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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語名詞 触幡维

崑曲 員工、宀牝
用曲原稱「崑山腔」，簡稱「崑腔」，因爲匕座 

1於江蘇崑山-帶,故名°明代嘉靖' 隆慶年間魏 

以輔等人改良崑腔，使崑腔具細膩婉轉的特色，因 

之又有「水磨調」、「水磨腔」之稱。崑腔流行， 

成爲「畤曲J，因而又稱爲「崑曲」。崑曲包括散 

曲和劇曲，近代又把劇曲稱爲「崑劇」。1921年在 

験州創辦的傳習所，已稱爲「崑劇傳習所」了 。

大約在元代末期，南曲傳到崑山一帶，與當地語 

,沖I音樂結合，因而產生新腔調，人稱崑山腔。魏 

良輔《南詞引正》云：「元朝有顧堅者，雖離崑山 

三十里，居千墩……善發南曲之奧，故國初有『崑 

山腔』之稱」。明周玄障《涇林續記》記載朱元璋 

"見崑山耆舊周壽誼，朱問周云：「聞崑山腔甚 

佳，爾亦能謳否？」可以見證崑山腔在元末明初已 

經形成；但崑山腔在當時流傳並不廣，到明嘉靖、 

陸慶年間，魏良輔等人吸收北曲和海鹽、弋陽等腔 

的長處，對崑腔進行改革，使崑腔「諧聲律」，具 

備「清柔婉折」、「流麗悠遠」的特色。在伴奏方 

面加入了笛、簫、笙、琵琶、三絃、提琴等樂器,

的一股主要力量。對日戰爭爆發後，崑曲幾乎觸 

於舞台。1956年浙江的「國風蘇崑劇團」新編崑風 
&五貫》，赴北京演出，獲得各界的肯定，於是中 

國各地接二連三地成立崑劇團，目前有七個院、島 

.浙江省京崑藝術劇院、江蘇省蘇崑劇團、江蘇省 

崑劇院、北方崑曲劇院、湖南崑劇團、上海崑劇 

1999年秋天台灣成立台灣崑劇團'由國光劇 

團、台灣戲曲專科學校國劇團專業京劇演員和優秀 

曲友組成。2000年浙江省永嘉縣亦籌備恢復永嘉崑 

劇團。

崑劇

見【崑曲】條。

崑腔

見【崑曲】條。

崑山腔

見【崑曲】條。

明沈寵綏《絃索辨訛〉云：「崑山有魏良輔者，乃 

漸改舊習，始備眾樂器，而劇場大成。」在隆慶年 

間，崑山人梁辰魚繼承魏良輔的成就，並爲崑山腔 

皆寫馈紗記）傳奇，而盛行於時。此後'崑腔漸 

趨繁盛，演出頻繁，幾乎流傳於全中國，逐漸取代 

了海鹽諸腔，一躍而爲各戲曲聲腔之首。萬曆年 

間，崑腔已從吳中擴展到江浙各地，漸次流傳到全 

國，到萬曆末，已是「四方歌曲必宗吳門」了。

崑腔盛行，它的文學、音樂、表演藝術、舞台美 

復等也漸趨成熟，日益講究，達到極爲精緻的境 

地。清代以後興起的各地方劇種都幾乎直接或間接 

地受到它的影響。它流傳各地，受當地語言、音 

樂 ' 習俗和當地劇種的影響，也產生許多支派，如 

北崑、湘崑、川崑、金華崑（金崑）、永嘉崑（永 

崑）……等。

清代中葉，「花部」諸腔興起，被稱爲「雅部」的 

崑曲，知音漸少，而走向衰微的命運。到光緒末 

業,崑曲的大本營——蘇州就只剩下文「全福」和 

武「鴻福J兩個戲班，到民初只剩下「全福」班， 

演員只有二十餘人。1921年蘇州創辦了「崑劇傳習 

所,，招收五十餘名學員，五年滿師，成立「新樂 

府J，後來改組爲「仙霓社」，這是延續崑曲薪火

水磨腔

見【崑曲）條。

崑調
即指崑曲。清人沈朝初【憶江南）詞云：「蘇州

¥，戲曲協宮商，院本愛着新樂府，舞衣不數舊寛 

表，崑調岀吳間」。

吳音
拓，指崑曲‘因其盛行於以崑山和蘇州爲中心的吳 

叫，‘所以稱爲吳音。王■徳《曲律•論腔調〉說 

事在南曲'則但當以吳音爲正」。焦循《花部接 

譚〉也說「吳音繁總，其曲極諧於律」。

吳超
本意是指吳人的好尙，引申爲吳人愛好的本地聲 

’亦弊曲。明代汪道昆《太函集》卷一一五儼 

।詩云：「徴歌還許出吳趨」。《康熙蘇州府志） 

之十一〈風俗志〉記載：「吳人善謳，其習已久。 

，府有〈吳趟行〉，《文選》注云：「越，步也' 

内其土風也,°今則古調不作,競爲新聲，竹 

肉相間‘音若絲發，世傳崑腔，崑山人魏良輔謳



熄類•術語名詞

曼聲，梁伯龍（梁辰魚）製為豔曲'傳習日益工 

耳」。因此，明清時期即以吳趨作為崑曲的代稱。

吳欽
亦指崑曲（「欹」即「歌」之意）。明萬曆年間潘 

之恆在《豔曲十三首》中說：「吳欹元自備宮商， 

按拍推宗魏（魏良輔）與梁（梁辰魚）」。

南音
南曲的代稱，也可指崑曲。明末凌濛初評選南曲 

崑腔唱本，曾編刊《南音三籟》行世。另外，福建 

泉州的南音，又稱南曲、南管5則是一種曲藝，概 

念不同。

南曲

與北曲並稱的中國古典戲曲的聲調之一。最初是 

南宋形成的南戲的唱調，源於村坊小曲和民歌。當 

時由於宋金對峙，南北分裂。北方形成了北曲雜 

劇，南方形成了南曲戲文。到了元朝一統後，南北 

文化交流，互相融合，出現了南北合套曲。元末崑 

山腔興起，崑山人顧堅精於南詞，善發南曲之奧， 

對推廣崑腔南曲起了重要作用。明嘉靖初，魏良輔 

改革崑山腔，以南曲為主要聲腔，也吸收北曲。明 

清傳奇劇屬南曲系統，但也採用一部分北曲。所以 

南北曲在崑曲中都有。南曲屬於曲牌聯套體，格律 

較北曲為自由。在字、句、聲、韻方面不像北曲那 

樣嚴格。但仍有宮調曲牌的規範。在咬字吐音方面 

用南方的語音，平上去入俱全。在音階方面是1、 

2、3、5、6 （Do、Re、Mi ' Sol、La）五聲首 

階'沒有4、7 （Fa、Si）兩個半音，旋律方面較為 

細膩婉轉，悠揚悅耳。據明代沈璟的《南九宮十三 

調曲譜》所列，南曲擁有五百四十三支曲牌，以後 

逐漸增加，至清代乾隆時編的《九宮大成南北詞宮 

譜》，共有南曲一千五百一十三支，變體二千八百 

零八種。

南詞

,南曲的文字作品。也可作為南曲的別稱，如明代 

徐渭所著《南詞敘錄》、魏良輔所著《南詞引正》， 

中初沈自晉所編《南詞新譜》、呂士雄所編《南詞 

定律》'他們所說的「南詞」，實際上就是指南曲。 

近代吳梅所編的《南北詞簡譜》，亦即指南北曲。

崑梆

崑腔與梆子雜揉而演唱，其名最早見於乾隆三十 

一年（1766）李聲振的〈百戲竹枝詞〉：「渭城新 

譜說『崑梆』，雅俗如何占號雙？鰻調誰聽箏笛 

耳，任他擊節亂彈腔」。作者有小序說：「秦聲之 

鰻調者，傳以絲竹，俗名崑梆」。胡忌、劉致中在 

《崑劇發展史》中以為：「既名崑梆，按理是崑班、 

梆子相雜，成為亦崑亦梆的聲腔。它源於陝西，所 

以說『渭城新譜』，而且是亂彈腔裡流行的一種」。 

另外，河北梆子與崑腔合班也稱為崑梆，例如文安 

縣北斗李村的任以禮，在同治初年創立了一個「崑 

梆兩下鍋」（參見【兩下鍋】條）戲班，俗稱崑梆三 

慶班。

雜劇

即「北曲雜劇」。相對於「戲文」而言。又稱「北 

劇」。其異名有「院么」、「么末」、「么麼院本」、 

「傳奇」、「樂府」、「北院本」、「北曲」、「元 

詞」等。實乃金院本加上北諸宮調而形成的。其大 

約在金代叫「院么」，在元代初名「么末」，後承 

宋雜劇之名而叫「雜劇」。宋雜劇一般分四段：先 

作尋常熟事一段，名為「艷段」；次作正雜劇「兩 

段」，乃同性質之不同故事；最後尙有「雜扮」， 

又名「雜旺」、「紐元子」或「技和」，即是「散 

段」。基本上是屬於「小戲群」的性質。元雜劇則 

不然，其體製規律非常謹嚴，例外極少。大抵劇本 

每本分四段，即四折。有時可加楔子。劇首有「總 

題」，結尾有「題目正名」。每折由一套北曲加上 

賓白和科範組成，有時在套曲中可用插曲，在劇末 

另有「散場曲」。每折宮調大抵固定，如首折必用 

仙呂宮，次折多用南呂或正宮，三、四折多用中呂 

和雙調。其套數所用曲牌組織嚴密，其先後次序和 

連用、借宮等，都有一定的規矩。且每套曲限一 

韻，平、上、去、入四聲可通押。四折四套四韻， 

不相重覆。一本四折由一人一腳獨唱到底，甚少變 

例。由正末獨唱者叫末本，正旦獨唱者叫旦本。角 

色有末、旦、淨三行。雜劇發展至明初，大體仍符 

合元人規律。明中葉以後，受南曲影響'折數或少 

至一折，有一折中用兩套北曲，亦有數劇合成一劇 

者。有開場用家門形式者，也有用合套或合腔，乃 

至全用南曲者。後期因傳奇大盛'更多運用傳奇之 

規格形式，多破壞原本雜劇之結構'折數可少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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