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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十七爷与魏良辅的笛子说

起

近年热播的古装剧《甄嬛传》中的十七爷

允礼喜欢笛子，剧中几处都有他吹笛子的镜头：

或月下吹奏，排遣心事；或为甄嬛惊鸿舞伴奏，

笛声悠扬，为这部电视剧增色不少。笔者发现，

该剧中允礼所使用的笛子是整支的平均孔笛

（以下称昆笛）。这部并非历史剧的古装戏虽是

虚构，但在细节上却下足了功夫。

昆笛改良与昆曲的当代传承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 胡淳艳

【内容提要】传统昆笛是平均孔笛，一支笛子可翻七调。昆笛的声音空灵绵长，韵致悠远，是构成

昆曲独特古典韵味的重要因素之一。改良的昆笛变成了仿西乐十二平均律的插口笛。插口笛

取代传统昆笛成为昆曲专业院团的主要伴奏乐器，是因其音准与西乐相合。但这失去了传统

昆笛演奏所具有的与昆曲演唱一致的空灵韵致 ；而不懂传统昆笛音色的笛师创作的新编戏音

乐必然寡然无味，无法吸引观众。

【关键词】 昆笛  插口笛  昆曲传承

全男班《牡丹亭》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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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2006 年播出的

八集纪录片《昆曲六百年》。这是一部向公众

全面介绍昆曲前世与今生的大型纪录片，以其

制作精良而广受好评。但其第二集《迤逦之声

起江南》中描述魏良辅等创制昆腔时，以历史

再现形式出现的魏良辅所吹的笛子，却并非传

统的昆笛即平均孔笛，而是插口笛，即通常所

说的十二平均律笛子（以下称插口笛）。这种

笛子的普遍使用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若干年，如

今却蓦然出现在嘉靖年间的昆山。

两相对比，以专业、严谨著称的《昆曲

六百年》，却出现了如此明显的失误，其主创

人员对细节的把握还不及虚构的电视剧，着实

令人遗憾，而这也凸显了当代昆曲传承中的一

些问题。

二、传统昆笛与十二平均律笛

传统昆笛由整根竹子制作而成。吴梅曾在

《顾曲麈谈》中对昆笛做过较为细致的论述：“笛

共六孔，计有七音，令人按第一孔作工，第二

孔作尺，第三孔作上，第四孔作乙，第五孔作四，

第六孔作合，而别将第二第三孔按住作凡，此

世所通行者，曲家谓之小工调。笛色之调有七：

曰小工调（即上文所言者）、曰凡字调、曰六

字调、曰正工调、曰乙字调、曰尺字调、曰上

字调。此七调之分别，以小工调作准。所谓凡

字调者，以小工调之凡字作工字也，凡作工字，

工作尺字，尺作上字，上作一字，一作四字，

四作合字，合作凡字是也。所谓六字调者，以

小工调之六字作工字也，六作工，凡作尺，工

作上，尺作一，上作四，一作合，四作凡是也。

所谓正工调者，以小工调之五字作工字也，五

作工，六作尺，凡作上，工作一，尺作四，上

作合，一作凡是也。所谓乙字调者，以小工调

之乙字作工字也，乙作工，五作尺，六作上，

凡作一，工作四，尺作合，上作凡是也。所谓

尺字调者，以小工调之尺字作工字也，尺作工，

上作尺，一作上，四作一，合作四，凡作合，

工作凡是也。所谓上字调者，以小工调之上字

作工字也，上作工，一作尺，四作上，合作一，

凡作四，工作合，尺作凡是也。笛共六孔，而

所用有七调，是每字皆可作工。”①传统昆笛的

六孔平均开孔，半音全音无明显区别，因此被

称为平均孔笛。昆笛七调，每一种指法都不同，

熟练掌握七种调门的不同指法需要长期刻苦的

训练才能实现。笛师如果能用一支笛子翻上述

七个调门，被称为“满口笛”。近现代的许伯遒、

傅雪漪、汪曾祺、载涛、红豆馆主溥侗、高步

云、徐惠如等人都是“满口笛”。

插口笛不是整根竹子制作，中间有插口，

可以拆装，便于携带。插口笛改用十二平均律，

仿西乐十二平均律之音准。六孔不再平均开孔，

半音与全音有了明显区别。“由于十二平均律

的笛子不是平均孔，尽管在理论上，一支笛子

仍然可以转七个甚至十二个调，但由于指法技

术的复杂，影响到速度和音准。”②因此，插口

笛不能一笛翻七调，要换调必须换别支笛子。

这是插口笛和传统昆笛的最大区别。

传统昆笛由于半音和全音没有明显的区

别，存在着“全音不足，半音有余”的问题，

而插口笛有余半音、全音区别明显，因此不存

在这一问题。一些昆曲相关著述在解释昆曲的

七个笛色与西乐的对应调门时，往往会强调昆

笛的上字调、尺字调、小工调、凡字调、六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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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字调 ( 即正宫调 )、乙字调，大致相当于西

乐的降 B 调、C 调、D 调、降 E 调、F 调、G

调、A 调。如谢也实兄弟的《昆曲津梁》、武

俊达的《昆曲唱腔研究》、吴新雷主编的《中

国昆剧大辞典》、洪惟助的《昆曲辞典》等。

然而这只是在大致的意义上讲。严格来说，传

统平均孔笛七调与上述西乐各调并不是完全对

应的。即令其中最接近的小工调和 D 调，也

并不完全一致。昆笛的小工调比西乐 D 调稍低。

其他各调与西乐之间差异则更大。

不仅如此，传统平均孔笛还存在着音程上

的偏差。当筒音为 Sol 时，Sol 和 Do 的音程

关系正确，但 La 音偏低，Si 音更低，Re 音稍低，

Mi 音更偏低，Fa 音却偏高，但正因为这些偏

差，昆笛才能转换七调。不能将十二平均律笛

的 Mi 音、Si 下移，就认为是传统曲笛，因为

音程差异过大，不能转换七调。显然，平均孔

的传统昆笛与十二平均律的插口笛属于中西不

同的音律系统①。

如此一来，经过改良的按西乐标准制作、

属于西乐音律系统的插口笛进入到最纯粹、古

典气息浓郁的昆曲音乐体系之中，并且很快占

领了昆曲伴奏的主导地位。这给昆曲的当代传

承带来不小的影响。

三、插口笛取代传统昆笛对昆曲

传承的影响

目前几大昆曲院团在演出中所使用的笛子

都是插口笛。之所以如此，有人认为是因为音

准问题。昆曲演出中乐队的日渐庞大，“在演

奏时有更多乐器的介入，对于笛子音准有了更

高的要求，传统的平均孔笛已不能适应新的要

求”②。正是为了与整个乐队配合，音准更符

合西乐标准的插口笛取代了传统昆笛。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传统昆笛所需的

七种指法有相当的难度，如前所说，需要经过

长期的训练才能掌握，而现在戏校、戏曲学院、

音乐学院笛子专业的学生往往只有几年的学习

时间，如此短的时间，要掌握传统曲笛的七种

指法，显然不太可能。因此，目前国内艺术院

校的学制也是造成学习传统昆笛者渐稀的原因

之一。

上述两个原因又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专

业院团都采用插口笛，插口笛指法易于学习掌

握，指法繁难的传统的昆笛没有用武之地，为

专业院团输送人才的院校当然也就以插口笛的

学习和训练为主。这样一来，传统昆笛的教、学、

用都遇到了重重阻碍。

笔者认为，目前昆曲院团都采用插口笛的

做法对昆曲在当代的传承，弊端很大。笛子是

昆曲的主奏乐器，其笛师的水平高低对昆曲的

演唱影响颇大。这与京剧中的拉胡琴的琴师对

京剧演员演唱的作用一样。传统昆笛的七个调，

即上字调、尺字调、小工调、凡字调、六字调、

五字调（即正宫调）、乙字调，七种调门各自

都有其指法和特色，在一支笛子上就可以完成。

现在却变成了这样一种情形 ：台上马上就要演

出了，乐队准备就绪，笛师亮出他的家底━━

好几排的插口笛密密麻麻地摆着，随时准备换

笛子。台上演员唱小工调曲子时，笛师就选音

高是 D 调的笛子，需要尺字调时就吹音高是

C 调的笛子，需要六字调时就吹音高是 F 调的

笛子，需要正宫调时就吹音高是 G 调的笛子，

如此种种。笛子换了，但指法未换，多数时候，

笛师是用小工调的指法吹所有调门的笛子。如

此一来，传统昆笛中复杂繁难的指法被大大简

化，难度降低不少。

或谓，既然校正了音准，那么按照曲谱吹

出准确的伴奏曲牌，岂不是更标准、效果更好

①	 吴梅 ：《顾曲麈谈》，王卫民编《吴梅戏曲论文集》，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 年版第 7 页。昆笛

所吹合、四、一、上、尺、工、凡、六、五、乙分

别相当于简谱中的低音 5、低音 6、低音 7、1、2、3、

4、5、6、7。

②	 蒋晓地 ：《昆笛技巧与范例》，台湾 ：西风图书出版

社，2001 年版，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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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目前演出的

多数昆曲剧目的曲谱都是清代留下的工尺谱，

这种谱子就是依据当时使用的平均孔笛子而创

作的，其音高、调式、调性都与平均孔笛相匹

配。而现今各昆曲专业院团，将中国传统的昆

曲的工尺谱（或用按工尺谱翻译的简谱、五线

谱）用按西乐音高制作的调门精准的笛子来演

奏，准确性确实提高了，然而失去的却更多。

因为用这样的笛子吹出来的昆曲，的确与西乐

相吻合了，但昆曲本身最令人心醉的韵味流失

殆尽。整齐划一、齐步走式的插口笛伴奏丧失

了传统昆笛演奏所具有的与昆曲演唱一致的空

灵韵致。

传统昆笛的七个调中，小工调的音高与插

口笛是最为近似的，因此，用 D 调的插口笛

吹奏小工调的曲子，以及正宫调的曲子，其效

果与传统昆笛差别不算很大。现今昆曲舞台上

演出的剧目以生、旦戏为主，特别是闺门旦和

小生的戏居多。这两个行当所唱曲的调门以小

工调为多，因此，插口笛的伴奏在这方面不会

出太大的问题。但六字调、凡字调、尺字调和

上字调，传统昆笛可以通过拼指法，用一支笛

子演奏出不同的调门，但插口笛必须换笛子。

由于二者的音律系统不同，因此即使用不同的

插口笛演奏大致对应的昆曲调门，音色、指法

也无法合上，其演奏效果、演员演唱的感受和

演唱效果肯定就不同。

如果分别用传统昆笛和改良的插口笛演奏

昆曲各调的曲子，其差别就更为显著。如分别

吹奏《长生殿·弹词》中的【一枝花】（尺字调）

和【七转】（上字调）、《千钟禄·草诏》中的

【一枝花】（凡字调）、《货郎旦·女弹》中的【一

枝花】（六字调），听者的感受会非常深刻。比

如《弹词》【七转】，描写杨贵妃死后墓地的凄

凉，其曲文为 ：

破不喇马嵬驿舍，冷清清佛堂倒斜。一代

红颜为君绝，千秋遗恨滴罗巾血半行字，是薄

命的碑碣，一抔土是断肠墓穴。再无人过荒凉

野，莽天涯谁吊梨花榭。可怜那抱悲怨的孤魂

只伴着呜咽咽的鹃声冷啼月。

整首曲子的是灰暗、凄惨的格调，传统昆

笛用尺字调指法吹出，恰是幽暗、颓丧的意蕴，

曲情、曲意皆备。而用插口笛吹奏这支曲子，

整支曲子听来要明快许多，与原剧的情境大相

径庭。原曲的意境、神韵皆丧失不少。

传统昆笛的平均孔和独特指法造就了它声

音的独特韵味。很多音以西乐标准听来不准，

但这恰恰是昆笛能转调的关键因素，也是形成

昆笛声音独特特色的原因。这其实与中国文人

写意画着意似与不似之间，讲求意趣的艺术追

求是殊途同归的。不妨再看一例，《邯郸记·扫

花》中的【幺篇】，最后一句“错教人留恨碧

桃花”中的“花”字，曲谱的最后一音为“凡”（即

4），此时声音整个要飘下来，“凡”音听来在

似与不似之间，听来韵味悠然，绝非单纯只吹

音准正确“凡”音可比。能够吹出昆曲独特韵

味的笛子才是真正的昆笛。朱昆槐说得好：“传

统昆笛不十分准确的音形成一种暧昧模糊的特

色。且变换指法时形成一种独特的韵味，是西

洋乐律中找不到的。”①

除此之外，插口笛取代传统昆笛也严重影

响了昆曲的创作。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戏，诸

如新编昆曲《贵妃东渡》《红楼梦》等。但是，

这些新编剧目的作曲出现了问题。昆曲和京剧

不同，是曲牌体，对昆曲作曲者而言，如果对

上述所说的笛子七种笛色没有参透的话，即使

勉强谱出了曲，也难以打动人心，更不要说传

之久远。因为这七个调门都是有其独特调性与

特质的，昆曲作曲必须懂得笛色，必须围绕笛

子的筒音（即六孔全按所吹音，一支曲子的主

音）来进行。但是现在昆曲新编戏的多数作曲

者对传统昆笛的笛色所知有限，有些新谱的曲

牌一听，就是作曲者直接将词作者写的曲牌词

句套上现成的曲牌。这就导致他们作的曲要么

似曾相识，要么张冠李戴，曲意、曲情、曲韵

尽失，这样的曲子在现场都无法打动观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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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谈传之久远呢？这样看来，其实我们几乎已

经失去了对昆曲音乐进行创新的资本，绝大多

数笛师不知笛色真正的精髓为何，昆曲作曲者

不懂传统昆笛的笛色，参不透昆曲的曲理，不

懂得围绕筒音进行创作，即使勉强做出曲，也

不是真正的传统古韵昆曲了。

不过，退一步说，即令不能再创作出新的

有生命力的昆曲音乐，也不必担心舞台上昆曲

剧目的匮乏。明清传奇作家留下来的昆曲剧目

数量还是非常可观的。然而就如前面所说的，

一批经典昆曲剧目的存在，却面临着一种尴尬

的情况 ：古典的以韵味胜出的昆曲被拉郎配，

一定要用调性明晰的明显受西乐影响的插口笛

来伴奏，勉强在台上歌舞，却难以真正再现古

典风雅的气度。音乐是昆曲的核心之一，缺乏

古典气质，越发向现代、西乐靠拢的插口笛伴

奏，在一定程度上阉割了昆曲。当然，有些人

侧重从舞台、服装、演出环境等方面强化昆曲

的古典气息，但这都是外在的。抽离了核心之

一的音乐伴奏，随之而来的就是演唱的昆曲韵

味淡化，这是为什么有的观众会觉得现在的新

编昆曲无法吸引自己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句

话——没味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无论

怎样从外围强化，也无法掩盖其刻意而为的伪

古典气息。长此以往，如今表面热闹不已的昆

曲的变质、衰微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小小的一

支昆笛，绵延悠长的曲调，其背后的文化上的

玄机其实是很深的。没有对传统昆笛进行深入

的研习，贸然改良昆笛，向西乐靠拢，与国际

接轨，却又打着传统昆曲的名头，敝帚不自珍，

他家皆是宝，这才是所谓昆曲改革的最大失败

与危机。

传统昆笛被插口笛取代并不是在民国时

期，民国时期的众多昆曲名家，所吹之笛都是

①	 邹建梁 ：《传统曲笛与昆剧伴奏》，《剧影月报》

2005 年第 1 期。

②	 蒋晓地 ：《昆笛技巧与范例》，台湾 ：西风图书出版

社，2001 年版，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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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孔笛。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专业院

团中传统昆笛的使用仍然非常普遍。昆笛日渐

退出专业院团乐队，其实主要是在“文革”之后。

笔者问过一些老曲友，他们指出，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插口笛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专业

院团的乐队中。

实际上，现在内地昆曲专业院团老一辈的

笛师中，有不少是学过传统昆笛的，而且曾一

度在舞台上使用昆笛为演出伴奏。但是随着形

势的变化，插口笛占据了昆曲伴奏的主力，许

多老笛师也不再使用传统昆笛，而改用插口笛

伴奏了。后辈年轻的笛师自然也以插口笛作为

伴奏用笛子。原本的一支昆曲翻七调的指法的

传承也就出现了危机，年轻的笛师学习这种指

法几乎绝迹。如此下去，与传统工尺谱相配的

昆笛演奏法有灭绝的危险。

在昆曲曲友中，还有少量笛师坚持在清唱

中用传统昆笛伴奏。然而懂传统昆笛、学传统

昆笛、用传统昆笛的曲友如今也是凤毛麟角了。

在昆曲曲社（许多地方都有的昆曲民间社团）

中，一般新入社的成员固然不懂，入会许久的

中坚力量也多不识。某年，某昆曲研习社活动

中，一位耄耋之年的老曲友在传统昆笛伴奏下

拍了几支曲子。有的年轻曲友问该社社长，这

个笛子怎么和专业院团用的不一样啊？这是什

么笛子？这位曲社社长公然答道 ：“这是穷人

用的，咱们不用这个。”这话使那位老曲友哑

然失笑。照这样说，清代宫廷皇帝所听昆曲用

的都是平均孔的昆笛，皇帝岂不也成了穷人？

反倒是排出一堆插口笛等待换笛子的倒是富人

了。昆曲曲社社长居然说出如此无知而自大的

棒槌话，实在令人可叹、可悲。

由此可以想象，若干年后，国内不但专业

院团中能演奏传统昆笛的笛师绝迹，业余曲社

中满口笛恐怕也寥寥无几。至于普通观众、昆

曲曲友，恐怕会连何为真正的昆笛都不知道了，

懂得欣赏昆曲真正韵味的观众又会剩几成？彼

时舞台如西乐般庞大的乐队伴奏下演员淡乎寡

味的演唱，还能称为真正的昆曲？观众就配看

如此之“昆曲”？

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建设一直致力于民族

化，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具民族化的昆笛

却被非民族化的插口笛取代，几近消亡。在昆

笛被取代这一点上，所谓的洋为中用其实变成

了洋替中用，向西乐看齐，所谓的民族化其实

是伪民族化。对本民族的文化缺乏足够的自信

心，才会盲目向西乐看齐。越来越庞大的昆曲

乐队中，昆笛原本应具有的有类空谷传音、回

味悠长的神韵正在消失。昆曲的现代化一定程

度上以牺牲其古典韵味为代价，换来的是表面

的繁华与喧嚣，却掩饰不住背后隐藏的危机。

（责任编辑 ：赵倩）

①	 朱昆槐 ：《昆曲清唱研究》，台湾 ：大安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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