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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溯源与流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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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昆曲”列入世界首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名录”，这标志着它已成为

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作为古老的艺术瑰宝，昆曲长期流行于江苏昆山一带，以昆山方言吟唱，故名为“昆山腔”。经历代艺人口传心

授，千有余年，脉络清晰，斑斑可考，是中华戏曲文化的活化石，被尊为“百戏之祖”，颇值得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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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昆曲”列入世界首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名录”，这标志着它已

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作为古老的艺术瑰宝，昆曲长期流行于江苏昆山一带，以昆山方言吟唱，故名为“昆山腔”。经历代

艺人口传心授，千有余年，脉络清晰，斑斑可考，是中华戏曲文化的活化石，被尊为“百戏之祖”，颇值得一书。追根溯源昆曲之源头，

最早可追溯到唐玄宗李隆基时代。据清康熙《昆山志》载：“陶岘，唐开元中（726年前后），家昆山，其学娴经济，亦以文学自称。生

知八音，撰《乐录》八章。陶岘有女乐一部，善奏清商之曲。唐开元（公元713— —741年）末名闻朝廷，经过郡邑，靡不招延。”文中所

谓“八音”者，指古代制造乐器的八种物质，即金、石、革、匏、土、木、丝与竹也。“女乐一部”则指家伎之属，即当今之乐队。可见

当时昆山一带的民间音乐便已初具规模。比陶岘稍晚者，有黄幡绰。据唐人赵泽章所撰《因话录》，黄幡绰原是宫廷艺人，擅演滑稽戏，

甚得唐玄宗赏识。安史之乱起，幡绰定居于昆山阳澄湖畔绰墩山，卒后便葬于此。南宋时人龚明之《中吴纪闻》有云：“昆山县西二十

里，有村曰绰墩，故老相传，此黄幡绰之墓。”明人魏良辅所著《南词引正》谈道：昆曲“唯昆山为正声，乃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清

人刘亮采所辑《梨园原序伦•论四方音》则云：“黄幡绰，昆山人，始变为昆腔，其取平上去入四声，正而无腔，字有肩，板有眼，阴阳

清浊。”由此可见，将昆山腔起源追溯至唐代，当无疑义。昆曲自始便不仅有地方之依托，且源于宫廷大雅之乐也。在现在的昆曲中，石

与土音已不用，其余六音尚存。如金之锣、钹、铙；丝之琵琶、三弦，竹之笛、箫，匏之笙，革之鼓，木之木鱼、绰板等。旷世南音昆曲

萌芽于唐代，经两宋数百年发展，至元代已眉目初具。蒙元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各民族分为四等，原南宋人被划为最低等级。文人士大

夫与朝廷感情疏离，大多数隐逸江湖，以诗文、书画、声伎自遣。同时，在思想控制方面，元代却相当宽松。上述两方面共同为昆曲的发

展提供了社会条件。元后期，江南名士昆山顾阿瑛出现，为昆曲的发展和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顾阿瑛（1310年—1369年），名瑛、一名

仲瑛，字德辉，号金粟道人。其才性高旷，精于音律，擅长吹、拉、弹、唱，以声伎广交四方宾客；所筑“玉山草堂”建筑群总称为“玉

山佳处”，分别有：桃花轩、钓月轩、春晖楼、秋华亭、可诗斋、碧梧翠竹堂、柳塘春、君子亭、书画舫等36处。可谓是江南巨富。他轻

财结客，多次辞官。阿瑛在玉山草堂汇集一批热心创作、才情焕发的词曲家及杂剧、南戏作家和表演艺术家。外籍名士有柯九思、倪云林

等。本地名士除玉山草堂主人顾阿瑛外，还有袁华和顾坚。顾坚，昆山千灯人，生活于元末明初，为昆山腔创始人。其“精于南辞，善作

古赋”，兼作家、戏曲音乐家、歌唱家于一身。顾坚整理、加工了南曲的不少声腔如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青阳腔等，将当时昆山的

歌谣小曲，升华为一种不用乐器伴奏的清唱与和唱的艺术形式，其声腔又是非常悦耳动听的曲调，逐渐形成为“昆山腔”。简而言之，

“昆山腔”也就是用昆山方言的吟唱文人的典雅之词，通常还有笛子等乐器来伴奏，可称清客、清曲，一般为坐唱，并不上台表演。顾阿

瑛及其同道雄厚的财力和高雅的性情，加之对艺术的痴迷与执著，是昆曲成长的基础。登堂入室真正的戏剧，必须有台上的正式表演。至

明嘉靖十年至二十年间（1531～1541），居住在太仓的魏良辅借张野塘、谢林泉等民间艺术家的帮助，总结昆曲演唱艺术的成就，吸取海

盐、弋阳等腔的长处，对昆腔加以改革，总结出一系列唱曲理论，从而建立了委婉细腻、流利悠远，号称“水磨调”的昆腔歌唱体系。但

这时的昆腔也仅仅是清唱。其后，昆山人梁辰鱼，继承魏良辅的成就，与郑思笠、唐小虞等对昆腔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改革。隆庆末，他编

写了第一部昆腔传奇《浣纱记》。这部传奇的上演，扩大了昆腔的影响，文人学士，争用昆腔新声撰作传奇，习昆腔演唱者日益增多。由

是昆腔遂与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并称为明代四大声腔。到万历年间它的影响已从吴中扩展到江浙各地。万历末，已是“四方歌曲必宗



吴门”，并且“声各小变，腔调略同”，形成了众多流派，一跃而居诸腔之首。昆腔传入北京，又迅速取代了继北曲之后盛行于北京的弋

阳腔。它不仅为士大夫所喜爱，而且也深受群众欢迎，遂逐渐发展成全国性剧种，称为“官腔”。作为戏曲，唱腔是最重要的因素。唱腔

是否丰富是否优美，直接影响到戏曲的流传。就当前而论，黄幡绰所传的昆曲早已失传，顾坚所创的昆曲也已成绝响，今人已难以评点其

唱腔的优劣。但透过史料记载的蛛丝马迹，无论从“唯昆山为正声”、“善发南曲之奥”（明•魏良辅）、“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

（明•顾起元）、“听之最足荡人”（明•徐渭），还是能体味出昆曲的艺术优势。在此基础上，明代魏良辅锐意革新，贡献实多。他慕名

昆曲，寄寓太仓，用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卧薪尝胆，为昆曲的新生呕心沥血。他的具体做法一是“尽洗乖声”即清除违背音律的“倒字

腔”，以达到字正腔圆的艺术效果；二是“调用水磨”即把曲调设计得委婉细腻，像“水磨”的效果那样软绵滑润；三是“拍挨冷板”即

制订抒缓的清唱板式，并交给鼓师指挥，使唱腔优美动人。此外，还将昆曲语言改为“中州官话”，因而去除了大范围传播的障碍。他还

选定曲笛作为昆曲的主奏乐器，与“水磨腔”珠联璧合。经魏良辅一系列的改良，使昆山腔脱离了里巷歌谣、村坊小曲式的低迷阶段，成

为可登大雅之堂的正声。一时昆曲名望陡增，知音者众，出现了“四方歌者皆宗吴门”（清•徐树丕）的繁荣局面。盛极而衰经魏良辅对

昆曲的锐意革新，昆剧进入蓬勃兴盛的时期。剧作家的新作不断涌现，戏班竞演新剧，蔚然成风至清朝中叶，昆曲达到鼎盛。其唱腔优美

动人，风靡天下。昆曲已从坐唱的形式发展到舞台表演，产生了更诱人的艺术魅力。表演艺术日趋成熟，身段表情、说白念唱、服装道具

等日益讲究，已有老生、小生、外、末、净、付、丑、旦、贴、老旦等脚色，分工细致，有利于刻画人物。从演出形式看，折子戏逐渐盛

行。初期，昆腔班多演出全本传奇，一本有四、五十出，须两晚以上或更多时间才能演完。明代末叶，弋阳诸腔的传奇演出风行南北，以

大量新编历史故事戏及生动的情节，热烈的场面吸引广大观众；倚重生、旦格局，讲究曲词典丽的昆山腔传奇难以匹敌。于是明末清初的

艺人通过演出实践，删除了一些软散场子，紧缩凝炼，删除枝节，节演整本名剧，同时，又从剧中选其特别精彩的一出或数出，加以充

实、丰富，使之成为可供独立演出的短剧，这就是“折子戏”的诞生。加以清康熙时，大兴文字狱，在扬州设局修改词曲，加强对戏曲的

控制，追使剧作家的创作远离现实，造成《长生殿》、《桃花扇》以后优秀剧作的寥落，这也是促成折子戏盛行的原因。乾隆三十五年

（1770）由玩花主人编选、钱德苍续选的折子戏总集《缀白裘》的问世，标志着昆腔演出全本传奇时期过渡到演“折子戏”时期。折子戏

以其生动的内容，细致的表演，多样的艺术风格弥补了当时剧本创作冗长、拖沓、雷同的缺陷，给乾隆、嘉庆年间的昆剧活动带来了生动

活泼的局面。通过艺人对戏剧人物的精雕细琢，出现了一批生、旦、净、丑等本行为主的应工戏，如生、旦的《琴挑》、《断桥》、《小

宴》；旦脚的《游园》、《惊梦》、《痴梦》；净脚的《山门》、《嫁妹》；付、丑的《狗洞》、《下山》等，都是观众百看不厌的精

品。然而单演折子戏也带来了一些弊病，如造成大量整本传奇的湮没，使剧目锐减；表演凝滞，唱做过分持重，束缚了创新；剧目陈旧，

缺乏新鲜气息。加之格律过分谨严，文辞古奥典雅。这就使昆剧逐渐脱离大众，步入萧条。就在此时，各种地方戏曲形式乘虚而入，纷纷

吸收昆曲中的精华而有所更张，扬弃繁琐的曲牌，新的板腔体系逐渐形成，即所谓“花部”戏曲，并与昆曲展开生死竞争。乾隆末年，昆

剧在南方虽仍占优势，但在北方却不得不让位给后来兴起的其他声腔剧种。道光以后，江南的昆剧虽曾在新兴的城市上海支撑一时，但到

同治末，光绪初，以新鲜、通俗见长的徽班与京班相继南下，经过一段时期的竞争，昆曲终于不敌对手，处于下风。一度辉煌的昆曲此时

在乡间难有市场，在城市难以支撑。昆曲艺人纷纷改行，昆曲团队纷纷解散，已到了奄奄一息、日暮途穷的地步。枯木逢春然而，不少昆

曲痴迷者仍留恋着经过数百年锤炼的经典艺术，不甘就此任其沉沦，决心从培养人才入手，争取让昆曲东山再起。1921年，经戏曲家和企

业家携手努力，在昆曲的发祥地苏州成立了“昆剧传习所”。聘请名家教授，招收少年习艺，主学昆剧，兼学文化，打造出富有文化底蕴

和艺术特长的昆曲表演人才。五年间，共培养“传”字辈演员了40余位，行当齐全，唱演皆能，从继承优秀“折子”戏入手，全面掌握了

前人的精湛技艺，成为传承昆曲艺术的中坚力量。随后，他们开始组团献艺，以更浓的韵味、更美的身段展演在舞台上，使昆曲又重获新

生。之后，在承上启下的昆曲继承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昆剧传习所”是昆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使昆曲摆脱了困境，迎来了转

危为安的曙光。新中国成立后，昆曲得到承传。1955年，浙江昆剧团根据清初朱素臣同名传奇改编的《十五贯》（陈静执笔）上演。针对

传奇本语言深奥晦涩、堆砌典故的弊病，改编者又做了通俗化、性格化的文学加工，使作品的舞台搬演变得平易、简洁、清晰又富于表现

力。推出后，经久不衰，被称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自此，昆曲走向复兴，现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湖南均有成建制的昆

剧团。余音绕梁昆曲的历史源远流长，回首历历往事，千余年正声大雅，数不尽名士风流，时而跃上巅峰，时而跳入谷底；时而趋之若

骛，时而门可罗雀；时而捧若珠宝，时而弃若敝屣；忽热忽冷的昆曲情结，忽明忽暗的昆曲命运，令有识之士焦虑万分，一批批仁人志士

为保护昆曲而前赴后继、呕心沥血，才使昆曲薪尽火传，绵延不绝，才有今天“鹤立鸡群”超凡脱俗的艺术价值。况且在其他诸戏种中，

昆曲之魂游离飘荡，挥之不去；昆曲之形若隐若现，似曾相识。当今时代，诸事崇新，而保护国粹，任重道远；如何保护，众说纷纭。一



出出山穷水尽、又一曲曲柳暗花明，前述昆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和2003年3月文化部又命名昆山市为“中国昆曲之乡”的佳音，使得由

“昆山腔—昆曲—昆剧”，最后确定为“昆曲”的古老艺术形式将得到永久保护，使中华民族戏曲文化魅力永住，地久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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