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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音访学随记 

笔者：中颐 

公元 2018 年 10 月 28 日晚，随黄明雨老师带队的辛庄师范师生共三十几人的队伍

来到福建泉州，体验并学习南音。 

此次学习，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社长郑国权老先生首先对南音的历史文化及南音文

化的现状做了简要的介绍。随后随着风雅斋乐社的老师们，展开了南音从谱子到乐器的

学习体验中去。因为大部分有关南音的知识性梳理已经十分详细，并且在泉州南音网的

网站上可以很容易获得，在这篇随记中，仅摘访学过程中引起我思考和感触的记录下来。 

南音原又称弦管，在台湾等地区称为南管，于 2009 年列入人类（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现在南音的保存相对完好，学者们结合现代科技，已经将南音的历

史、文化、曲谱、唱词做出相当程度的整理，并集结成册，连同传统曲谱配上录音及五

线谱和简谱，一并上传到了泉州南音网中。每年有一些音乐学人会来到泉州学习南音，

乐社已经形成一套完备的教师队伍和教学体系。 

南音乐曲形式及曲目内容传承之古老，最早可追溯到汉唐，曲目传承之繁多，仅已

整理的有 6000 多首散曲（其中词谱完备并出版的有 2000 首）。其流传之广可及海外，

乐师音乐素养之强、南音之艺术文化魅力之强令人惊叹。最令我震撼之处在于我所亲见

的南音及南音演奏者的生活中许多风貌与历史所描述的情形惊人地相似。 

 

“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 

南音演奏乐器包含：洞箫、琵琶、二弦、三弦、拍板、响盏（仔）、嗳仔、小叫、

木鱼、双铃等。这些乐器从乐器制作到演奏方法上大多保留着古制。现在最常用的演奏

乐器组合是拍板和琵琶、二弦、三弦和洞箫，剩下的乐器也是常用的，有个敲击乐器叫

做四宝，看起来很简单只有四个竹片，但想演奏得好，需要学会用巧劲。拍板相当于指

挥，坐在中间，若有唱词会一边拍板一边唱，有的曲子无唱词，也需要拍板。拍板共五

个板子，演奏者左手秉三片，右手执两片击奏。几乎每一个拍板上都刻着“发皆中节”，

此四字应是传承古制。 

琵琶是横抱的，几年前听说唐朝的琵琶是横抱，没想到南音的琵琶依然保留着横抱

的旧制。乐社老师介绍，琵琶过去是马上乐器，初始弹奏时，琴头下垂，中期琴头上提

45°左右，即为唐和现在泉州南音所用形制，后期发展为竖抱，这样左手被解放，演奏

技术丰富起来。我们常在晚上到文庙听乐社表演南音，文庙的舞台背景就是一幅（副）

唐代画（晚唐韩熙载夜宴图），舞台上的现代南音横抱琵琶的演奏与后面背景图上的横

抱琵琶的演奏画像，如出一辙。想起敦煌曲谱的琵琶谱是指法谱，因为是横抱琵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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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几乎没人懂得横抱琵琶的规制和定弦，因此曲谱无法演奏和恢复。也许南音的横抱

琵琶可以成为打通敦煌曲谱的一把钥匙。 

在泉州这一个星期，我先后尝试了三弦、琵琶、二弦三种乐器，这三种乐器的音域

并不广，几乎和人声的音域范围接近，只是三弦演奏起来比琵琶低了一个八度。演奏技

法上很朴拙，比如琵琶和三弦大部分左手的按弦部分只能用食指和无名指来演奏，而现

在西方弦乐的乃至近现代的民族弦乐的都是用左手四根手指来演奏，所以可以演奏技术

难度较高的和速度较快的曲子。而二弦也不能如提琴演奏一样弓法随意变化，二弦有内

外弦之分，内弦只能“拉”不能“推”（提琴称“拉”为“下弓”，称“推”为“上弓”），

外弦若不按指（空弦）则只能“推”（上弓）不能“拉”（下弓）。二弦保留着奚琴的

基本形制，与宋代的“嵇琴（亲）”形制上极为相近，与现代发展后的二胡有所不同。

诚如《礼记·乐记》中所述“乐之隆，非极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

叹，有遗音矣”，古之乐器不在技术如何繁复上下做文章，而旨在用很朴拙的乐器和技

法演奏出至真至诚的音乐。 

因为自己不熟悉吹奏乐器的演奏方法，所以没有学习洞箫，但是南音中的洞箫是很

值得关注的，洞箫又称为尺八，现在在中国的民族乐器中所流传甚少，在日本却有比较

广泛的流传，不过日本洞箫音乐已经很大程度融合了日本的民族特性，其音凄怆哀婉，

早已不同于华夏民族的音乐气质了。而此南音洞箫的形制则继承了唐宋尺八的的精华，

保留了唐代六空尺八的规制，仍在演奏大量的南音乐曲。 

南音洞箫音色圆润柔和、优美，在“清奏”和“清唱”的演奏形式中演奏旋律声部，

“清唱”时洞箫与演唱者相互呼应。而二弦也是旋律声部，同洞箫一样，可以由演奏者

根据对乐曲的理解自由添加修饰性音。这一点与西安鼓乐的韵曲是相似的，南音与鼓乐

都有韵唱谱子的传统，不过南音的尺八和二弦韵曲的灵活度较鼓乐的要大一点。谱面上

所记录的骨干音，则是由琵琶和三弦来完成的。南音琵琶的音色与现在北琵琶的音色十

分不同，南音琵琶音色甜美、柔润、纯净，而北琵琶音色相比较要苍劲一些。三弦的演

奏音高较琵琶低一个八度，南音界人认为南音三弦与南音琵琶互为阴阳的关系。 

《宋史·乐书》中对汉代相和歌的描述“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在南音这里演

绎得淋漓尽致，弦与管的高低与曲直相应和，而坐在中间的执拍板者歌唱。乐器大多保

留着汉唐及宋的形制，实不能不提出南音中包含着一部分汉唐音乐的可能。不过其中大

部分曲风清婉，题材多为女子闺怨，从这个角度看更像宋及明清的风格。 

 

南音的传承与文化 

南音是士大夫的音乐，在新中国成立（民国）以前女子不可以唱南音，凡是私自传

授给娼妓等下九流人的，就会被逐出南音馆阁。南音人对南音的传承非常尊重，洞箫与

二弦的韵奏并不会妨碍南音较完整地一代一代地相传。例如琵琶、三弦所演奏的骨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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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同演奏技法是严格传承的，与谱面一致。在我与风雅斋乐社成员相处过程中，也深深

感受到他们对师承的敬意，他们时常会举行南音聚会，一起演奏和切磋南音，他们甚至

会就乐曲中的一个“气口”的不同讨论很久，但是争论过后又几乎都不会改变，仍然秉

承自己老师所传授的来演奏。 

南音在传承的过程中也有所发展，一是曲目有所增加，二是随着八百年前梨园戏的

兴起，梨园戏将南音一些曲目的旋律配戏文曲（上）词，搬上戏台，梨园戏中的某些唱

段（所配的词）又融进了南音的“曲库”中。另外一个发展是乐器的变化，由于南音流

传于南方，所以一些北方乐器无法在南方使用，例如笙的簧片在南方潮湿的环境中会生

锈，因而这样的一些乐器就会在流传过程中被淘汰了。乐社老师们还提到了筚篥，也在

南音的乐器中保留着，据乐社老师说声音很难听，因为没有改良。不过还未亲见，不知

道是如何的一种难听，是否只是现代人无法欣赏的古朴？不过可能在南音中也并不常用

了。同理，可以想到，其他的乐器制作也会受到地域和人文的影响有所不同于当年的北

方。 

除了室内常用的“清奏”、“清唱”这两种形式，还有“踩街”的室外演奏形式，

这通常是用于节日庆典，这时候会用到“嗳（艾）仔”（即唢呐），乐器会有所增加。

南音人祭祀乐神孟昶，祭祀有春秋两季，其中秋祭的仪式中奏《梅花操》第一节、唱《金

炉宝篆》和《四时景》第八节。也许这些用于祭祀音乐可归于雅或颂的门类。南音的现

在流传形式与西安鼓乐不同之处在于，南音会参与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娱乐以及婚丧嫁娶

中。也许正是源于南音在百姓生活中的参与度高，与百姓生活更加紧密，才得以广泛流

传和传承。 

南音的演奏传统中，艺术水准之高妙也很令人惊讶。有几位老演奏家在听好多人一

起演奏南音，也能分辨出来哪一个人二弦的内弦用错了弓，谁的音不准确。他讲到每一

件乐器都有它自己演奏的规矩，在哪个位置弹的声音会好，用不同的弓法所出来的声音

有多不同等等，南音的艺术是非常地精妙的。老演奏家听觉方面的音乐灵敏度实是不亚

于专业指挥家，其演奏艺术的标准和高度也绝不亚于西方音乐对音准和音色的精密的要

求水准。 

一天晚上，乐社老师们请来了前辈们和乐社的核心人员来聚会，像他们日常的雅集

一样，演奏、喝茶、聊天、切磋。他们这样的雅集是很频繁的，闲时是每周几天甚至每

天都会聚在一起练习、切磋。这些老先生们每一个人，无论是高矮胖瘦，身上都具有非

常儒雅的气质，然而在和他们交谈中发现，他们那一辈人大多是农民，平时白天做农活，

晚上习乐。也没有过多么高的学历和文化、学术训练，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乃

至在演奏中的一颦一笑（簇）是如何带有这样的文化气质的？他们所讲的话，怎么会如

此有智慧、有风骨的？我想，这就是“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南音之雅、之文，世代传

承于士人之中，即使在这一代农民的传人，仍然可以受音乐的熏陶感染完全变化一个人

的气质。与乐社的先生相处感受到的，俨然是一派君子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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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的前两天，乐社带着我们一起去看了一场南音与交响的音乐会。这场音乐会的

主题是当下政治的主旋律，不过听到了这样的中西方音乐文化的融合形式还是有些激

动。心想，在民间流传的古乐若要在这个时代与时代相融合，应该有这样音乐形式上与

西方音乐的交流与融合的尝试。当然，当晚的交响乐所用的和声及音乐风格是西方现代

音乐风格，用这个音乐风格来演奏南音是不合适的，如果是一位懂得南音，尊重传统文

化的作曲家，也许效果会完全不一样。我想起了普契尼歌剧《图兰朵》，其中采用了民

歌《茉莉花》的旋律，则是依然保留了五声调式的明亮与大气，但他做出了应用于西方

文化背景的、并用交响乐和歌剧的形式来改编，一段茉莉花，他用合唱演绎得圣洁美好、

又可以用交响乐演绎出宏大或是悲壮的场面，很令人震撼。 

乐社一位老前辈聊起这场南音与交响音乐会，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的人，对传统

文化的了解九牛不如一毛，还没有学会继承，就想着要创新了。我听后一惊，觉得老先

生这句话对我辈有志于传统文化传承和传播的学人来说，这是很重要的提醒。当记在心

中，好好想想在当下这个时代，到底应该如何做，才是在保护文化而不是糟蹋文化的。 

这一晚雅集聚会的开始，是大家围坐在摆满茶水和茶点的桌上，喝茶聊天。兴起，

其中几位遂坐到演奏席位演奏了起来，这一晚全部是清奏和清唱的表演：一秉拍板、一

把琵琶、一把三弦、一把二弦、一根洞箫和一副好嗓子。乐社的成员们轮换着演奏，一

个人有时执拍板歌唱、有时演奏其中一件乐器、有时坐在茶座前做观众。几首演奏后，

大家围坐在茶桌前，聊聊天，南音是主要话题。天更（又）晚了一些，在梨园剧院工作

的几位年轻乐社成员下了晚班回来，又唱了一段梨园戏，有曲、有词、还有舞。第二天，

我读到了晚唐（南宋）的《韩熙载夜宴图》，此图分为赏乐、观舞、小憩、清欢、宴归

五段场景。读过之后觉得其中很多场景与这晚的雅集聚会非常之神似。不过这毕竟是晚

唐（南宋）有些衰颓时的士人雅集聚会作乐的场景，也有些政治因素，所以画上所描绘

场景部分有些放逸。这里面拍板的演奏方法与这幅晚唐（宋代）画略有不同之处：这幅

（宋）画中演奏的板，在文章中称为牙板（可能不是宋朝的名称），是执一板击奏，而

南音则执两板击奏。在“清欢”这部分的画中，有吹箫有吹笛的，南音中也有笛，只不

过在南管中称之为“品萧”，不过现在南音通常会在室外使用。但是整个场景中悠闲自

在的气氛、演奏者的优雅，以及其中的环节布置，却是与当晚的雅集如出一辙。日后应

该留意是否有其他的相关古代图画。 

 

南音的调式、节奏及曲谱 

泉州南音的乐曲有演唱乐曲和演奏乐曲两部分，有“指”、“谱”、“曲”三大类，

“指”就是音乐界通称的“套曲”，现存有 50套。还有 15 套大谱，其中最著名的是《四

时景》、《梅花操》、《走马》、《百鸟归巢》，简称“四梅走归”。我们这些天学习

了指谱《起手板》的最后四、五、六节，发现这个套曲的曲式非常规整，节与节之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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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呼应，有一个主旋律，前后都有应和。我在这几本南音的谱子中发现了很多曲牌名

与西安鼓乐的曲牌名是一样的，比如《醉花阴》、《扑灯蛾》等，还有“滚”等曲式的

字样也同样出现在鼓乐全书中。不知道南音与鼓乐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而这些曲牌名

又是哪个时期的，是如何会同时出现在一个西北一个闽南的两个地区，而这些曲牌的曲

子又是否相同或相似，都值得关注。 

南音里面有一个曲子《一纸相思》，四个字唱了五分钟，这是一种什么现象？有人

解释说是古人的生活节奏慢，所以曲子也慢。不过也有过去庄重的音乐是一字一音的说

法。此处存下一疑。 

听南音，发现有很多曲子都是由开始很慢，一节一节地渐快。这与《论语·八佾》

中“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所描述的曲式应该是相似

的，汉代的“相和歌”在发展过程中发展成了“大曲”的曲式，大曲曲式中有“解、艳、

趋、乱”四个部分，而完备的“大曲”曲式分为“艳、解、趋”三部分，三部分由慢逐

渐至快，与我们听到的曲式结构几乎完全一致。很多曲子，特别像《梅花操》有非常美

妙的结尾：乐曲演奏速度达到最快、气氛最热烈而后结束。这样的结尾，我想，就是孔

子所说“关雎之乱”的“乱”。真的是“洋洋乎，盈耳哉”！ 

泉州南音所用的曲谱是工乂（尺）谱，有四种调性：五空管、四空管、五空四管、

倍思管。其中，五空管的调性看到音阶的排列很令人费解是 C、D、E、G、A、B的排列，

不是一个标准的五声调式。不过因为前文提到，南音的表演形式是“丝竹更相和，执节

者歌”，与汉代相和歌的形式相近，就在想，这里面会不会有相合三调的存在，如果有，

那么南音中保留相和歌的可能就非常大了。这个五空管的调式会不会是相合三调的一种

体现或者一种变形。或者后面这三种调式皆为五声调式，其中是不是含有相合三调，应

该留意。 

这关于调式，以上是我的思考，当我把对五空管的疑惑发给刘森老师之后，刘老的

答复如下： 

祝贺学习收获！ 

音律不是拼起来的，南音是把音域扩展了，一个半八度的演唱成为不重复的音律排列，
不是双调，是八十四调中的音律扩展调，这是南音形成的宋代传承调式，比姜夔喜爱的
调式更为宽广。且不要与已知的五、七声调式去套它，它有自己的音律调式音乐生活时
代实践创意特色。 
 

时代生活，语言追求，对音律美的渴望变化就形成了又一个特色，成为一时的潮流，在
生活中的传统。 
 

学弹一下南琶，吹一下尺八，吹一下簘，就可能会明白它的调式音律应用之妙，很流畅
的南音声韵之美。词韵之美的心灵咏唱，在耳边流连忘返。还可学习一下南音乐曲《走
（八骏）马》等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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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五声调，七声调去套它的调式，我认为南琶受唐苏祗婆琵琶调式影响，突破了黄
鐘大吕的传统，有一种突破新意的诗词情意之美，听多了就会上瘾啊。 

 

去泉州学南音，向现代南音的音乐家们学习，南音的传承做的好。闽南话唱得多么美，
八声之韵，美入心灵。 

 

仅供参考。 

关于南音的音阶与十二律的关系，已经有现成的整理了，不过我想到工乂（尺）谱

是脱胎于半字谱，于是按照六、四、乙、尺、工的发音对应了一下南音工乂（尺）谱和

集贤古乐的半字谱，发现有一小部分的音无法对应，不过可以对应出来一个五声音阶。

不知道这个中间是不是各自都又有所衍变了。 

另外，南音的节奏体系也已经非常完整了。与现代西方音乐四拍子、八拍子等相近，

南音用撩拍来打拍子，慢板通常用七撩拍，而快板通常用叠拍，就没有“撩位”了。 

这次来泉州，对唱词这一部分，学习得并不多，不过唱也有非常详尽的方法，唱出

来字正腔圆，很是雅致。我大略翻看了一部明刊翻印的曲词集，乐社的老师给我讲了其

中的一首词，是讲一位女子的情思的，写得很美，词中引用了《西厢记》的典故，我问

老师，这首应该是元以后的了吧，老师则答，未必，在元朝以前也可能有《西厢记》，

当时听得不是很明白，以后留意。不过在读了一些词和听到了一些曲后，由衷感慨，如

果现在有一部当代的“诗经”，恐怕这南音中很多词曲必会收录成为“十五国风”之一

了。泉州的南音特别是用当地的闽南语唱出来，此间意趣美妙至极，直教人流连忘返，

美在其中。 

 

泉州文化 

泉州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个中国古老的乐种得以这么好地传承？我们在泉洲生

活的这几日，所到之处，无论是饭馆还是民宅，几乎家家供奉着佛像或是神仙像。听当

地人说，泉州这里的宗教很多，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还有明教等等，很多

家还保留着家庙的传统，还有祖先牌位。很多老百姓见到寺庙就去拜，甚至有的百姓用

荤菜来供佛的。我们听到这里哈哈大笑，感佩中国人敬天地、敬先祖的传统在大城市已

经不常见了，但远在南方的泉州百姓们却用这么真挚可爱的态度传承着这个传统。他们

敬神、敬祖宗，还很包容，无论是哪里来的神，当地人都尊重，只要自己认为是好东西

就会拿来敬神。 

也许正是他们对神和祖先的尊敬，他们对传统的文化仍然保留着温情和敬意，这个

地区有 60%的百姓听南音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除了南音和梨园戏之外，还有木偶

戏、高甲戏、打城戏等戏曲均在泉州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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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人生活得慢，每天早上七-八点的时候街上几乎是冷清的，只有几家早餐店在

营业。每天早上用盖杯（碗）泡上几泡茶是很多老泉州人的习惯，一次晚上在文庙听曲

（戏）时，我喝到了当地的铁观音，味道清甜而香醇，又很耐泡。每天中午泉州人的午

休时间很长，乐社的老师们下午三点多才开始工作。泉州的夜晚很热闹，夜里十一点了，

好多家店铺还在营业，不少南音人还在和曲吟唱。 

这里的人们也很热情，见到外地人会很兴奋地介绍当地的景点与美食，乐社老师说，

这是因为泉州人真的爱泉州，就会这样真挚地介绍自己的家乡。 

  

我接触南音这一个星期的时间，反复地琢磨练习一个曲子的三个章节，却不会觉得

疲劳、厌倦，反而越发地品出滋味，陶醉其中了。南音之雅，并非高高在上，曲高和寡，

唱的是诗情与情思，情绪却不会泛滥。只是清雅的、有时带着淡淡的愁，却饱含的是生

机与光明心境。这与我们现在所流行的所谓“古风”音乐是截然不同的。南音，在我听

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我所听到的大部分曲目皆可以称为“思无邪”了。继接触

到了集贤乐社的西安鼓乐和泉州的南音之后，我知道，古代的音乐绝对不仅仅是留存于

历史的印象，而是一直在部分人民的生活的血脉中流传着，是如此地鲜活。应当予以重

视，应与古代文献、古谱、乐器放在一个大的范围和历史背景中，以及在百姓日用和生

活中仔细寻味、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