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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劫氏古筝艺木
方
河南戏曲的关系

曹桂芬

曹派筝曲是以板头曲为主
,

同时又与

河南豫剧
、

曲剧及大调曲子有着多方面的

密切关系
。

为便于大家较全面地了解曹派

古筝艺术
,

我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

板头曲和河南大调曲子
。

“
板头曲

”
是河南民间历史上流传下来

的一种古代器乐曲 它是河南曲艺大调曲

子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

经历代艺人 口 手

相传
,

一直在中原民间流行
,

艺人称之为板

头曲
。

演奏时由一人打板
,

数人演奏
。

板头

曲是八板体
,

一般曲子是 板
。

板头曲在

中原已有 多年的历史
。

河南板头曲
,

是用弹拨乐器的三弦
、

琵

琶
、

古筝
、

月琴
、

扬琴
、

洞箫
、

软弓
、

檀板
、

二

弦等演奏乐器合奏或独奏
。

我父曹东扶 自

幼酷爱古筝艺术
,

虚心向很多前辈名家学

习
,

并集中同行的智慧
,

在长期演奏传习过

程中
,

对板头曲多次进行精心加工整理
,

达

到了今天这样水平的古筝独奏曲
。

大调 曲子是河南 曲艺 的主要 曲种之

一
。

它历史悠久
,

曲词
、

曲牌丰富
,

曲牌多达

多种
。

此外
,

尚有板头曲 即器乐曲

余种
。

年
,

中国音乐研究所编选的《说

唱音乐曲种介绍 》里说
“
大调曲子是河南曲

子的一部分
,

又名鼓子曲
,

其历史起源至今

尚无定论
。

就现有曲牌名称如打枣杆
、

银

纽丝
、

叠断桥
、

劈破玉
、

玉娥郎等看来
,

皆在

明
、

清流传于民间 ⋯ ⋯”

下面我谈谈曹派部分筝曲取材
、

加工

等方面的五个问题
。

一
、

根据河南戏剧创作
、

改编的筝曲
。

如《刘海与胡秀英 》一曲
,

是我父根据同名

神话戏剧而作
。

乐曲一开始
,

就仿佛把人

们引人深山
、

老林
、

幽谷的仙境
。

此曲表现

了刘海与胡秀英倾心相爱
,

历经曲折
,

终成

佳偶的真挚崇高爱情
。

旋律新颖
、

别致
,

优

美动听
。

又如《陈杏元落院 》乐曲的内容
,

取材于戏曲故事《二度梅 》
。

描写的是唐代

尚书陈 日升的爱女陈杏元
,

容貌出众
,

因被

奸臣卢祀陷害
,

选送北国和番
。

途中
,

她借

拜昭君庙为名
,

纵身投崖 自尽
,

幸被山中隐

士所救
,

连夜送至节度使邹员外家中
。

陈

杏元醒来
,

向邹夫人和小姐哭诉自己不幸

的身世
,

乐曲生动刻画出一个受封建邪恶

势力压迫的妇女形象
。

古筝以独特的密摇

和多处运用颤
、

揉
、

滑音的演奏
,

深刻谊染

了乐曲的凄楚悲切气氛
。

曲调 如泣如诉
,

深切感人
,

催人泪下
。

二
、

根据河南戏曲曲牌和优秀戏曲唱

段
,

加工为筝曲
,

如《河南曲牌联奏 》
、

《抬花

轿 》
、

《花烛夜 》等
。

《河南曲牌联奏 》是以河

南曲剧中旋律优美的曲牌 慢垛
、

【阳调
、

剪剪花
、

莲花落 为素材
,

配合曹派筝演

奏特点的
“
密摇

” 、 “

揉音
” 、 “

滑音
”
技巧

,

使

数首精炼短小曲牌巧妙地融合一 体
,

演奏

难度颇高
。

上世纪六十年代
,

北京唱片社

即灌录此曲
,

发行海内外
。

七 十年代
,

大陆

《桂林山水 》电影中也曾采用此曲
。

这些

年
,

台湾一带有许多学生学习这个曲子
。

《抬花轿 》筝曲
,

是据同名豫剧中的曲

牌改编
,

旋律欢快
。

改编时
,

根据音乐特点

和便于古筝演奏
,

在原有基础上压缩了大

量唱词
,

保持了原有精华 为求乐曲更加美

妙
,

中间加了一段抒情
,

反映大姑娘在轿中

回顾往事
,

憧憬未来 ⋯ ⋯乐曲开头一段中
,

还充分运用古筝音色丰富
、

柔美的特点
,

反

复表现了花轿启动后的悠悠暇飘的情景

将听众引人了心旷神怡的境界
。

《花烛夜 》这段戏剧音乐
,

选 自河南曲

剧优秀剧 目《风雪配 》
。

花烛夜是用【慢垛

曲牌来显示的
,

曲调优美动听
。

加工时
,

我

们从两方面人手
。

一是在开头
,

加上 了风

声
、

更声
、

鼓声
,

烘托出风雪
、

更深的夜境

二是适当压缩唱词
。

压缩后的唱词是 “ 樵

楼上一声声更鼓响亮
,

隔罗韩趁灯光偷看

看新郎
。

灯光下与白天大不一样
,

他好比

金童子下了天堂
。

今 日里寒风起 大雪下

降
,

睡着在桌案上要受寒凉
。

我这里忙拿

衣给他盖上
,

回罗炜待明天察与爹娘
。 ”

三
、

根据河南戏剧名家名段
,

同时适合

古筝表现的
,

从中挑选短而精的节目
,

既可

作筝曲演奏
,

也可用古筝自弹自唱
。

河南

地处中原
、

黄河两岸
。

黄河是我国文化发

祥地
,

积淀厚重
。

河南戏剧种类多
,

名家名

段也多
。

但要达到弹唱俱佳
,

正如我父所

说的
“

民间艺术必须手下有功夫
,

唱中有

味道
,

心灵手巧
,

融会贯通
。 ”

根据河南戏剧名家名段改编的唱段有

河南曲剧
“
上公堂

” 、 “
骂陈奎

” ,

河南豫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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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戏曲不断的发展和创新
,

豫剧打

击乐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理论和伴奏技

巧 以及科学规范的锣鼓经
。

豫剧司鼓的演奏艺术分为两部分 双

鼓条与挎板的单鼓条
,

以及起指挥作用的

各种手势
。

豫剧司鼓的演奏方法和技巧大

多是师傅 口 传心授的
,

随意性很大
,

特别是

在唱腔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

全面系统地总

结司鼓在唱腔中的演奏方法
,

如哪些用双

鼓条
,

哪些用单鼓条
,

单双鼓条在唱腔中节

奏
、

速度的运用等
,

将会更好地服务于豫剧

的创新和发展
。

众所周知
,

锣鼓经在众多

剧种中
,

常用的点子较统一
,

也比较固定
,

除了个别剧种
,

基本上大同小异
。

它从表

面上看似乎很简单
,

也很单调
。

可是实际

演奏中
,

却是千变万化
,

丰富多彩
。

正如戏

剧大师梅兰芳先生认为的
“
它的作用是能

够加强表演和动作的夸张性
,

把观众的注

意力集中到演员的表情动作上去
。

特别是

司鼓
,

它能控制舞台上所有演员的活动
” ,

也就是司鼓掌握着舞台的节奏
。

在多年的

实践经验中
,

我觉得
,

随着戏曲创作
、

表演

形式的多样化以及戏曲观众审美情趣的提

高和快节奏的要求
,

现在舞台上人物的表

演
,

已不局限于程式化的表演形式
。

例如

在很多剧 目中已很少看到完整的
“
起霸

” 、

“
趟马 ” 、“

走边
”

等程式化动作
,

而是导演根

据剧情及人物表演的需求
,

在程式化动作

基础上
,

融进了符合人物性格的形体动作
,

形成新的表演形式
,

使表演更加准确和完

美
。

同样
,

锣鼓经的使用也应与时惧进
,

不

断创新
,

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

当传统锣

鼓经不能准确表现人物情感和身段时 司

鼓应该以准确为原则
,

在继承传统程式的

基础上
,

在共性中寻求个性特点
,

以求得对

人物情绪
、

动作表演的准确定位
。

司鼓既

是演奏者
,

又是指挥员
,

不仅要熟练掌握专

业技能和技巧
,

更应该掌握丰富的音乐理

论知识
,

使 自己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及正

确的审美观点
,

吸收借鉴其他剧种的先进

经验
,

准确分析整个剧情和人物的行动线
,

把握剧本内涵及导演
、

音乐创作意图
,

根据

人物需要
,

以不同的程度
,

不同的节奏
,

不

同的力度和打击乐特有的音响效果
,

设计

创作出新颖多变的演奏方法
,

推动剧情发

展
,

达到表演
、

音乐和整个舞台艺术风格的

完整统一
。

“

恨法海
” 、 “

但愿得二爹娘长寿百年
” 、 “

樵

楼上打四梆
” 。

前两段选 自曲剧皇后张新

芳的《陈三两 》唱段
,

后三段选 自享誉国内

外的豫剧大师常香玉的 《白蛇传 》
、

《花木

兰 》
、

《红娘 》中的唱段
。

张新芳演唱特点除了“
字正腔圆

”
的共

性外
,

还有声高
、

音重
、

韵厚
、

味浓
,

似闪非

闪
,

强弱分明
,

奥妙在其中
。 “上公堂

”

这段

戏曲音乐由两板
“
哭阳调

”

曲牌联结而成
。

唱词是
“

陈三两迈步到公庭
,

举 目抬头看

分明
。

衙门好比阎罗殿
,

大堂好比剥皮庭
。

可怜我青楼薄命女
,

今 日落人虎 口 中
。

放

大胆我把公堂上
,

他问我一言我应一声
。 ”

“
骂陈奎 ”

这段戏曲音乐是由【书韵 曲

牌阐述的
。

书韵唱腔铿锵
、

激昂
、

低沉
、

含

蓄
,

善于表现人物的悲愤心情
。

“
恨法海

”

这段声腔
,

常香玉唱得高亢
、

奔放
、

辽阔
、

细腻
,

刚柔相济
,

余音绕梁
,

并

吸收了兄弟剧种的精华
,

紧紧扣人心弦
。

“

但愿得二爹娘长寿百年
”
这段唱腔缓慢

、

抒情
、

潇洒
、

优美
,

耐人寻味
。

我们体会到 选择戏剧中的名家名段

用古筝来表现
,

好处很多
。

第一
,

名家名段

都经千锤百炼
,

精雕细刻
,

都是精品
,

故能

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
。

观众对 自己熟悉的

艺术 听了感到亲切
、

喜悦
,

甚至兴奋
。

年 月
,

我在广州为香港丰艺唱片

公司录音时
,

当录音师听了
“

骂陈奎 ”
这段

录音时
,

高兴地说
“
我建议将此曲作为唱

片的题目
。 ”

第二
,

用古筝演奏大家喜闻乐

见的戏曲
,

听众感到既熟悉
,

又新颖
。

第

三
,

既弘扬了优秀的传统音乐艺术
,

又弘扬

了优秀的戏剧艺术
,

一举两得
,

更好地弘扬

了祖国的优秀民族文化
。

再者
,

我们还体

会到
,

为便于大家理解
,

应该把演奏的戏曲

唱词向观众介绍
。

四
、

根据河南戏剧广为流传的音乐曲

牌
、

曲艺曲牌和民间流行的民歌
、

小调
、

舞

蹈音乐等
,

选择适合古筝表演的
。

如【苦中

乐 】曲牌特别优美动听
,

在河南豫剧
、

曲剧
、

越调这三大剧种中都广为流行
。

苦中乐

多用以表现人物的优伤情绪
,

尤其在幽静

的灵前祭奠
,

倾诉往事
。

曲调低沉
、

缓慢
、

细腻
、

哀伤
,

委婉动听
。

《自由花 》也是根据

河南戏曲曲牌编写
。

曲调轻松
、

愉快
,

它表

现了戏中人物游场及打扫庭堂时欢乐
、

喜

悦的心情
。

《双叠翠 》原系河南大调曲子的

一个曲牌
。

经我父改编后
,

它的旋律优美
,

节奏明快
,

以浪漫的手段
,

表达人物狂欢的

心情
,

同时还采用了加花变奏
,

使曲调更加

活泼跳跃
,

河南韵味更浓
。

《变奏秧歌 》
,

是我父根据大家熟悉的

秧歌舞改编
。

秧歌是我国民间的一种农家

舞蹈
,

它体现 了人们载歌载舞的欢乐意

境
。

此曲既保持 了原 曲牌朴实流畅的特

点
,

又加人了模仿锣鼓齐鸣的节奏
,

突出了

乐曲的喧闹气氛
,

接着乐曲速度突快
,

在欢

乐高潮中结束
。

五
、

河南大调曲子的自弹自唱
。

如《石

榴花开 》
,

这是用大调曲子最大曲牌 马头 】

来表现的
。

【马头 」曲调曲折
,

既有高亢
、

雄

伟
、

阳刚的气势
,

又有婉转细腻
、

阴柔的曲

调
。

演奏中行腔多
,

并有昆曲
、

京韵大鼓的

魅力
。

这段唱词是
“
石榴开花满院红

,

朵

朵几千层 张生月下戏莺莺
,

红娘也有情

潘金莲一心勾合西门庆
,

怕的是武松 陈妙

常禅房思念潘必正
,

难念真经
。 ”

再一段是《赵五娘 》中的 【哭皇天 】曲

牌
。

此曲牌悲切
、

痛伤
,

低回婉转
,

如泣如

诉
,

催人泪下
。

这段唱词是 一霎时描毕

像
,

玉腕停笔细端详 这是我如今描的公婆

像
,

不是昔 日二老爹娘
。

卷起像
,

泪汪汪
,

实实难坏我赵五娘
。

手中银钱无半点
,

怎

作路费去至洛阳

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
。

用古筝自弹 自

唱戏剧名家名段和优秀的曲艺唱段
,

虽是

传统做法
,

但近年来己不多见
,

故大家对此

有新颖
、

高雅之感
。

海内外很多人都喜欢

这种形式
。

但必须刻苦练功
,

弹唱都要有

功底
,

才能达到弹唱俱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