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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西蒲州、中路梆子唱腔板式研究》由芦柳源编著。

《山西蒲州、中路梆子唱腔板式研究》以蒲州、中路梆子的唱腔板式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戏剧戏曲学
与中国传统音乐学的理论构建平台，从母体形态溯源、同源异流的板式构建思维、艺人创作时期的板
式运用特点及戏曲改革后音乐创作意识进一步“戏”化的创作理念等方面，对板式运用方式的发展和
创新等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论述。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学术文库>>

作者简介

芦柳源，女，山西太原人，1982年1月生，文学博士。
2007年硕士毕业于山西大学音乐学院戏剧戏曲学专业，师从高兴教授；同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
术学院，师从中国著名音乐学家、戏曲学家路应昆教授攻读戏剧戏曲学博士，201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
。
现为山西大学音乐学院理论系讲师。
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戏曲形态学及戏曲音乐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并担任本院《音乐专题研
究》、《戏剧戏曲学专题研究》、《戏曲音乐史》、《戏剧影视美学》等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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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同时，腔为板式表达带来的色彩丰富性，也是板、腔配合运用中戏剧表达多样化的关键。
两路梆子唱段中，板式结构是支撑音乐存在的框架，而贯穿其中的腔型走向则是其内容的体现。
唱腔是人物塑造的重要手段，作曲家在完成最初阶段板式设置的框架搭建后，在遵循板式内部属性及
相对固定组合的基础上，将腔型作为内容填充进行灵活运用，为唱腔拓充了色彩空间，也为个性化腔
型的发挥留存了二度创作的余地。
演员对板式内腔型的灵活运用，是在保持其骨干音及旋律走向基础上的再创造。
在此基础上，腔型设置表现出的是与创作者对角色理解相应的音乐诠释，在不同艺人的创作中，基本
板式框架内部的腔型都极富变化，体现出“板定腔活”的特点。
　　唱腔中腔的组成要素主要包括：音乐旋律、节奏形态、调式调性等。
腔型内部旋律线及调式调性的变化，均使板式运行中的色彩更为丰富。
其中，旋律线的变化是增强板式表达丰富性最直接的方式。
在两剧种传统艺人的创造中，体系内各板式腔型旋律线的运行方式已有了丰厚的积淀。
在此基础上，与板式特性相应的腔型走向变化，在维持骨干音型的基础上，形成了纷繁多变的形态和
运行方式，能进一步为人物情绪塑造所用。
而突破传统局限的旋律线变化，为板式表达增添了新的色彩，这点在现代戏作品的腔型设计中得到了
充分体现。
以中路梆子来看，传统腔型旋律进行中的改革进行过多方面的实践，力求增强板式运行中的色彩变化
，但这种改革基本无法脱离固有的思维局限，手法均比较拘谨。
在现代戏创作中，1974年由山西省晋剧院张沛、孙志勇两位作曲家移植京剧后改编的同名晋剧《龙江
颂》，是腔型改革实践中较为成功的一部作品。
其中，在不违背传统旋律下行走向的前提下，为突出人物个性化语言所作的部分旋律上的创造，通过
旋律线变化进一步丰富了板式运行中的表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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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芦柳源编著的《山西蒲州、中路梆子唱腔板式研究》在通过对比呈现出两路梆子基本板式形态特点的
同时，重点对唱腔“板式”及其内涵（腔、唱词）设置如何在作品创作中通过不同手法来塑造人物、
发展剧情进行探讨；对在不同时期、不同创作主体手中唱腔“板式”运用的发展及在此过程中的创新
和突破等问题，进行全面梳理。
力求在此过程中将以往对两路梆子唱腔“板式”的认识更加立体化、实用化、脉络化，将其真正的“
活”现于戏曲音乐的研究中。
此外，艺人创腔时期和专职作曲时期板式在剧目创作中的运用思路，特别是当前音乐创作者的布局思
维，对梆子戏的音乐实践和发展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以上各方面均是本书进行深入探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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