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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独特的贡献 重大的收获——《中国梆子戏声腔源流考论》序
曲润海
五十年代后期，我上大学的时候，由于经常翻阅故乡的报刊，知道了山西戏剧界的几位演员之外的名
人，如贾克、张万一、王易风、张唤、邓焰、寒声等。但哪一位也没有见过。毕业后回到山西工作，
而且不久就沾上了文艺的边，渐渐地也就认识了，不过是我认得他们，他们并不认得我。再后来我到
了山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就都互相认识了。最后我到了山西省文化厅，就都熟悉了。但并不都了解
，因为他们毕竟年龄比我长十大几岁到二十几岁。
寒声先生长我十八岁。我与他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并不多，我主要是通过看他的书和文章，座谈会上听
他发言，对他产生深刻的印象，对他的成就佩服的。
他不是一般概念的戏剧家，他是一位戏曲艺术学问家。戏曲的生存、兴盛、发展、繁荣，需要有学问
和理论的总结、探讨、指拨、引导。山西称得起戏曲艺术学问家的并不多。老一辈的李建吾、王森然
（他二人都在北京）、墨遗萍（他后来到了西安）、王易风已经作古，不太老的武承仁也已不在人世
。可以说，寒声先生是山西为数不多的戏曲学问家当中的幸存者，因此格外显得宝贵。
说他宝贵，并不仅仅因为他年高，知道得东西多。更可贵得是，他“年既老而不衰”（屈原《楚辞》
语），笔耕不辍，成果卓著。他是一位多面手，他的勤奋是惊人的。他涉猎社会生活广泛，读书面宽
，老来还办一个学术刊物《黄河论坛》，因此他能触类旁通。他能编能导，述而且作，因此积累丰厚
。对戏曲音乐的研究，尤其是他的长项。他尤其是一位少有的板腔体戏曲音乐学者，他在这方面作出
了独特的建树，是一位特殊贡献者。
他没有那种不可一世的权威派头。他也不是固执己见的人，他能够不断取人之长，修正和丰富自己。
在《中国梆子戏声腔源流考论》绪言中，他坦言自己走过弯路，修正的办法是重新考察，追本溯源，
同时尊重别人的真知灼见。他在书中征引了不少戏曲学术大家的观点和论据。并且食洋而化，借鉴测
音仪器测定的几个梆子戏的音阶调值，论证几个梆子戏渊源与流变。但并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印证自
己修正和探寻得在理，不误，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坚实的见解。
他对板腔体梆子戏的起源与流变，都是从戏曲音乐入手进行研究的，抓住了戏曲的主要特点。因为“
戏曲剧种的独立个性，固然原因很多，主要在于它的声腔不同。而声腔色彩形成的主要依据，即由于
形成地方戏曲唱腔的当地方言声调与调值不同。” 他的论述“取系统论，纵向探求其渊源，横向识别
其流变”，揭开了如何从“原生”主流“衍生”出支流，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和而不同”的
梆子腔系。他的观点是客观的，有理有据的，因而不一般化，是令人信服的。
探求板腔体梆子腔渊源与识别流变，他是从戏曲的平民艺术审美角度出发的，他排除了梆子腔戏曲与
秦汉乐府、唐诗、敦煌“变文”渊源关系。他说：“板腔体梆子腔音乐，也不同于中国古代宫调上层
音乐。它纯属中国民间戏曲艺术的音乐创新。它是社会地位非常低下，文化程度也很低的戏曲琴师、
鼓师和俗称“戏子”（演员）在历史长河中场上演出实践磨炼中的音乐丰富积累。” “板腔体梆子腔
音乐，是中国讲唱体音乐的民间独创，也属首创。”它的渊源，产生于公元四世纪未至五世纪的东晋
、南北朝释家的讲唱经文，沿着唐代讲唱“变文”（不是敦煌变文）、宋代 “宝卷” 徒歌讲唱，延
续下来的。它的发祥地在陕西、陕西、河南交界的三角地带。
板腔体梆子腔为什么会在这个三角地带产生发展呢？他说：
一般说，正统文化强势地域，对民间文化发展都是一种扼制因素。甚至民间戏剧初生期，由于它不登
大雅之堂而禁令频传，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板腔体梆子戏形成于山、陕、豫一片远离正统文化强势
的三省边缘区，正是它生息繁衍的人文条件。其次，在漫长岁月，有声调不入曲转读歌唱“变文”、
“宝卷”，在歌唱音乐上并未形成“声腔”。任何一种戏曲声腔的形成，都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方言环
境。山、陕、豫这块金三角地带，偏偏属于中原官话区的方言小片。这种“天籁”方音声调对梆子腔
的形成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再者，山、陕、豫，这片金三角地带，正处于黄河拐弯处和汾水下游，
远古以来就是多部族、多民族文化积聚地，习称华夏中心、中原门户。历史上不只百戏散乐繁华，也
正是大曲“曲破”歌舞剧，北方吟诵体宋杂剧、五花爨弄金院本，以至北曲金·元杂剧，无一不是出
自这一金三角地带。也无一不是出自倡优和民间书会才人。只有北曲元杂剧在金王朝形成后，进入元
代，才由“文人圈”予以文学提升。板腔体梆子腔在这里形成，正是承接了这一民间文化创新传统。
随意性的讲唱徒歌，要发展成为在一定乐律和板式变幻范围内做为戏剧歌唱行腔，使原来的“有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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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入曲”徒歌，纳入“有声调入乐歌唱”，成为板腔体梆子腔，需要一种能奏出美妙曲调旋律的乐器
衬托伴奏。寒声先生根据多人的研究成果，结合他自己的考察，发现“奚琴（即胡琴）伴奏，起到了
决定性作用。”奚琴不是古代弹拨乐器的琴，也不是现在常见的拉弦乐器的琴，而是一种声调很高的
板胡。为什么是这么一种声调很高的乐器？也是有地域风情特色的。他说：
梆子戏唱腔的调门、音阶、调式，是农业文明时代的民间审美意识和舞台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梆子腔
的产生环境，主要在农村，而且是中原官话区山、陕、豫交界处的边缘乡土文化环境的首创，当它还
处在以奚琴、月琴伴奏，小范围梆子说唱时期，调门高低还不十分重要。当它一旦形成原生梆子戏剧
并搬上庙会露天草台演唱之后，农村受众就要求它演唱得亮堂一些，嗓门高一些。而且梆子戏剧目最
初承接“宝卷”劝善因果报应戏剧与忠奸较量，朝代更替，金戈铁马剧目较多，须生、花脸唱功戏发
展较早，所以形成了崇尚调门高和“实大声宏”的唱风，甚至讲究本工真嗓、假嗓（背工音）并用。
这就是为什么板腔体梆子戏普遍有一件不同名称的板胡，一些板腔体梆子戏剧种在发展工程中，曾经
自称“奚琴腔”、“琴腔”、“琴戏”的原因。这也是梆子戏为什么普遍高亢激越昂扬的原因。这也
就把板腔体梆子戏家族毫不牵强地连在了一起。
然而，一个家族并非一个剧种，各个剧种都有自己的个性，这种个性的重要标志，也在音乐上。这种
个性又是怎么形成的？山、陕、豫三角地带的梆子腔怎么流布到各地，流变为几十个剧种的？首先不
是明清政府推广的，明清政府禁戏倒是经常的事。也不是如现在这样通过什么“节”、“会”进行交
流的。主要是山陕商人为了自娱并且凝聚商帮，而携带到各地的，同时也适应了戏曲艺术自身的生存
竞争规律和下层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我们只要看一下晋商所到之处都在会馆内盖了戏台，就不难理
解这个道理。寒声先生正是这样论述的：
梆子腔在原生期纯属民间戏曲，俗称“梆子”、“土戏”，土梆子不能敬种，颇受正统文化鄙视。只
能在远离正统文化强势的山、陕、豫边鄙民间活动，又由于它大众化，通俗易懂，逐渐被农村广泛接
受，在婚、丧、喜、寿民俗活动以至庙会中逐渐流行。进入十六世纪中叶，即明嘉、万间（1592 
—1620），已开始向山、陕、豫金三角地区以外僻壤流布。至清中叶，已形成外延四大流向。可能东
传至上党最早，清初山、陕大盐商联帮经上党、豫北向冀、鲁、豫南北大运河商埠码头集结，梆子腔
随商路向豫北、冀南、直逼冀、鲁、豫及大运河边大码头发展；另一支由同州梆子南传，越过熊耳山
首传豫西，向东南延伸，远至淮北、苏北、赣北；北路一支由蒲州梆子向山西中路、北路与河北、内
蒙古发展；另一路向西传，则由陕西同州梆子向关中、西府、陕南分流。北入甘、青、宁，南传川、
云、贵。梆子腔在全国四大流域区向不同方言区流变，却在流传中已显示了“原生流传”与“衍生流
传”之差异。⋯⋯各路流传中的流变，都在音乐上留下了它们本体的传承记亿。
寒声先生对梆子腔四个方向的流布与流变，分别以“东系”、“南脉”、“北延”、“西采”称呼，
介绍了四十来个剧种的板腔体梆子腔，使我们领略到了它们的特异风采。
寒声先生在在论述梆子戏流布和流变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方言和地方戏的天然关系，而方
言是“不受现代的行政区划制约，往往又是跨行政区划的。所以“歌从于言”的民歌、曲艺和地方戏
曲，也往往是随着方言区的延伸跨行政区划的。”这就解开了一些剧种为什么跨省区流传和发展之谜
，领悟了秦腔称雄整个西北五省区，晋剧（中路梆子）流行晋、冀、蒙、陕交界的大片地方，豫剧的
流布地区更为广阔的道理。这个道理对我们当今各地如何对待跨省区的外来剧种以及京剧，是颇有启
示作用的。
寒声先生的《中国梆子戏声腔源流考论》，对中国戏曲美学的研究，对二十世纪戏曲史的研究，特别
有参考价值。
他在引证了焦菊隐、陈多的两段关于东西方戏剧美学的比较论述之后，毫不含糊地说：
⋯⋯不要以为中国戏曲有没有西方式的悲（喜）剧而心虚。要摆脱二十世纪形成的这种以西方戏剧理
论标尺衡量中国戏曲所形成的负面影响，深入戏曲美学天地，建树我们本土的戏曲理论与戏曲美学。
建立中国的戏曲理论与戏曲美学，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卓有见地的戏剧学术大师们共同的呼声与追求。
张庚先生的剧诗说、表现说、变形说等给建立戏曲表演体系打下了底子。张庚先生关于戏曲现代戏的
文章中，很少讲反映，绝大多数讲的是表现，就是抓住了中国戏曲的特性立论的。现在我们又高兴地
看到，寒声先生也提出：“戏曲体制是一种不固执时间、地点整一律、虚实相生的转场戏结构。是诗
、乐、舞合一的场上表演为主的艺术。”可谓心照不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梆子戏声腔源流考
论》价值已经突破了课题本身，是一个独特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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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寒声（1918年2月20日～2012年6月15日）原名李经宽，字众甫、众夫。笔名寒声、涵深、琛。当代剧
作家，导演，画家。山西省、昔阳县人，1936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
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寒声同志 “人民艺术家”称号。 1936年肄业于山西工业职
业学校。历任昔阳县流动宣传队队长，太行区《胜利报》、《晋冀豫日报》艺术编辑，太行《工人报
》主编，太行文联《文艺杂志》副主编、戏剧部副部长兼太行文工团团长，山西省文工团团长、文化
处长，山西省剧协主任，中国剧协理事，山西省文化局副局长，中国戏曲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戏剧
文学学会顾问，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黄河文化论坛》主编，山西省老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省戏
曲音乐学会会长。研究员。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其人民艺术家称号。1938年发表处女作《不幸之夜
》。参编《中国地方戏曲集成·山西卷》；主编《山西地方戏曲传统剧目汇编》、《山西戏剧评论集
》、《上党傩文化与祭祀戏剧》；撰写学术论文《起源于宗教祭祀中的中国戏剧》；创办《胜利画报
》、《山西文化》、《北岳》和参与《火花》创刊；创建了山西省戏曲剧院、省戏曲学校、省艺术学
院、省飞车走壁团、省曲艺杂技团、省工艺美术工厂。改编晋剧剧本《打金枝》（合作）获1952年全
国戏曲会演演出奖并摄制成舞台艺术记录片，创作民族歌舞剧剧本《晋水咽》获1980年～1981年优秀
剧本奖，导演北路梆子《春风杨柳》获全省调演五项奖等。
1918年2月20日寒声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北掌城村一个贫农家庭。自幼爱好民间文艺，是村社社伙、秧
歌队的活跃人物。小学失学后一度在家种地。十五岁到河北省获鹿县一家花布行做学徒，不久入山西
省昔阳县高小读书。毕业后进太原初级工业职业学校技工科，半工半读。1936年9月加入共产党领导的
群众抗日救亡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次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昔阳县三区战地
动员委员会主任，昔阳县流动宣传队指导员兼队长，创作了独幕话剧《不幸之夜》。后任中共晋东特
委机关报《胜利报》艺术编辑兼报社党支部书记，创办《胜利画报》，发表单幅画、连环画千余幅
。1939年秋出席晋东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大会。1941年底入太行鲁艺分校进修木刻和音乐。次年
被选为晋冀鲁豫边区职工总会执行委员，主办《工人报》。后调任太行文联工委成员，《文艺杂志》
副主编，民间艺术部副部长，戏剧部副部长兼太行文艺工作团团长等职。编写了大型活报剧《皇帝梦
》，创作一些小说和鼓词。解放后，历任山西省文工团团长、省文化局副局长兼党组成员，省文联委
员兼太原市文联副主席，太原市人民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山西省分会主任、副主席，中国舞蹈工作
者协会第三届理事、山西省舞蹈家协会筹委会主任，中共雁北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雁北地区文联主席
等职。1979年10月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主要剧作有：独幕话剧《多余的顾虑》
（1956年，通俗读物出版社）、大型歌剧 《漳河湾》（与张万一合作；1956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讽刺喜歌剧《衣锦荣归》（1957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民族歌舞剧《晋水咽》（1980年9月号《剧本
》；荣获山西省1980—1981年剧本创作一等奖）。改编整理的剧本有晋剧《打金枝》（与张万一等合
作）、《双锁山》（与丁于合作整理；1956年，宝文堂），太原秧歌《刘三推车》（1958年，山西人
民出版社），还参与过《中国地方戏曲集成》（山西卷）、《山西地方戏剧资料传统剧目汇编》、《
山西地方戏曲音乐丛书》（晋北道情音乐）等书的编辑工作。导演过歌剧《赤叶河》、《刘胡兰》、
《结婚》、《罗汉钱》，晋剧《一个志愿军的未婚妻》、《小女婿》、《张羽煮海》、《孔雀东南飞
》、《打金枝》等。并发表过《丰富多彩的山西地方戏曲》、《地方戏曲艺术共性与个性探索》、《
道情音乐与晋北道情》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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