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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州弹词开篇《杜十娘》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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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无锡214122)

摘要 苏州弹词开篇《杜十娘》改编自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小说《杜十娘》,是蒋调代表人物、著名艺术家蒋

月泉先生的优秀唱段。通过对弹词开篇《杜十娘》的创作形式、唱腔风格、与其它艺术表现形式的异同、独特的地

域风格特征等方面的分析,得出:弹词开篇《杜十娘》是蒋调的代表曲目,是优秀的开篇作品,是一部不朽的受众

人喜爱并传唱的经典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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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introductorysongtoSuzhouTanciDuShiNiangisconvertedfromthenovelDuShi
NiangbyFengMenglong,amanoflettersinMingDynasty.Itisanexcellentsegmentsungbytherepre-
sentativesingerofJiangTuneandfamousartistJiangYuequan.Thispapermakesananalysisonthecre-
ativeform,thesingingstyle,thepeculiarregionalstylisticfeaturesandtheculturalvaluesofSuzhou
TanciDuShiNiangaswellasitssimilaritieswithanddifferencesfromotherartisticforms.Theanalysis
indicatesthatDuShiNiangisarepresentativesongofJiangTune,anexcellentintroductorysong,andan
everlastingclassicalstorylovedandsungbymost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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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弹词简称“弹词”,又称“小书”,发源于江苏

苏州,盛行于江、浙、沪的长江三角洲一带,是一种散

韵文体结合,以叙事为主、代言为辅的苏州方言说唱

艺术,也是弹词类曲艺中影响最大的曲种,并以轻便

灵活的形式、优美动听的音乐、生动传神的说表、引
人入胜的内容而博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听众几乎

遍布江南各地,在海外侨胞中也有一定影响,被誉为

“中国最美的声音”。经百余年的发展,苏州评弹通

过不同艺人演唱、发展、繁衍,形成了评弹流派唱腔

千姿百态的兴旺景象。
在众多的评弹作品中,弹词开篇《杜十娘》是苏

州弹词的传统开篇,它是蒋调创始人著名艺术家蒋

月泉的优秀代表唱段。蒋调具有说表语言精炼、幽
默、隽永,耐人寻味,旋律宛转,刚柔并济,韵味醇厚

的特点。《杜十娘》则是蒋调蒋月泉先生的一篇力

作,讲的是京师名妓杜十娘与李甲相爱,却遭李甲见

利忘义地抛弃,故而怒沉百宝箱投江自尽的故事。
蒋月泉先生在这段开篇中塑造了一个柔情美丽而又

刚烈不屈的女子形象,其唱腔优美流畅,韵味醇厚。
目前已发表的关于论述弹词开篇《杜十娘》的唱腔的

期刊文章只有1篇,而全面论述苏州弹词开篇《杜十

娘》艺术风格的文章还没有。本文以蒋调《杜十娘》
为研究对象,从创作形式、唱腔风格、与其它艺术表

现形式的异同、地域风格特征等几方面对其艺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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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进行分析。

  一、弹词开篇《杜十娘》的创作形式

目前《杜十娘》的音乐版本有弹词开篇、京剧、评
剧这三种。《杜十娘》的文学版本首先被苏州评弹蒋

调创始人蒋月泉先生改编成弹词开篇。他在这段弹

词开篇中塑造了一个柔情美丽而又刚烈不屈的女子

形象,其曲调优美流畅,韵味醇厚。虽然篇幅不长,
但很好地描述了杜十娘曲折坎坷的一生,给无数听

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体裁及演出形式

由蒋月泉先生改编的《杜十娘》的体裁形式是

“弹词开篇”。弹词开篇是用一个唱段来描叙一件事

情。这种形式,过去用于长篇评弹主要唱段之前表

演,目的是定场,是使纷乱的演出场所逐渐安静下

来,以便在主要书目演唱时能有较好的环境和效果,
故称之为开篇。而现在的开篇《杜十娘》,经过一定

改革,已经成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演唱形式,较过去

有很大改变。
演出形式为:单档。单档是一个人演出,弹词开

篇以单档为多。评弹表演化装简便,除了桌椅、茶
杯、一块醒木、一条手帕、一把折扇、两件乐器外,没
有更多的排场,它具有广泛的民间性和群众性,此外

单档自由、灵活,能较好地发挥说唱艺术的特点,这
也是蒋月泉先生之所以要将文学作品《杜十娘》改编

成以弹词开篇这种艺术形式来演出的原因之一。开

篇《杜十娘》演员在演唱中自弹自唱,独抱琵琶,声情

并茂,活灵活现。

2.调式调性

弹词开篇《杜十娘》由徵调式开始,最后停在商

调式。整个唱段有13个段式单位,最后一个段式单

位是“凤点头”,三个乐句的落音分别是do、la、re,最
后停在商调式(谱例略)。值得注意的是,在苏州弹

词开篇的结束处,它转调的过程和手法是耐人寻味

的。《杜十娘》的弹词音乐版本在最后调式的转换

中,以两个乐句的结束音do、la来支撑第三个乐句

的落音re(即新的调式的主音),在最后转调的这个

局部re是主音,la是re的上方五度音,从西方乐理

的角度来看,上下五度音是对主音的最有力支持,会
使这个新的调式具有更为稳定的感觉。同时,以两

个不同的落音来支撑调式主音,也比一个落音的支

持更有力。另外,蒋月泉先生将弹词开篇《杜十娘》
做成2/4和3/4的混合拍子。

  二、弹词开篇《杜十娘》的唱腔风格

弹词开篇《杜十娘》是由“一代宗师”蒋调创始人

蒋月泉先生首先改编并演唱,他先后师从张云庭和

周玉泉,蒋调在俞调和周调的基础上自创新腔,避俞

调、周调之柔弱,寓铿锵于委婉之中。蒋调在行腔上

更富于装饰性,旋律宛转抒情,唱法上吸收京剧老

生部分润腔因素和发声方法,深沉含蓄,潇洒飘

逸,是近代苏州弹词流行最广的唱腔流派之一。

1.唱腔的独特之处

蒋调《杜十娘》在唱腔落音方面具有独特之处。
以前的流派一般上句落do或者低音的 mi、la,下句

落sol。蒋月泉先生在创作《杜十娘》过程中则有所

变化,他在上句仄声字的落音上与前人相同,但下句

却常以阴平字落do,阳平字落fa、sol、mi三音,节奏

型为 。这种落音不仅照顾到唱词的四声,
而且在乐句落音特别是下句落音这个说唱音乐相当

重要的音乐要素上,造成了色彩性的变化,使乐句的

结束有一种凄迷的感叹意味,扩展了音乐的表现。
另外蒋调《杜十娘》中注重偏音fa的处理。在

蒋调的唱腔和间奏中,fa音常处于主要音级的地

位,而不像俞调和马调那样常处理为经过的或者装

饰的性质。在五声音阶为主要音级的音乐中,一个

偏音转换为主要音级,往往具有非同寻常的表现力。

fa音的经常出现,为蒋调更增加了深沉的效果。

2.唱腔中骨干音与结构的程式性

在这段《杜十娘》开篇中,骨干音和结构的程式

性特征非常明显。苏州弹词的唱腔是由一对上下句

构成的基本唱腔作各种变化而组成的,它的程式性

体现在对基本唱腔做变化反复时,唱腔的曲调形态

的一些基本特征(如骨干音、结构)都不同程度的被

保留着(见谱例1)。
谱例1:

以上两个句子的结构、骨干音都基本相同。每

句都 可 分 为 三 个 腔 节,每 个 腔 节 的 落 音 分 别 是

(在谱例中已用圈标出)。

3.唱腔的变异性

(1)特征音调在不同字音和唱词上的变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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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开 篇 《杜 十 娘》主 要 运 用 的 特 征 音 调 为

,“特征音调可以是音程,也可以是短小的

旋律片段。”[1]它虽然短小,但却能够体现不同曲种

的音乐风格和韵味。两个音调常连在一起使用,这
也是蒋调常用的旋律手法之一(见谱例2)。

谱例2:

第二,正是由于特征音调的穿插、贯穿,使得整

段唱腔有型、风格统一,但更多的时候,特征音调会

随着字音和唱词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对特征音调做

不同的润饰,来达到使旋律适应不同字音的目的,以
下面两例作一比较(见谱例3、4)。

谱例3:

谱例4:

这两段旋律乍看似乎一模一样,只是谱例3在

“从”字上有个小小的润饰,而谱例4在“佳”字上没

有润饰。虽是这细小的变化,就将两句话的字音完

全唱清楚了,因为“从”在吴语中是阳平字,而“佳”是
阴平字,这就使旋律适应了不同的字音。

第三,当运用特征音调配以相同的唱词时,这时

唱词虽相同,但感情上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征音

调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如同样是唱“杜十娘”三个

字,篇中的第一句是这样唱的,见谱例5(1)。
谱例5:

谱例5(1)这句是交代杜十娘的身世,运用的仍

是上述两个特征音调 。而谱例5(2)同样

是唱“杜十娘”,这时十娘已得知李甲将自己卖与孙

富,满腔悲恨,感情上及其压抑。因此演唱者结合此

情此景,对 的特征音调作了变形,将之改为 ,
以符合当时人物的心情,见谱例5(2)。两者相比

较,前一个“杜十娘”在高音区来回萦绕,作者在演唱

时也较多运用了头腔共鸣,显得优美飘逸,使一个美

丽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而后一个“杜十娘”由于特

征音调的变形,音区下降,演唱的音色也由头腔转入

胸腔共鸣,并且字字有力,充分表达了杜十娘的失

望、悲愤,使一个怨郁的女子形象浮现眼前。
(2)使用“凤点头”和叠句造成的变异性。开篇

《杜十娘》注重“凤点头”(凤点头又叫凤凰三点头。
这种段式结构不以上下两句体为单位,而是三个乐

句一个单位,音乐上常常是两上一下,唱词常常则是

一上两下,一般唱词的后两句都押韵。)和叠句(叠句

类似于戏曲或其它说唱音乐曲种中的垛句,长短句

形式,常使用三字、五字、七字的排比句,腔词的结合

字多腔少,句式结构短小,节奏紧凑。)的使用,这种

唱词的安排造成了一定的变异性,与传统的上下句

相比,节奏和结构布局改变较大。
唱词中使用了三个“凤点头”和两个叠句。全段

唱词以七字句为主,偏重口语化,共有13个段式。
“凤点头”主要使用在情节进展的转折处,叠句的使

用则在表现杜十娘的情绪激愤处。如第一句上下句

为规整的七字句,“窈窕风流/杜十娘,自怜身落在

平康。”上句分为“四三”逗,下句基本上不分逗。在

这之后,唱词基本上不按传统的“四三”“二五”规律

来分逗。唱段中大量运用“凤点头”,这在节奏布局

上形成了变化,效果比传统的“四三”“二五”分逗更

为突出。唱段第三个段式单位是“凤点头”(谱例

略),三个乐句的落音分别是la、do、do(段式最后的

落音do之后有个语气性的下滑)。虽然后两句的落

音都是do,但前一个do落在小节的弱拍上,后一个

落在小节的强拍上,节拍的不同处理使这两个do一

个是经过性质的,而另一个则属于较平稳的停顿。
正是因为由于“凤点头”的段式结构,它打破了单纯

的上下句段式的整齐规律,使这句唱腔的节奏布局

有了较大变化。再看第九个段式的叠句(谱例略),
它是由两个三字短句、一个七字句组成,三句尾字

(即“娘”“腔”“郎”)均为平声、押韵。叠句的使用,更
丰富了唱词的结构安排,音乐的结构新鲜活泼免于

单板。
凤点头和叠句的处理显示出蒋月泉先生在唱段

结构上的独具匠心。因为叠句的唱词可以有长有

短,也可以有比“凤点头”更多的句数,对整个唱段节

奏布局的改变较大。而在叠句处则都不分句逗,间
奏用的也较少,连绵不断的音乐进行使叠句的唱腔

在整个唱段中形成了两个高潮点。这些特点,都表

现出蒋月泉先生细致敏锐的艺术感悟和唱腔处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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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3)内容、情感与唱腔关系的变化带来的变异

性。弹词艺人们在演唱时十分注重内容、情感与唱

腔的变化,内容、情感的起伏影响着唱腔的变化。
唱腔的改变体现在行腔过程中的润腔、节奏、吐

字、唱法等细节上,因为这些细微的变化,都会对塑

造人物性格产生很大的作用。蒋月泉先生十分强调

这一点,他说:“那些脱离了内容的唱腔,听众是不会

有多少印象的。要使听众产生很深印象,真正能够

记住的唱篇,一定要是那种唱法、曲调真正与内容、
感情符合的东西…”。所以下面就以《杜十娘》中的

两句为例,来看看蒋先生如何处理唱腔与内容、感情

的关系。
在第一个段式中,可特别注意一下这句“她是落

花无主随呀风舞”,在“随呀”处,“呀”字虽然时值短

小,但在“呀”字上的润腔却很重要———颤音有很大

的表情作用(见谱例6)。
谱例6:

苏州弹词是一种表情细腻的说唱音乐剧种,常
常在很细微的音乐中进行非常传神的刻画,这里的

“呀”字如果不唱出颤音,艺术表现力就会大大削弱,
有了这个颤音,就将“落花无主随风飘”的意境表达

得生动逼真,将杜十娘的孤苦身世表现得淋漓尽致。
再看下一例(谱例7)。
谱例7:

上例中对 “李郎”这个词做了很长的旋律描写,
因为“李郎”是造成杜十娘悲剧结局的关键人物,所
以对之施以重墨。在旋律上,由高音区突然下移大

跳,并在中音区来回盘旋,给人一种不祥的预兆,急
于听下文,而演唱者却在这故意安排了一个较长的

过门,似乎有意将这个关子卖一卖,给人更大的悬

念,终于过门之后给出答案,此时唱腔移至高音区,
显得很激越,演唱者将“贪客”二字交代得尤为清楚,
表现了对“李郎”行径的不屑。笔者看来,正是唱腔

跟随着故事内容、情感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才使得苏

州评弹这种叙事性的音乐具有一定的规律而又变化

灵活。

  三、弹词开篇《杜十娘》与其它艺术
表现形式的异同

  除了弹词开篇,《杜十娘》的艺术表现形式还有

小说、戏曲(京剧、评剧)这几种。下面,本文将着重

分析弹词开篇《杜十娘》与小说、戏曲这两种艺术表

现形式的异同。

1.与小说《杜十娘》之异同

开篇《杜十娘》与小说《杜十娘》相同之处在于:
它们在创造人物艺术形象的方法上都依赖于读者或

听众对这个人物自由的联想和想象。
它们在创造人物艺术形象的方法上都只依靠口

头或书面的符号,而没有直观的形象。无论是听评

弹或看小说,其艺术形象的生成,是欣赏者(听众和

读者)在头脑中通过语言文字,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

和艺术欣赏经验,构成表象,在想象中生成形象。评

弹作者(包括演员)和小说作者只能努力启发欣赏者

的想象与创造能力。也正因为没有直观的形象,所
以不受其限制,评弹《杜十娘》与小说《杜十娘》有它

们的自由,可充分想象。说书说到杜十娘,其形象可

以是听众自己想象中最美的美人。一千个看《杜十

娘》小说的读者,有一千个杜十娘的形象,这是想象

的自由。
正是因为小说《杜十娘》与弹词开篇《杜十娘》有

相同之处,所以她们能互相间接纳、移植、改编。
开篇《杜十娘》与小说《杜十娘》相异之处在于:

两者的载体和传媒手段不同,它们两者和欣赏者接

触与交流的方式也不同。
首先,它们两者的载体和传媒手段不同。开篇

《杜十娘》是靠观众看演员表演《杜十娘》,而后者是

靠读者对《杜十娘》小说的阅读。开篇《杜十娘》是演

出的艺术,在书场通过演员的表演,把作品传达给欣

赏者,创造者和欣赏者当面交流,创作和欣赏同时进

行,同时完成,是“一次过”的艺术;小说《杜十娘》是
读物,作者和读者不是当面交流的。开篇《杜十娘》
是演出的口头语言艺术,小说《杜十娘》是阅读的书

面语言艺术,分属于两个不同艺术门类。
其次,它们两者和欣赏者接触与交流的方式也

不同。前者在书场表演时可以与观众面对面地交

流,而小说《杜十娘》的作者和读者是不能当面交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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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戏曲《杜十娘》之异同

弹词开篇《杜十娘》与戏曲《杜十娘》相同之处在

于:两者都需要在听众或者观众中演出。
弹词开篇《杜十娘》与戏曲《杜十娘》都是演出的

艺术,演出和欣赏同时进行;两者都是叙事的,都有

矛盾的发展与冲突;两者都有唱,弹词的唱词一般为

七言韵文,这和京剧、评剧有类似之处(京剧评剧很

多是十字句的唱词)。
弹词开篇《杜十娘》与戏曲《杜十娘》相异之处在

于:两者在创造杜十娘这个艺术形象的方式上不同。
另外,前者创造的杜十娘这个艺术形象是靠听众自

由联想出来的,而后者杜十娘的形象是直接在舞台

上塑造出来的,是观众直接看得见的。
其一,它们在创造杜十娘这个艺术形象的方式

上不同:开篇《杜十娘》的表演者可以对所演的杜十

娘这个人物及发生的事做主观的评判、说明、形容、
解释,甚至演员还可以直接和听众对话;而戏曲《杜
十娘》中演员只能将自己扮演成剧中的角色,表现剧

中人的思想,更不能游离剧情讲话。开篇《杜十娘》
讲究“关子”。故事可以从矛盾的开始和形成写起,
逐步叙述和描写矛盾的展开和冲突,细致描写人物

及其思想、感情和内心活动。同时描绘时代、环境及

其与人物、事件的关系。而戏曲《杜十娘》描写冲突

多于写矛盾的发展过程,要求更集中。近现代的戏

剧,要求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矛盾的冲突和激化,走向

高潮和结局。戏剧是危机的艺术,而评弹与长篇小

说一样是逐步发展的艺术。
其二,戏曲《杜十娘》中的语言是人物的语言,是

客观的叙述;而弹词开篇《杜十娘》中有说书人自己

加入的语言,且是主要的语言,可以主观叙述。评弹

演员在书台上,为听众讲故事,不但客观叙述,而且

演员经常“跳出”,对所演的人和事做主观的评判、说
明、形容、解释,演员还直接和听众对话,直接交流,
这在戏曲中是很少有的;而戏曲《杜十娘》中,除了旁

白和帮唱等外,演员不能游离剧情讲话,舞台上的演

员,只能化装成剧中人物,说角色要说的话,做角色

要做的动作。
这两种表演艺术形式的不同,不少人曾经指出

过。“曲艺塑造人物需要做,好像和戏剧的要求差不

多。其实二者很有区别。评弹不是戏剧,评弹不必

向戏剧看齐。一般说来,在戏里,演员身份始终是角

色,不宜同时使人觉得他是演员,所谓装龙像龙,可
是在曲艺里,特别是评书,由于叙述和描写占了主要

地位,说唱不是戏剧,企图用曲艺代替戏剧是不必要

的,也是不可能的……离开了曲艺,也得不到戏

剧。”[2]

“动作不宜过多过火。说书说为主,动作为宾,
不能喧宾夺主,书台不是戏台。”[3]

这些都说明了弹词开篇《杜十娘》与戏曲《杜十

娘》有着较明显的相异之处。

  四、弹词开篇《杜十娘》独特的地域
性风格特征

  1.独特的吴侬软语特性

前文已经介绍到,弹词开篇《杜十娘》具有用

以苏州话为代表的吴方言讲故事并以叙事为主的

风格特征。它独特的语言艺术性体现在用苏州话

演唱。
众所周知,各种民歌演唱风格的形成,都受到语

言、地理环境等多方面的制约。苏州弹词开篇《杜十

娘》也不例外。江南水乡苏州地处肥沃的长江三角

洲,小桥流水,水网纵横,小巷深深,它的言语就像这

涓涓的细流一样委婉、纤细、柔软,与普通话相比,开
篇《杜十娘》的唱词是典型的苏州地方方言,它在发

音上有以下主要特征:
(1)无翘舌音zh,ch,sh,如只〔zh〕要念成〔zi〕;

(2)保留了η声母,如我〔W0〕,要念成〔ηu〕;(3)有

喉塞音;(4)没有前后鼻音n、η、in、iη之分;(5)苏
州方言有7个声调,可分为:阴平、阳平、阴上、阴去、
阳去、阴入、阳入。

从以上吴语的语音、语调可以看出,它的发音大

多在口腔前部,调值较低,音程小。这些语音、语调

决定了吴语秀丽宛转的韵味,也决定了在演唱开篇

时的发声方法。本文经过分析,发现弹词开篇《杜十

娘》的演唱方式有以下特点:第一,它在呼吸的运用

上,采用的是胸式呼吸,如同说话一般,所以气息较

浅;第二,由于吴语发音特点所致,演唱《杜十娘》时
主要以鼻腔共鸣、口腔共鸣为主。

可以说“语言使音乐成了说话的音乐,而音乐则

使语言成为歌唱的语言”[4]。如果说歌词是音乐的

伴唱,那么语言是歌词的基础。最有表现力的音乐

是“会说话的”音乐,音乐与语言是紧密相联的,正因

为如此,在弹词开篇《杜十娘》中,用苏州方言演唱的

唱词至关重要。

2.“俗中显雅”的特性

弹词开篇《杜十娘》具有“俗中显雅”的特性。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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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腔系统属于富有魅力的雅致江南水乡音乐,而
江南水乡音乐又在中国的传统音乐之林中显示出其

独具一格的魅力。“它兼具文学性,俗中显雅,是吴

文化中的典型的风雅、雅致之雅。”[5]开篇《杜十娘》
的说表艺术是语言的艺术,它是通过精心提炼出来

的口头吴方言语言,口头吴方言可谓“俗”,经过提炼

的说表又为“雅”,俗中显雅的特点,笔者认为也是评

弹艺术魅力之所在。

  五、结语

1.弹词开篇《杜十娘》刻画的人物形象具有典型

性与细腻性

《杜十娘》讲的是故事,但弹词开篇是以书中人

物心理的刻画,来推动情节发展的。评弹最能深入

人心,因为评弹最通人性,最富人情,人文内涵十分

丰富。开篇中的人物具有典型性,书中的人物不管

杜十娘还是李甲、老鸨或者孙富,代表的都是一群

人,一群和他们思想性格、社会地位、观念品行相近

的人,他们是那一大群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缩影。在

开篇《杜十娘》中,不是单一地展示人物心理,而是使

人物在互相猜测、试探、盘问、躲避的过程中推动情

节发展,它的心理刻画充分生活化和世俗化,于平淡

中显新奇,出奇制胜,这充分体现了它在刻画人物方

面的典型性和细腻性。

2.弹词开篇《杜十娘》是蒋调的代表曲目,也是

优秀的开篇作品

弹词开篇《杜十娘》虽然只是苏州评弹中的一小

块,但它历经三百余年的民间传唱,香远益清,源远

流长,雅俗共赏,成为江南水乡间众戏曲剧种的源

头。几百年来一些剧种几近衰退而濒临失传,而苏

州评弹总有她固定的听众。这是因为她的沧桑,因
为她的恬淡,更是因为她那么容易被各种层次的人

所接受。评弹那一段段生动形象的话语,常常足以

耐人寻味甚至可以令人终生难忘,这就是评弹艺术

的魅力所在。

3.弹词开篇《杜十娘》是一部不朽的经典曲目

开篇《杜十娘》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形式也属于吴

文化的一小部分,它是吴文化精神和吴地方人民价

值观念的一种表现。文化的沟通是一种心灵的沟

通,具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正是由

于吴方言、吴文化的这些特点,造就了弹词开篇《杜
十娘》不一般的艺术价值,使它成为一部不朽的受众

人喜爱并传唱的经典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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