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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代王府风气盛行，遍地设有藩王府邸，藩府音乐成为该时期音乐主体之一。从明

代众多封藩王府来看，周藩一系家族规模庞大，在明代藩府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府内不

乏频频组织，活灵活现的杂剧、器乐活动，以及明代中原弦索的表演。明代周王府音乐

活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理应得到广泛关注及研究，但事实并非如此，现研究成果多集

中于文学及戏剧领域，音乐领域寥寥无几。

文章以周王府为考察范围，以音乐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微观个案研究。详细描

绘王府音乐的立体景观，对于理解各地藩王府音乐与当地音乐的联系，提供实证研究案

例。通过研究，厘清诸多音乐事项的前后联系，从而更为直观的了解作为特殊实体存在

的王府音乐活动面貌，以及其对音乐文化传承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文章运用文献研究法，以既往研究资料及文献为基础，对明代周王府音乐活动进行

论述。其音乐活动主要集中于杂剧创作及表演、器乐活动、中原弦索三个方面。结合文

献资料描述藩府音乐文化生活雍容华贵、歌舞升平相关气象。总结周王府音乐文化形成

的原因，突出藩府对中央宫廷音乐的继承与创新，说明明代王府音乐产生的深远影响。

明代周王府内音乐生活雍容华贵，府内歌舞升平。明代初期，藩府音乐活动以杂剧

表演创作活动首屈一指，其以北曲为主，音律和谐，得到后世的广泛传唱。文章通过对

周宪王朱有燉杂剧创作的分析，突出其在杂剧演唱方式、曲牌运用等方面的革新性改变，

及对中国古代戏曲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又以汤应曾、张雄等人在藩府内的琵琶表演、

教授活动作为个例进行讨论，反映出藩府为开放式的音乐殿堂。其次，明代中原弦索为

中原地区兴起的戏曲唱腔方式活跃于明代藩府之中。通过对比探讨，本文认为“弦索”

并非产生于明代，只是在这一时期得到明显发展。通过对其具体涵义的辨析及产生源流

的探析，看出王府音乐与中原弦索间的密切联系。本文旨将明代周王府中各项音乐活动

作为整体，对明代藩府音乐文化兴盛原因、特点及影响进行总结性概括，梳理周王府内

各类音乐事项前后联系。

随着“铲王气”的出现，藩府生活水平得到降级，音乐发展受到限制，呈现出较为

落寞的发展状态。即便如此，王府音乐仍在广泛传唱及流行。王府音乐文化不可替代，

其在对中央宫廷音乐的继承基础之上，不断创新，形成自身音乐文化特色，在明代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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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处至高地位，对明代音乐文化发展产生独特影响。

关键词：周王府,音乐活动,朱有燉杂剧,琵琶,中原弦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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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研究现状

明代藩府满天下，这成为该时期特有的社会现象。关于明朝音乐文化相关研究，其

中藩府音乐文化被普遍忽略。
①
或是说在关于明藩府文化之中，音乐方面的内容往往一

带而过，对其研究处于边缘地位。明代王府规模及数量都尤为庞大，它们作为一个整体，

其中出现了众多才华横溢的音乐才子，如周宪王朱有燉、朱载堉、朱常淓等。他们的出

现对明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影响至深，明代王府音乐文化活动在当时占有一席之地。周王

府作为明代规模最大的三大王府之一，其中周宪王朱有燉的杂剧创作活动获取瞩目成就，

使得杂剧在明代起死回生。又因为周王府中音乐活动内容丰富，其不仅与中央宫廷音乐

间有着密切联系，同时也在积极汲取民间音乐相关内容。所以本文将研究范围圈定为“明

代周王府的音乐活动研究”。学界关于明代王府音乐的研究，多为整体性研究，而以周

王府为实例，对其进行单独研究的文章现今暂未查阅到。而以明代王府进行整体研究，

这对于了解周藩音乐特性，以及王府音乐具体、独特的作用，实际帮助不大。本选题正

好弥补该不足：以周王府为考察范围、以音乐活动为研究对象，属于微观个案研究；可

详细描绘王府音乐的立体景观；对于理解各地藩王府音乐与当地音乐的联系，提供实证

研究案例；通过研究，厘清了很多音乐事项（如体裁、乐器、表现形式等）的前后联系，

从而为理解作为特殊实体存在的王府，以及其对音乐文化传承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提供

了实证成果。透过周王府中的音乐文化活动，更为深入的映射出当时王府的音乐文化活

动其特点及内容。从而更进一步的看出在明代所设立的制度、音乐仪式等规定下，其音

乐文化发展概貌，以及王府音乐文化所产生的的影响及意义。现对于已发表的研究成果

进行梳理，将其从三个大的方面进行现状综述。

（一）关于王府音乐整体研究

目前，在笔者所接触到的书籍文章中，见到针对“明代周王府音乐活动”的专题性

研究，数量较少，涉及的内容篇幅较短。能够查找到一些从文学史、戏剧史角度出发，

关于“朱有燉杂剧”、“杂剧选本”、“历史价值”等相关论题，这些文章对本人的研究具

①
商传著《明代文化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第 143——155 页“衰落的宗室和贵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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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周王府中丰富的戏剧音乐生活，为本论文打

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以“周王府音乐活动”为主题和主要内容的硕博论文及期刊文章

暂时还未查阅到。由于笔者能力有限，关于王府音乐文化研究查阅到的文章有项阳老师

于 2008年发表的《关注明代王府的音乐文化》一文
①
，其从王府及王府用乐、明代河南

境内的王府、王府礼乐文化进行概括，对王府音乐对中央音乐的继承与创新这一问题表

达了自己的看法及观点。其中部分内容提及到了明代的周王府及朱有燉的杂剧创作。项

阳老师在文章的最后表明了明代王府音乐这一专题研究需要得到关注以及接下来哪些

方面需要进一步做出完善、整理等工作。该篇文章对于笔者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其中所引用的史料对于笔者资料收集工作起到了一定的帮助。该篇文章主要表述的为明

代王府整体的音乐文化，而不是专门针对周王府进行撰写的文章，通过该篇文章想要对

明代周王府中的音乐文化活动的概貌进行详细了解还是不够的，其针对性依旧较弱。关

于明代王府音乐、用乐的研究还有张咏春《明代王府用乐考》等文章
②
。这些文章较好

的反映出明代王府音乐的活动样貌，使得读者对其能够进行一定的了解，但其所涉及的

内容较多、范围较大，在这样的文章中明代周王府的音乐文化艺术内容所占比例较少。

（二）有关朱有燉及其杂剧研究

上个世纪，对于明杂剧的研究从语言内容上来看不尽详实，整体研究成果略显单薄。

直至解放后，一批能够反映明代杂剧创作真实面目的研究成果开始问世，面向大家，众

多学者逐渐开始全面关注明杂剧，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其中，由于周宪王朱有燉的杂

剧创作剧本数量多，广为传唱，流传至今，引起了学者对该部分内容的关注，但其研究

成果大都集中在文学史及戏剧史当中，从音乐史角度对其进行论述的文章数量寥寥无几。

朱有燉在戏剧方面更是有诚斋杂剧三十一种，而且是全部存世的。但是关于周宪王生活

或是周王府中音乐生活的研究确实几乎无人问津，但这部分内容自是可以想见的。

1. 朱有燉杂剧剧本研究

关于周宪王朱有燉的杂剧研究的文章数量较多，但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文学及戏剧

学科领域的角度。相关文章有：黄季鸿《论周宪王本<西厢记>之真伪》、罗旭舟《朱有

燉<李亞仙花酒曲江池>杂剧小考》及《朱有燉杂剧的整理与校勘——兼评<朱有燉集>

的杂剧整理》等，由于从该角度进行论述的文章数量较多，此处不一一列举。由于明代

①
项阳 《关注明代王府的音乐文化》，《音乐研究》2008 年 3 月，第 2期，第 40 页。

②
张咏春《明代王府用乐考》，《音乐研究》2018 年 3 月，第 2 期，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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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有燉创作的杂剧剧本得到了较好的保存与流传，现今可查阅到了剧本数量较多，该类

文章多是从朱有燉创作的众多杂剧剧本中挑选其一进行专门的分析及论述。所以出现了

许多从朱有燉所创作的杂剧剧本这一角度出发，从而进一步的探讨、延伸至其作品特点、

思想性、戏剧观、儒佛道及所表达的愿望与心情等内容。

反而言之，也产生了一批从朱有燉创作审美、思想、戏剧观等角度出发，在文章内

容中结合剧本内容进行论述的文章成果。例如：刘伟楠《朱有燉<元宫词百章>的思想倾

向及其产生原因》；贺云《朱有燉的审美思想研究》；刘建欣《朱有燉的宗元理念与杂剧

创作实践》；朱仰东《朱有燉曲学思想及其理论意义摭论》等相关文章。以朱有燉创作

杂剧剧本内容为主，从而反映出其相关创作思想、特点等内容的文章数量在关于朱有燉

杂剧的研究成果中占比最大，撑起了对朱有燉杂剧创作的研究成果。同时，从其剧本内

容及其创作的大量杂剧剧本中也能够看出明周王府中规模盛大的戏曲音乐活动，对当时

周王府乃至明代戏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2. 朱有燉创作特点等方面研究

朱有燉，明初著名杂剧作家，中国戏曲史上重要杂剧作家，他所创作的杂剧剧本数

量之多，至今仍有三十一本留存于世。这些现存剧本为现今学者对朱有燉杂剧创作的内

容、特点等方面研究提供了参考文本。根据现今学者研究成果，可将朱有燉杂剧创作特

点总结为：曲词通俗流畅，人们易于接受及传唱程度普遍较高。朱有燉的杂剧创作将目

光多关注于现实生活当中，贴近大众生活，所以能够普遍传唱，广泛流传。关于朱有燉

杂剧创作特点方面的研究，对这方面内容进行专门论述的文章暂未查阅到，但在大部分

论述朱有燉杂剧相关文章之中，学者们会专立章节对其创作特点进行探讨。从其杂剧创

作特点来看，能够反映出当时朱有燉其思想与情感及当时所处社会环境等方面内容，这

对于我们解决明代周王府，以及藩府为何能够形成当时独特音乐群体文化做出解答。同

时，反映出当时音乐文化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

3. 朱有燉杂剧创作类别研究

以朱有燉创作杂剧剧本内容类别进行研究的成果数量占比是较大的。周宪王现今流

传下来的杂剧剧本数量较多，且其创作所涉及的内容种类也较为丰富，根据本人所搜集

到的相关文献资料暂且将其分为贺寿剧、烟花粉黛剧、庆赏剧三类，但实际远不止于此。

其中，由于周宪王生活在周王府之中，故周王府成为北杂剧的创作及演出中心，其利用

杂剧形式弘扬教化，同时也创作了一批为了贺寿、庆典及一般宴饮娱乐所用的杂剧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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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此种目的意愿出发，朱有燉创作了各式杂剧剧本内容。

（1）烟花粉黛剧

该类别杂剧的创作出于朱有燉对当时女性、妓女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其通过这类

杂剧内容对妓家生活进行了真实描述。其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进步爱情观等内容的

提出成为明代剧坛的一大亮点。相关文章有：杨瑾《论朱有燉的烟花粉黛剧》等，由此

还引发出对朱有燉杂剧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相关研究，如：冯燕群《析朱有燉杂剧

乐户女性形态的创造因由》、李静《略论朱有燉杂剧中的风尘女子形象》等文章。其中

杨瑾《论朱有燉的烟花粉黛剧》从现存朱有燉所作的《兰红叶从良烟花梦》、《刘盼春守

志香囊怨》等六部烟花粉黛剧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突出朱有燉杂剧创作在体制上的创

新，体现出其对女性形象的重塑，对真情的赞扬，情理合一的特点。

（2）宫廷庆赏剧

明代宫廷庆赏剧主要用来庆贺、祝寿，或是每逢赏花时日进行搬演，常在教坊及藩府上

演，是常运用于宫廷王府宴席等场合之中的戏曲内容。该类别的杂剧占朱有燉杂剧创作的一

大部分，现存明代宫廷庆赏剧占比最大，数量较多。现今发表文章有相关硕士论文：张菁《明

代宫廷庆赏剧中的神袛研究》、莫雅丽《明代庆赏剧研究》等。由于数量较多，此处不一一

列举。后者莫雅丽的文章，其对庆赏剧在明代的演出状况、在明代大量上演的原因、及其具

有的价值进行了论述与分析。从其所论述的内容中能够看出明代庆赏剧不仅活跃于上层宫廷

贵族及富商之中，同时在民间百姓中也广泛展开。其对庆赏剧的剧本内容及演出形式都作出

了详细论述。

（3）英雄剧

小说这一文学类别在明代发展至一次顶峰，音乐与文学间相互影响，朱有燉便以小说相

关文本内容为基础，创作了相关杂剧剧本内容，从而形成一系列“英雄剧”作品。现今出现

部分研究朱有燉“英雄剧”相关文章，其中，朱仰东所作文章中写道：朱有燉杂剧作品中有

三部为英雄剧，分别为《仗义疏财》、《自还俗》、《义勇辞金》，认为朱有燉英雄剧为立

足于现实所作。
①
其中，现实性也是朱有燉杂剧创作的一大特征，这在朱有燉所作烟花粉黛

剧及英雄剧中皆得到体现。该类别文章根据朱有燉现存剧本内容，兼和现今英雄故事内容进

行论述，表达出朱有燉创作杂剧中的英雄精神、思想及情感。

该类文章透过朱有燉创作的杂剧类型，从而论述其创作目的、思想等内容，有利于我们

①
朱仰东《朱有燉“英雄剧”——承平治世下的“忠”“义”颂歌》，《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2013 年 00 期，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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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进一步了解。同时，这些文章的部分内容也能够反映出来当时周王府中杂剧音乐生活的

面貌。对于朱有燉创作杂剧的类别分类可能不同学者存在不同的分类方法，本人暂时从以上

三个方面进行总结，可能存在疏漏，在请后续中逐渐完善与纠正。

4. 朱有燉生平研究

现今，学者除了关注朱有燉杂剧创作之外，也有部分学者对朱有燉的生平经历进行梳理。

该部分内容的梳理能够反映出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政治制度等相关内容。具体文章有：廖奔《论

朱有燉》、陈捷《朱有燉生平及其作品考述》、赵晓红《朱有燉生平正误》等。此类文章对

朱有燉一生的遭遇及经历进行了简单描述，对于我们学者了解朱有燉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及

时代背景具有一定的价值。由于明代大规模分藩，使得他们虽然享受着贵族般的生活，具有

较高社会地位，但却限制其涉政程度这一时代背景及制度要求，使得府中各王爷将精力及目

光投向艺术文化创作当中，形成藩府音乐文化主体，王府音乐对明代音乐文化发展产生重要

影响。

（三）明代王府器乐活动相关研究

该方面研究成果相较于朱有燉相关研究所发表文章数目较少。王猷定所撰《汤琵琶传》

以记述的方式描述了汤应曾的一生且将其一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为：汤应曾前往

周王府中学习琵琶技艺，充当乐工，深受周王恭枵赏识，在府内受到丰厚待遇。汤应曾也以

其高超的琵琶技艺扬名于大梁之间。
①
由此可知，汤应曾为养其母，改善生活，曾前往开封

周王府中充当乐工，从此角度出发能够看出当时周王府中存在琵琶相关音乐生活内容。另外，

现今学者所发表的期刊文章有以下几类：一、有关汤应曾一生进行笼统概括的的相关文章，

例如：周静梅《汤琵琶的一生》；曹月《略论明清曲谱及演奏家》等。二、关于汤应曾与琵

琶曲《十面埋伏》间关系的文章在其中占有一定数量。该部分文章主要讨论汤应曾是否为《十

面埋伏》的创作者，其是否为最早接触《十面埋伏》的琵琶演奏家。明代王府中的琵琶大家

除汤应曾之外，张雄、查鼐等一代琵琶大师也曾在王府中参与丰富的琵琶音乐活动，相关文

献记载还需本人进一步查找、收集与整理。

此部分的研究成果相较于朱有燉的杂剧创作研究显得较为薄弱。但是明代周王府中存在

琵琶的演奏及教学活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此部分还需现今学者更进一步的去探求及证实。

（四）中原弦索相关研究

①
【清】王猷定《四照堂集》，卷四《汤琵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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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弦索”定义及区分

关于“弦索”的研究，有部分文章以辨析“弦索腔”、“弦索调”、“弦索器乐”为主，

对不同时期所表达的“弦索”含义，及其指代范围、内容进行论述。在本人论文的第三章节

涉及明代中原弦索相关内容。在此，辨别明代中原弦索的定义，及其与前代弦索间的区别是

十分必要的。相关文章有：冯振琦《中原弦索调与弦索腔辨疑》、谢建平《元明时期的弦索

官腔和新乐弦索——兼论“曲律”形成发展的二个阶段性特征》等。除此之外在论述“弦索”

的诸多文章中不同笔者会分别表达其自身见解，他们对弦索的定义及认识存在一定偏差。但

是，这些不同的声音及观点内容有利于本人更进一步的整理与思考。

2. 中原弦索与周王府杂剧间的关系

在“中原弦索”相关文章当中，多数文章都提及中原弦索与周王府杂剧间的关系。沈德

符《顾曲杂言》中说道：“北词有金陵、汴梁、云中三个派别。”
①
同时，王芷章先生对于

“汴梁”一派，认为坐落于开封的周王府戏班为其创造始者也。
②
《曲藻》中又说到：“周

宪王者，...所作杂剧凡三十余种，虽才未至，而音调颇谐，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
③
从这

些文献记载内容来看，周王府的音乐活动及乐班子与中原弦索间有着一定联系，周王府中的

音乐可能为中原弦索的来源之处，对明中原弦索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对弦索乃至

之后的弦索腔、弦索调、《弦索十三套》等内容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中原弦索的相关研

究文章有：陈文革老师的《北曲、弦索、弦索调、弦索腔辨讹——由<明代弦索调的变异及

其对剧唱的影响>引发的思考》；李昕《明代弦索调的变异及其对剧唱的影响》；李舜华《从

四方新声到弦索官腔——“中原音韵”与元季明初南北曲的消长》等。这些文章皆论述到弦

索源头究竟是什么，中原弦索如何发展相关问题。部分学者认为其与周王府中的乐队及朱有

燉的杂剧创作有关，而有的学者则持明代中原弦索始于明高皇时期的为南曲《琵琶记》配弦

索。相关文章还有路应昆《明代“弦索调”略考》，该篇文章不仅表述了笔者对于弦索调与

周王府的关系，还论述了弦索调逐渐南流后的发展及影响。另外，还有马骕的《弦索腔考论》

等文章可供参考。

3. 中原弦索音乐的变迁及影响

该类文章以中原弦索音乐为研究对象，对其发展背景、音乐表达方式，以及其后发展历

程等方面进行论述，从而体现中原弦索音乐的演变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并对中原弦索的传承

①
【明】沈德符《顾曲杂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年，第 212 页。

②
王芷章《河南省境内的王府戏班及乐户》，河南戏曲史志资料辑丛（内部资料），1985 年，第 126—127 页。

③
【明】王世贞《曲藻》，《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年，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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