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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河南坠子发展历程与生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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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河南坠子源于河南,流行于河南、山东、安徽、北京、天津等地,是上述地区广大农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艺

术形式之一。本文简述了河南坠子的发展历程，考察了河南坠子的生存现状，提出了振兴河南坠子的思路与建议。  

  [关键词]  河南坠子  发展历程   生存现状  

  河南坠子源于河南，由流行于河南与皖北的曲艺道情、莺歌柳、三弦书等结合形成，属曲艺种类之一，约有百年历

史，流行于河南、山东、安徽、北京、天津等地。因为主要伴奏乐器为“坠子弦”（坠胡），用河南方言演唱，故称河南

坠子。演唱者一人，左手打檀木或枣木简板，边打边唱。也有两人对唱，一人打简板，一人打单钹或书鼓。还有少数是自

拉自唱。伴奏者拉坠胡，有的并踩打脚梆子。传统的唱腔分为起腔、平腔、送腔和尾腔，唱词有三字崩、五字嵌、七字

韵、巧十字等多种句式。  

  一、河南坠子的发展历程  

  河南坠子创始人为开封的乔治山，清代嘉庆时人，原在开封唱三弦书，经他将三弦改为二弦，从弹拨改为拉奏，取名

“坠胡”。他经常演唱的剧目为“玉虎坠”，群众遂称他为“唱坠子书的”，后来出了名，就叫坠子书。坠子书开始为单

人独角，自拉自唱，脚上系一击槌，用以击节。同治年间与道情结合，形成一人持简板击节演唱，一人拉坠胡伴奏，唱奏

开始分工。1920年前后，简板又改用铙钹，同时坠子出现女演员。乔利元也是河南坠子的创始人之一，他开始在河南大名

县拜程长会习唱山东大鼓，后改唱河南坠子，他与妻子乔清秀将河南坠子进一步改进，形成乔派风格，唱红了京、津地

区。乔清秀，本名袁金秀，女（1910-1944），河南濮阳南乐人，少小家贫，14岁开始河南坠子，15岁小有名气。上世纪

二十年代在天津等地演出期间，在师傅（后来为丈夫）乔利元、琴师康元林和老师潘春聚等人的支持或配合下，从梨花大

鼓、京韵大鼓、天津快板书等戏曲、民歌中吸取营养，在河南坠子传统唱腔的基础上进行大胆创新，创出一套优美动听、

独具一格的坠子唱腔。其唱腔圆润优美，表演真挚动人，扮相俏丽大方，在京津引起轰动，遂赢得“坠子皇后”、“坠子

大王”美誉，成为后世公认的“乔派坠子”创始人。在艺术生涯中，一贯注重平民，不阿权贵，且具高尚民族气节，1939

年应邀赴丰天演出，多次拒绝为伪满要人及宪兵队演出，与丈夫乔利元同被伪满宪兵队逮捕，受尽酷刑，终不屈服。丈夫

被迫害致死后，她于1944年回到天津，不久含恨而死。其优秀唱段《扬家将》、《包公案》、《王二姐思夫》、《玉堂

春》、《兰桥会》、《宝玉探病》等被天津、上海等地的数家唱片公司灌制成二十余部唱片，广为流传。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唱河南坠子的男、女戏班纷纷来京，争演于天桥爽心园、天花园等杂耍园子，孙家、贾家

等茶馆和露天场棚中。这一时期有鸳鸯档（夫妻搭档表演），其中卢永爱和任永泰夫妻俩尤受欢迎。妻子唱做俱佳，身段

好看，表情细腻。丈夫专会抓哏，形象表演使人解颐。女演员姚俊英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她嗓音甜润，动作潇洒。她拿手

的段子为《小黑牛》、《刘二姐栓娃娃》、《许仙游湖》、《黛玉悲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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