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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苏州评弹唱腔的流变

◎王一凡
摘要：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总称，以传统曲艺说书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弹词是苏州评弹的主要唱腔流派，

包含了说、噱、弹、唱。弹词中的“唱”和大众所认为的唱有很大的不同，是以“说”进行演唱；而其中弹则是用乐器进行伴奏。

下文简单介绍了苏州评弹音乐的组成和主要腔系，通过分析苏州弹词的现状和弹词音乐唱腔流派的发展传承，阐述了苏州

评弹后续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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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评弹的历史较为悠久，在清朝

乾隆时期已得到广泛推广，备受人们的喜

爱和欢迎，它是中国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 2006 年受到国务院的批准，已经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传名录。

其演出方式一般分为三种，即一人的单挡、

两人的双档、三人的三个档。苏州弹词在

400 多年的沧桑变化中，产生过多种流派

唱腔，在曲艺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能

够和京剧相提并论，因此，苏州评弹应当

受到国家和人们的重视，将其曲艺文化不

断发扬壮大，努力传承给后人。

一、苏州评弹音乐的组成和主要腔系

（一）苏州评弹音乐的组成

苏州评弹在江南一带较为盛行，演出

时所用语言为吴语，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被业内人士称之为“江南奇葩”。

它是由评话和弹词组合而成的，评话俗称

为“大书”，是以讲、说的方式表演给大

众，一般是一个人单档演出，讲述的内容

大多是激情澎湃的历史故事或跌宕起伏的

英雄故事；弹词则俗称为“小书”，比评

话的表演形式更为丰富，融合了说、唱的

表演形式，大多为两人双档演出，偶尔出

现一人单档或者三人三个档的演出方式，

其讲述的内容和评话内容截然相反，一般

讲述小情小爱的民间故事或者传奇小说，

他们大多上手持三弦，下手抱琵琶，自己

弹唱自己表演。

（二）苏州评弹音乐的主要腔系

随着历史的不断演变，苏州评弹的唱

腔流派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总结下来可分

为三种腔系，分别是陈遇乾创建的陈调、

马如飞创建的马调、俞秀山创建的俞调，

由此可见，谁创建的唱腔流派就被命名为

什么调。所谓流派，能被流传才能分门别

派，如果不被后人流传，则是其衰败的开

端。在历史推动的作用下，苏州评弹的流

派又发生的新的变革，在继承这三种流派

的基础上，涌现出了更为优秀的名人大家，

比如刘天宇和杨振雄是目前陈调流派的传

承者；夏荷生和朱慧珍是当今俞调流派的

传承者；由于马调流派对后世的影响较大，

目前比较著名的有薛筱卿创建的薛调；沈

俭安创建的沈调；有很多后人在马调的基

础上作出了改革创新，因此也出现了诸多

的新型流派，比如周玉泉对马调进行创新，

创建了周调；朱雪琴在薛调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自成一派为琴调；蒋月泉又在周调

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从而出现了蒋调。

从上述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时代背景不同，

苏州评弹紧跟时代步伐作出了改革创新，

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推动下，苏州评弹的流

派唱腔并不局限于以往的三大腔系，出现

了千姿百态的兴旺局面。

虽然目前苏州评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新腔系，但是较为经典的三大流派是发展

变化的基础，还是要被世人所熟知。在清

朝乾隆年间，陈遇乾作为“弹词前四名家”

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创建了独具特色的陈

调，由于陈遇乾有着丰富的昆曲表演经验，

其唱腔有较为明显的昆曲韵味，而且他的

演唱功力较为深厚，声音苍劲有力，平时

很少表演长段的演唱，一般担任故事中的

老生或者老旦角色，较为经典的曲目有《义

妖传》《芙蓉洞》《双金锭》等。俞秀山

也是“弹词前四名家”人物之一，但是他

生于清朝嘉道年间，他利用了昆曲吐字行

腔的方法，并将其和弹词有效融合在一起，

从而创建了家喻户晓的俞调，此腔系的旋

律给人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不仅优美

动听，而且演唱方式绵延婉转。清代学家

黄协埙对其做出了高度评价：“弹词有俞

调、马调之分。俞调系嘉道间俞秀山所创

也，婉转抑扬，如小儿女绿窗私语，隅隅

可听。”此种腔系一般在故事中担任旦角

或者小生的角色。

二、弹词音乐唱腔流派的发展传承

从近一百年苏州评弹的发展情况来

看，其唱腔流派的发展越来越壮大，尤其

是在最近四十年左右，出现了将近 30 种

唱腔流派。在 1920 年到 1929 年期间，魏

钰卿作为马调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对马调

进行了优化创新，使新生成的唱腔流派别

具一格，被世人称之为“魏派马调”或者

“魏调”。魏钰卿比较注重弹词的旋律性

和节奏感，在对马调改编时也是从这两方

面进行了创新，尤其对前奏和过门的伴奏

音乐进行了重点强化，使整体音乐更有节

奏感，给听众营造了更为饱满的听觉感受。

魏调将大嗓贯穿于整个演出过程，使用真

声唱出，表演者在胸腹呼吸的过程中，需

要注意正确运用丹田气，而且这种腔系对

中气的要求较高，表演者不仅要中气十足，

还要在运气过程中保持连贯性，灵活运用

气息、喷口等技能，充分发挥行腔的作用。

魏钰卿的儿子魏含英作为魏调的下一代传

承人，他发现魏调腔系的长段叠句有一气

呵成的优势，利用此优势对魏调开展了进

一步创新，在此基础上，使琵琶的伴奏和

唱腔之间形成了一种与以往唱腔不同的关

系，增强了魏调旋律的饱满性。在 1955

年到 1959 年期间，薛小飞以马调为基础

创建了小飞调，他不仅延续了魏派马调爽

朗明快的特点，又将自己的唱腔特色融入

其中，虽然唱法极其朴实，但是增强了腔

句之间的连接性，使旋律更为流畅，而且

这种唱法使咬字更为清晰。如果遇到叠句

较多的唱段，需要在行腔时使用一气呵成



095

的方式快速完成长叠句的演唱。除了以上

的唱腔是在马调的基础上演变而来，还有

较为出名的沈调、薛调，另外，在沈调和

薛调的基础上也衍生了其他新型流派，比

如周云瑞调、琴调等。苏州评弹唱腔流派

在不断更新，如果想要被流传于后世，就

需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1. 赋予唱腔独特的艺术性；

2. 能被广大听众所接受，并喜欢这种

腔调旋律；

3. 能被内业人士所认可，并不断推广

继承；

4. 对苏州评弹的后续发展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

为了使流派唱腔经典流传，传承者应

将原有腔系的风格为基础，根据不同的时

代背景和弹词内容，创作多元化、丰富化

的曲艺作品，并让作品充满时代意义。基

于此，传承者需要将唱腔流派的风格、时

代的发展、弹词内容进行统一，对于符合

时代潮流的流派择优应用，这样才能在传

承苏州评弹文化的同时，促进发展。

三、苏州评弹唱腔的发展策略

（一）加强传统书目的创新

现在留存的书目历经了岁月的洗礼，

才以崭新的面目呈现在人们面前，它们是

历史沉淀的产物，不仅体现了近四百多年

的历史文化，也反映了特定时期、特地地

域的特点。从目前已了解的苏州评弹情况

来看，留存下来的有 50 多个曲目，按照

故事内容将其主要分为两类，分别为历史

和叙事，略有一小部分是描述的神怪和公

案文书。在新时代背景下，很多书目已经

不符合当今社会的价值观，更有些书目的

故事内容和现在的价值观相违背。苏州评

弹是群众对艺术作品的选择，能在舞台上

活跃五年的书目可以算是良好作品，能流

传几十年的书目可以称之为优秀作品，至

于流传上百年的书目则可堪称精品。因此，

对于传统书目需要对其合理保存，更应该

将其文化精神传承下去。如果传统的书目

不会出现在苏州评弹的演出中，那么苏州

评弹也只是一具空壳。从多方面考虑，都

要将传统书目的精化予以保留和传承，针

对那些过时的价值观内容进行合理修改，

赋予其新的精神内涵；针对那些和新时代

价值观相违背的内容需要坚决去除，从而

实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目的。在新中国

成立以来，很多传统书目都得到了改革优

化，其中较为经典的书目有《江南红》《林

海雪原》，将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融入到

其中，展示了当代人和事物的精神风貌，

并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反响。只有保

留传统书目中可发扬的精神，并与时代特

色相融合，才能为苏州评弹注入新鲜血液。

在对传统书目创新时，需要保证曲目形式

不发生改变，只对故事内容和所传递的精

神加以修改，才能使书目更贴近人们的生

活，为后续的传承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传承者在发展苏州评弹时，首先要学习评

弹的音乐曲调，根据曲调选择合适的书目

进行反复练习，这就决定了曲目对苏州评

弹传承的重要性。苏州评弹是将说唱艺术

和说表艺术结合到一起的曲艺形式，但是

它是以说唱为主，需要表演者充分发挥唱

的功能，使人们的听觉体验更为丰富。为

了使苏州评弹更有音乐表现力，传承者需

要不断丰富和美化弹词，由此也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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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苏州评弹得以流传的重要因素。音

乐对苏州评弹来说不只是锦上添花，也不

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它是让苏州评弹传承

后世的必要艺术手段。

（二）建立专门的培训机构

目前很多苏州评弹演出都具有较强的

商业性质，很多表演者并不清楚正确的演

唱方式，通过观看前辈演出便进行效仿演

出，无法对听众传递曲艺精神，也没有自

己的创新演出形式，使苏州评弹传承只注

重形式不注重内容，而且很多表演者的文

化素质不高，演出过程没有任何灵魂可言。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需要建立专门的评

弹培训机构，开展培养优秀人才模式，使

表演者具有深厚的评弹基础功底和文化知

识，从而提高表演者的曲艺精神。相关文

化传承单位和政府部门也需要意识到优秀

人才对苏州评弹的重要性，制定有效措施

提高传承者的整体素质，从而保证苏州评

弹的可持续发展。苏州评弹想要流芳百世，

就需要实现新老交替的更新，如果单纯依

靠老艺术家支撑评弹曲艺，没有优秀的年

轻人加入，对苏州评弹的发展来说并不是

一件好事，也可能意味着其没落的开始。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先在小范

围内建立专门的评弹艺人培训机构，聘请

评弹业务水平较高的人员作为授课教师，

对于前来学习的人员可稍微放宽政策，比

如有一定音乐基础或者对评弹感兴趣的人

员都可以报名参加学习，学习周期可定位

一周一次课。如果青少年和儿童对苏州评

弹有强烈的学习兴趣，或者有极大的学习

天赋，机构需要重点培养此类人员。为了

拓宽生源，机构还可以和当地院校协商合

作，制定双向培养策略，从而保证优秀人

员的不断输入。政府部门需要给予培训机

构一定的财政支持，保证培训结构的正常

运行。政府部门还可以组织机构开展公益

性的演出，场地可以选择在社区、博物馆、

大剧院等，这样可以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近距离接触苏州评弹，在无形中受到其文

化精神的熏陶，提高人们的艺术情操和审

美能力。对于以商业演出为主的机构或者

团队，政府应对其进行实名登记，并将其

隶属于政府管控范围内，这样不仅能够规

范苏州评弹演出市场，还能有效掌握机构

和演出者的情况，保证苏州评弹朝向健康

方向发展。相关传承单位可以鼓励演出者

优化创新原有的唱腔流派，并建立新的腔

系流派，这样不仅有利于苏州评弹的健康

传承，还能形成多元化的艺术流派局面。

各种唱腔流派的涌现是艺术不断成熟的体

现，不同的演出风格会满足人们的不同听

觉和精神需求，从而推动苏州评弹的正常

发展。

（三）利用现代媒体进行宣传

随时社会经济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

展，媒体对信息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利用媒体传播信息和文化，能够使传播方

式多样化，从而实现预想的传播目的。苏

州评弹是以说唱为主的传统曲艺文化，但

是在目前的市场上并没有受到年轻人的关

注。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收听流行歌曲，

大多用电脑、手机等互联网设备享受音乐

的乐趣。苏州评弹一个曲目的时间在一个

多小时，人们很少能有如此充裕的时间收

听节目。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需要充分

利用现代媒体宣传苏州评弹节目的文化和

精神，可以先和当地电视台进行沟通交流，

将节目通过广播电视传播，进行小范围的

宣传。当取得一定的宣传效果后，可以联

系电台开设专门的苏州评弹节目，除了播

放专业的演唱外，还可以与听众进行互动，

让更多人了解传统艺术和文化。同时，还

可以和比较热门的互联网平台展开合作，

使苏州评弹取得更高的宣传效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苏州评弹不仅是一种表演

形式，它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体现了不

同时代的文化精神。它的存在是在继承和

创新有效融合的作用下发生的，纵观苏州

评弹发展历史，目前已经遇到了瓶颈，基

于此，更需要不断对其创新、改革，使其

内容符合当今社会价值观，从而推进苏州

评弹艺术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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