事长。
现任台湾世新大学讲座教授，台湾大学名誉教授，东吴大学兼任讲座教授，台湾戏曲学院、佛光大学
名誉讲座教授，国语日报常务董事，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名誉董事长，中研院文哲所咨询委员，中国
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戏曲学院、河南艺术学院等校客座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昆曲大典》编
审委员，广东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中心与首都师范大学昆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曾获中国台湾“国家文艺奖”、“中山文艺奖”及国科会四度杰出研究奖、国科会杰出特约研究
员奖、教育部学术奖等。
　　学术著作有《俗文学概论》、《明杂剧概论》、《台湾歌仔戏的发展与变迁》、《戏曲源流新论
》、《戏曲腔调新探》等二十二种；散文著作有《莲花步步生》、《人间愉快》、《愉快人间》、《
明月清风春阳》、《牵手五十年》、《飞扬跋扈酒杯中》等六种；戏曲剧本创作有昆剧《梁祝》、《
孟姜女》、《李香君》等三种，京剧《郑成功与台湾》、《牛郎织女天狼星》、《射天》、《青白蛇
》等四种，豫剧《慈禧与珍妃》，歌剧《霸王虞姬》、《国姓爷郑成功》、《桃花扇》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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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自序第一编 论说“腔调前言一、腔调的命义二、从自然语言旋律到人工语言旋律三、构成与影响腔
调的要素四、腔调的载体五、歌唱者如何运转载体产生“唱腔”六、促使腔调变化的缘故七、腔调流
播所产生的现象结论第二编 温州腔新探前言一、见诸文献之温州腔二、温州腔之载体三、《张协状元
》中的管弦音乐四、永嘉所保留的“温州腔”血缘遗绪结语第三编 海盐腔新探一、宋元的海盐腔二、
明嘉靖以前海盐腔的盛行与流播三、明万历以后海盐腔的衰弱及其蛛丝马跻结语第四编 余姚腔新探一
、余姚腔的迹象二、余姚腔演唱特色三、戴不凡之“余姚腔”说四、对戴氏之说的商榷余说第五编 弋
阳腔及其流派考述前言一、弋阳腔的特色二、明万历以后文献所见之弋阳腔与乾隆间之高腔三、弋阳
腔的流派余言第六编 梆子腔系新探前言一、“梆子腔”、“秦腔”之名义与关系二、梆子腔的源头西
秦腔及其流播三、“乱弹”之名义有四变?四、秦腔的载体“西调”及其曲牌体与板腔体结论第七编 
从昆腔说到昆剧绪论一、昆山腔的产生二、水磨调的先声三、魏良辅与水磨调的创发四、梁辰鱼与传
奇的建立结论附录：昆腔曲剧在台湾钗不单分盒永完——上昆全本《长生殿》观后千秋舞霓裳——昆
曲的薪传与维护工作上昆与我昆剧校园扎根一笛横吹八十年——写在水磨曲集“纪念徐炎之、张善芗
伉俪”昆剧演出之前霓裳续曲舞千秋——为《昆剧选辑》说几句话情缘无奈《钗头凤》昆剧在台湾生
根——从五大昆剧团来台公演说起昆剧大会演平议苏昆首度来台昆剧已在台湾奠立——写在“台湾联
合昆剧团”赴苏州会演之前跨世纪全球昆剧大展真个“姹紫嫣红开遍”燕歌吴欲——北昆首度来台公
演序《昆曲辞典》无懈可击的《长生殿》一往情深逾死生别开生面的《牡丹亭》化玉蝶双飞向九霄—
—我编写首部昆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及其他昆曲在台湾蝶梦蓬莱——写在台昆2007年名家汇演之前
大陆新编昆剧的危机第八编 皮黄腔系考述前言一、西皮腔之来源、形成与名义及流播(梆子腔、楚调
、襄阳调、西皮)二、二黄腔来源及其流播三、西皮二黄之合流四、徽班晋京产生皮黄新秀京剧五、皮
黄腔的流播结论第九编 四平腔的名义前言一、弋阳腔与四平腔二、四平腔源出四平山说三、不以府县
为名的腔调四、与“四平腔”名称类似的腔调五、“八平”、“四平”的说解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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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说到这里如果要为昆山腔的源生作个较清楚的说明，那就是：只要昆山居住人群，其方音方言自
然会形成昆山土腔；又由于方音方言是随着时间和语音语言的交流而改变的，所以昆山的土腔也会跟
着有所改变。
昆山土腔必须向外流播才会被冠上源生地作为称呼，也就是称之为“昆山腔”。
昆山腔最保守的说，在明初已向外流播，那时出了一位改良者叫顾坚，他和友人顾瑛、倪瓒、杨维桢
切磋，用在南曲的清唱，后来也用于南戏搬演；所以明太祖已“闻昆山腔甚佳”。
如果稍加推测，则宋末元初吴中子弟用来演唱的腔调，应当就是苏州腔或昆山腔；可能因为那时的腔
调观念尚未清晰，所以不被提及更不被记载而但云“吴中”。
明初以后，戏曲萧条，直到英宗天顺间才见吴优演南戏于北京，所用的腔调应当不是苏州腔就是昆山
腔。
而世宗嘉靖以前，昆山腔已和余姚腔、弋阳腔、海盐腔并列，诸家记载渐多，一方面说明南戏兴盛，
一方面也说明腔调逐渐为人所知悉。
嘉靖间海盐腔一度较昆山腔为盛，所以苏州优伶也有学习海盐腔而为“海盐子弟”的情形。
　　至于徐渭《南词叙录》于嘉靖三十八（1559）说“惟‘昆山腔’止行于吴中”（242页）（详下文
），那可能是明宣宗宣德以后至宪宗成化间，整个剧坛萧条，连带的昆山腔也趋于消沉，而至嘉靖三
十八年之时，海盐、弋阳、余姚三腔已盛，昆山腔则经由复苏改良而正蓄势待发的缘故。
　　昆山腔在宋末之初、明太祖洪武间与英宗天顺间皆有迹象可寻已见上文，而由徐渭《南词叙录》
又可得知世宗嘉靖三十八年之前已与海盐、弋阳、余姚并为南戏四大声腔，其后则魏良辅据以创发“
水磨调”（详下文），那么在这中间，昆山腔是否也在不断提升，供作魏氏先驱，亦即作为“水磨调
”的先声呢？
对此，请先从曲牌清唱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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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曾先生学术趣味广泛。
他是俗文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家，发表过一系列有价值的论文，辑为专著的则有《说俗文学》、《诗歌
与戏曲》等。
他的主要精力是戏曲学研究，成果堪称辉煌。
插在我的书架上的著作就有《参军戏与元杂剧》、《戏曲源流新论》、《论说戏曲》、《中国古典戏
曲的认识与欣赏》、《台湾歌仔戏的发展与变迁》、《从腔调说到昆剧》等，都是我教学与研究的重
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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