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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開封論豫劇音樂的發展  

施德玉 

前言 

開封是中華民族的主要發祥地之一，迄今已有 2700 多年的歷史。古代曾有

七個朝代定都於此，是中國的六大古都之一，歷史上的開封有著「琪樹明霞五鳳

樓，夷門自古帝王州」、「汴京富麗天下無」的美譽，特別是北宋時期，開封作為

當時的首都，是歷史上最為輝煌及繁華的年代，經濟繁榮，富甲天下，人口過百

萬，風景旖旎，城郭氣勢恢弘，不僅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也是當時

世界上最繁華的大都市之一。並且從 11 世紀到 12 世紀，開封一直是世界第一大

城市。1 

開封作為宋朝國都長達 168 年，因此在眾多文化表現形式中，集中體現了宋

文化特色。從宋朝勾欄瓦舍中傳承下來的各種民間藝術，對中原文化有著深厚的

影響。在戲曲文化方面，開封有著濃厚的戲曲氛圍，開封是豫劇「祥符調」的發

源地，著名豫劇表演藝術家陳素真、常香玉、司鳳英、馬金鳳等都是成名於開封

後名揚全國的。 

 豫劇是「梆子聲腔」的一個支系，是以板腔為音樂主體形式的梆子戲，清朝

乾隆、嘉慶年間，出現了中國戲曲史上有名的「花雅之爭」。崑曲作為戲壇霸主

的「雅部」，逐漸讓位給產生於民間稱為「花部」的各地方戲劇種。豫劇正是在

這一時期逐漸壯大起來的。清咸豐至光緒年間，豫西一帶有 18 位演員因其唱作

俱佳，被譽觀眾為「十八家老國公」。清光緒十年（1884 年）創建於密縣的密縣

八班是河南梆子科班，密縣八班在光緒三十年（1904 年）的時候聘請了豫西「十

八家老國公」的部分藝人，此時新老結合，各有絕技，至民國初期名滿豫西各縣，

人們稱之為「萬將無敵戲班」。 

清末民初，河南梆子在開封的演出已趨於成熟，《重修明皇宮碑》中記載的

                                                      
1 《維基百科》，網址：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C%80%E5%B0%81%E5%B8%82 

上網時間：2011.10.1 上午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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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演員、班社都是演唱河南梆子的，讓開封成為河南梆子孕育發展的重要場域。 

一、豫劇背景與開封之關係 

豫劇是河南省的大戲，是以梆子腔演出的戲曲劇種，此劇種在被定名為豫劇

之前有許多名稱，如：河南梆子、高調、河南謳、靠山吼、本梆、土梆戲等。當

豫劇在河南省廣為流行之後，也傳播到其他省分，如：山東、河北、安徽、江蘇、

湖北、陝西、山西、甘肅、西藏、青海、新疆、四川、貴州、黑龍江、臺灣等，

不僅受到傳播地民眾之歡迎，而在這些地方也都有豫劇的專業演出團體。 

（一）豫劇之起源 

河南的豫劇究竟發源於何時何地，戲曲研究者眾說紛紜，茲整理幾種說法列

述如下：（一）豫劇是在河南民間演唱藝術的基礎上，吸收了弦索腔等戲曲藝術

成果而形成的；2（二）豫劇是來自於山陝一代的東路秦腔，也就是同州梆子；3

（三）豫劇是從弦索發展而來的。4以上三種說法都離不開弦索和梆子腔。我們

知道梆子腔的伴奏樂器最早是鼓笛板，而後才發展成用弦索伴奏，現在梆子聲腔

的戲曲劇種，如秦腔、河北梆子或是豫劇主奏樂器都是板胡，也就是使用弦索伴

奏，可見豫劇是比較晚期，受到弦索音樂影響的梆子聲腔劇種。 

在清嘉慶年間，張蠻子所演的《黃鶴樓》，已成為一個很有特色的劇碼。5民

國 5 年（1916），朱仙鎮《重修明皇宮碑記》上，記載著清同治年間為重修「明

皇宮」「捐納資財」的戲班 70 多個，而其中大部分是河南梆子班社，也就是現在

的豫劇團。可見在清嘉慶以前，河南就已經有梆子戲演唱的活動，並且清代中後

期，當時的梆子戲也就是現在的豫劇，已成為河南一個流行廣泛的大劇種。 

 

                                                      
  

2
 鄭劍西〈從民間藝術說到河南戲劇〉，《戲劇旬刊》1936 年第 29、30、32－34 期；鄒少和《豫

劇考略》1927 年；《戲曲藝術》，河南，1981 年第 3 期；周貽白《中國戲曲史發展綱要》，上

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10 月第 1 版；于林青〈豫劇源流考略〉，《河南戲劇》1980 年第 2 期；

韓德英〈豫劇探源〉，《梆子聲腔劇種學術討論會文集》1984 年 6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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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嚴長明《秦雲擷英小譜》；王鎮南〈關於豫劇的源流和發展〉，《戲劇新報》1951 年 

   8 月第 16.18 日；溤紀漢《豫劇源流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第 1 版。 
4
 張鵬〈豫劇源流新探〉，《戲曲藝術》，河南，1981 年第 3.4 期。 

5
 溤紀漢《豫劇源流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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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豫劇在開封之發展背景 

  一般而言，藝術文化的發展，在經濟文化發達的大城市，由於受到高知識份

子的關注，與政商的參與推動之後，就會快速的成長。基於以上觀點，豫劇的班

社於辛亥革命（1911）後，進入城市演唱的情形日趨增多，因為受到民眾的喜愛，

而有很好的發展。早期開封是河南省會6，是文人薈萃、經濟發達的城市，又為

因應社會的需求，先後建立了許多茶社，開封較有名的茶社，如致祥茶社、普慶

茶社、澄懷茶社、慶茶社、東火神廟茶社、同樂茶社等。這些茶社也就是「戲園」，

為了生意上的營運，爭相邀請河南梆子戲班演唱，如義成班、天興班、公議班、

公興班等。在不同戲園演出的演員，也有較勁的現象，彼此刺激進步，因為這樣

的場合，這樣的機緣，培訓了一些優秀的梆子戲演員，因此有一批演員在開封成

名。 

  鄒少和在《豫劇考略》中曾記載了清末民初的一些演員，在唱腔表演上各有

特色。如「大淨簡客，嗓音洪亮，舉止大方」；「段才、顏平，蒼勁雄渾」；「紅淨

張才，嗓音高亮」；「王海晏，蒼老渾厚，身段穩重」；「老生秦大成，唱念做打，

均臻絕詣」；「正旦郎高，清圓委婉」；「小生張小春嗓音清脆，扮相文雅」；「三花

面李德魁，口齒清利，滑稽善謔，無俚俗氣 」。特別是小旦李劍雲「天賦佳喉，

清脆圓潤，高下疾徐，婉轉曲折，如珠走盤，無不如意，又複善制新腔。自李氏

出，劇風為之一變，他演出的代表劇目主要有《花園贈珠》、《玉虎墜》等」。7可

見當時演員在唱腔方面，不僅有蒼勁雄渾、蒼老渾厚、嗓音清脆、清圓委婉的特

色，而他們的表演藝術肯定是受到民眾的喜愛，才會被紀錄下來。並且演員的唱

腔也能在原基礎之上，不斷創發新聲，使梆子聲腔在河南繼續產生歷時性的變

體，而不斷的發展。 

20 年代至 30 年代，先後有一些知識份子參加了豫劇創新的工作，使豫劇的

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在民國 16 年（1927）， 馮玉祥主政河南，由河南省教育

廳在開封舉辦了「遊藝訓練班」，邀請王鎮南等人，對戲曲藝人進行短期訓練，

使得當時許多梆子戲演員的唱腔、身段等表演藝術獲得提升，王鎮南稱「這個遊

藝訓練班是河南梆劇改革的第一聲」。8又 20 年代末開封先後建立四個河南梆子

                                                      
6
 1954 年以前河南省會是開封，現今河南省會是鄭州。 

7
 李國經主編，《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河南卷（上下）》，中國 ISBN 中心出版，1993 年。頁 61-62。 

8
 王鎮南，〈關於豫劇的源流和發展〉，《戲劇新報》，1951 年 8 月第 16.18 日。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6%AF%E7%8E%89%E7%A5%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20%E5%B9%B4%E4%BB%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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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許多藝人雲集開封登台獻藝。 

民國 24 年（1935）在開封除了義成班組成的永安舞台外，還有兩個重要的

豫劇團體，「豫聲戲劇學社」和「中州戲曲研究社」。當時由河南省教育廳社會推

廣部成立的「豫聲戲劇學社」，在樊粹庭倡導下，將開封相寺中的永樂舞臺改建

為「豫聲劇院」，進行梆子戲的展演。當時這些豫劇團體也培育出許多優秀的演

員，其中被記載最多的是陳素真，她先後主演了樊粹庭編寫的新劇目《淩雲志》、

《滌恥血》、《天壤恨》、《女貞花》等。鄒少和在〈豫劇考略〉一文中論及陳素真

的表演時，寫道： 

「她對戲劇之科白、詞句、腔調、做工、化妝、行頭革除舊習，效法京劇，以為

梆劇之模範」。又曰：「陳素真者為坤伶之翹楚，珠喉玉貌，舉止閒雅，能造新音，

尤工表演，一時以梆劇中梅蘭芳視之」。9
 

可見陳素真當時是開封知名的梆子戲演員，她的專業能力受到民眾的喜愛，她借

鑒京劇的表演藝術優點，轉化為梆子戲的表演，能創新梆劇的唱腔與演出形式，

對於梆子戲的發展有許多的貢獻。 

又如陳素真在開封演唱的《三上轎》，本是一個平舖直述不受觀眾喜愛的「送

客戲」，而她根據人物的思想感情，將單調簡直的唱腔加以創新，使音樂委婉動

聽，賦予此戲藝術的生命力，而變成了一個受觀眾歡迎的「留客戲」。所以當時

開封的觀眾群，是相當喜愛欣賞藝術水準高，表現力強的梆子戲。 

 1930 年代，豫聲戲劇學社在豫聲劇院演出。這些記載都呈現豫劇在開封的

演出情形，也讓大家明白開封的經濟文化發展對於豫劇的影響；相對的也能從開

封的豫劇發展情形，了解其藝術文化現象。另外同時期，豫東商丘一帶的豫劇男

旦桑殿傑，藝名「白菜心」，也對豫劇的唱腔有所革新，如 30 年代前後他在《白

馬告狀》中，突破了原來〔二八板〕兩句一叫鑼的呆板格式，創造了一種〔二八

連板〕的新唱法。而這種二八連板的唱法，相繼的傳入開封，被演員運用，強化

了當時梆子戲的唱腔音樂，使開封的梆子腔戲有更豐富的唱腔表現力。 

 

                                                      
9
 鄒少和，〈豫劇考略〉1937 年，《戲曲藝術》（河南）1981 年第 3 期。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30%E5%B9%B4%E4%BB%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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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封「祥符調」對豫劇的影響 

豫劇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由於所流布地域不同，在唱腔上逐漸形成了不同藝

術特色，分別有四種不同的腔調：其一，以開封為中心的「祥符調」；其二，以

商丘為中心的「豫東調」；其三，沙河流域以周口、漯河一帶為中心的「沙河調」；

其四，以洛陽為中心的「豫西調」，又稱「西府調」。其中「沙河調」是開封的祥

符調和南陽梆子相結合的產物，在祥符調還沒有流傳到豫南以前，豫南淮北一帶

的沙河西岸，流行著南陽梆子，後來開封的祥符調在漯河、周口一帶流傳，又吸

收了南陽梆子的精華後形成沙河調，可見沙河調也與開封的祥符調有密切的關

係。另外，由於祥符調、豫東調、沙河調的共同特點是演唱以假嗓為主，音列為

「上五音」：Sol La do re mi，唱腔的下句多落 Sol 音，故統稱為「豫東調」；而以

洛陽為中心的「豫西調」則以真嗓為主，音列為「下五音」：Do Re Mi Sol La，

唱腔的下句多落 Do 音。10這些唱腔雖然不同特色，但是都在開封有很好的表現

力，在開封還曾經出現了「豫西調」與「豫東調」相互鬥豔爭勝的局面。 

1956 年以後，河南省舉行了多次的戲曲匯演、調演，促進了藝術交流，使

劇團與演員有了更多相互觀摩學習的機會。一些新的音樂工作者，也參加了豫劇

音樂的繼承和創新工作，使豫劇音樂在傳統的基礎上得到了新的發展。不僅使豫

東調、豫西調得到更加廣泛的交流和融合，同時在音樂上也不斷吸收其他劇種的

音樂內涵，如京劇、河北梆子、曲劇、越調、二夾弦、河南墜子、大鼓書以及歌

劇等，使豫劇音樂有了新的面貌。 

1962 年，河南省文化局主持召開了豫劇名老藝人座談會，對豫劇各流派的

藝術遺產進行了挖掘、整理，並舉行了觀摩演出，對於豫劇的研究和推廣有正面

的意義。豫劇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使不少演員在繼承豫東調、豫西調等唱腔藝

術基礎上，經過不斷創新和發展，形成了以個人為代表的表演藝術流派，有常派

（常香玉）、陳派（陳素真）、崔派（崔蘭田）、馬派（馬金鳳）、閻派（閻立品）、

唐派（唐喜成）、牛派（牛得草）、桑派（桑振君）、臺灣梆子（張岫雲、王海玲）

等。有些中青年演員在繼承流派的基礎上，唱腔藝術又有所創新，如王清芬演唱

的「常派」劇碼《大祭樁》，張寶英演唱的「崔派」劇碼《秦香蓮》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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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國經主編，《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河南卷（上下）》，中國 ISBN 中心出版，1993 年。頁 62。 
11

 同上註。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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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4%94%E5%85%B0%E7%94%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9%87%91%E5%87%A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8E%E7%AB%8B%E5%93%8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4%90%E5%96%9C%E6%88%9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9%9B%E5%BE%97%E8%8D%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1%91%E6%8C%AF%E5%90%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5%B2%AB%E9%9B%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B5%B7%E7%8E%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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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劇在以戲曲形式表現現代生活方面，也有比較大的創新，並且成立了專演

現代劇的河南省豫劇三團。該團在繼承豫劇傳統音樂的基礎上，在唱腔和伴奏方

面，頗多創意，如《朝陽溝》的唱腔創作，不僅融合了豫東調、豫西調的演唱，

還吸收了曲劇、道情等腔調。使之更好地反映現代生活與創新的人物思想感情。

其他現代戲如《劉胡蘭》、《小二黑結婚》、《李雙雙》、《耕耘記》，以及許昌市豫

劇團演唱的《人歡馬叫》、《倒楣大叔的婚事》等，也都在音樂表現現代生活方面

有一定成就，而呈現梆子腔音樂新的特殊風格。 

從以上論述，可以說源於開封的梆子腔「祥符調」，已是當代豫劇的表演當

中的唱腔基礎，更是豫劇中的重要唱腔。並且豫劇的發展也因為開封民間和官方

的關注，而逐漸向現代化發展。 

二、豫劇的唱腔體式 

豫劇的唱腔結構屬於板腔體，在板式上有：慢板、流水板、二八板和散板四

個板類，豫劇的板式音樂與其他板腔體的戲曲劇種差異極大，茲以《中國戲曲音

樂集成．河南卷》的資料，將這四大板類的音樂特色略述如下： 

（一）慢板類 

慢板類：包括〔慢板〕及其變體〔金鉤掛〕、〔反金鉤掛〕等板式，均為一板

三眼，記譜為 4 / 4，上、下句唱腔均起於中眼而落於板。上句落音較自由，下句

落音豫東調為 Sol，豫西調為 Do 或 Sol。〔慢板〕的起板過門有多種。其中最常

用的是「六梆」，旋律為 6 小節，和以「六梆」過門為基礎加以擴充或刪節而成

的「一錘按」、「四梆」、「導四梆」、「迎風一梆」等幾種。 

〔慢板〕唱腔基本上是由一對可以反復的上下句構成的，上句和下句均為「一

句兩腔」，兩腔間插一小過門。每句唱腔之後，有一個八梆，即 8 小節的隨腔過

門。〔慢板〕唱腔中還有不少變化腔句，多是以普通上、下句裡一句兩腔的形式

改為一句三腔，並在第一腔後行腔。行腔既有較簡潔的短腔，亦有多種曲折、委

婉而又較長的花腔。在上句裡常見的變化腔句有「頭句腔」與「三句腔」；在下

句裡常見的變化腔句有「單過板」與「雙過板」。另外，還有一些不常用的變化

腔句，如「五音」、「七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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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板〕可以從上句起腔也可以從下句起腔。上句起腔以「頭句腔」起唱；

下句起腔時則先唱〔栽板〕或〔大起板〕，然後再接唱〔慢板〕的下句；〔慢板〕

的收腔俗稱「鎖板」，基本結構與普通的下句相同，只是收腔時一般將速度放慢，

並隨著唱腔的落音，有一個簡短的收腔過門。〔慢板〕可獨立構成唱段，亦可轉

入其他板式。在傳統唱腔中，以轉入〔流水板〕者居多。〔慢板〕的速度伸縮性

較大，慢速時旋律較繁複，使用花腔較多，長於抒情；快速時旋律較簡潔，一般

不用花腔，長於敘事。在一般敘述中，還常常將每句唱腔之後八梆隨腔過門中的

後四梆刪去。對於這種將唱腔句子之間扣得更緊的形式，有人稱之為〔連環扣〕。 

慢板類中另外兩種變體板式：〔金鉤掛〕的唱腔基本結構與〔慢板〕相同，

只是律有所簡化，句與句之間的過門全部刪除。〔反金鉤掛〕是在〔金鉤掛〕的

基礎上，將句子中第一、二兩句詞節的唱腔旋律在節奏上加以壓縮變化而成。此

外，慢板類唱腔中還有「導板頭」和〔哭劍〕。「導板頭」是由〔非板〕過渡到〔慢

板〕並具有一板三眼的節拍和主要由「哎咳」之類的虛音襯字構成附加腔句，故

有「虛字導板」之稱。〔哭劍〕原是傳統劇碼《頭冀州》中蘇妲已所唱的一個專

用曲牌，旋律為一板三眼，沿用日久已成為常與〔慢板〕穿插交織在一起的頗具

特色的一種曲調。 

（二）流水板類 

流水板類：包括〔流水板〕及變體板式〔流水連板〕、〔流水垛板〕及〔呱嗒

嘴〕等。〔流水板〕是一板一眼，記譜為 2 / 4，或節拍緊縮一倍而記為 1 / 4。它

的起板過門以一句七小節的旋律為基礎，此旋律可以多次反復，直至演員開唱；

並常依速度快慢的不同，在其基本骨幹音不變的前提下予以簡化或加繁。〔流水

板〕唱腔以跨小節的切分節奏為突出的結構特徵，上、下句的起落和旋律的起伏

轉折多是在眼位上。上句落音較自由，下句則落 5 或 1 音，一般上、下句大都整

合一氣呵成，詞節間無頓逗，並且每句之後均有一個隨腔過門。 

〔流水板〕唱腔的句式靈活變化較多，常見的變化形式多是依唱詞中三個詞

節的自然分逗，將一句唱腔分作兩個或三個分句，並多於其間插入短小而靈活的

過門。〔流水板〕可由一個普通的上句直接起腔，另外還有多種不同的起腔形式，

大都由普通的上句擴展而成。它的收腔則是由普通下句擴展而成，其中旦腔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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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與收腔中，還有一些帶襯詞的花腔。〔流水板〕可以獨立構成唱段，也可以與

其它板式連接使用，傳統的成套唱腔中最常見的是由〔慢板〕，轉入〔流水〕再

轉入〔二八板〕的形式。另外，它還可以通過「倒送板」收腔，就是在音樂正常

進行中，突慢一倍並落於 Do 音，或通過無板無眼的〔栽板〕過渡，轉入〔慢板〕。 

流水板類中另幾種板式均由〔流水板〕變化發展而成，板眼形式也為一板一

眼，有〔流水連板〕、〔流水垛板〕、〔呱嗒嘴〕等，它們在結構上各有不同的變化。

〔流水連板〕：句子無長拖腔，句尾的隨腔過門多被刪減；〔流水垛板〕：上、下

句均眼起板落，字密腔簡，隨腔過門全被刪除；另有在〔流水垛板〕的上句與下

句的句尾各加上擊樂〔兩鑼〕的，又習稱為〔兩鑼贊子〕；〔呱嗒嘴〕：唱詞為五

字句，句幅也相應縮短，多數為眼起板落，句間無過門；亦有板起板落並於句尾

加隨腔過門者，習稱〔頂板呱嗒嘴〕12。 

（三）二八板類 

二八板類：包括［二八板］、［快二八板］、［緊二八板］、以及它們的變體［

二八連板］、［二八亂彈］、［二八垛板］、［狗廝咬］、［踢腳靠］、［搬板凳］等。 

［二八板］是一板一眼，記譜為 2 / 4，它的起板過門與［流水板］的起板過

門相同。［二八板］的上句與下句均有起於眼落於板和起於板落於板兩種形式。

上句落音較自由，下句落 Sol 或 Do 音。傳統唱腔中，通常兩句甩腔一次，後接

間插鑼鼓的過門。［二八板］中如上所述的兩句一甩腔，並接以較長過門，俗稱

「兩句一墊」的形式，又稱「雙頭韻」，另外，還有一種「一句一墊」，即上、下

句均甩腔，並都接有鑼鼓過門的形式，則習稱「單頭韻」，在傳統唱腔中，「雙頭

韻」使用較多。 

［二八板］還有一種「三起腔」的形式，是先將第一句唱詞悠長舒展的旋律

多次唱出，多為一句三腔，中間穿插過門和［兩鑼］，再通過間插鑼鼓的長過門，

多為〔長鑼〕轉〔五鑼〕或〔三鑼〕轉入「雙頭韻」。「三起腔」中所唱過的一句

唱詞須再唱一次13。50 年代以前的傳統戲演出中，有的將〔三起腔〕唱兩遍：第

一遍先在幕內唱(故又有「頂簾」或「起撩子」之稱)，接著上場再唱第二遍，之

                                                      
12

 在豫劇界，亦有將〔兩鑼贊子〕和〔呱嗒嘴〕歸入二八板類者。 
13

 「三起腔」若轉入「單頭韻」，則直接唱其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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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轉入〔二八板〕的「雙頭韻」。在旦角所唱的「三起腔」中，還有許多由「哪

呀咳、伊呀咳」等襯詞構成的花腔。〔二八板〕的收腔形式也有多種，均是在普

遍下句旋律結構的基礎上發展變化的基礎上發展變化的，其中既有較簡潔的收

腔，也有如豫西調中那樣較長而委婉的收腔及如豫東調中那樣華麗的花腔收腔。

這些資料也顯示豫劇梆子腔在歷時性和共時性上的自變體式。 

〔快二八板〕和〔緊二八板〕是由中速的〔二八板〕逐步加快，唱腔旋律、

過門，包括過門中的鑼鼓點，均逐步簡化，節拍亦逐步緊縮而成。〔快二八板〕

為有板無眼，記譜為 1/4，過門和少部分唱腔旋律節拍有定，大部分唱腔常常在

梆子每拍一擊的 1/4 拍伴奏中自由散唱，習稱「快打慢唱」。〔緊二八板〕中除鑼

鼓點的節拍有定外，其唱腔及大部分過門均是在 1/8 拍伴奏中「緊打慢唱(奏)」，

也就是梆子擊節比〔快二八板〕約快一倍。 

二八板類另外還有幾個變體板式，有〔二八連板〕、〔二八亂彈〕、〔狗廝咬〕、

〔踢腳靠〕和〔搬板凳〕等，都是唱腔音樂在連接上過門的不同應用，以及重音、

力度的變化形式，一般都是為了配合演唱中的某些舞蹈身段，或是音樂氛圍而特

別產生的音樂變化現象。另外，二八板類中還有「哭腔」、「叫板」兩種附加腔句。

「哭腔」多穿插於〔快二八板〕或〔緊二八板〕唱腔中，其唱詞多是在上下句結

構之外附加的帶有特定稱謂的喟嘆性的短句，如「哭了聲老爹爹，叫了聲老母親」

等等。這裡的「叫板」是指那些在正式唱段之前「唱」出來的起導引作用的旋律

片段。其唱詞通常為「哎、嘿」之類的嘆詞，或帶有特定稱謂及某種特定指向的

短語，如「丫鬟，攙我來呀」、「奴才，聽了」等等。〔叫板〕可以分別導入〔二

八板〕、〔快二八板〕、〔緊二八板〕等。 

（四）散板類 

    散板類：主要有〔非板〕14、〔滾白〕兩種板式。另外，還有非獨立板式「裁

板」和〔大起板〕等，均為無板無眼。〔非板〕的唱詞為上、下句結構。上句落

音較自由。下句一般落 Sol 或 Do 音。它的起板過門比較簡潔。上句或下句之後，

一般均接〔兩鑼〕，有時也僅奏簡短的散文過門。〔非板〕可以由普通上句直接起

腔，也可將上句中最後一個詞節，以悠長的高音先行唱出，接下來再轉入普通的

                                                      
14

 有的著作中也寫做「飛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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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板〕上、下句，這種起腔形式，稱做「圓簧」。另外〔非板〕唱腔中還有一

種叫「二鈸」，是上句唱腔中一種變體形式，多在劇中人遇到震驚或重大刺激時

所用。通常一句唱詞中的前幾個字，用近似呼喊的方式快速唱出，隨之緊擊兩鑼，

後半句則放長腔，並且多轉入〔快二八板〕或〔緊二八板〕中的「哭腔」。這種

板式能造成激烈或悲憤的效果。 

    〔滾白〕的唱詞近乎散文體，押韻亦不嚴格。唱腔中常有夾雜韻白。其唱腔

再唱詞句式參差不齊的條件下，大致還可以顯示出上呼下應的特點，下句多落

Sol 音。〔滾白〕有特定鑼鼓點和過門，它們不僅用於開唱前的起板，而且還常在

整個〔滾白〕唱段中多次出現。 

    以上四個板類的各主要板式中，在唱段裡需要加入話白或表演動作的時候，

常在某個上句或下句唱腔後作暫時的收束，習稱為「壓板」。「壓板」時一般接奏

以該句唱腔的尾音為旋律中心音，並可做無定次反覆的「行弦」音樂。話白或表

演動作結束後，在通過特定的簧頭和過門，將唱腔接續下去。各種板式的行弦音

樂，依所「壓」板式的不同，節拍型式也不同。其中「慢板」的行弦音樂為一板

三眼；「流水板」與「二八板」的行弦音樂均為一板一眼，只是速度比唱腔慢一

倍；「快二八板」的行弦音樂與唱腔的節拍、速度相同；「緊二八板」的行弦音樂

特別急促。「非板」壓板時，根據需要可分別「借」用「流水板」、「快二八板」

或「緊二八板」的行弦音樂。 

    豫劇傳統唱腔的調高，多以班社裡主要演員的嗓音高低來定，大抵從 1＝D

到 1＝＃
F 不等。20 世紀 50 年代以後，多數豫劇團體以固定為 1＝b

E，豫東調與

豫西調均在此同一的調域內。其中被稱為「上五音」的豫東調，唱腔下句多落

Sol 音，其調是音階中的「五正聲」為「Sol、La、do、re、mi」與「Sol、La、

Si、re、mi」並存15，演唱多用假嗓；被稱為「下五音」的豫西調，唱腔下句多

落 Do 音，其調是音階中的「五正聲」為「Do、Re、Mi、Sol、La」，少數為「Do、

Re、Fa、Sol、La」16，演唱多用真嗓。在用嗓方面，除以上所述的真、假嗓以

外，50 年代以後，由豫劇院三團帶頭進行的，以真聲為主並結合使用真假聲相

結合的「夾本音」的男聲唱腔改革實驗，70 年代已得到普遍推廣。另外，在行

當用腔方面，以淨腳的「炸音」唱法較為突出。再就是豫東調與豫西調中過去均

                                                      
15

 「Sol、La、do、re、mi」為
ｂ
Ｂ徵調式，「Sol、La、Si、re、mi」為

ｂ
Ｂ宮調式，Sol 音為宮。 

16
 「Do、Re、Mi、Sol、La」為

ｂ
Ｅ宮調式，「Do、Re、Fa、Sol、La」為

ｂ
Ｅ徵調式，Fa 音為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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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翻高八度以假聲行腔的唱法，叫做「贗腔」或「謳」。20 世紀 40 年代

以後，這種唱法逐漸減少而終告絕跡。 

三、豫劇的文武場音樂 

    豫劇的樂隊由文場和武場兩部分組成，其文武場有特有的樂器伴奏，能凸顯

豫劇音樂的特色，本文分別將豫劇文武場所使用的樂器分述如下。 

（一）文場音樂 

豫劇文場音樂原有三人所司的大弦，又稱「八角月琴」、二弦，又稱「硬弦」

或「木筒小板胡」，和三弦，又稱「桐板高音三弦」，號稱「老三手」，通常他們

還要兼吹嗩吶。20 世紀後，有不少班社加用「皮嗡」，形制與京胡相同，多數用

軟弓拉奏，有的還以皮嗡取代了二弦。30 年代以後，主奏樂器又改用中音板胡，

俗稱「飄ㄦ」，而不使用八角月琴與皮嗡均。50 年代以後，文場中又逐漸增添了

二胡、竹笛、方笙、悶子，有的還增加了琵琶、墜胡、低胡等，後來也有的引進

了西洋管弦樂器。 

（二）武場音樂 

武場有五人演奏鑼鼓樂，主要由鼓師一人司手板（拍板）與單皮鼓，另外還

有大鑼、小鑼、手鑔和梆子，合稱「硬五手」。其他打擊樂器還有堂鼓、大鼓、

吊鑔、風鑼、碰鈴、木魚等，亦統由此五人兼司。此外，早期豫劇的武場中還有

一套「大銅器」，即大篩鑼和號稱「四大扇」的大鐃與大鑔，通常於打「開台」

及演出中某些宏大的場面。在使用「大銅器」的同時，還要加入一種長管「尖子

號」，通常由班社中箱管兼吹。20 世紀 30 年代以後，這些「大銅器」及「尖子

號」也逐漸不使用了。 

（三）伴奏手法 

     豫劇的樂隊，早期多以配合演員的唱腔憑經驗即興伴奏，伴奏手法有許多

種，有隨腔齊奏、隨腔加花、只唱不奏、放腔、接奏跟腔過門、十字路口等齊等，

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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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腔齊奏或隨腔加花，如「慢板」、「二八板」的中、慢速抒情性唱段，就是以跟

腔演奏的手法；還有一種只唱不奏，就是演員唱，樂隊停止，在豫劇中多為一般

敘事性的唱句使用；還有以某種固定的節奏與唱腔相襯接奏跟腔過門。此外，一

般的唱腔句子和需要「放腔」或其他需要強調的句子，乃至在一句中需要加重的

字位元，如「垛板」，上、下句中兩個腔節的尾音，其力度處理均有明顯的差別。

再加上速度方面的變化，使得整個唱腔輕重、抑揚、鬆緊、徐疾，對比鮮明生動，

錯落有致。在伴腔時，各樂手根據自己所操樂器，在定弦與把位或筒音與指法等

方面的不同，所奏的旋律，或高、或低、或加花、或平直，常常有所不同，但在

句尾落音處均趨於一致，豫劇界稱這種伴奏手法為「十字路口等齊」。 

豫劇在文場音樂中，也有樂器曲牌，按傳統習慣，依據主奏樂器的不同，分

為「絲弦曲牌」，習稱「弦牌子」和「嗩吶曲牌」兩大部分。此外，少數豫劇班

社的老藝人中，也還蒐集到一些用竹笛演奏的橫笛曲牌。豫劇的樂器曲牌主要來

源於崑曲或其他較古老的劇種，以及民歌或民間器樂曲等。 

四、豫劇音樂的創新特色 

豫劇音樂經過許多藝師的傳承，並在河南不同地域的流播，加以不斷的創新

和改變，不論其唱腔基本型態，還是表現手法，都產生了許多的變化。這些創新

的特點分述如下： 

（一）腔調的創新：有兩個創新的部分：其一是在豫東調、豫西調兩大流派的相

互融合中，發展出以真嗓唱法為主的男聲唱腔；其二是在原有單一的 1＝b
E 的基

礎上，採用上方五度 b
B 和向下方五度 b

A 移宮，創作的各主要板式的反調唱腔，

尤其是以 b
B 為宮的反調〔慢板〕、〔二八板〕、〔流水板〕等已被普遍運用。 

（二）創新演唱板式：較常見的有在〔二八板〕基礎上創編的〔二六板〕，和一

板二眼的三拍子〔二八板〕等，還有在〔慢板〕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慢三眼〕

等不同節拍的板式。 

（三）創新演唱形式：在原來僅有獨唱和對唱的基礎上，發展了齊唱、重唱、伴

唱和合唱等形式。 

（四）創新幕間及場景音樂：經過創作設計的幕間及場景音樂，改變了以往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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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傳統老曲牌的做法，採用配合情節的發展，進行新的音樂創作，可在情緒上

有渲染情節的效果。 

（五）增加配器：在樂隊的編制和配器上，尤其是在使用小型民樂隊和中西混合

樂隊的配器方面，也有一些創新。 

豫劇雖然也是使用梆子聲腔演唱，但是在河南不斷發展中，以河南的方言演

唱梆子腔，其劇目性質、音樂內容、唱腔特色、板式運用、伴奏樂器、伴奏曲牌

等，都與山陝梆子、河北梆子不同，形成了河南特有的戲曲劇種。 

結論  

開封在 1954 年以前是河南省會，是文人薈萃、經濟發達的城市，在清末民

初開封有許多「茶社」，也就是「戲園」，經營者為了茶社生意上的營運，分別邀

請河南梆子戲班演唱，在茶社演出。在不同茶社演出的演員，也有較勁的現象，

彼此刺激進步，因此這樣的場合，培訓了許多優秀的梆子戲演員，因此有一批優

秀演員在開封成名，而促成了豫劇的發展，讓開封成為豫劇傳承、推廣的重要孕

育溫床，也可以說豫劇這個非常重要劇種的發展，與開封的社會現象有密切的關

係。 

就河南豫劇的發展而言，唱腔是重要的課題，從歷時性的觀點分析豫劇唱腔

是方法之一，歷代在同一地區的豫劇，雖然在脈絡上是繼承傳統，並且一脈相承，

但是各朝代因為生活環境之不同，民眾美學觀的轉變，就豫劇本身而言，都一定

會有消長、會有轉變，因此研究豫劇腔調論題時，首重時間的基準；就共時性的

方法觀之，即使同一時期，豫劇唱腔因為流播的關係，會產生許多的變體或綜合

體，使豫劇中不同的腔調也會互相借鑒學習，讓單一腔調的劇種從「兩下鍋」的

情形，變成多腔調劇種，尤其地域越大、腔調越多，演出劇團流動越大，那麼產

生質變的情形就會更多，因此就更增加研究腔調音樂的困難度。而這些研究的發

法都可以開封為中心進行分析與探究，進而對於豫劇的音樂特色有深度的理解。 

我們知道戲曲劇種中，唱腔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豫劇早期在開封有很好的

發展，而其唱腔是融合以開封為中心的「祥符調」、以商丘為中心的「豫東調」、

以沙河流域以周口、漯河一帶為中心的「沙河調」和以洛陽為中心的「豫西調」

等，發展成為現今的豫劇，可見開封對於豫劇本質的影響非常重大。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6%B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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梆子腔擁有悠久的歷史，豫劇是梆子聲腔的劇種，在豫劇的體製內又有許多

不同的腔調，所以這一層一層的變體都非常複雜。因為我國地方戲曲聲腔是有機

體，會隨時空的轉換而有多樣的變化，要論述戲曲的聲腔實非易事，但是基本上

可以有系統地從歷時性與共時性的觀點論之，進行多層次的梳理，以理解戲曲聲

腔系統的種種現象。筆者認為可以一地一劇種為核心，探究其歷代的變遷現象，

以了解其根本面貌，繼而一層一層的從此劇種的周圍地域之劇種，排比其聲腔、

唱腔、劇目與主奏樂器之異同，進而探究出彼此之脈絡關係與互相影響的層面。 

豫劇是梆子腔之音樂屬於板腔體，擁有多種板式的變化，呈現音樂不同情感

的表達，今整理其音樂特色試述如下： 

其一，在演唱上具有剛毅、豪放、粗曠和行雲流暢的特質；其二，唱腔音樂

有引子有過門，互相穿插配搭有變化；其三，在板式上有不同的板式變化，呈現

不同力度的音樂效果；其四，在音樂的節奏上，以眼起板落的形式居多，形成重

音結束的音形；其五，伴奏樂器以板胡演奏主旋律重線條，以梆子擊節重顆粒感，

產生特殊的聲響效果；其六，主奏樂器的伴奏有隨腔演奏、隨腔加花、腔繁音簡

和腔簡音繁等手法。 

我國戲曲從小戲發展到大戲，體製上就有許多變化，而藝術性高的成熟大

戲，唱腔音樂更是豐富。雖然各地方都有以當地語言為基礎形成的腔調，而這些

腔調成熟之後，流播出去有的腔調因為無法適應他地的文化，而逐漸消失；另有

一些腔調流播到他地，能快速地融入當地戲曲劇種之中，不僅能被當地戲曲劇種

吸收，還強於當地的腔調，成為此劇種的主要腔調並加以傳承，那麼聲腔系統就

產生了。所以我們可以這麼說，只有藝術性成熟，具有特殊風格的強勢腔調，才

能形成聲腔系統。而我國的崑山腔系、皮黃腔系、高腔系和梆子腔系等四大聲腔

就是這樣形成的。 

從這些不同聲腔的戲曲劇種中，理出我國四大聲腔體系所發展的大戲音樂現

況，發現目前的戲曲劇種，已經從早期以地方方言演唱，獨具地方特色的形式逐

漸的轉型，不論是劇目的傳承，或演員腳色行當的模仿，或主奏樂器的影響，都

讓同聲腔系統的戲曲劇種擁有相似的表演形式。然而細部觀之，又發現這些劇種

的音樂，包含唱腔、曲調名稱、板式名稱或樂器等，雖然都有不同的命名，但是

從音樂曲式、過門、唱腔旋律、節奏分析，基本上是同中有異而異中有同。 

流播在各地方的豫劇，是以相同聲腔為主要唱腔的戲曲劇種，基本上像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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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同一個母體的兄弟姊妹，雖然血緣相同，但是各自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加以

成長的環境不同、時代背景的變遷，形成具有各自特色的獨立的戲曲劇種，也可

以說豫劇在開封發展之後，流播到其他地區，而形成更多的流派，使河南梆子有

更多元的發展。我們從本文中所論述豫劇在開封的展演現象，就能理解開封的經

濟與文化藝術社會現象，對於豫劇的發展是有緊密的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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