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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双调]驻马听(二首)           吹                       白  朴    裂石穿云①，玉管宜横清更洁②。
霜天沙漠，鹧鸪风里欲偏斜③。
凤凰台上暮云遮④，梅花惊作黄昏雪⑤。
人静也，一声吹落江楼月。
           舞    风髻蟠空⑥，袅娜腰肢温更柔⑦。
轻衫莲步⑧，汉宫飞燕旧风流⑨。
谩催鼍鼓品，梁州⑩，鹧鸪飞起春罗袖⑩。
锦缠头⑩，刘郎错认风前柳⑩。
①裂石穿云：形容笛声高亢。
    ②玉管：  笛的美称，横：  横吹。
清更洁，形容格调清纯止。
  ③”札久  —二句叫：形容笛声户奏出的音乐形象和所肢示的艺术境界山调或为《鹧坞天》之类。
  ④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丙南角，六朝宋时所建，相传建前该处有凤凰飞集，故称。
  ⑤“梅花”勺：形容笛声秦山的音乐形象，亦极言笛声之美。
曲调为《落梅风》之类。
    ⑥风髻：状如风鸟形的发髻：蟠空： 高高耸起。
蟠，同“盘”、⑦袅娜(nioonu6)：柔美细长的样子。
    ⑧莲步：指舞女轻盈的舞步，相传南齐东昏侯凿金为莲花，以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莲
花”。
 ⑨汉宫飞燕：指汉成帝皇后赵飞燕。
相传其姿色艳丽，体态轻盈，能立于宫人所托的水晶盘中起舞。
  ⑩鼍妓：谓不要把妓点敲得太急。
鼍(tu6)鼓，用鼍鱼(俗称猪婆龙)皮制的妓，声如惊雷。
梁州：  即梁州令，舞曲名。
①“鹧鸽”句：写舞者的服饰和舞姿。
唐以来流行一种女服，大翻领，领口和袖口分别绣着一对鹧。
缠头：赠送给歌妓女的财物，是锦缎红绡一类丝织品。
⑩刘郎：即刘晨，相传东汉时刘晨与阮肇入天台山采药迷路，遇二仙女，美艳绝佳；留居山中半年，
归家后，世上已逾七世，后世常以刘郎代称某些有艳遇或流连风月场中的男子、曲中借指提前的看客
。
风前柳：喻指舞女。
    [正官]端正好    上高监司    刘时中①　　[端小好]众生灵遭魔障②，正值着寸岁饥荒。
谢恩光拯济皆无恙③，编做本词儿唱。
　　[滚绣球)去年时正插秧，天反常，那里取若时雨降①?旱魃生四野灾伤⑤。
谷不登⑥，麦不长，因此万民失望，一日日物价高涨。
十分料钞加三倒⑦，一斗机粮折四显⑧，煞是凄凉。
[倘秀才]殷实户欺心不良⑨，停塌户瞒人不。
象心肠歹伎俩①；谷小添秕悄，米内插粗糠，怎指望他儿孙久长。
　　[滚绣球]甑生尘弱饥，米如珠少壮荒⑨。
有金银那里每典当？
尽枵腹高卧斜阳⑩⑼。
剥榆树餐，挑野菜尝。
吃黄不老胜如熊掌⑩，蕨根粉以代糇粮①。
鹅肠苦菜连根煮⑩，荻笋芦莴带圜十畦⑩，则留下杞柳株樟⑦。
　　[倘秀才]或是捶麻柘稠调豆浆①，或是煮麦麸稀和细糠，他每早合掌擎拳谢—匕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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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黄如经纸⑦，一个个瘦似豺狼，填街卧巷。
　　[滚绣球]偷宰了些阔角牛，盗斫了些大叶桑⑦。
遭时疫无棺活葬，贱卖了些家业田庄。
嫡亲儿共女，等闲参与商⑦。
痛分离是何情况!乳哺儿没人要撇人长江。
那里取厨中剩饭杯中酒，看了些河里孩儿岸上娘，不由我不哽咽悲伤!　　[倘秀才]私牙子船湾外港④
，行过河中宵月朗。
则发迹了些无徒米麸行④。
牙钱加倍解⑦，卖面处两般装④，昏钞早先除了四两①。
　　[滚绣球]江乡前，有义仓，积年系税户掌⑦。
借贷数补搭得十分停当⑦，都侵用过将官府行唐。
那近日劝粜到江乡⑦，按户口给月粮。
富户都川钱买放，无实惠尽是虚桩④。
允饥画饼诚堪笑⑦，印信凭由却是谎⑦，快活了些社长知房⑦。
　　[伴读书)磨灭尽诸豪壮，断送了些闲浮浪⑩o抱子携男扶筇杖⑩，尪赢伛偻如虾样⑩，一丝游气沿
途创⑩，阁泪汪汪。
　　[货郎]见饿殍成行街上，乞丐拦门斗抢。
便财主每也怀金鹄立待其亡⑩。
感谢这监司主张，似汲黯开仓蚀。
披星戴月热中肠⑩，济与粜亲临发放⑩。
见孤孀疾病无皈向⑩，差医煮粥分厢巷。
更把赃输钱①，分例米⑦，多般儿区处的最优长⑦。
众饥民共仰，似枯木逢春，萌芽再长。
　　[叨叨令]有钱白勺贩米谷置田庄添生放⑦，尤钱的少过活分骨肉无承望；有钱的纳宠妾买人口偏
兴旺，无钱的受饥馁填沟壑遭灾阵。
小民好苦也么哥，小民好苦也么哥，便秋收鬻妻卖子家私丧①。
　　[二煞]这相公爱民忧国无偏党，发政施仁有激昂。
恤老怜贫，视民如子，起死回生，扶弱摧强。
万万人感恩知德，刻骨铭心，恨不得展草垂缰①。
覆盐之下⑦，同受太阳光。
　　[二煞]天生社稷真歹即相，刁-称朝廷作栋梁。
这相公主见宏深，秉心彳二恕，治政公平，莅事慈祥；可与萧曹比并⑦，伊傅齐肩⑦，周召班行⑦。
紫泥宣诏⑩，花衬马蹄忙。
　　[一煞]愿得早居玉笋朝班上，伫看金瓯姓字香⑦。
人阙朝京，攀龙附凤⑦，和鼎调羹⑦，论道兴邦⑦。
受用取貂蝉济楚⑦，衮绣峥嵘④，珂佩丁当①。
普天下万民乐业，都知是前任绣衣郎④。
　　[尾声]相门出相前人奖，官上加官后代昌。
活彼生灵恩不忘，粒我烝民德怎偿④。
父老儿童细较量，樵叟渔夫曾论讲。
共说东湖柳岸旁⑩，那里清幽更舒畅。
靠着云卿苏圃场⑩，与徐孺子流芳挹清况⑩。
盖一座祠堂人供养，立-一统碑碣字数行⑥，将德政因由都载上，使万万代官民见时节想。
    [越调]天净沙    江    上    张可久    噬噬落雁平沙①，    依依孤鹜残霞②，    隔水疏林几家。
    小舟如画，    渔歌唱人芦花。
①咆咆(V6ng)：鸟和鸣声。
平沙：水边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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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依依：轻飞的样子。
　　　[双调]庆东原    次马致远先辈韵①    张可久    诗，晴放，剑气豪，英雄不把穷通较②o　　江中
斩蛟，云间射雕，席上挥毫。
　　他得志笑闲人③，他失脚闲人笑。
①次马致远先辈韵：马致远比张可久大二十采岁，故称“先辈”。
马原作已夫。
  ②穷：困顿，失志。
通：显达，得志。
③闲人：此指世俗庸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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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到元代出现了又一座丰碑，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元曲”。
但是四库馆臣对元散曲多所贬抑，他们认为散曲“敝精神于无用”，“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
之士以绮语相高耳”(见《四库全书提要》)。
这自然是一种偏见。
罗宗信早就指出：“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中原音韵序》)散曲在元代一般称乐
府，在当时即享有盛誉。
清末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
诗，宋之词，元之曲，  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这就充分肯定了元散曲在诗歌史上的地位。
    散曲可分为小令和套数两类。
小令，又名“叶儿”，一般指单支的曲子，如“山坡羊”、“蟾宫曲”等。
但仅有一支曲调，往往意犹未尽，于是又派生出以下三种形式：一日“重头”，即将声调格律完全相
同的曲调重复填写，如白朴《越调·天净沙·春夏秋冬》、马致远《双调·寿阳曲·潇湘八景》等，
填写多少无限定，通常在四首以上，甚至有多到百首的；二曰“带过曲”，即同一宫调中的两支或最
多三支曲子连接而成的组曲，可用“带过”二字标明，也可用“带”、“过”、“兼”等字，如无名
氏《双调·雁儿落带过得胜令》、张养浩《双调·雁儿落兼得胜令》；三曰“集曲”，即在几支甚至
几十支不同曲调中截取一句或数句组成新曲，并另取新曲调名，如“巫山十二峰”即是截取“三仙桥
”、“白练序”等十二支曲调的零句组成的集曲。
以上三种形式乃小令的变体，皆不成套，仍归入小令一类，而把独立的支曲称作“寻常小令”，以示
区别。
另一类“套数”，又称“套曲”、“散套”、“大令”等。
它是由两支以上乃至数十支宫调相同的曲子按一定顺序联缀而成的组曲。
一般用一二支小曲开端，用“煞调”、“尾声”结束。
中间选用的调数可多可少，但必须有首有尾，且一韵到底，不能换韵，如杜仁杰《般涉调·耍孩儿·
庄家不识构阑》、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等。
    元散曲能与唐诗、宋词鼎足而三，自有其独具的魅力和特出的成就。
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证实：    一、音乐性、民族性和地方性    散曲用于清唱，与词一样是要入乐的
，但比词更具音乐性。
曲不仅受词的影响，还直接受诸宫调等的影响，每支曲子前面都标有宫调和曲牌的名称。
所谓“宫调”，约相当于现代音乐的调式。
古代乐律有十二律吕，即十二个半音阶的名称；乐音有五音二变，  即宫、商、角、变徵(zhǐ)、徵、
羽、变宫。
用十二律吕与宫声相乘得十二宫，与其他各声相乘得七十二调，合为八十四宫调。
但南北曲实际常用的只有五宫(正宫、中吕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和四调(大石调、双调、商调
、越调)，统称九宫。
每种宫调都有不同的声情效果，耐人体味。
曲牌即曲调，是曲子的调名。
每一个曲牌都属一定的宫调，有个别分属几个不同的宫调。
每一个曲牌的字数、句法、平仄、用韵等都有基本定式，调子和唱法也有规定，抑扬顿挫，各尽其妙
。
据统计，南北曲共有曲牌四千四百余个，但常用的也只有四十个左右。
曲的韵脚、声调常是固定的，而且用韵较密，有的曲子甚至句句叶韵，这与词韵显然有别，其音乐效
果更为显著。
    散曲原本来自所谓“蕃曲”、“胡乐”。
据宋人记载，宣和末年(1125)，京师的市民乃至士大夫皆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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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
此外，如“黄钟宫”的“者刺古”，“双调”的“阿纳忽”、“古都白”、“唐兀歹”、“阿忽令”
，“越调”的“拙鲁连”，“商调”的“浪来里”等，都是女真或蒙古族的乐曲。
所谓“辽金北鄙杀伐之音”、“武夫马上之歌”，具有“壮伟狠戾”、“嘈杂凄紧”的特点和鲜明的
民族色彩，为诗坛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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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元曲与唐诗、宋词一样，在我国文学史上盛极一时，各领风骚，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珍宝。
元曲中使用了大量口语甚至方言俗语，地有阳春白雪、高山流水之余音；以泼辣奔放、淋漓尽致为能
事，少缠绵婉约、借景生情之韵味，曲调优美，见文如见其人，终在唐诗、宋词之后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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