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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坠子，又称坠子、坠子书、简板书、响

板书等，这些名称主要是因其使用坠子弦伴

奏或击节简板而得名旧。河南坠子形成于清

末民初，产生于河南本土的一种说唱曲种，曾

经影响过大半个中国。河南坠子从最初的河

南乡村庙会地摊说唱艺术，逐渐演变成一个

流行于河南、天津、山东、安徽等地较有影响

力的说唱曲种，这与河南坠子艺人，特别是女

艺人有着重要的关系。

一、女艺人加入河南坠子的历史脉络

在河南坠子的形成初期，由于封建思想

等因素的影响，辛亥革命以前流行于河南的

曲艺，除西河大鼓、梨花大鼓、琴书等有少数

女艺人外，大部分曲种，如鼓子曲、道情、评

书等都是没有女艺人加入，河南坠子演员也

完全是男艺人。著名的男艺人有乔治山，被

认为是坠子书的首创人，他改制了坠子书的

伴奏乐器坠琴，由弹拨乐器三弦改成两弦，

成为拉唱乐器；把弦鼓上的蟒皮改为桐木

板，扩展了三弦的音域；将马尾弓增加缺口

更易上下换弓。“他用这种改制的乐器演唱

于祥符和陈留郊乡，唱的曲目是《玉虎坠》，

深受群众欢迎，听众越来越多，久之，都称他

是唱坠子书的。把他的弦琴叫做坠琴，相传

日久，坠子因而得名。”啪安徽太和县的郭

成德在开封经商时学会了唱坠子，吸收了道

情的唱腔及简板，丰富了初期坠子的表现形

式。清末民初，河南坠子迅速发展，坠子艺人

人员也有了很大增加，如在开封演出的孙明

德、冯治邦，特别是刘世禄、程万琳和高治安

三家广收门徒，对开封、郑州一带的坠子有

较大影响。

在辛亥革命民主思潮的影响下，1914

年河南坠子首批女艺人张三妮、殷凤宝等在

开封相国寺登台演出。张三妮因其嗓音圆

润、吐字清晰、表演大方而一炮打响，大受群

众欢迎。张三妮的出现打破了梨花大鼓女演

员一霸相国寺的局面，使得坠子艺术为观众

增添了新奇感。后来张改妞、王蕙兰等也加

入了演唱。这些女艺人均拜男艺人为师，但

她们的演唱水平一般。

进入20世纪20年代，由于五四运动的

妇女解放思想的不断深入，以及下层人士、

广大工农兵对女艺人的喜爱。坠子女艺人逐

渐在开封曲坛站稳了脚跟。这时不仅习艺女

演员大量增加，而且涌现了一大批艺术上有

成就的坠子女演员，如程玉兰等和马氏三姐

妹马金枝、马桂枝、马双枝，陈氏三姐妹陈大

玉、陈美玉、陈金玉。特别是当时的“坠子皇

后”乔清秀进入曲坛后，使河南坠子大放异

彩，响遍河南、天津等地。

三四十年代，河南坠子进人大发展的时

期，形成了以开封和天津为中心，散射性遍

及北京、上海、郑州、南京等大江南北十几座

城市。这个时期名家辈出、群星灿烂、唱派纷

呈。女艺人不仅在人员上大量增加，而且成

为了河南坠子演唱的主力军。她们的角色地

回可嚣

位从附属地位的捧角，逐渐与男艺人并驾齐

驱，到后来形成了男艺人无法与之抗衡的局

面。“从1928年到1937年，河南坠子在上海

灌制双面唱片达93张之多，其中男艺人只

有三人，其余全是女艺人所灌制。”p酗这个

时期的女艺人有董桂枝、刘兰芳、周凤仙和

胡氏三姐妹胡桂枝、胡桂花、胡桂红等；东路

坠子代表人物刘世红、张大贵等。张长弓先

生曾对出生年份上限为1902年，下限至

1935年的60名女艺人作个统计，这些女艺

人祖籍清楚显示出：大范围北涉河北、天津，

南至安徽颍上，东达山东济南，西到河南孟

县，四个省区，南北长700公里，东西宽350

公里的区域。可见基本反映了河南坠子从有

女艺人加入以来，各个时期的“坤伶”阵容和

艺术实力忡。这个时期是河南坠子发展的鼎

盛时期，表现在演出人员众多，唱腔、表演形

式基本定型化，形成了北路、东路、南路和乔

派、赵派等多种艺术流派。河南坠子走向全

盛与坠子女艺人有很大的关系，她们为河南

坠子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女艺人对河南坠子发展的影响与贡献

1．女艺人推动了河南坠子的说唱形式

发展变化，丰富了河南坠子的演出曲目。现

在河南坠子说唱形式活泼多样，分“单口”、

京政府已经宣告灭亡。(3)邀请宋庆龄从上

海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宋庆龄是最富代

表性的杰出女性，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

友。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她的地位和名望无

人能够取代。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

恩来联名给留居上海的宋庆龄写信，邀请她

“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5月27

Et，上海解放后，毛泽东又委派陈毅前去公

馆看望宋庆龄，并决定派邓颖超去上海迎接

宋庆龄北上。行前，毛泽东让邓颖超带给宋

庆龄一封亲笔信。信中表现出来的尊敬与诚

挚，令人感动。8月28日，宋庆龄在各领导

人员及父母陪同下来到了北平，毛泽东、朱

德、周恩来非常热情地到车站迎候。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

会议的召开。1949年9月21 El至30日参

加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包括中国共

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

人士等46个单位的代表662人(正式代表

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人士75人)。

全体代表中，共产党员占44％，非中共人士

占56％(民主党派成员约占30％，工人、农民

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约占26％)。这个比

例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

共事的真诚愿望。9月21 Et下午7时，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

怀仁堂隆重举行，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

重要时刻，毛泽东同志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

词。他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

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9月27日举行全

体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组织法》。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决议案，其中将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定为五星红旗，是象征中

国人民的大团结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组织法》还规定了人民政协是全国人民民

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召开以后，仍将作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

体的协商机关而长期存在。9月29日举行全

体会议，这次代表大会会议一致通过了起临

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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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多口”或者“群口”。但是在女艺人

参与河南坠子演出之前，其说唱形式单一，

就是单口演唱。单口演唱就是一个人代表

多人的身份和角色，按照次序演唱，如演唱

《凤仪亭》，说唱艺人担任吕布、貂蝉、董卓

三个角色，根据情节逐次加以表现。当然，

单口说唱形式是坠子书的主要形式。

女艺人参演后，开始出现男女对口唱，

又叫“捧口”唱，或鸳鸯档。在对口唱的基础

上又发展了女对口、女三口、男女三口唱等

多种说唱形式。此前，男艺人多唱大部书，

多活口。女艺人出现后，由女艺人唱小段为

男艺人唱大部书的垫场，发展成为了女艺

人专唱小段，专唱短篇故事，前文所说的93

张之多的唱片就是女艺人说唱小段的例

证。后来河南坠子女性化更加突出，一些女

艺人在演唱小段的基础上开始演唱中长篇

书。比如新乡的刘明枝、中牟的刘桂枝和登

封的刘宗琴。这时候女艺人们又大胆移植

了其他曲种的表演曲目，丰富了河南坠子

的曲目库，比如她们吸收改变了山东大鼓、

西河大鼓中《小黑驴》、《葬花》等曲目；乔清

秀跟随梨花大鼓名家潘春聚学习了《二打

天门》、《五虎平南传》等部书，成为了乔清

秀的经典唱段。

2．女艺人创新发展了河南坠子唱腔与

表演形式，形成了流派纷呈、百花齐放的趋

势。河南坠子中的女艺人，为了吸引更多的

观众，为了不断使河南坠子充满活力和影

响力，她们在自己的演唱实践中不断吸收、

融合其他姊妹音乐艺术，不断革新坠子书

的唱腔与表演。下面笔者将以两位著名坠

子女艺人为例，通过她们对河南坠子的革

新，可知她们对坠子艺术流派形成的贡献。

乔清秀是河南坠子乔派的代表人之

一，人称“坠子皇后”，她在河南南乐、清丰、

山东临清一带，享有盛名，后来去天津发

展，在天津演出坠子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

她对河南坠子进行了大胆的革新，突破旧

有的演唱风格。她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将

梨花大鼓、京韵大鼓、戏曲及民歌等姊妹艺

术的音乐融入河南坠子，在传统坠子唱腔

的基础上，经过提炼、吸收、融合逐渐形成

了“以梨花为骨，坠子为肉，京韵念唱”，欢快

俏丽的乔派坠子。她的艺术风格既保持了乡

间传统美，又具有都市华丽、新颖的现代美。

在天津的梨花名家“盖山东”鹿巧玲曾教给

她一段唱，第二天便“化”进了她自己的唱腔

中。唱得又俏又好。鹿巧玲感慨地说：“清秀

这一手真是厉害。”醪“较之传统的‘说书’曲

调，一方面在引子部分去掉扯闲和打诨的内

容，保留引腔并变为与唱段有关的背景铺垫，

使在结构上协调统一。行腔字少腔多，擅长抒

情和写意。另一方面吸收了民歌的抒隋唱法，

继承了北路坠子的传统腔调，自出机杼、自创

新腔，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酗她对坠子的

大胆改革招致了同行的非议，有人认为她演

唱的是叛徒坠子。但是她的演唱却受到了天

津群众的喜爱。乔清秀对坠子的改革之所以

成功，笔者认为：一是她的改革注意迎合观

众的审美趣味；二、她的改革能够巧妙将其

他艺术融人自己的演唱风格中，使其为自己

的演唱所用，形成更易观众接受的韵味。

东路坠子代表人刘世红也是在传统坠子

唱腔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刘世红将戏曲唱

腔融会贯通至曲艺唱段。她引用京剧唱腔将

《草船借箭》中的诸葛亮刻画得活灵活现。她

借鉴其他姊妹艺术的表演风格，如在说唱中

穿插戏曲的黑头、红脸等戏剧唱腔，形成了高

腔入云、火爆泼辣、口快如刀的艺术风格。由

于她伶牙俐齿，犹如火车奔驰，一声黑头高

腔，犹如火车鸣笛，声震长空，再加上她的演

出服常是一身绿旗袍，当地商丘群众称绿皮

火车为“绿钢皮”，所以送她外号为“绿钢皮”。

她的这种风格受到豫鲁苏皖交界地带广大群

众的热烈欢迎，当时流传几句话“南集到北

集，谁不知道绿钢皮”，“拆房子卖地，也要听

绿钢皮的戏”，可见观众对她非常痴迷。

女艺人们学习借鉴梨花大鼓的化妆及

服饰，来增加演出的魅力。随着河南坠子艺

人的不断改革，坠子唱腔也逐渐稳定下来，

形成了以安阳为中心北路、以开封为中心的

中路和以商丘、周El为中心的东路以及乔清

秀为代表的乔派。唱腔引子、起腔、平腔、十

字韵、三字崩、武板等结构也逐渐成为坠子

特定的唱腔，这些都与女艺人的勤奋改革有

着密切的关系。

3．女艺人对河南坠子的传播作出了重要

贡献。河南坠子通过女艺人的创新与改革，

受到了群众的欢迎。这一曲种能够在全国成

为有影响力艺术，也与女艺人的跑遍全国很

多地区演出有着重要的关系。她们的演出活

动以及灌制唱片，加速了河南坠子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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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坠子的受众群体。

民国时期，天津是曲艺界交流的中心，

有“曲不入天津不名”之说，这时乔清秀、董

桂枝、程玉兰等著名女艺人从河南辗转到了

天津、北京，到40年代，到天津的坠子艺人

数以百计。乔清秀还曾应邀到南京、上海演

出。还有曹元珠、郭文秋等著名女艺人在南

京夫子庙一带演出演唱。有的女艺人甚至转

场数十地区，多个省市演出演唱，这些都为

河南坠子的传播贡献了力量。

此外，1937年河南发生黄河决口、全省

旱灾、蝗灾等灾难，当地灾民四处流浪、很多

为了谋生学唱坠子糊口，艺人们也逃往省外

逃荒避难，使坠子演唱队伍迅速扩大并得以

广泛传播。女艺人灌制的唱片，对河南坠子

的传播也有非常大的贡献，上海的百丽、胜

利等唱片公司为河南坠子女艺人录制了80

多张唱片，这些唱片发行全国，现代传媒手

段更是增加了河南坠子的知名度。在40年

代末河南坠子已经西北到达河西走廊、东北

直至鸭绿江畔，西南进入四川，东南涉足苏

杭，南到广州、香港。如此大影响范围，与女

艺人的演唱活动有着重要的联系。

河南坠子在民国时期走向成熟，并达到

鼎盛时期，与坠子女艺人的贡献有着密切的

关系。笔者分析河南坠子发展的目的是在当

前社会背景下，如何能够更好地保护传承这

一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从女艺人的贡献可

知，一个音乐文化遗产的发扬壮大与艺人的

不断创新、不断改革有着重要的关系。在当

前我们的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重大

的进展，但是我们在传承方面是否存在故步

自封的思想，我们是不是认为保护传承就是

原封不动，是不是迎合了当代观众的审美趣

味?我们是否应该从音乐文化遗产发展的历

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这些是我们在非遗保

护工作中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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