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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调对京剧形成的独特贡献
!

陈志勇
!

朱伟明

摘
!

要,清中叶"昆腔的衰落为西皮'二黄声腔的传播和合流提供了契机#于湖北合流的

皮黄声腔"被接踵进京的楚伶带到北京的戏曲舞台#道光年间进京的汉调"使北京剧坛为

之一变"形成(班曰徽班"调曰汉调)的新局面#以余三胜为代表的楚伶"从剧目构成'声腔

板式'伴奏乐器'舞台语言规范等方面对进京的汉调予以全方位改造"直接催生了京剧#

从现存的乾隆'嘉庆年间的汉调剧本###(楚曲)

!)

种来看"京剧不仅承袭了汉调的剧目

与剧本"而且在分场体制'曲牌体制'演唱体制上"与汉调一脉相承#汉调进京及京剧的诞

生"重构了
#)

世纪中国戏曲的格局#

关键词,皮黄合奏-汉调进京-京剧形成-格局重构

在中国戏剧史上"京剧的诞生"被视为是清中叶以后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它的诞生与

繁荣"不仅迎来了地方戏的辉煌"同时也重构了中国戏曲的格局#梳理京剧诞生的艺术源

流"衡判京剧各种艺术来源的贡献"无疑是我们重新认识这段历史的重要突破口#

提及京剧的形成过程"最受关注的往往是(四大徽班)进京的史实#虽然从徽班进京

到京剧的正式诞生还有相当的距离"但今人却常将(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年)视同为(纪念京

剧诞生二百年)#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乾隆末年已有大量进京的徽班*调+"并没能直

接演变为京剧"反而是后来居上的(汉调)"为京剧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和直接的艺术基础#

(班曰徽班"调曰汉调)的说法"也昭示了(汉调)进京"给徽班带来了巨大变化"为京剧的最

终形成起到了独特作用!

#然而"学术界对于京剧形成史上(汉调进京)这一事件的研究

和评价"与其实际贡献显然是不相称的"这种面貌客观上影响了我们对(京剧形成)历史的

整体把握#因此"重新考量并具体探讨汉调对京剧形成的独特历史贡献"对于深入理解与

认识中国戏曲的内在发展规律与近代转型等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一'西皮'二黄楚地合奏与先期在京传播

研究汉调对京剧形成的影响"不能不首先考察徽班进京之前汉调皮黄合流'流播的情

况#这是本文讨论的前提#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表述,

第一"明代文献已经出现了与昆腔'秦声相并举的楚调'楚声'楚曲'楚腔的记载"它们

正是后世汉调的先声#

较早提到楚腔的是魏良辅的%南词引证&#魏良辅指出,(五方语音不一"有中州调'冀

州调'古黄州调#有磨调'弦索调"乃东坡所传"偏于楚腔#)稍后"王骥德%曲律.腔调第

十&亦有类似的说法,(古四方之音不同"而为声亦异"于是有秦声"有赵曲"有燕歌"有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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蟎"有越唱"有楚调"有蜀音"有蔡讴#)如果说魏氏与王氏所言"还只是一般意义地列举各种地方曲调名

称的话"那么袁中道的记载"则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袁中道%游居
'

录&卷十载,他于万历四十三年

*

#(#$

+在沙市与诸王孙公子同游荆州江头"在观看了(吴演%幽闺&"楚演%金钗&)后"发出(此天所以限吴

楚)的赞叹#这则记载说明当时昆曲风行全国"楚调与昆曲在楚地分庭抗礼"各有千秋"而楚调在楚地及

周边地区正处于兴盛时期#这段文字"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腔调介绍"而是具体涉及到了剧本与演出的

情形#尽管这时的(楚演%金钗&)是否就是后来的汉剧传统剧目%金钗记&还有待确认"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是楚调剧目演出的最早记载#

崇祯十六年*

#(&%

+"巴陵*今湖南岳阳+人杨翔凤%自牧园集&有%岳阳楼观马元戎家乐&诗云,(岳阳

城下锦如簇"历落风尘破聋鼓#秦筑楚语越箜篌"种种伤心何足数#)史载明末左良玉部将马元戎镇守岳

阳多年"军戏艺人所唱演的(秦筑楚语)是否就是西皮与二黄尚难明确肯定"但秦声'楚调同台合流演出

的史实"显然值得特别关注#

到了清代"从诗人吴伟业%致冒襄书&*康熙六年+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方今大江南北"风流儒

雅"选新声而歌楚调#)

!而更当引起注意的是"康熙年间的鄂西容美土司田舜年家班女优"(初学吴腔"

终带楚调-男优皆秦腔#)

"由此可见"斯时斯地"楚腔已与昆'秦诸调杂陈#

第二"乾隆年间"以西皮'二黄为主要声腔的汉调已经合流"并在全国广泛流播#

潘仲甫先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发现清道光十三年徽戏%荐葛&'%戏凤&带工尺谱的钞本"在对其深入

研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钞本(证明当时不仅是西皮与二黄在同一出戏演唱"而且根据曲谱分析"唱腔还

带有很大程度的汉派皮黄特点#::实际上是一种汉派皮黄成份多"徽派皮黄少"徽汉合流的皮黄腔

了)"潘先生并进一步指出,(皮黄同在一出戏里演唱的时间"在乾隆年间就已形成#)

#

成书于清道光三十年*

#*$"

+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所保存的大量汉剧史料"既印证了潘仲甫先生

的结论"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早期汉口汉调的认识#%汉口竹枝词&中有诗句记载了当时汉剧的主要演

奏乐器为月琴'弦子和胡琴,(月琴弦子与胡琴"三样和成绝妙音#啼笑巧随歌舞变"十分悲切十分淫#

原注,唱时止鼓板及此三物"竹滥丝哀"巧与情会#)有的诗句描绘了汉戏腔调板式的情况"不仅西皮'二

黄已经合奏"而且腔调板式已渐趋完备"出现了倒板'平板以及西皮'二黄的反调"并形成了不同板式的

旋律风格"如,(曲中反调最凄凉"急是西皮缓二黄"倒板高提平板下"音须圆亮气须长#还有诗句记载了

汉戏完备的一末至十杂的独特脚色体制及名班名角,(梨园子弟众交称"祥发联癉与福兴#比似三分吴

蜀魏"一般臣子各般能#原注,汉口向有十余班"今止三部#其著名者"末如张长'詹志达'袁宏泰"净如

卢敢生"生如范三元'李大达'吴长福*即巴巴+"外如罗天喜'刘光华"小如叶濮阳'汪天林"夫如吴庆梅"

杂如杨华立'何士容#)此外"有竹枝词还记录了汉调名角精彩绝伦的表演艺术,(小金当日姓名香"喉似

笙箫舌似簧#二十年来谁嗣响"风流不坠是胡郎#原注,德玉'福喜俱是胡姓#)(风前弱柳舞纤腰"宛转

珠喉一串调#情景逼真声泪并"祭江祭塔与探窑$ 原注,此闺旦之大戏也#二胡及张纯夫均臻其美#)

$

凡此种种"都说明汉戏已经发展到很高的艺术水准#从叶调元旅居汉口的时间及(二十年来谁嗣

响)等诗句知道"他所记录的当是嘉庆年间汉口汉戏演出的盛况#综合这一时期汉戏成熟的声腔'精妙

的表演艺术和广大的演出市场来看"汉调皮黄合奏的时间"足可以提前二三十年"即不迟于乾隆年间#

皮黄合奏在湖北完成后"不仅在楚地广为流传"而且在江浙'中南诸省都留下了踪迹#乾隆四十五

年淮盐政伊龄阿复奏查办戏曲奏折%及道光年间小说%风月梦&"都提及(湖广之楚腔)在苏州'扬州一带

盛行#此外"乾隆四十六年*

#'*#

+"江西巡抚郝硕'

'广东巡抚李湖(等官员复奏查办戏曲奏折及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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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等文献"都载明楚腔在赣'粤等地的踪迹#

更为关键的是"合流后的皮黄声腔在北京也得到了广泛传播#乾隆四十九年*

#'*&

+"云南元谋知县

檀萃督运滇铜进京"看到北京皮黄演出的盛况"曾咏下(丝弦竞发杂敲梆"西曲二黄纷乱?#酒馆旗亭都

走遍"更无人肯听昆腔)的诗句#原注,(西曲弦索由来古本"因南曲兴而掩之耳"二黄出于黄冈'黄安"起

之甚近"犹西曲也#)署名华胥大夫%金台残泪记&一书中也有(故当时蜀伶而外"秦'楚'滇'黔'晋'粤'燕'

赵之色"萃于京师)

!的记载"所谓(楚调)者即是湖北之汉调"(楚色)者当为汉调艺人#崇彝%道咸以来

朝野杂记&写徽班进京的情况,(盖三庆最早"乾隆八旬万寿"自安徽来京"徽人多彼时所谓新腔"因以前

多汉调也)

"

"也说明湖北的二黄比安徽的二黄来京要早#

合奏之皮黄声腔"在乾隆'嘉庆年间由湖北进京"是由一批楚伶完成的#成书于乾隆五十年*

#'*$

+

的吴长元%燕兰小谱&记录有两位早期进京的旦角楚伶#一位是王湘云"该书卷二载,(王桂官*萃庆部+"

名桂山"即湘云也"湖北沔阳洲人#身材仿佛银儿#横波流睇"柔媚动人"一时声誉与之相埒#)湘云演技

出类拔萃"(清歌妙舞"名冠梨园)*俞蛟%春明丛说.楚伶传&+"因身材娇小"扮演少妇'闺秀"形象柔美动

人"当时即有(蜀伶浓艳楚伶娇)的说法#湘云演%卖饽饽&'%葫芦架&等剧甚佳#另一位楚伶是四喜官"

%燕兰小谱&卷四题咏,(本是梁溪队里人"爱歌楚调一番新#)可知四喜官在京都为人称道者正是新腔(楚

调)#此外"据%听春新咏&记载早期入京的楚伶还有孙双凤'李凤林等人"分别隶三和部和春台部#

#

乾隆年间或稍后进京的楚伶基本以旦角为主"他们将楚地的时曲及时兴的楚调带入北京"给京城的

剧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楚风汉韵#

二'汉调进京与北京剧坛之新变

乾隆五十五年*

#')"

+(四大徽班)进京"无疑是京剧形成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徽班进京"颠覆了昆班

占据京城剧坛的局面"(嘉庆以还"梨园子弟多皖人"吴儿渐少)

$

#尽管如此"进京的徽伶实际是(以安

庆花部合京秦两腔)

%

#道光八年*

#*!*

+之%金台残泪记&记徽部所演各剧
$)

出"除昆秦两腔之外"其二

黄本调反而少见"确知者仅%萧后打围&'%戏凤&二出#诚如周贻白所言,(实则徽班虽号称二黄班"所演

固多昆曲"纯粹的0二黄/"最初也许只有0四平调/#)

'直至程长庚"仍(愤徽伶之依人门户)

(

#但是"不

容忽视的是"徽班如徽商一样"秉持一种兼容并包'灵活经营的商业文化理念"致使班中艺人来源多元

化"既有徽伶"也有唱秦腔'京腔'汉调甚至昆腔的各地艺人"以致发展到后来"徽班艺人(文武昆乱不

挡)#正是徽班这种包容的姿态"为各种声腔的融合和京剧声腔的形成提供了平台#

在徽班搭建的平台上"将汉调演化为京剧的直接推手是嘉庆年间开始陆续进京的一大批楚伶#他

们以老生演员米应先'童应喜为代表#米应先于嘉庆己未年*

#'))

+前后入京)

"首场以关羽戏%破壁观

书&亮台"获得好评#于是声名大噪"遂为春台班台柱"掌管(四大徽班)之一的春台班长达
!"

余年*继为

楚伶余三胜接管+#可见"(春台班)名为徽班"实为汉班#

米应先与同时进京的楚伶童应喜"因(谓系首倡汉调'二黄于京师之人)"而立牌位于松柏庵的梨园

先贤祠中*

#米应先在(关戏)饰演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后得到了程长庚'余三胜等京剧名家的继承和

发展"形成红生一行#而童应喜则以王帽袍带须生名闻京师"其声调高逸'响遏行云"尤善拉长腔"生平

擅长老生唱工戏目甚多"据%春台班戏目&记载"有%探母回令&'%伐东吴&'%兴汉图&等四十余出#

嘉庆年间进京的楚伶将皮黄合奏的汉调带入京师"广为传播"扩大了汉调在北京剧坛的影响#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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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这时期进京的楚伶在人数上还不多"搬演的汉调在艺术上尚嫌质朴简单"影响力有限"但客观上为道

光十年前后大批汉调艺人进京铺平了道路#

据王芷章先生考证"道光十年*

#*%"

+前后"湖北黄冈'汉阳'江夏等地发生大水灾"一批楚伶为生活

计而进京搭演徽班!

#这批楚伶知名者包括王洪贵'李六'范四宝'朱志学'余三胜'龙德云等数位#经

过多年的奋斗"这批楚伶以自身精湛的艺术征服了京城的观众#

道光八年至十年之间刊印的%燕台鸿爪集.三小史诗引&记载,(京师尚楚调"乐工如王洪贵'李六"

以善为新声称于时#)王芷章先生%京剧名艺人传略集&也总结道,(及至*道光+二十四'五年之际"::四

大徽班"旗鼓相当"角逐一时"所奏悉楚调"盖至是而黄腔势力"始普遍京师"是不得谓非三胜之功也#)

"

楚伶和汉调在北京剧坛的影响逐步扩大"不仅楚伶自己掌握了春台'和春等徽班"而且至道光末年"北京

菊部形成了(班曰徽班"调曰汉调)

#的新局面#那么"这批进京的楚伶在艺术上给北京剧坛带来了最直

接的变化是什么呢$

嘉'道年间进京的楚伶多为中老年男性演员"他们以老生'花脸等行当为主"一扫此前旦角挑大梁的

局面#对于这个局面的变化"%中国京剧史&指出,(在汉调进京之前"无论是称为雅部的昆班"还是属于

花部的京'秦'徽班"无一不是以演旦角戏为主#就以花部诸班而言"不仅各班以旦行演员为最多"而且

一些旦行主演大多兼任领班人#::然而"汉调进京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演男性角色剧目日多"尤

以老生为主之剧目数量最大#)

$事实确实如此"汉伶进京后"增加了大量皮黄类的剧目"且由原来旦角

剧目为主过渡到以*老+生行剧目为主的新阶段#

这个变化还可以通过嘉庆与道'咸不同时期戏目的比较看出端倪#成书于嘉庆八年*

#*"%

+小铁笛

道人%日下看花记&和成书于嘉庆十五年*

#*#"

+%听春新咏&中记载徽班三庆'春台'四喜等部演员"善演

的剧目主要是%胭脂&'%烤火&'%闯山&'%铁弓缘&'%别妻&'%送灯&'%花鼓&'%上坟&'%连相&'%琵琶洞&以

及%思凡&'%藏舟&'%春睡&'%思春&'%香山&等旦角(粉妆戏)#至道光四年*

#*!&

+%庆癉平班剧目&所辑录

的
!'!

个剧目"情况发生了重大改变"乾'嘉朝风靡的风情小戏"难觅踪迹"剧目以历史剧为主"主角以生

脚为尊#又如"大约抄录于道光'咸丰年间的%春台班戏目&

%收录三四百个剧目"取材于历史演义(讲说

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的作品占有很大分量"(三国志戏)甚至专列了一栏#道光二十五年

*

#*&$

+%都门纪略&辑录三庆'春台'四喜'和春'嵩祝'新兴金钰'双和'大景和等八个徽班"皆以老生掌

班"老生人数比其他行当的总和还要多"而且老生的剧目也最多"有
*"

余出"约占全部剧目的一半以上#

道光年间北京剧坛戏目的变化"显然与楚伶刮起的(黄腔)旋风有关#老生剧目的增多"与%都门纪

略&'%春台班戏目&等文献记载进京楚伶善演剧目以三国故事和杨家将故事为主"是完全一致的#另一

方面"这些(剧目都与现存的0楚曲/剧本相符)

'

"也能印证汉调当时在京城影响之巨#楚伶中老生当

台"并在京城戏曲舞台上盛演大量(三国)'(杨家将)等历史题材剧目"为京剧的形成奠定了剧目基础#

剧目的变化"预示着北京戏曲舞台表演艺术革新时代的来临#

三'汉调在京剧形成过程中的独特贡献

众所周知"京剧是在吸收京'徽'昆'秦诸腔艺术养分基础上而形成的"但汉调在京剧形成过程中的

独特贡献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无论是剧目特色的形成"还是唱腔'板式'伴奏乐器和舞台唱念语言规范

的确立"京剧都打上了汉调艺术的烙印#

*一+戏曲唱腔的革新

楚伶对汉调的改造首先是从唱腔开始的#早期进京汉调多以西皮调为主"西皮唱腔具有(高而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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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勇 等,汉调对京剧形成的独特贡献

的特点"诚如%都门杂咏&(时尚黄腔似喊雷)

!和道光二十五年初刻本%都门纪略.词场&(今日又尚黄

腔"铙歌妙舞"响遏行云)之所记#到了道光年间"王洪贵'李六'余三胜等汉调艺人开始改变汉调(高而

急)的唱腔风格"逐步发展为花腔派汉调*新声+#曼殊震钧%天咫偶闻&卷七记录了进京汉调的声腔风格

演化的轨迹,(道光末忽盛行二黄腔"其声比弋则高而急"其辞皆市井鄙俚"无复昆弋之雅#初"唱者名正

宫调"声尚高亢#同治中又变为二六板"则繁音促节矣#)

"

余三胜花腔的特点是,(老调翻新"添字嵌句"巧唱韵味)"如在%捉放曹.宿店&和%文昭关&的(叹五

更)中"都有一大段二黄三眼"唱词开始都是(一轮明月::)"余三胜在唱(一)字时"有
#%

个迂回婉转的

唱腔"就像是连续唱
#%

个(一)字一样"所以名为(十三一)"听起来荡气回肠"渗透肺腑#

#(压赛当年米

应先)

$

'(而今特重余三胜)*%都门杂咏&+"正是北京戏曲观众对余三胜行腔柔婉细腻'变化多端的(花

腔)的充分肯定#波多野乾一%京剧二百年之历史&盛赞之(顿挫抑扬"缠绵悱恻"称为前古得未曾有#而

于腔调改良之处"彼则荷第一人之荣誉)

%

#

后来"王梦生在%梨园佳话&中这样总结余三胜的演技,(*余+三胜"鄂人"亦老生中之不祧祖也#其

唱以花腔著名"融会徽'汉之音"加以昆'渝之调"抑扬转折"推陈出新"后此诸家"无能出其窠臼者#其唱

以西皮为最佳"若%探母&"若%藏剑&"若%捉放&"若%骂曹&"皆并时无两#而二黄反调"亦由其创制者为

多#若%李陵碑&"若%牧羊圈&"若%乌盆计&"今日所盛传之剧"皆0于*余+派/也#)

'余三胜能被誉为(老

生中之不祧祖)"能成为汉调演化为京剧的最重要的推手"正在于他能兼容并蓄"(融徽'汉之音"加以昆'

渝之调)"融合提炼"推陈出新"完成了声腔和语言规范的一系列艺术创新#

*二+板式体式的丰富

无论是汉调还是京剧"都是板腔体戏曲#板式的丰富性"代表着板腔体戏曲的艺术高度#毋须讳

言"早期汉调的板式相对而言是较为单调的#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一首(曲中反调最凄凉"急是西皮缓

二黄"倒板高提平板下"音须圆亮气须长)的诗告诉我们,道光年间汉调皮黄尽管已经有了原板'倒板'平

板'反调等数种板式"但原注(腔调不多"颇难出色)"也透露出当时板式种类还不够丰富的事实#后来进

京的汉调艺人余三胜等人"不仅改变了早期进京汉伶以唱西皮为主"同一剧目中少见西皮'二黄同奏的

情况"还逐步发展和丰富了汉调皮黄的板式#

据苏移先生的研究"在余三胜时代"当时汉伶流行的剧目%文昭关&'%捉放曹&"二黄'西皮板式在同

一剧目中相间使用"已经很为普遍#%文昭关&伍子胥'%大报国&李艳妃的唱腔"(慢三眼)'(二流)'(散

板)'(倒板)等一整套二黄板式已经粗具规模#从%四郎探母&杨延辉'%击鼓骂曹&弥衡的唱腔"可知西皮

的板式也渐臻完美(

#经过几代艺人的共同努力"汉调板式更为丰富"如二黄腔逐步形成(二黄摇板)'

(散板)'(滚板)'(倒板)'(二流)'(慢二眼)等一整套板式#西皮板式则比二黄腔更为完备"(散板)'(摇

板)'(快西皮)'(西皮垛子)'(中'慢西皮)等板式也基本齐备#完备的皮黄板式"是以余三胜等杰出楚伶

和京城其他(黄腔)艺人逐步创造完善的"如余三胜在%李陵碑&'%牧羊卷&'%乌盆记&等剧目中首创反二

黄唱腔"极大地丰富了皮黄声腔的旋律#完备的西皮'二黄板式为表现各种历史场景'人物情绪提供了

可能"也为京剧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三+唱念语言的改造

与唱腔紧密相关联的另一问题"是舞台唱念语言的选择与改造#京剧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北京

字音与湖广音相结合的舞台语言规范的确立#余三胜等人的舞台语言(京音化)改造包括,归并%中原音

韵&十九韵为京音(十三辙)"确立唱词的新韵脚-吸收京'秦'昆'徽及汉调的语音元素"创造唱腔的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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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改造徽'汉原来的韵白"提炼出京城观众乐于接受的新京白#

%燕台鸿爪集&记道光十二年*

#*%!

+前后春台班楚伶汪一香唱腔已是(郢曲声声妙"燕言字字清)

!

"

说明楚伶很重视舞台语言的(京音化)#在京音化的同时"余三胜等楚伶大量采用湖北口音作为舞台语

言"逐步形成独特的唱腔处理方式#试归纳如下,

%中原音韵&(皆来)部中的某些字"北京音归于乜斜辙"而汉调艺人的处理是归于怀来辙"如(鞋)"北

京话读1

&

:

4

%$

2"而京剧中读作1

&

:3:

%$

2-(街)"北京话读1

'

:

4

$$

2"京剧中念1

'

:3:

$$

2#

%中原音韵&(庚青部)里开口'齐齿两呼字"北京话读1

(

)

2或1

:

)

2"而汉调艺人在京剧中的处理为

1

(

>

2或1

:>

2"如(兵)1

/

:

)

$$

2'(敬)1

9

&

:

)

$#

2'(请)1

9

&

0

:

)

!#&

2'(明)1

4:

)

%$

2'(迎)1

:

)

%$

2诸字"均入人辰辙#这

一规律"罗常培先生在
#)%$

年所撰%旧剧中的几个音韵问题&

"一文有所论及"可参#

%中原音韵&(歌戈部)的字在1

I

'

I

0

'

`

'

)

2及1

/

'

/

0

'

4

2作声母时"北京话读1

*

2"而汉调艺人多处理为

1

C,

2"如(个)'(何)'(葛)字"分别读作1

IC,

%$

2'1

C̀,

%$

2'1

IC,

%$

2#

%中原音韵&(东钟)部古喻母的撮口呼字"北京音读1

C

)

2"而汉调艺人的处理是1

:C

)

2"如(蓉)"北京

音念1

+

C

)

%$

2"京剧读1

:C

)

%$

2#

以上例子"均为京剧中的湖广音遗存#湖广音无疑是京剧语音系统里影响较大的一种方音#(湖广

音)对京剧舞台语言的影响"是声'韵'调一体化的#

(湖广音)音节响亮"吐字清晰"平缓中富于变化"有利于表现人物身分'情绪"所以"这些处理舞台唱

念语言的方式"随着米应先'余三胜'谭鑫培等汉伶的走红"渐渐孕育为北京菊部独宗(楚音)的一种风

习#道光二十年*

#*&"

+刊刻的皮黄剧本%极乐世界&(凡例)云,(二黄之尚楚音"犹昆曲之尚吴音"习俗然

也#)因此"在京的一些徽伶的手抄二黄剧本上"不少唱念字旁都注有湖北口音"如当时名伶安徽怀宁人

曹春山"在他咸丰元年*

#*$#

+的手抄本%祭风台&中许多字旁都注了湖北口音"以应时俗#不容置疑的

是"京剧唱腔中(湖广音)的遗存"赋予了京剧独特的舞台韵味"同时也见证了楚伶汉调的深远影响#

*四+主奏乐器的引入

汉调花腔唱法"配合胡琴为主"月琴'三弦为副的文场伴奏方式"获得了良好的效果#据叶调元%汉

口竹枝词&(月琴弦子与胡琴"三样和成绝妙音#啼笑巧随歌舞变"十分悲切十分淫)知"早在乾嘉时期"

汉口的汉调已经形成了自己特色伴奏乐器体系#胡琴的引入"改变了道光之前京城皮黄伴奏主要以笛

子为和的局面#笛子和奏在节奏的迅急'曲调的繁复上"灵活度不够"诚如徐慕云先生所指出的,(皮黄

之托腔曩时皆吹双笛相和"颇费气力"腔调之转折亦欠灵活"故颇感不便#)

#从乐理上而言"胡琴发音较

之笛子为胜#笛出声靠气-竹筒胡琴出声靠力"它既保持了笛子的柔美"又通过加力的方式表现出杀伐

之声"所以竹筒胡琴有丝有竹"更接近人声的音色"既能表现二黄平缓抒情"又能表现西皮高亢杀伐之

气$

#楚伶对胡琴的利用"打破了笛子的诸多限制"从此与昆腔的音乐伴奏体制彻底分野#后来"在对

汉调竹筒胡琴加工'改造的基础上"形成了京剧主奏乐器京胡#

由上可知"汉调对京剧的形成提供的艺术滋养"既是全方位的"更是深层次的"因为汉调艺人的革

新"直接促成了京剧最核心的艺术特征!!!唱腔板式'唱念语言'主奏乐器的最终确立#

四'从早期(楚曲)看京剧与汉调之血缘联系

汉调进京催生京剧的动态过程"不仅见载于各种历史文献"早期的汉剧'京剧剧本也为我们提供了

另一考察的对象#对现存的早期汉剧剧本*楚曲+与京剧剧本予以比较"同样能清晰看到京剧与汉调*楚

曲+内在的血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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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勇 等,汉调对京剧形成的独特贡献

目前能见到最早(楚曲)有两批"一批是由杜颖陶捐赠"中国艺术研究院收藏的%新镌楚曲十种&

!

"

实存
$

种-另一批是由台湾出版的%俗文学丛刊&之
!&

种"二者凡
!)

种#这两批楚曲都为汉口书商所刻

印#从剧本形态上看"它们是(汉调*汉剧+的前身)

"

-刊刻的具体时间"(最晚的出现年代"也应当在嘉

庆末叶)

#

#

以楚曲
!)

种为代表的汉调剧目被陆续进京的楚伶带到了京城的戏剧舞台"极大地丰富了戏班的剧

目演出#

!)

种楚曲"除%蝴蝶梦&'%杨令婆辞朝&'%二度梅&等少数几个旦行剧目外"基本上为生行戏#

这些楚曲在京剧形成期*

#')"\#*&"

+曾被不同的剧目所收录#如道光四年*

#*!&

+%庆癉平班剧目&就收

录有楚曲*

!)

种+中的
#*

种-而抄录于道光'咸丰年间的%春台班戏目&收录楚曲
#&

出-刊刻于道光二十

五年*

#*&$

+的%都门纪略&也载有相关楚曲剧目为当时徽班伶人所擅演"如(春台班)老生余三胜%双尽

忠&*李广+'%战樊城&*伍奢+'%鱼藏剑&*王僚+-(新兴金钰班)老生薛印轩'四喜班夏花脸擅演%断密涧&

之李密"而老生周凤山则以演王伯党闻名-(三庆班)老生程长庚%借箭&*鲁子敬+'小生曹喜林%草船借

箭&*周瑜+-(和春班)小生龙德云%辕门射戟&*吕布+#此外"%上天台&'%回龙阁&'%大保国&'%二进宫&'

%玉春堂&等楚曲也为%都门纪略&戏目所收录#

楚曲不仅被楚伶带到北京演出"而且直接被早期京剧沿袭'改造为己用#通过与(楚曲)比较"李世

忠%梨园集成&'(车王府曲本)%戏考&等京剧剧集中与
!)

种(楚曲)同名剧目"除少数场次有所调整外"在

剧作结构'人物'情节'唱词几乎全部沿袭楚曲的就有%鱼藏剑&'%祭风台&'%打金镯&'%新词临潼山&'%大

审玉春堂&

$

种#

如楚曲%祭风台&"卢胜奎*

#*!!\#**)

+在编写京剧剧本%三国志&时"就直接继承了其排场'情节'语

言等"颜长珂称%三国志&与楚曲本(两者的人物'结构'语言等没有重大差别#)

$

%中国京剧史&将%祭风

台&与京剧%赤壁鏖战&进行对比"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再如楚曲%李密投唐&"也被京剧全盘继承#

台湾学者王安祈将之与京剧剧本车王府本'民国初年%戏考&本以及名伶唱片'当代演出本%断密涧&的细

致比勘"发现楚曲!!!车王府曲本!!!京剧剧本逐次发展的轨迹'

#又如"为京剧所全本袭用的两个短

篇楚曲%新词临潼山&'%大审玉春堂&#%车王府曲本&乱弹部收%新词临潼山&*上本+'%大审玉春堂&*全

本+"%戏考&俱收二剧#比较以上三个版本"后两个版本在唱词上对楚曲几乎未作大的变动#

除全本沿袭之外"还存在将楚曲中的一些场次单独抽调出来集中演出的情况"如%戏考&收录早期

(楚曲)的情况是,楚曲%鱼肠剑&单折戏
(

场*%战樊城&'%长亭会&'%文昭关&'%浣纱记&'%鱼肠剑&'%刺王

僚&+-%祭风台&

%

场*%舌战群儒&'%借东风&'%华容道&+-%回龙阁&

#"

场*%彩楼配&'%三击掌&'%平贵别

窑&'%赶三关&'%五家坡&'%算粮登殿&'%回龙阁&'%大保国&'%叹皇陵&'%二进宫&+"这些曲段基本沿用了

楚曲本"只是个别地方稍作删改#

除楚曲成为京剧剧目重要来源外"楚曲在剧本形态及排场上"也对早期京剧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首先"楚曲分场的剧本体制"对京剧剧本体制有直接影响#分场制是板腔体戏曲与曲牌体戏曲在排

场上的重要区别#作为曲牌体的传奇"以一个套曲的音乐长度为一出*+-而后来的地方戏则出现了以

(人物上下为一场)的(分场制)"京剧即是如此#分场制的长处是突破了音乐体制的限制"而以主要角色

的上下场为情节的单元"剧情可长可短#

考察
!)

种楚曲发现"有一些剧目是分出*+"如%鱼藏剑&'%回龙阁&'%二度梅&-但大多剧目已经是

分场制"如%上天台&'%英雄志&'%祭风台&'%辟尘珠&'%龙凤阁&'%打金镯&'%烈虎配&等#楚曲两种剧本

体制的并存"说明它正介于从传奇分出制向地方戏分场制的过渡阶段#楚曲已经出现的分场制"当给予

京剧剧本体制较大的影响#乾隆'嘉庆年间其他一些声腔的剧本"还在追步昆腔的步伐"如%明清戏曲珍

.

')

.

!

"

#

$

%

'

孟繁树'周传家,%明清戏曲珍本辑选&下"中国戏剧出版社
#)*$

年-%续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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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亦影印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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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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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辑选&中所辑乾隆'嘉庆梆子腔剧本"还未见分场的情况#

其次"楚曲曲牌过场音乐形式的成熟使用"为京剧提供了范本#综观楚曲
!)

种曲牌的运用情况"呈

现出频次至密'使用灵活'意识明确的特点"说明清代中期汉调已经熟练掌握了曲牌过场音乐的使用规

律#%祭风台&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全本共使用吹打牌子
&)

次"涉及曲牌凡
)

种#已经能够随着不同场

合'不同感情'不同动作'不同人物身份的变换"熟练使用不同曲牌来渲染气氛#第十七场中孔明摆阵"

剧中标明(锣鼓摆阵过场)"以激昂的锣鼓音乐来渲染摆阵将士誓杀曹贼的决心和勇气"即为显例#楚曲

过场音乐"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人物在唱曲之余的特定时空中的表现力"尤其在人物上下场'只做不唱不

念时"对突出特定场景下的人物情绪"渲染气氛作用明显#楚曲过场音乐的运用"对后世京剧及地方戏

的音乐体制影响甚巨#

再次"楚曲(板腔体)唱曲体制的成功实践"为京剧的形成奠定了艺术基础#板腔体以上下对句的形

式"可以对唱'轮唱'接唱'合唱"形式更加灵活"完全突破了传奇以曲牌联套演唱的音乐体制和依赖唱词

表现情节的叙事体制"而使剧情的铺叙"情绪的表达"戏点的凸显"更为顺畅#楚曲板腔排比句的大量运

用"对后世京剧的演唱体制也影响颇巨#楚曲
!)

种中"排比句比比皆是"%上天台&刘秀连用八个(孤念

你)-%斩李广&李广连用十个(再不能)-%鱼藏剑&伍子胥连唱四个(我好比)"这些排比唱句对细表剧情'

深化情感作用明显#余三胜在演%探母&时"唱至(杨延昭坐宫院自思自叹)一段"曾唱了十个(我好比)"

五个(我杀得)"四个(思老娘)"一时传为佳话#排比句在京剧中广泛运用"为演员的临场自由发挥留下

了余地#

从乾隆中叶至道光末年不长的几十年里"北京剧坛先后经历了昆腔'京腔'秦腔'徽班*调+和汉调"

后浪推前浪'各领风骚的五个不同时期#然而"之前的昆腔'京腔'秦腔'徽调未能演化为京剧"而独汉调

能兼容昆'京'秦'徽诸调冶炼而成"正在于汉调的艺术特征契合了北京剧坛的审美需求#西皮调的高亢

质朴和二黄调的婉转缠绵"使汉调兼具南北文化之胜"可以满足不同观众群的需要#尤其是"楚伶以老

生高扬衰迈的唱腔"在北京戏曲舞台上演绎白帝城托孤'杨令公碰碑'祢衡击鼓骂曹'苏武牧羊之类充满

历史沧桑感和民族气节的历史剧"一扫秦腔花旦粉戏的淫靡'昆剧才子佳人的缠绵"令人耳目一新-或许

也暗合了国民对清廷昏聩"国势衰微"民族遭受侵凌现状不满情绪发泄和振奋精神之诉求#

更为重要的是"从乾隆年间开始"一批批优秀的楚伶绵延不绝地进入北京的梨园界"为京剧的形成

提供了最充足的人才资源#从王湘云到米应先"从王洪贵'李六到余三胜"再从谭志道到谭鑫培"他们在

继承乡贤精湛技艺基础上"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艺术革新的步伐#米应先开创红生行当"余三胜新创汉调

花腔"龙德云独创(龙调)"谭鑫培开创(谭派)"他们凭着(皮黄合流)之后多年的艺术积累"凭着汉调艺人

集体雄厚的艺术实力"从声腔'剧艺到剧目'剧本等多方面为京剧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基础"产生了

重要而直接的影响#可以说"抽掉了汉调的京剧"是无法想象的#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汉调进京所传

递的"正是
#)

世纪中国戏曲格局的转型与重构之重要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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