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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热线：028-86969110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商城搜索《华西都市报》，即可订阅。
欢迎小朋友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shaonianpai@thecover.cn
你投来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快来投稿吧！

◎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四川竹琴的表演形式独具特
色，富有艺术魅力。其主奏乐器
是特制的渔鼓筒和简板——渔鼓
筒长约1米，直径约6厘米，一端
蒙着鱼皮或猪小肠膜，音色浑厚
悠远；简板由两块竹片组成，长约
1.7米，顶端系着小铜铃，碰撞时
叮当作响，清脆悦耳。

表演时，艺人斜抱竹琴，指尖
轻叩竹筒，手持简板击节，两种乐
器交相呼应，形成独特的韵律节
奏。传统的坐唱表演尤为精彩，
既有单人独唱，也有多人分角色
演唱。艺人通过细腻的声腔变
化、生动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在叙
事与代言间自如切换：一会儿是
冷静的讲述者，故事脉络娓娓道
来；转眼又化身剧中人物，用不同
的声腔语气演绎角色内心，带领
观众沉浸在一个个跌宕起伏的故
事中。

随着时代发展，竹琴表演形
式不断创新。站唱、走唱等新形
式逐渐兴起，艺人运用更丰富的肢
体语言和面部表情，增强了艺术感
染力，让传统艺术焕发新活力。

2008年6月，“四川竹琴”成功
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近年来，川渝两地积极
开展非遗进校园、举办培训班、组
织展演等活动，培养年轻观众，为
这项传统艺术的传承发展创造了
良好条件。

四川竹琴承载着千年的历史
记忆和人民智慧。在新的时代，
我们更应携手守护这份珍贵遗
产，让竹琴艺术在更广阔的舞台
上绽放异彩。

据“天府新视界”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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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人用竹子也能搞“说唱”
□周旭

在充满魅力的巴蜀大地
上，孕育着众多独具特色的传
统文化艺术，四川竹琴用独特
的韵律和节奏，吟唱着岁月的
故事，承载着巴蜀大地的风土
人情与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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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竹琴历史
悠久，其起源可追溯
至 唐 代 的 道 教 音
乐。最初，它是道士
们在街头巷尾演唱
的劝善之曲，唱腔多
为“玄门调”“南音
调”，伴着渔鼓和简
板的节奏，传播着道
家思想与教义。因
道人手持竹简板、竹
筒传道，故得名“道
筒”或“道琴（道情）”。

到了清光绪年
间，民间艺人开始涉
足这一领域。他们
将竹琴表演从街头
引入茶楼酒肆，演唱
内容也从单纯的劝
善故事，拓展为丰富
多彩的戏文故事。这
一转变让竹琴艺术更
加贴近百姓生活，受
众群体不断扩大，影
响力与日俱增。

民国初年，四川
竹琴迎来了重要发
展期，并正式定名为

“竹琴”。1914 年，
四川梁山（今重庆梁
平）举办了盛大的竹
琴大会，各地艺人齐
聚一堂，切磋技艺。
这次大会不仅评选
出“三根半”等优秀
艺人，更推动了竹琴
艺 术 的 传 播 与 发
展。此后，成都的锦
春茶楼、重庆的大观
茶园等地成为竹琴
表演的重要场所，职
业艺人不断涌现，竹
琴艺术步入繁荣的
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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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艺术长
河中，四川竹琴逐渐
形成了两大流派——
扬琴调和中和调，各
具特色，相映生辉。

扬琴调，又称成
都派，由竹琴大师贾
树三开创。他创造
性地将四川扬琴的
曲调融入竹琴唱腔，
经反复锤炼，形成了
细腻婉转、韵味悠长
的独特风格。“贾派
竹琴”尤以人物刻画
见长，通过精妙的声
腔处理和生动的表
演，能将不同人物的
性格特征、内心世界
刻 画 得 惟 妙 惟 肖 。
更令人称绝的是他
的 演 奏 技 艺 ，一 曲
《三战吕布》，琴声如
千军万马奔腾；一段
《华容道》，仿佛将听
众带入金戈铁马的古
代战场。

中河调则以重庆
的吴玉堂为代表，其
唱腔质朴浑厚，风格
豪迈奔放。这种粗犷
中见真情的演绎方
式，恰如巴渝儿女豪
爽直率的性格写照。
在表现故事的豪情壮
志时，中河调总能以
最真挚的情感打动听
众，让人感受到那份
独属于巴渝大地的热
血与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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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竹琴名家谢惠仁在表演。
本报资料图

老成都民俗公园内竹琴大师贾
树三雕像。 图据方志金牛

清末道情演唱图
图据方志金牛

四川竹琴与乐队跨界融合表演。图据央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