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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籍制度解体对堂名形成之影响

堂名，是流行于江苏南部、上海及浙

江北部的一种产生于清中叶并一直活动至

今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民间音乐班社类型。

从形式上看，(堂名)既有以坐唱昆曲、滩簧、

京剧为主，侧重戏曲，兼有多种传统器乐

形态的类型；又有侧重民间器乐，诸如十

番锣鼓、吹打、丝竹，兼有戏曲演唱的类型；

还有道士参与其中的类型。事实上，堂名

从产生到定型，经历了人员组成、音乐形式、

流行区域等一系列的变化过程，才形成今

天被大家所认知的涵盖多种音声技艺形式、

较为复杂的班社形态。由于其道士、吹鼓手、

官属乐人的不同人员背景导致了不同堂名

的演出形式有不同侧重，被当下学界所共

识的堂名也可分为道士堂名、鼓手堂名、

昆曲堂名三类。道士堂名侧重于道场法事，

兼以吹打器乐和昆曲；鼓手堂名则以吹打

为主，兼唱昆曲；而昆曲堂名则以唱昆曲

为主，兼奏丝竹吹打，参与民间礼俗活动。

从内涵上看，文人雅士们依据个人爱好，

引经据典书写堂名以匾额形式悬于堂前，

以表现一种人生态度或是人生追求，大宅

之厅堂也是演乐唱堂会的地方。而作为音

乐班社的堂名，是取其雅致的意味加以通

俗美好的称呼，既有文雅之感又有吉祥喜

庆之意，如昆曲堂名“合和堂”、“万和堂”，

鼓手堂名“鸿福堂”、“光裕堂”，道士堂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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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出台，不仅对戏曲、器乐等音乐形

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更直接导致了

专业乐人身份的巨大转变②。

明清时期乐籍中人在地方官府的用乐

机构中承担了礼乐和俗乐的双重任务，礼

乐主要为仪式所用，以男性乐人为主，不

同礼制类型其乐队组合、乐曲等都有明显

差异。而俗乐则以女性乐人为主，更多承

应非礼制仪式用乐，这其中包括了多种音

声技艺形式。虽然同为乐籍中人，不同人

群根据功能和场合的不同又各有侧重，有

偏向礼制仪式，也有面向世俗生活，不同

的音声技艺形式均由乐籍中入承载。无论

哪一级官府都有礼的需要，只是高级别官

府所涵盖的音声技艺形式更加丰富。

苏州为高级别官府所在地，高级别官

府所在之处大抵都有乐营，州府以上的

乐营、州府散乐中的官属乐人是戏曲等

音声技艺形式的承载主体，吹鼓手则是多

级官府均有之，官属乐人参与不同礼乐和

俗乐场合。乐籍制度解体后，官属乐人恢

复了自由身，原先的礼乐、俗乐承载者逐

渐向民间下移。所以堂名应该最先形成和

存在于经济、政治相对发达的城市地区(高

级别官府所在)，主要面向官员、文人阶

层，以俗乐戏曲为演出内容，城市和乡村

中的民间礼俗活动则多由吹鼓手和道士担

当。随着乡村地区对戏曲“崇雅”需求的

增加，堂名班社逐渐由城市中心向周边乡

村扩散辐射，并进一步与道士、吹鼓手相

融合。

一方面，乐籍解体并不是随着制度颁

布就立刻生效，想要真正脱了贱籍和普通

平民一样则需要“下逮四世清白自守，方

许报捐应试”④，想来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一直以来(专业)从乐者都为平民所不

齿，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老百姓的歧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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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名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乐籍制度的解体对全国范围内音乐班

社的转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堂名的产生

是一种历史必然。苏南堂名的特点主要表

现在来源的特殊性、演出形式的复杂性和

功能的多样性三个方面。我们要关注的是

堂名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衍化过程。当下

对于堂名的定义大都一概而论，没有具体

类分堂名内在的复杂性，堂名最初可能更

多以高级别官府乐人、以戏曲为主，后逐

渐与部分道士、吹鼓手等其他群体相融合。

正是由于组成人员来源的不同，导致不同

堂名内部既各有侧重又有一定的相通性。

1．不同人员组成的趋向融合

堂名从产生到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

衍化过程，面对不同服务对象的不同需求，

其所承载的礼乐和俗乐逐渐由一个班社担

当：需要仪式为用时则为礼乐，需要娱乐

的场合则为俗乐。实际上，这种现象在当

下许多以民间礼俗为服务对象的班社中应

该是普遍存在的意义。单一的服务内容早

已不能满足需求，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

苏南的部分道士班、吹鼓手班与堂名班互

相学习、逐渐融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道士在明清时常参与部分礼制仪式。乐籍

制度解体前，吹鼓手属于官属乐人，是宫

廷、官府祭祀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音乐群

体，具有一定的承继和延续性，因此，吹

鼓手和道士在功能、演出曲目和形式等一

定程度上具有全国一致性。乐籍制度解体

后，吹鼓手和道士班逐渐成为婚丧嫁娶等

各种民俗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清中叶以后，

大量官属乐人向民间下移，为了自谋生路，

便开始为民俗活动服务，道士、吹鼓手和

堂名班在这个大背景下趋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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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府一带活动的堂名班社主要以唱喜庆堂

会为主。且大多只唱昆曲，外出演出常会带

上制作精美的“堂名担”@，以显示堂名班

社的风雅与水平，少有与道士、鼓手搭班的

情况。这就与太仓地区的堂名有所不同，由

此我们可以推论偏向城市的市民阶层对堂名

的需求更加侧重于昆曲欣赏，功能上以娱乐

为主；而乡镇、农村地区的堂名则和民间礼

俗需求结合的更加紧密，一个班社多种担当，

功能上以“为用”为主，根据场合和人员的

不同各有侧重。

虽说乡镇、农村一带的堂名与民间礼

俗的需要有很大关系，但是不同来源的堂

名又有各自的侧重。

除堂名外。民间有称吹鼓手的。他们

除了为丧事活动吹打曲牌外，也能演奏十番

锣鼓，常被堂名或当家道士请去当帮手。有

些堂名艺人，无生意做时也会被邀去当吹鼓

手，称为堂名鼓手。堂名和吹鼓手的最大区

别在于：堂名会说唱戏文，都能演奏十番锣

鼓曲；鼓手只能演奏一些吹打曲牌。⑨

可以看出，苏南地区的民间音乐主要

由堂名、吹鼓手和道士承载，他们的演出

形式和场合有所重合，可以相互搭班演出，

但又各有侧重。堂名被尊称为堂名先生，

可人室，吹鼓手则只能在门外。二者还是

有所差别。堂名主要负责说唱戏文，演奏

十番锣鼓等器乐；吹鼓手则主要负责传统

的吹打曲，也能唱唱昆曲兼奏十番，但是

水平参差不齐，’所会的曲目也相对较少；

道士主要从事醮事道场活动，“民间道士中

也有一部分人会演奏十番锣鼓。苏州、无

锡一带大多为‘在家道’。他们农忙则务

农，闲时则从艺。他们或受当家道士之约，

参加道士乐班的道教祭祀活动，或应堂名

班主之邀，服务于民间婚丧、喜庆等仪式。

他们除能演奏一些配合仪轨活动的器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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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景》等。可以看出，《普天乐》、《水龙吟》、

《傍妆台》、《到春来》等一般由吹鼓手负责

的吹打曲牌也出现在堂名班社所演出的曲

目之中，这说明了堂名班和吹鼓手班社的

互相借鉴和融合。堂名班社在活动中吸收

了部分鼓吹曲牌，在坐唱昆曲、十番锣鼓

之外还要演奏一些吹打。

另据《集成》记录，道家吹打和堂名

所负责的神家吹打在曲目方面有一定的重

合性，如《山坡羊》、《雁儿落》、《柳摇金》

等曲牌是神、道二家皆有的。至于为什么

道家会演奏传统曲牌，这应该与明清时期

道士进入国家礼制仪式，很多礼乐场合都

是乐用道士不无关系。

由上可见，堂名、鼓手、道士在吹打

和昆曲的承载上有一定的的互融性，在面

向民间礼俗下移的过程中，由于礼俗的需

要，部分鼓手、道士班相继学习昆曲等音

声技艺形式并与堂名搭班演出，堂名则吸

收了部分吹打曲牌，他们相互融合成为当下

意义上的堂名班社。当然，这种状况并不仅

仅出现在苏南一地，项阳曾采访陕西户县的

崔永义老先生，老先生就直言自己祖上是乐

户，因雍正禁了乐籍后为民间礼俗服务，同

时还要去县衙候差的情况。@秦晓妍阐述了

山东莱芜地区“窝铺”的源头正是雍正饬

禁乐籍，原先为官府服务的乐籍中人，因

为除籍被分往各个乡镇，由为官服务转变

为为民间礼俗服务，“窝铺”名称的由来正

是由于在他们派往各地之初，住宅都为临

时搭建，因而才以“窝铺”为名。@可见，

在乐籍制度的存续期，全国各地都经历了

这种类似的官属乐人除籍后向地方下移并

逐渐为民间礼俗服务的情况，这是雍正除

籍后的普遍现象，也是从官方走向民间的

必经之路。堂名这种一个班社包含多种音

声技艺形式的承载并不少见，从山西晋城

五聚堂的碑刻、蒲

及多种文献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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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解数，取长补短，互融共通。这时候，音

乐技艺的高低、所会曲目的多少以及气氛的

调动都成为了评价一个音乐班社好坏优劣

的标准。一句话，哪个班社厉害，其所掌握

的音声技艺能够适应多种礼俗用乐，“上事”

的时候别人就会请你。在这种背景下，一个

音乐班社结合当地特色和群众需求，会多种

音声技艺形态并不稀奇，反而是一种生存需

要。再看堂名所涉及的音声技艺形式，涵盖

了昆曲、十番锣鼓、丝竹、滩簧等。昆曲、

十番锣鼓并不仅仅是在苏南一地有所流传，

而是在全国的不同地区都有传播，并且在乐

籍制度解体后，被不同程度地用于民间礼俗

仪式场合之中。

十番锣鼓是一种流行于江苏、浙江、

上海、江西、福建、河北、内蒙古、湖北等

各地的音乐形式，苏南、上海、浙江、天

津的十番无论是在乐器组合还是曲目上都

或多或少有所关联，清官十番、河北、内

蒙古十番从曲牌的一致性来看也当属同源。

虽然曲牌名称各异，其曲牌来源、结构方式、

演奏乐器大致相近。而《集成》中所记录

的十番音乐大都与鼓吹乐相提并论，要么

属于鼓吹乐目下，要么与鼓吹乐的演出场

合、人员组成等有所重叠。北方的十番锣

鼓如河北易县十番锣鼓、赤峰十番的代表

曲目中不乏《水龙吟》、《万年欢》、《得胜令》、

《傍妆台》等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流传的

鼓吹曲，甚至可以说，这十番本来就是由

鼓吹乐派生而来的。而天津十番与苏南十

番的情况则基本相同。

十番乐的演奏者们随着演出形式的多

样及需要，逐步分化为两种，一种是民间

的“吹鼓手”，这些人并不专吹十番，有时

也吹其他音乐，他们常随大乐班活动，在

吹奏红白事时，十番乐与大乐轮番演奏⋯⋯

另一种是专习十番乐的班社，他们只演奏

乐籍制度解体对堂名形成之影响 I 47

十番乐，不奏其他

职员及商人。⑥

这段话清晰挝

过程，一种为民间

十番，在群众需要

乐(大乐)，参与红

名”是何其相似，

过程中，吹鼓手荛

好加入“大乐”恶

地区当地特色融苣

形式。天津演奏斗

娱班社的性质，由

是十番的“雅化”

以分为面向农村民

和面向城市为主雕

班。可以看出，天

展经历了相似的行

两种性质的音乐玉

结合群众审美需球

农村民俗活动的色

类型；一为相对拥

少参与民间礼俗汪

社类型。不仅仅是

存续期，全国的贼

阶段。

以昆曲来看，j

上妆)坐唱昆曲(

明清时期苏南高乍

尤其是江苏、浙江

集，在明代中后势

盖了歌舞、演剧、

发于苏州一带，不

文人对昆曲的唱脏

亲近，昆曲在苏南

⑥《中国民族民间{

国ISBN中心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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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天时、地利、人和”。在某种程度上，

家乐的崛起促进了昆曲的传播和兴盛；另

一方面。昆腔早已在明末清初，经由乐籍

制度传播至全国各地，是一种“官腔”@的

存在，全国的高级别官府都规定有相应的

用乐机构及乐人配置，这种网络遍布全国。

昆腔正是通过这种官属乐人之间不断地交

流和互动，促进其在乐籍体系内进行创承

和传播。

苏南之堂名为何会以昆曲为重呢?究

其渊源，一是由于苏南地区明清时期的家

乐崛起；二是苏南地区普通群众对昆曲的

特殊审美需求。

雍乾时期，乐籍制度解体，至嘉庆年

间又出台了一系列禁女伶、女乐的政策，

给了家乐致命一击。明清江南家乐在经历

了朝代更迭和一系列的政策打压之后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即戏班从官养向民养过渡，

特别是戏曲多是在高级别官府之地存在。

当乐籍解体，依附于高级别官府而生存的

戏班会有多种形态的变化，既会有职业戏

班的存在，也会有小型化的存在，当然这

些首先是在城市中，所以在苏南地区会形

成以堂为名的状况，但在发展过程中也会

不断向县境和乡镇扩展，继而由吹鼓手和

道士接衍并进一步和其他音声技艺形式相

融合，既可以服务于富商巨贾、高官显贵，

还可以用于民间的一些庙会、礼俗仪式场

合等。就苏南来说就是逐渐向职业戏班和

堂名过渡，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早期的堂名

对清曲唱及戏曲犹为重视，其审美品位在

一定程度上还延续着家乐时代的雅致，但

是由于文化审美需求不同，堂名逐渐发展

为两类：一为带有“崇雅”气息，风格雅

致，偏向城市，注重戏曲；一为偏向乡镇、

农村，重在满足民俗需求，与部分道士、

鼓手相融合，吸收学习道士和吹鼓手曲牌，

也因此偏同吹打等

的需要和百姓审美

阳腔、京剧、十番

结合，相继出现了

等称呼。

对于江南丝竹

者提出不同看法，

论。我们查阅《集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南一带的江南丝竹j

一类为服务于民间

取得报酬，以营利

类属于自娱性的业；

多在私宅或茶馆冬

切磋技艺，即使为

取报酬。这也和上

南堂名班社的两种1

江南丝竹最辛

曲”@，但是江南鱼

乐曲改编、民间歌

曲牌等。尤其是江

等其他团体，在参

嫁娶等场合时，经

组合形式来演出鼓

少在特定礼俗场合

客串”用于自娱的

区域性民众的喜好

音乐形式的侧重，

的特殊要求，在丰【

些特定程式上只能

送客娱乐乡里时贝}

么严格，往往是什

⑩同注②。官腔：

载的声腔以及多种音声凭

⑩包括：《中花六板

三六》、《四合如意》、《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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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提到，“在沪采访所见清代光绪

年间成书的《丝竹易知》，载有工尺谱如《山

坡羊》、《柳摇金》、《一江风》、《傍妆台》

等曲牌”。@这说明：(1)在十九二十世纪，

一些南北曲牌已经与丝竹器乐曲相融合；

(2)像《山坡羊》、《柳摇金》、《一江风》、

《傍妆台》等这些曲牌，不仅可以用鼓吹的

形式进行演奏，用丝竹乐器的形制也可以，

在现今流传的江南丝竹乐曲里依然可以见

到它们的身影。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

其中有些曲调与原曲牌相比变化较大，另

外也不排除个别名异实同、名同实异的情

况存在。

《集成》中江南丝竹的曲目对《鹧鸪飞》、

《山坡羊》、《柳摇金》、《万年欢》、《望妆台》

等曲牌都有记录。有学者也注意到了苏南

地区的这种把鼓吹曲改编为丝竹曲的问题，

并举例说：“根据其他器乐曲牌改编的乐曲

有《柳青娘》、《柳摇金》等。《柳青娘》为

流行于全国的器乐曲牌。《礼孝经》系吹打

曲牌《小柳摇金》(六尺乙)的改编曲。‘礼

孝经’为‘柳摇金’三字之谐音。《乌夜啼》

该曲系根据同名曲牌加工而成，长期流行

于郊县一带，为郊县班社的常奏曲目。《龙

虎斗》本曲原为吹打曲牌《水龙吟》中之

合头，移植为丝竹乐曲后俗称《龙虎斗》o

《慢龙虎斗》是经‘放慢加花’的《龙虎斗》

变体。《倒拖犁》是曲牌《小开门》的放慢

加花，从《小开门》中部开始，首尾倒置，

故称《倒拖犁》。”@

可见带有苏南地区文化特色的“丝竹”

演奏方式，在面对礼俗之需时由堂名借用，

吸收丝竹的乐器组合和演奏方式来把具有

全国一致性意义的鼓吹曲牌改编为丝竹曲，

使得堂名班社中丝竹和鼓吹相互融合，以

便更好地满足礼俗特定场合中的必须用乐

和各种民俗活动的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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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名所涉及的

吹打、京剧等，教

同音乐形式在堂名

式就不一一例举。

礼俗和娱乐的双

项阳先生曾蒴

为神奏乐和为人囊

思考堂名的多重礁

角。在礼乐制度下

络，“中国音乐文，f

奏乐、为人奏乐、

延续着”。@

从功能上说，：

功能的侧重也各有2

体后也是堂名形成

偏向雅致路线，以!

是在十九二十世复

利为目的为各种民

娱人娱神双重功能!

整理十九二十

活动所涉及到的卒I

所面对的民间礼侄

的。结合我们在之

的资料可以看出，

的礼制类型包括：

女、招婿、招夫、

寿、定亲、结亲、

会、上宅、下宅、j

做社、酬神等庙佥

⑧杨凌《论江南丝

2003年第4期，第52一

⑩阮弘《论江南丝

职业学院学报》2007年；

⑩项阳《功能性·

国音乐文化史的认知》t

2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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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民俗，正月“闹元宵”，二月“花朝”(出灯)，

五月“划龙船”(端午龙船竞渡)，七月“乞

巧会”(牛郎织女)，八月“看潮头”(观潮)，

等等。由于堂名班在发展衍化的过程中和

部分鼓手、道士结合，这种不同的人员构

成使他们在为民俗活动服务时又各有侧重，

即昆曲堂名主要用于嘉礼、宾礼，道士之

斋醮科仪既可为白事(凶礼)亦可祈福为

用，后者则属吉礼，鼓手堂名主要参与吉

礼和凶礼。但是，一种礼俗中同时又会涵

盖多种礼制类型，像娶媳、嫁女这种活动中，

乐班的性质就涵盖了嘉礼和宾礼两种。同

时，在面对仪式中的礼制、礼俗时，同一

个堂名班可能承载两三种以上的功能，如

现在的道士堂名在出门做事(大多为丧礼)

时，大都会在下午一点至三点之间这个特

定的时间来演唱昆曲，打打十番，他们称

为“蛋击菜”，主要是供宾客娱乐欣赏。

从礼仪用乐的视角来看，在乐籍制度

存续期，无论是国家五礼用乐还是日常卤

簿用乐，都必须有官属乐人群体的承应，

多种仪式场合所用的乐曲在全国范围具有

相通、一致性内涵，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

各地所存留的手抄本乐谱，有相当数量的

传统曲目相同或相近，具有很大程度上的

一致性。“各地有着历史上官属乐人背景、

分布于全国各地的乐社和班社中依然承载

着一定数量的传统曲目，汇聚起来显现传

统的整体意义”。@从上文的分析中就可以

发现，堂名所奏曲目中不乏像《水龙吟》、

《汉东山》、《朝天子》这种具有全国一致

性的传统曲牌。这些曲牌最早是由官属乐

人(吹鼓手)承载，在堂名、吹鼓手和道

士的相互融合中，一部分吹鼓手加入了堂

名队伍，学唱昆曲，堂名和道士也将这些

传统曲目学来以便更好的为民间礼俗服

务，堂名不同组成人员中的官属乐人背景

日J以认知。

此外，鼓手堂

他岁时民俗时“多

也举例说：“南郊焉

光’当差，浏河天

堂名班当差，茜泾

打是尽义务的。”唾

要去“尽义务”?：

这“尽义务”和山

度解体后的表现程

(1926)以前，凡扣

个月到县衙义务剧

项阳先生曾在陕西

老乐人，“他讲其牵

官，因犯法被‘充

度解体后，“他们翕

配至大王镇，服务

一方百姓便成为他

同时，他们要同其1

费应差，毕竟县太：

盘”@。这就可以{

鼓手堂名这一群体j

属乐人，在乐籍制j

到官民共养的转变．

一群体的观点提供。

间已经禁除乐籍，1

人们却是依旧在匿

差，这个群体也就J

民间下移的枢纽和：

⑩同注⑩。

⑧谢建平《从堂名i

艺研究》2009年第9期，

⑧同注⑤，第34 j

⑨转引自项阳《山

年版，第84页。

⑤项阳《中国礼乐

2010年第1期，第1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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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之“门图”、浙江堕民@之“门眷”、山西

乐户之“坡路”，都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行

使的固定的主客关系，且这种主客关系世

代相传，甚至还可以买卖；安徽伴当@也有

固定的主客制度，除了乐户，堂名、堕民、

伴当主客关系的由来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

提到。除了主客关系，堂名、堕民、乐户、

伴当，不论是在服务类型还是在运用场合

等都极其相似，难道只是巧合?还是堂名、

堕民、伴当为乐籍制度下乐户群体在不同

地区的区域发展?这些都还有讨论的必要。

堂名从产生到发展一直是个不断变化

的动态过程。在乐籍制度解体后，经历了

从官属乐人向民间艺人的嬗变，戏曲等音

声形态以高级别官府所在地为重，经过不

断下移，在向周边地区辐射时逐渐与吹鼓

手和道士相融合，而吹鼓手则是多级官府

均有之。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堂名在产生之

初多在城市活动，且以戏曲、器乐小曲演

奏为主要表演内容，后逐渐演变为涵盖多

种音声技艺形式，服务于不同礼俗场合。

各有侧重的班社类型，即面向城市的昆曲

堂名(多带有“崇雅”气息，风格雅致、

偏向戏曲的一类)，面向乡镇农村的道士堂

名和吹鼓手堂名(在接衍的过程中，为满

足民俗需要，逐渐与吹鼓手和道士合流，

偏向吹打等器乐曲的一类)三类，这三者

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相互融合共同为民间

礼俗服务。

其实各地的民俗大多是相通的，堂名

的性质从广义来说就类似于北方地区的鼓

吹班子，广泛服务于婚丧喜庆及各种民俗

活动。以冀中地区来说，民间的音乐活动

就包括了音乐会、鼓吹班和戏班等，但他

们的性质、演出场合、服务对象等也各有

侧重。音乐会无偿服务，鼓吹班和戏班则

是以营利为根本目的，音乐会多参与葬礼，

乐籍制度解体对堂名形成之影响 I 5，

鼓吹班和戏班各利

-乐会、鼓吹班子是

则更偏向于审美需

的人家会同时请名

出现在同一场葬丰【

于一种音乐会、鼓

只是堂名结合了芳

点，更加雅化一些

群体、不同演出力

乐籍制度解体后，

不同音乐形式的副

盛一时，苏南地区

需要都会请堂名著

苏南经济和文化雕

越小，礼俗越来超

欣赏水平下降加之．

十年堂名活动在苏

纪80年代以后随霆

部分学者都认为堂

常熟辛庄一带的旺

上重在“娱人”的：

鼓手中吸收堂名的

可以说堂名并没确

人到了民间礼俗用

作者附言：本文j

辨：乐籍制度解体后l

型与发展》的组成部j

作者单位

⑧堕民：在十九二

区域性“贱民”，主要靠

仪提供趋吉避邪的服役蔓

⑤安徽伴当：明末

伴当，宁国府有世仆，!

仆要为主顾服役，主仆：

雍正时才被“除贱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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