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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语言和川昆音乐传承

□林　波

　　摘　要：巴蜀方言为单音节和多音节混用语言。巴蜀方言发音与川昆音乐联系紧密，语言中许

多特殊的发声用音乐表述后，显得更加清晰动人，具有丰富的含义。川剧昆腔音乐中，伴随歌舞踩

踏的 “音步”板眼，具有川剧高腔击节而歌的原始意味。而竹笛的加入，真正改变了原始徒歌音乐

的性质，具有了仙乐和异样的音乐风格。所以，川昆音乐，不管是否踏步而歌，仍然可以称其为真

正意义的舞歌，一种真正具有原始舞蹈意味的民歌。巴蜀语言和川剧昆腔音乐是巴蜀音乐文化重要

内容，也是形成巴蜀族群认同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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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蜀方言概述
巴蜀方言，指成渝地区，包括云贵部分地区和陕西汉中地区方言，俗称四川话。巴蜀方言是一

个独立于目前北方方言和南方汉语方言的古汉语方言。巴蜀方言为单音节和多音节混用语言，比如
爸、老汉等混用，都同样表示父亲的意思。巴蜀语言中除了有许多入声字外，还有许多语气助词。
发声明显区别于周边地区方言，具有更加古老的形态，可以说是一种比较独立的方言发声系统。在
这样古老的语言系统中，我们发现巴蜀方言发音与川昆音乐联系非常紧密，语言中许多特殊的发声
用音乐表述后，显得更加清晰动人，具有多意的含义。在目前北方方言和南方苏杭方言中，这些东
西已经很少见了，也许过去有许多，但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步废弃了。而巴蜀方言，带
给我们地方戏曲声腔填词和曲牌音乐学太多思考，也带给我们中国古代音乐学研究太多思考。比如
古川昆曲牌中的下滑音、住字音腔下滑断句、上扬起意和转句等等。又比如即兴填词，一腔多意、
一曲多用的中国声腔音乐地方特色，腔与词的随机延展或剪切，等等。

二、川昆音乐概述
川昆音乐，指流行于巴蜀地区，具有巴蜀地方音乐风格，以不同于其他地区和剧种昆腔音乐呈

现方式的川剧昆腔音乐。
川剧昆腔音乐和川剧高腔音乐都是中国地方戏中最古老的曲牌体音乐。川剧昆腔曲牌体音乐，

也指一种有曲榜、曲牌特殊结构和讲究腔、词关系的古声腔音乐。川剧昆腔曲牌体音乐不同于川剧
高腔曲牌体徒歌音乐，其最显著的特征是用竹笛伴奏，声腔典雅清秀。川剧高腔号称徒歌，其实，
它是有鼓板击节伴奏的 “伪徒歌”。只不过这种击节伴奏，并不是一种乐音音乐伴奏，而仅仅是一
种噪音击节提示，一种提示方言字词转接，从而增强声腔音韵色彩的伴奏。而川昆曲牌音乐，除使
用击节伴奏外，还加入了竹笛伴奏，这才是真正意义的配乐声腔。如果我们单单从声腔音乐伴奏乐
器的出现，分析声腔音乐发展的历史长短，可以发现川剧高腔徒歌，其音乐思维和表现形态，其历
史发展和音乐思维方式，比川剧昆腔音乐更加古老。当然，川剧昆腔音乐中，自由缓慢的引腔、
“昆头子”和 “昆尾巴”的击乐锣鼓、伴随歌舞踩踏的 “音步”板眼，都具有川剧高腔击节而歌的
原始意味，但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击节伴奏。竹笛，一种乐音乐器的加入，真正改变了原始徒歌
音乐的性质，具有了仙乐和异样的音乐风格。所以，川昆音乐，不管是否踏步而歌，仍然可以称其
为真正意义的舞歌，一种真正具有原始舞蹈意味的民歌。对川昆音乐的研究，目前仅有沙梅先生和
蒲亨建先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主要从本体音乐角度，对昆腔及川昆声腔音乐进行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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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对比，提出了川剧昆腔地方音乐是除昆曲外地方声腔识别的关键要素等观点。

三、巴蜀语言和川昆音乐传承
巴蜀语言和川剧昆腔音乐是巴蜀音乐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形成巴蜀族群认同的关键要素。历

史上，语言和音乐的独立，为促进民族背景下的巴蜀一体化文化认同和政治经济发展，做出了特殊
贡献。巴蜀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共生和汉移民频繁的地区，其语言和音乐的包容性及独立性不仅促
进了地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文化发展，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共生
奇迹。

目前，在巴蜀地区，巴蜀语言和川昆音乐在当地学校教育中，除了部分学校开设有川剧文化学
习课外兴趣班外，大多数学校在正式的课程设置中，并没有川剧文化素质教育课，巴蜀语言和川剧
音乐都被忽略。在当地学校，并没有专门的巴蜀语言教师，也没有川剧音乐专职教师。据有关研究
机构的调查，在成都的大、中、小学校中，学校很少有机会教学生说巴蜀方言，也没有专职教师让
学生有机会学唱古老的川剧歌曲。可喜的是２０１２年后，至少在成都，许多学校开始加入川剧艺术
特色学校的行列中。成都市许多学校成立了由校长亲自挂帅的川剧文化校园传承工作领导小组和工
作小组，这些学校的领导还亲自参与学校川剧文化传承规划和内容及形式的交流研讨。学校川剧文
化传承办公室一般都设在学校德育处，负责全面实施川剧文化传承，通过学生社团、艺术活动、课
题研究构建阳光艺术课程；教导处负责川剧文化传承师资培训和川剧文化传承课堂研究；科研室负
责川剧艺术理论研究和专项课题研究；后勤处负责艺术教育设备设施和后勤保障；办公室负责新闻
宣传和对外联络。学校各部门分工协作，形成合力，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有川剧特色的艺术教育
当中，为川剧文化传承提供人力物力及技术保障。四川省、市川剧院的许多演员也深入学校，帮助
学校开展川剧进校园活动。笔者在２０１２年，亲自参加了成都市双楠中学的川剧教学活动。后来还
参加了兴盛小学川剧艺术特色学校的川剧表演辅导。全省各地教育部门，以及那些对本地方言和传
统的地方音乐文化怀有敬意的文化精英，如李萍、舒承志等从成都市走出来的教育界精英，他们与
许多学校的校长、教师对川剧内心其实还有深深的眷念。在成都市普通中小学的川剧艺术特色学校
建设中，巴蜀方言和川剧音乐仍然是艺术教育和学校对外艺术交流的重要载体。同时，我们许多川
剧院和相关艺术研究院的演员、研究人员也加入到川剧特色学校的教学和川剧传承的队伍中，虽然
这些学校许多学生最终都会毕业到外地深造，学校里也不断有说各种方言的学生到来，但是，对绝
大多数巴蜀文化人而言，方言和川剧，仍然寄托着他们深厚而复杂的地方文化情感，是他们地方文
化认同的标志物之一。

结语
四川地区巴蜀语言和川剧音乐研究和保护，从表面上看是指向中国地方传统习俗文化研究和保

护，指向一个很小的地域方言、地域音乐研究和保护，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强调了一个多民族
杂居，一个长期被我们忽略的边远地区，一个具有 “熊猫”一样珍贵历史价值的巴蜀音乐文化的研
究和保护。这种研究和保护，其价值并不亚于我们对大熊猫的研究和保护。从中国和世界音乐文化
发展的角度看，巴蜀语言和川剧音乐文化，不仅仅是四川地方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记忆，也不仅仅
是我们每一个巴蜀人的文化历史记忆，其实也是全中国和全世界共同的音乐文化发展记忆。只是这
种记忆，在中国北方、在中国南方也许可以找到许多相似的东西，但是，要找到完全一样的文化记
忆，几乎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对巴蜀川剧昆腔音乐文化及语言的研究和保护，其实是一种对华
夏民族传统文化的记忆传承和保护，也是维护华夏多民族共同历史文化秩序的重要手段，一种在族
源一体化层面的认同过程。

林波，四川省川剧院国家三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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