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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县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中部偏西，渭北高原南

缘，省城西安之西北。东接礼泉县，南连兴平，武功二

县，西邻扶风县北靠永寿、麟游二县。

弦板腔是流行于陕西咸阳、乾县、礼泉、兴平、

武功、周至一带，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古老剧种。

它是以主要伴奏乐器弦子和板子而定名的。到1958年

以后，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指引

下，乾县、兴平市、礼泉县人民剧团首次将弦板腔《春

暖花开》搬上了大戏台，由真人表演，从此代替了皮影

的表演形式。经作者调查目前演出弦板腔的剧团大都

解散了，大都开始唱秦腔，只有在乾县马连村还有弦板

腔，并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这引起作者的思考，

经时间的考验、岁月的变迁，弦板腔为何不以舞台表演

的形式发展，而是以最古老的皮影表演的形式流传于

世？

弦板腔皮影戏产生于何时，并没有确切的记载，只是

听弦板腔老艺人郝镇安（1906——1984）口述：“弦板腔

只见过以皮影戏的形式演唱，老年人说叫‘隔帘说书’，

起初是用纸剪成人人演唱的”。据不少艺人回忆，清乾

隆、嘉庆年间（1736  —1820），是弦板腔的兴盛时期，当

时形成弦板腔东路咸阳刘致和班、兴平的换印子班以及西

路礼泉杨五班、乾县朱九班为代表的四大名班。东路流派

唱腔豪放，以马线（武戏）见长；西路流派则唱工细腻，

情态逼真。清光年间，弦板腔的班社越来越多，无论是演

唱还是演奏都比以前更富有特色和个性，音乐上也更丰

富。

一、音阶、调式和定弦

弦板腔音乐有欢音和苦音之分，以徵调式居多，

从调性色彩上看，欢音旋律显得刚健、奔放明亮；苦音

旋律柔和、细腻、暗淡，在旋律方面具有级进、跳进并

存的特点，更为突出的是旋律的发展进行以下行音列为

对陕西乾县马连村
弦板腔的初步调查                          

主，上行音列极少出现且大跳较少，旋律简单质朴。弦

板腔在皮影班社里首次定位C调，然后再戏唱到一半以

后升为D调，在演员嗓音条件好的情况下，有时一场戏

常常用三个调，即C调→D调→bE调，音域g—c2。搬上

大戏舞台后，为了照顾各个行当，在定调上取中间调D

调，并一调到底显得统一、完整。

二、伴奏

弦板腔乐队的伴奏比较独特，以二弦（即硬弦）为

主奏乐器，发音清脆嘹亮，伴奏时，常常加花演奏，与

乐队形成一个和谐的支声部。一般在伴奏七字句欢音唱

腔时，前两个字和后三个字由演员干唱，下句若放音，

伴奏与后三个字同时进入。十字句唱腔伴奏避前六个

字，演员干唱。无论欢、苦音七字句、十字句唱腔，最

后如果散唱，即“哎”字出来时，乐队演奏固定节奏的

伴奏音型，与唱腔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完整统一体。

三、唱词

弦板腔的唱词表现为以七字句和十字句为主，也

有五字句和六字句，上句最后一字落音平仄不论，但

下句最后一字的落音一般均在平声上；七字句词格为

二二三，有时也出现三二二，其实是二二三的一种变化

形式；十字句词格为三三四，三四三为它的变化形式；

五字句词格为二三。

弦板腔用陕西关中方言，其演唱和道白要求吐字清

晰，讲究字正腔圆，以情带声、声情并茂，倚音的演唱

要圆润、细腻，上滑音和下滑音的演唱在掌握好气息运

用的前提下，要平稳流畅而不留痕迹。

四、板式

弦板腔唱腔在板式上习惯称为九种，即〔正板〕、

〔上音子〕、〔三不齐〕、〔气死人〕、〔紧板〕、

〔二流板〕、〔导板〕、〔撇板〕、〔滚板〕，另外还

有一种“喝场”。

文·师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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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正板〕为例，〔正板〕唱腔是弦板腔唱腔音乐

的主要板式，速度较慢，具有歌唱性和旋律性，长于叙

事和抒发人物的情感。由于唱词结构及词格的不通又有

七字句、十字句〔欢音正板〕、〔苦音正板〕和三不齐

正板之分。在〔苦音正板〕唱腔中，依照剧情及人物情

绪的需要还有一种特殊的拖腔，它细腻委婉，擅于抒发

人物的心里情感，艺人称之为“麻簧”。

〔气死人〕只有在苦音〔正板〕唱腔中出现，唱腔旋

律低沉，只有一个上、下句，也称作〔阴司板〕，多用于

人物昏死苏醒时，常与苦音[正板]衔接使用。尽管不属于独

立板式，但有专用曲牌起板，十字句“气死人”唱腔和七

字句“气死人”唱腔结构相同。另外，还有一种三不齐结

构，常用在七字句[正板]唱腔中，依照剧情及人物情绪的需

要，常变原来的基本词格二二三为三二二结构形式，艺人

们习惯称这种结构形式的词格为“三不齐正板”唱腔，其

实并非一种办事，它是七字句〔正板〕唱腔的一种变化节

奏形式，只有一个上、下句，多在唱段中部，以四三拍记

谱，并非每段唱腔里都有，欢、苦三不齐结构相同。

“喝场”是弦板腔唱腔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有苦

无欢，属散节奏节拍形式，并非一种板式。一般多用在

苦音〔正板〕前和苦音〔紧板〕之后，唱词无严格的格

式，多为非正式唱词，“唱场”这种形式带有强烈的呼

唤性，常把情绪推向高潮。

在弦板腔唱腔音乐中，还有吟诵调，它包括〔上

场引子〕、〔坐场诗〕、〔下场诗〕、〔板歌〕等。

〔上场引子〕也称“上场诗”，一般为两句，多为上、

下句对偶的四言或五言。吟诵中，句间铜器铺垫。〔坐

场诗〕多为七言四句，吟诵中，前两句完后铜器铺垫，

另外，第四句第二字后垫铜器，四句完后，又铜器收。

〔上场引子〕和〔坐场诗〕常常衔接使用，很少分开。

五、板头起法

弦板腔音乐尽管属于板腔变化体也讲板眼，但不像

秦腔那样严谨，它的板眼主要针对节奏和速度的变化而

言，如〔正板〕记谱主要以四二拍为主，但板头过门中

有八三拍，唱腔中有四三拍，起唱均从强拍开始。无论

是过门还是唱腔中出现的节拍，均有自己的规律性和相

对固定性。又如〔紧板〕唱腔记谱为四一拍，但板头过

门记谱按八一拍记，唱腔中梆子的击法每小节击一下。

六、器乐

弦板腔的乐队分文场和武场。文场主要用于伴奏唱

腔，演奏曲牌；武场除用于伴奏唱腔、曲牌的起奏和击

节外，还承担开场的演奏以及动作铜器。与秦腔不同的

是，在弦板腔乐队中主要伴奏乐器为二弦和板子。

二弦，也称硬弦，由琴筒、琴杆、琴轴、千斤、

弓子等部分组成。琴筒称圆形或八角形，多用樟木和桐

木。琴杆多由硬木制作，上端呈方形，顶稍向左弯，全

长550mm左右，上系两根牛筋制作的琴弦，演奏时，食

指、中指、无名指戴金属指帽。音尖清脆，穿透力强。

板子包括二板子和蚱板。二板子是以两块长厚而长

的长形的板子，常用枣木或梁子木制作，两板上端各平

行左右开有两个小孔，以皮绳连贯而成，板与板之间留

有适当空间。蚱板是由一块比二板子的稍薄的一块枣木

和两块较短较薄的竹片，用绳通过小孔连贯而成。演奏

时，左手执蚱板，右手执二板子，蚱板压打。发音高而

亮；二板子发音恍恍。起板后，蚱板子所起的作用实际

上是代替了干鼓和牙子，二板子代替了梆子。

以上从六个方面阐述了弦板腔的音乐形态的特点，

正是这些特点，使得弦板腔能够跻身于陕西戏曲的行

列，在戏曲的海洋里独树一帜。目前，它的演出形式经

历了从皮影到舞台，再回到皮影的形式，笔者试想这是

由以下几个方面造成的。

首先，电视电影等媒体冲击着民间艺术的发展，处

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弦板腔也受到了影响。

其次，秦腔的流传广、影响力之大，远远超过了弦

板腔，多数群众更喜欢看到舞台上秦腔的表演，从而弦

板腔失去了群众基础。

再次，经费不足，政府投入不足，也是造成舞台表

演的弦板腔无法发展原因之一。

最后，弦板腔最早是依附于人们喜闻乐见的“皮

影”的形式进行表演出的戏曲剧种，后经过其不断壮

大，唱腔与伴奏都进一步发展，由“地摊”转换为真人

表演，但由于时代的变换，使舞台表演弦板腔的发展面

临困境，同时，缺乏专业编创人员，没有适应现代社会

的新的剧目也是舞台表演的弦板腔无法进行下去的原

因。

总而言之，弦板腔的表演形式受到了外因与内因，

即社会因素和个自因素的双重影响，不得不转换表演形

式才能得以生存，但其自身的艺术魅力、音乐特征却是

任何剧种无法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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