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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音骨谱中的偏音看外来文化的影响从南音骨谱中的偏音看外来文化的影响从南音骨谱中的偏音看外来文化的影响从南音骨谱中的偏音看外来文化的影响 

陈燕婷陈燕婷陈燕婷陈燕婷 

【内容提要】偏音在南音骨谱中出现的比例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不多的一

些偏音中，应用情况却较为复杂，各乐谱版本有着较大差异。同处清代的《道光指谱》和《文

焕堂指谱》两部指谱集使用偏音的情况非常之少，可以以个数计。从清代两部指谱集到当代

三部指谱集出版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偏音使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如《梅花操》和

《走马》中那样完整的七声音阶下行。正是在这一百多年里，中国遭遇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西方文化不断涌入，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见，南音的主体、源流是以五声性为主的

中国传统音乐，这点毋庸置疑；偏音的使用应首先考虑西方音乐的影响；其他外来文化对南

音的影响可能更多体现在润腔方面。 

【关键词】南音  骨谱  偏音  外来文化 

【作者简介】陈燕婷，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央音乐学院博士 

 

关于外来文化对南音的影响之研究关于外来文化对南音的影响之研究关于外来文化对南音的影响之研究关于外来文化对南音的影响之研究，，，，[法法法法]施舟人的施舟人的施舟人的施舟人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与南音与南音与南音与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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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认为认为认为

南音是中外音乐传统交流的结晶南音是中外音乐传统交流的结晶南音是中外音乐传统交流的结晶南音是中外音乐传统交流的结晶，，，，深受波斯文化影响深受波斯文化影响深受波斯文化影响深受波斯文化影响；；；；王耀华的王耀华的王耀华的王耀华的《《《《泉州南音泉州南音泉州南音泉州南音““““四大名谱四大名谱四大名谱四大名谱””””

部分外来音乐因素溯源及其传入路径考部分外来音乐因素溯源及其传入路径考部分外来音乐因素溯源及其传入路径考部分外来音乐因素溯源及其传入路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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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量的实例论证了欧洲音乐对南音的影响以大量的实例论证了欧洲音乐对南音的影响以大量的实例论证了欧洲音乐对南音的影响以大量的实例论证了欧洲音乐对南音的影响，，，，并并并并

指出指出指出指出，，，，相比之下相比之下相比之下相比之下，，，，波斯音乐对南音的影响波斯音乐对南音的影响波斯音乐对南音的影响波斯音乐对南音的影响，，，，远不如欧洲音乐对南音的影响远不如欧洲音乐对南音的影响远不如欧洲音乐对南音的影响远不如欧洲音乐对南音的影响。。。。笔者在对南音笔者在对南音笔者在对南音笔者在对南音

指谱的谱面分析过程中指谱的谱面分析过程中指谱的谱面分析过程中指谱的谱面分析过程中，，，，注意到了骨谱中出现的少数几个偏音注意到了骨谱中出现的少数几个偏音注意到了骨谱中出现的少数几个偏音注意到了骨谱中出现的少数几个偏音，，，，这几个偏音虽然数量很少这几个偏音虽然数量很少这几个偏音虽然数量很少这几个偏音虽然数量很少，，，，

但却意义重大但却意义重大但却意义重大但却意义重大，，，，可作为南音受欧洲音乐影响之佐证可作为南音受欧洲音乐影响之佐证可作为南音受欧洲音乐影响之佐证可作为南音受欧洲音乐影响之佐证，，，，具体详见下文论述具体详见下文论述具体详见下文论述具体详见下文论述。。。。 

 

一般认为，南音乐谱为琵琶谱，因为乐谱中包含了琵琶指法符号，暗示了节奏。由于相

对演唱、洞箫润腔来说，琵琶谱更为简单，因而人们称之为“骨谱”，即只记录“骨干音”

的乐谱。然而笔者认为，南音乐谱实际可分为 2 个层次，其一是真正的纯粹由谱字构成的“骨

谱”，其二是有了初步润腔的琵琶谱。琵琶指法包含有一定的“润腔”成分，尤其是“撚指”

符号“ O”、“落指”符号“ ”，以及两个装饰性指法符号，“扌 ”和“凡 ”，已是对谱字

的丰富。如，“打 ”符号，先用右手奏“全 ”音，然后用左手无名指连续 3 次抓奏“贝 ”

音；“凡”符号，先演奏比原音低一级的音，然后演奏原音。这些带有一定“润腔”成分的

指法符号，说明南音琵琶演奏其实并不纯粹是“骨干”，并不是完全的“骨感”，多少有一些

血肉在其中。因此，本文所谈“骨谱”指的是不加琵琶指法的“谱字”所构成的骨干音谱。 

据张友鹤《学琴浅说》： 

“乐句之主体，用五正声，二清二变，则用于转调，间亦有用于乐句之中以补助五正声

者。” 

南音中出现的偏音，即传统的五声音阶之五正声之外的音，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骨

谱”中自带的偏音，相比南音庞大的曲目系统来说，这类偏音所占分量极少。这些少量的偏

音中，最常见的为变宫，其次为变徵。另一种是润腔中出现的偏音，数量很多，最常见的是

变徵，其次是主要由琵琶指法中的“打 X”奏法而产生的“#do-si”（C调）两音，这些构成

了南音润腔特点。 

对于偏音的用与不用，向来有不同的看法，而且有着明显的南北差异： 

关于音阶形式，宋代乐律家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反对应用变宫、变徵二音，而主

                                                             
1
 [法]施舟人：《“海上丝绸之路”与南音》，载《闽南文化研究》2004年第 2期，1310-1320页。 

2
 王耀华：《泉州南音“四大名谱”部分外来音乐因素溯源及其传入路径考》，《音乐研究》2015年第 5期，

5-1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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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只用五声音阶；这可以陈旸为其代表。另一种是赞成应用七声音阶，而企图用理论来肯定

七声音阶中各音的价值。这可以杨傑为代表。……陈旸反对二变，大意是说：宫、商、角、

徵、羽五个音是正派的音；变宫、变徵两个音是有害的音；宫代表着皇帝；皇帝特别的尊严，

不能有两个，而且也不能变动；因此变宫不能应用。3 

陈旸，福建闽清人，为典型的南方人。南方推崇五声音阶，北方则常用七声音阶，这种

南北差异早已为乐人所熟知： 

（《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严格按照南曲为五声音阶，北曲为七声音阶，所编入的乐曲

或依音阶重分南北，或按南北适当变动音阶。如《董西厢》，在《曲谱大成》中是按南曲收

入的，而此谱则一律收入北曲。又如南唐后主李煜之【浪淘沙】，本南词，唱作北腔已久，

故收入（北曲）。而南曲传奇中之引曲，大多为七声音阶（见《纳书楹曲谱》），故而《南词

定律》独于引曲未标工尺，以其与五声音阶的过曲、尾曲不同。《九宫大成谱》在收入这些

七声音阶的引曲乐谱时，则全部依南曲例改为五声音阶。4
 

可见，南音骨谱以五声音阶为主是正常现象，极少数偏音的出现反而有点费人思量。 

偏音在南音骨谱中出现的比例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不多的一些偏音中，应

用情况却较为复杂，各乐谱版本有着较大差异，有的几乎不使用偏音，有的虽然使用偏音，

但情况各不相同。在实践中，这种差异并未引起重视，未见过相关探讨。可见对于偏音，南

音人并没有特别排斥或特别偏好，对偏音的有无也并不敏感，其一可能是因为骨谱本身的偏

音很少出现，其二因为加上润腔后唱、奏出来的曲调本就含有许多偏音，骨谱本身极少的偏

音就被淹没在润腔当中了。当然，润腔中使用的偏音也有自己的规范，并非随意使用。不过，

骨谱中偏音的用与不用也许反应出了其他方面的问题，例如观念上主张或反对应用变宫、变

徵之不同，这种不同导致了乐曲中偏音使用的不同情况，或者受到外来音乐影响产生变化，

等等。此方面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一一一一、、、、指谱分析版本选择及概况指谱分析版本选择及概况指谱分析版本选择及概况指谱分析版本选择及概况 

南音分为指、谱、曲三大部分，“指”是成套的带唱词的套曲，“谱”是纯器乐曲，“曲”

则为散曲。本文乐曲的分析、比较方面主要关注指、谱二部分，因为，指、谱的数量是有限

的，大致固定的。而“曲”数量众多，难以穷尽。虽也有“曲”集，但曲目往往各不相同，

无法比较。况且，“指”本就由“曲”组成，指与曲的区别就是指是成套的，而曲是零散的。

“指”中涉及之滚门、曲牌之丰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指套’包括南音中所有最优秀的

曲词、曲调和‘滚门’，……０所以，学乐器的人，只要掌握了套中的主要‘滚门’，伴奏散

曲亦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5
 

南音界常以“指谱全”夸赞弦友的南音水平。由此可见掌握全部的“指谱”并非易事。

而掌握了全部的“指谱”就能成为高水平的南音人，受人称赞。如吕锤宽《南管音乐》描述

泉州名师高铭网和张在我时，称赞他们“为指谱全的南管人”。
6
 

目前已知南音曲簿最早的版本出于明万历年间（约 1604 年），即《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

全满天春》（简称《满天春》）、《精选时尚新锦曲摘队》（简称《钰妍丽锦》）以及《新刊弦管

时尚摘要集》（简称《百花赛锦》）三种。此三种曲簿皆由国际著名汉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教

授龙彼得先生自海外搜集获得。前者于 20世纪 60 年代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随后不

久，后二者也在德国萨克森州立图书馆发现。1993 年，龙彼得教授将已先于台湾出版的这

三种曲簿赠予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和梨园戏剧团，有关部门如获至宝，经过多方努力，将之

                                                             
3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5年版，第 390-391页。 

4
 刘崇德：《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前言”，刘崇德主编《中国古代曲谱大全》（二），辽海出版社 2009

年版，751页。 
5
 王耀华主编：《福建南音》，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2年版，第 3页。 

6
 吕锤宽：《南管音乐》，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2011年版，第 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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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刊印成册，名为《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简称《明刊三种》），
7
于 2003 年 11月

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明代的三种曲簿皆只录曲词不录乐谱，仅少部分带有撩

拍符号。这种现象可说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个通病： 

谨案前代史志，凡纪乐章者只录歌词不载声谱。班书郊祀志首刱其例，后代史家因循不

改。所谓乐章者，章则有之，乐则未也。揆厥名义，实欠完备。一代制作，必有一代之精神。

若录其文而略其声，无异可视而不可听。吾国古乐之沦湮，此其一绝大原因也。8
 

刘锦藻（1854-1929），近代之人，“《清续文献通考》，记事起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

止宣统三年（1911）。”
9
由上述引文可以看出，至迟到了清末，人们就已意识到了“录其文

而略其声”的弊病，因此，清代录文兼录其声成为风尚。著名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即

编纂于乾隆年间（乾隆十一年，公元 1746 年）。 

满清代明，汉士人层瓦解，曲运渐转而系于戏工。“依字声行腔”而打谱敷唱，旧时不

识字之戏艺人无能为力也，于是，（由清曲唱家所打之）曲唱“工尺谱”乃出。是，时所使

然，事所使然，势所使然也。自乾隆以下，众谱纷灿（工尺亦非全然划一），至今亦近三百

年矣。
10

 

清代南音有二部重要曲簿流传至今，即《文焕堂指谱》和《道光指谱》。前者编于 1857

年，刊刻于 1873 年，于 2000 年 9月，台湾教授胡红波在台南临安路玉市上，意外发现，并

高价购得。后者编于 1846 年，为石狮市玉湖吴抱负珍藏几十年的宝贝。二人先后献出曲簿，

由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整理出版，前者名为《清刻本文焕堂指谱》，
11
后者名为《袖珍写本

道光指谱》。
12
这二部曲簿的重要性在于，基本都附有完整的工 谱和撩拍、琵琶指法符号。

尤其是后者，与当代流传的曲簿高度一致。 

本文对比分析了清代 2 部“指谱”集《道光指谱》（简称道光版）和《清刻本文焕堂指

谱》（简称文焕堂版），苏统谋、丁水清主编的《弦管指谱大全》
13
（简称晋江版），以及台

湾、厦门出版的“指谱”集《南管指谱详析》（简称台湾版）和《南乐指谱全集》（简称厦门

版），以纵向对比自清至今，横向对比泉州、厦门、台湾等 3 个南音的主要流传地域，南音

“指谱”的大致构成情况，其历时性、地域性变化，以及各自不同的偏音使用情况。具体各

版本曲目构成情况详见附录表一、二。 

（（（（一一一一））））各个版本的各个版本的各个版本的各个版本的““““指套指套指套指套””””概况概况概况概况 

“指，即器乐曲，有词有谱，偶尔也可作清唱，然大部分都作为演奏乐曲。”
14
弦管老

先生丁世彬对“指”的这一定义初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开头就将“指”定义为“器乐曲”，

但是后面又说“有词有谱”，“可作清唱”，有词可唱的怎么能是器乐曲呢？其原因就在于，

多数情况下，人们都将“指”作为“演奏乐曲”，只奏不唱。 

有人认为：“‘指’还有一义，就是作为教材用于指导学生入门学习南音，即具有‘指南’

的意义。通常由弦管先生口传心授，让学生熟读死背几套‘指’的曲词和工 谱（俗称‘念

                                                             
7
 [荷]龙彼得辑录著文、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明刊戏曲弦管选集》，泉州戏曲弦管研究丛书，中国戏剧

出版社 2003年版。 
8
 [清]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乐考》卷一百九十九，“乐考十二·乐歌”，载王耀华、方宝川主编：《中国

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第一辑第十四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年版，第 549页。 
9
 王耀华、方宝川主编：《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第一辑第十四册，“《清续文献通考·乐考》提要”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年版，第 70页。 
10

 洛地：《“曲”“唱”正议》，《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6年第 1期，4-13页，第 7页。 
11

 台南胡氏拾步草堂、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合编：《清刻本文焕堂指谱》，泉州戏曲弦管研究丛书，中国戏

剧出版社 2003年版。 
12

 石狮市玉湖吴抱负珍藏本、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袖珍写本道光指谱》，泉州戏曲弦管研究丛书，中

国戏剧出版社 2005年版。 
13

 苏统谋、丁水清编校：《弦管指谱大全》，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年版。 
14

 丁世彬：《闽南弦管概论》“引言”，中国（新加坡）上海书局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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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
15

 

5 部指谱集，指套数各不相同：文焕堂版套数最少，只有总头加 36套，共 37套；其次

为道光版，40套；晋江版和厦门版为 50套；台湾版为 48套加新创作的 3套，共 51套，然

本文对新创作的 3套暂时不予关注。 

由附录表一可以看出，从清代道光年间至今约 160 年的时间，南音指套构成比较稳定，

清代 2 部指谱集中的指套保留至今，并逐渐增加，到如今已有 50套之多。清代 2 部指套同

多异少，文焕堂版 37套中有 35套也出现在道光版中，只有《孤栖闷》、以及《南海观音赞》

为道光版所无，由于《南海观音赞》后来被一分为二，名为《南海观音赞》和《普庵咒》，

因此，这 3套加上道光版自身的 40套，清代共有 43套指流传至今，这 43套全部保留在其

他三个版本的指谱集中。 

5 部指谱集中的指套有 15 套曲名和节数完全相同，其他指套不同处主要有三种情况，

其一是多一节，其二是少一节，其三是某两节合为一节。也有少数情况是乐曲顺序对调。多

一节的情况如指套《轻轻行》，晋江版和清代 2 版都只有两节。但是厦门版和台湾版将第 2

节中落【长滚鹊踏枝】滚门的“那恐畏”段，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一节列出；《玉箫声》

套，晋江版和清代 2 版都为 3 节，台湾版和厦门版则多了第 4 节“空误阮”。少一节的情况

如《父母望子》套，其他版本都由 3 节构成，只有文焕堂版少了第 3 节。某两节合为一节的

情况如《对菱花》套，其他版本都有 3 节，只有文焕堂版将 2、3 节合为一节，因而只剩 2

节。较复杂的情况如《记相逢》套，晋江版有 5 节，但是其他版本都无最后的“奉佛”节，

而且清代 2 个版本都将 2、3 节合为一节，因此，清代版都只有 3 节，台湾版和厦门版都只

有 4 节；《为人情》套晋江版和台湾版皆为 3 节，清代版皆少第 3 节，所以仅由 2 节组成，

厦门版则多了“中秋月”节，共有 4 节。顺序对调的情况如《惰梳妆》套，道光版第 3、4

节顺序与其他版本颠倒。这些情况各有不少例子，详见附录表一，在此不赘。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 2 版中皆无《共君断约》套，但是如今的《共君断约》套中各曲

其实在清代 2 版中都存在，只是未被独立出来，而被列入《春今卜返》套中。另，在《道光

指谱》中，虽无如今独立的《孤栖闷》套，但是该套曲中 2 节分别收入其他指套中，其中第

1 节“孤栖闷”在《清早起》中，第 2 节“因见梅”在《锁寒窗》中。而仅比《道光指谱》

晚 11 年的《清刻本文焕堂指谱》却有完整的《孤栖闷》套，且其《清早起》、《锁寒窗》套

构成也与如今完全一样。 

总体来看，各个版本相同指套的乐曲构成同多异少，最全者为晋江版和厦门版，皆为

50 套。相比之下，当代的 3 个版本共性更多些。可见，经过一百多年的时间，南音指谱有

所变化，但是同仍远远多于异。 

以晋江版为例，50 套“指”，包含了近 150 首“曲”。各套由不同数量的散曲构成，有

短有长，短则 2 节长则 7 节，其中以 2、3 节构成者为多： 

由 2 节构成的有 20套，占总数的 5 分之 2； 

由 3 节构成的有 18套； 

由 4 节构成的有 6套； 

由 5 节构成的有 3套； 

由 6 节构成的有一套； 

由 7 节构成的有一套； 

特殊情况如《普庵咒》由 3回各 6段构成。 

50套指套，以“五空管”为多，共 28套，其中有一套前为“五空管”后过“倍思管”。

其次为四空管，共 11套。9套“五空四 ”管，其中有 3套中途转换其他管门。另有 2套

                                                             
15
《弦管指谱大全》编委会：“前言”，见苏统谋、丁水清编校：《弦管指谱大全》，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5年版，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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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倍思管。 

指套中的《趁赏花灯》、《心肝跛悴》、《一纸相思》、《为君去时》以及《自来生长》等五

套最为著名，俗称“五大套”，又称“五枝头”。 

（（（（二二二二））））各个版本的各个版本的各个版本的各个版本的““““大谱大谱大谱大谱””””概况概况概况概况 

5 部指谱集，大谱的套数各不相同：道光版套数最少，只有 7 套；文焕堂版有 12 套；

台湾版和厦门版为 13套外加一套新创作的《闽海渔歌》；晋江版最多，为 15套。详见附录

表二。 

道光版虽然只有 7套，但是其中的《孔雀展屏》套为文焕堂版所无，这一套加上文焕堂

的 12套，清代流传下来的谱共有 13套，被称为内套，完整保留在当代的指套集中。晋江版

多出来的 2套称为外谱，是后来新增的谱，但是也不是当代人所创作，尚不知创于何时。台

湾版和厦门版的《闽海渔歌》创作于 20世纪 5、60 年代，由身居厦门的南音名师纪经亩率

领一群南音乐人创作而成。 

大谱各套、各节的名称历来有些出入。据晋江版“编辑凡例”六： 

底本“大谱”各套套名和小节名，自上世纪初以来先后问世的刊本都作了改动并加上颇

具文学性的文字，如“走马”改为“八骏马”；“百鸟归巢”的小节，加上非鸟类的“黄蜂出

巢”、“蜘蛛结网”等名目，显然都是不妥的。故根据《清刻本文焕堂指谱》十二套“大谱”

相应的套名及小节名加以订正，原有的名称基本上保留在（）中以备查。16
 

而“谱”和“曲”由于约定俗成皆以歌词的前几个字命名，所以在名称方面没有“指”

这种复杂情况。 

不计套名、节名的不同，不计有无引子，5 部指谱集共有的 6套谱中，基本相同的只有

《三面金钱经》和《百鸟归巢》2 套，节数和旋律大致相同。共性较多的还有《起手板》，

其他版本都相同，只有文焕堂版少了 1 节；《五面金钱经》，其他版本都相同，只有道光版少

了 2 节；《阳关三叠》，各版本也基本相同，差异在于最后 4 小段是独立成节还是合为 1 节。

差异较大的如《八面金钱经》，当代的 3 个版本相同，清代 2 个版本差异较大，道光版只有

引子加 6 节，无第 1 节，且 8 节并入 7 节中合为 1 节。文焕堂版虽也有 8 节，但是前 5 节与

《五面金钱经》同，第 6 节则综合了当代版的 2-5 节，7、8 节为当代版的 6、7 节。 

其余 7套，都只有 4 个版本，从附录表二来看，除《走马》4 个版本都相同外，其他 6

套都是当代的 3 个版本基本一致，清代版则与当代版在构成节数方面有差异。 

总的来看，当代大谱的 3 个版本基本相同，差异处主要在名称上。与指套相比，不同地

域流传的大谱更加一致。 

还以晋江版为例，15 套大谱，由近百首各自独立的乐节组成。各套由 2 到 8 节构成，

有些大谱还有引子。 

由 2 节构成的有《叩皇天》； 

由 3 节构成的有《三面》； 

由 5 节构成的有《五面》、《梅花操》； 

由 6 节构成的有《起手板》、《百鸟归巢》、《三不和》、《舞金蛟》； 

由 7 节构成的有《孔雀展屏》； 

由 8 节构成的有《八面》、《四时景》、《走马》、《阳关三叠》、《四不应》、《四静板》。 

带引子的为《三面》、《五面》和《八面》，有着共同的“西江月引”。许多谱集略而不记。 

其中，《四时景》、《梅花操》、《走马》和《百鸟归巢》，为南音界的四大名谱，简称“四

梅走归”。《三面》、《五面》和《八面》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起手板》为入门曲，新学生

一般都要求首先学这首曲子，即为“起手”之意。《三不和》和《四不应》是南音中较为特

                                                             
16

 苏统谋、丁水清编校：《弦管指谱大全》，“编辑凡例”，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5年版，第 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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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曲子，琵琶定弦有所改变。 

与指套中五空管占绝对多数不同，15套大谱以四空管为多，共 7套。其次才是五空管，

共 6套。倍思管和五空四 管仅各有一套，《阳关三叠》是倍思管，《四不应》为五空四 管。

《四时景》虽为五空管，但是从第 5 节开始，节名后标注“以下皆用四 ”，因此从第 5 节

开始，实际上已转入五空四 管，从第 5 节开始各曲皆为 C宫。 

二二二二、、、、指谱中的偏音使用情况指谱中的偏音使用情况指谱中的偏音使用情况指谱中的偏音使用情况 

    （（（（一一一一））））指的情况指的情况指的情况指的情况 

南音指套曲调以五声为主，偶有偏音出现，产生半音进行。就当代 3 个版本来看，最多

者为“ （C）、贝 （降 C）”，其次为“思（G）、贝思（降 G）”进行。这些情况中的偏音，

往往出现在下行旋律中，都是作为经过音使用，与正音配合，而且顺序无一例外都是先本音，

后偏音。详见下文分析。 

然而这些半音进行，并未出现于清代的文焕堂版中，道光版也只在分属于 2 个指套的 3

节中出现半音进行，包括《对菱花》次节、3 节中的“ 、贝 、下、士”，仅在第 3 节出现

的“一、思、贝思、六”，以及《记相逢》次节的“六、思、贝思、六”。当代的 3 个版本，

半音进行比之清代版稍多，但是也相当有限，如晋江版只在分属于 8套“指”的 10曲中出

现偏音，而且每曲往往就一、二个，相比指套全部 147曲以及各曲的篇幅，所占比例非常之

小。具体如下： 

第一种情况为只有文焕堂无偏音，其他版本相同。这种情况只在《对菱花》套第 2、3

节中出现。 

指套《对菱花》次节，其他版倒数第 2 小节有 C宫的“ 、贝 、下、士”（宫、变宫、

羽、徵）下行进行，只有文焕堂以正 音替代贝 音。第 3 节，其他版都有五句与 2 节尾句

后半部分旋律相同，因此有 5 处属同一旋律反复的“ 、贝 、下、士”（宫、变宫、羽、

徵）下行进行。有一处 C宫 G宫转换处位于模糊宫调地带的“一、思、贝思、六”（C宫的

羽、徵、变徵、角，或 G 宫的商、宫、变宫、羽）下行进行。只有文焕堂版同样以“下”

代替“贝 ”，以“思”代替“贝思”，指法一样。前者在歌词“暝”与“昏”之间，后者在

“青”与“黄”之间，详见下谱。 

    谱例 1：《对菱花》第 3 节晋江版、文焕堂版偏音乐句对比 

    晋江版
17

          文焕堂版
18

 

                

 

                                                             
17

 苏统谋、丁水清编校：《弦管指谱大全》，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5年版，71页。 
18

 台南胡氏拾步草堂、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合编：《清刻本文焕堂指谱》，泉州戏曲弦管研究丛书，中国戏

剧出版社 2003年版，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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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情况比较复杂，各版本不太一样，如《记相逢》次节。 

晋江版《记相逢》次节有一句 C 宫乐句，先是“工、 、倍 、下”（商、宫、变宫、

羽）下行，而后是“六、思、贝思、六”（角、徵、变徵、角），从歌词“铁马”始，“爱酸”

止。文焕堂版都以正音代替。道光版无前面的“贝 ”，后面的“贝思”则相同，台湾版、

厦门版则保留贝 ，无后面的贝思。 

谱例 2：《记相逢》次节偏音对比 

     

    晋江版
19

   文焕堂版
20

     道光版
21

    台湾版
22

    厦门版
23

   

                           

 

第三种情况为当代版某几版有偏音，但是清代版全都没有偏音，这类情况比较多。 

1.当代版《记相逢》第 3 节都有 C宫的“工、 、倍 、下”（商、宫、变宫、羽）下行

进行，文焕堂和道光版都省略倍 。 

2.当代 3 个版本《为人情》第 3 节都有一处 C宫的“ 、贝 、士、下”（宫、变宫、徵、

羽）进行，清代版本皆无第 3 节。 

3.晋江版、厦门版《趁赏花灯》第 4 节有一处 C宫的“ 、贝 、下、士”（宫、变宫、

羽、徵），台湾版无第 4 节，清代 2 版无“贝 ”音，其他音的进行皆同。 

4.晋江版、厦门版《锁寒窗》次节有一处 G宫的“六、思、贝思、六”（羽、宫、变宫、

羽）进行，文焕堂以正思代替贝思，道光版、台湾版省略贝思。 

5.晋江版《绣阁罗帏》（南）次节有 C 宫的“工、 、贝 、下、士”（商、宫、变宫、

羽、徵）进行，同一乐句在不同地方反复 5 次，台湾版、厦门版以 代替贝 ，道光版歌词

                                                             
19

 苏统谋、丁水清编校：《弦管指谱大全》，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5年版，87页。 
20

 台南胡氏拾步草堂、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合编：《清刻本文焕堂指谱》，泉州戏曲弦管研究丛书，中国戏

剧出版社 2003年版，157页。 
21

 石狮市玉湖吴抱负珍藏本、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袖珍写本道光指谱》，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年版，

原谱如此，117页。 
22

 卓圣翔、林素梅编著《南管指谱详析》，台湾：高雄乡音出版社 2001年版，182页。 
23

 厦门市南乐团王秀怡编校《南乐指谱全集》，厦门鹭江出版社 2005年版，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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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差异大，全曲无贝 。文焕堂版无此套。 

6.晋江版、台湾版《照见我》第 6 节末尾有 C宫的“ 、贝 、下、士”（宫、变宫、羽、

徵）进行，厦门版无此节，清代 2 版皆无贝 。 

 7.晋江版、厦门版《手抱琵琶》次节中段有 C宫的“下、 、贝 、下”（羽、宫、变宫、

羽）。 

上述带偏音的曲子，全部集中在五空管指套中，多数在 C宫的情况下出现“宫、变宫”

（ 、贝 ）的进行，仅有一例《锁寒窗》次节为 G 宫的“宫、变宫”（思、贝思）进行；

仅有一例《记相逢》次节有 C宫的“宫、变宫”（ 、贝 ）和“徵、变徵”（思、贝思）进

行。另有一处《对菱花》次节为模糊宫调的半音进行。可见，指套中出现的不多的偏音中，

“变宫”为多，而且多数在 C宫的情况下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偏音在各个版本中的不同情况，往往除了有无偏音外，其他音的进

行以及位置都大致相同。 

    （（（（二二二二））））谱的情况谱的情况谱的情况谱的情况 

    大谱中偏音的使用情况较指套复杂，15 套大谱共 94 曲中，有 17 曲出现偏音进行，多

处出现了“四 （c
2
）、五 （b

1
）”进行，甚至还有“工、全 、 、贝 ”（d

1
、#c

1
、c

1
、b）

的连续半音进行。《梅花操》次节和《走马》6、8 节都有连续的带半音的音阶下行。这些偏

音基本都出现在五空管中。仅有一曲四空管《舞金蛟》为特例。大谱各个版本中的偏音情况

与指套相似，主要出现在当代版本中，但是当代版本的情况也不太相同。道光版仅在《百鸟

归巢》第 2、5 节中出现“思、倍思”进行。另外，指套中一个偏音都没有的文焕堂版，大

谱中意外地使用了 2 个“倍思”。详见下文。 

其一，文焕堂版中的偏音。 

文焕堂《四时景》首节出现了一个 C宫的“ 、工、六、贝思、六”（宫、商、角、变徵、

角）进行，台湾版厦门版与之相同，晋江版为正“思”；次节当代 3 个版本的“思”皆为“贝

思”，因此当代 3 个版本其实已经转为“倍思管”。但是文焕堂版中相应处主要为正“思”，中

间却突然出现了一个贝思，即 G宫的“ 、一、倍思、一、思”（角、商、变宫、商、宫）的

进行。道光版无此套。 

谱例 3：《四时景》次节文焕堂版、晋江版偏音对比 

     晋江版
24

         文焕堂版
25

 

                  

 

 

                                                             
24

 苏统谋、丁水清编校：《弦管指谱大全》，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5年版，396页。 
25

 台南胡氏拾步草堂、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合编：《清刻本文焕堂指谱》，泉州戏曲弦管研究丛书，中国戏

剧出版社 2003年版，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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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道光版中的偏音。 

《百鸟归巢》晋江版厦门版前 5 节都有一样的结尾，结尾处都有 C宫的“ 、倍 ”进

行，2、5 节还另有可看做是 G宫也可看做是 C宫的，属于模糊宫调的“思、倍思”进行。

台湾版前五节结尾相同地方的进行为“倍 、扌 ”，2、5 节同样有“思、倍思”进行；道

光版并无“ 、倍 ”的进行，二者都为 ，但是有“思、倍思”进行；文焕堂版则皆无半

音进行。 

其三，当代版有偏音，清代版无的情况。 

1.当代 3 个版本的《起手板》第 3 节开头有 C宫的“下、 、倍 、士”（羽、宫、变宫、

徵），快到结尾处有 G 宫的“六、思、倍思、六”（羽、宫、变宫、羽）半音进行。文焕堂版

以及道光版开头为“下、 、 、士”，后面音符与当代版有较大差异，全曲皆为正“思”，一

个倍思都没有。 

2.台湾版厦门版《四时景》首节出现两处“贝 ”，由于没有同时出现正 ，所以可视为

往 G宫的转调，“贝 ”为“角”。晋江版文焕堂版这两处则皆为正“ ”；当代 3 版《四时景》

第 6 节的第 4 小节出现 C宫的“六、思、倍思、六”（角、徵、变徵、角）进行，文焕堂版第

6 节为“六、思、六”，无偏音；晋江版《四时景》第 7 节中部及末尾两次出现 C宫的“工、

、贝 、下”（商、宫、变宫、羽）进行，台湾版厦门版第 7 节的“工、 、贝 、下”仅

出现在末尾处，中部为“工、 、下”进行。但是有 C宫的“一、四 、五 、一” （羽、

宫、变宫、羽）进行为晋江版所无。文焕堂版第 7 节为“工、 、 、下”，无偏音。 道光版

无此套。 

3.晋江版《梅花操》次节接近结尾处有一乐句很特别：“ 、四 、五 、一、 、四

、五 、一、一、思、贝思、六、一、思、贝思、六”，一串很长的七声音阶下行。这一

句可承前面旋律之宫调，看成是 G 宫的新音阶，也可看成已经旋宫至 C 宫的古音阶。厦门

版台湾版同，文焕堂版为（高的）“工、 、 、一、工、工、 、 、一、思、思、六、一、

一、思、思、六”，无偏音，此句明显为 G宫。不过，据编辑注：梅花操次节“原本撩拍号

缺漏特多，补缺加注，过于繁杂，特参照泉州指谱大全和刘鸿沟本酌补，以供参考”，
26
因

此，此处差异可以暂时忽略。文焕堂版没有使用如今的高八度符号“亻”，因此在高音前标

“高的”，以示高八度。奇怪的是，文焕堂版在乐谱开头标注琵琶谱字位置时，所用各个音

位的谱字与如今基本相同，高八度音也用“亻”号表示，但是到了实际乐谱中，却弃之不同，

而用“高的”二字代替，不知何故。道光版无此套。 

    4.当代 3 个版本《走马》每节都有一样的结尾，1、3、4 节有同样的扌六段。第 4 节中

间有连续的两个 G宫的“一、思、贝思、六”（商、宫、变宫、羽）进行，第 6 节开头连续

两处 G宫“ 、四 、五 、一、思、贝思、六”七声新音阶下行进行（也可认为是 C宫

古音阶，二者几乎同等分量。但参照全曲旋律，似乎 G宫更胜一筹）；第 7 节有 G宫的“工、

全 、 、贝 ”（徵、变徵、清角、角）的半音进行；第 8 节有与第 6 节相同的两处 G 宫

“ 、四 、五 、一、思、贝思、六”七声新音阶下行。文焕堂版第 4 节为“一、思、

思、六”；第 6、8 节为 G 宫的“工、 、 、一、思、思、六”；第 7 节同处全为正 ，皆

无偏音。道光版无此套。 

其四，当代版有偏音，清代版无该曲，因此无从查对的情况。 

1.晋江版《四时景》第 8 节中部出现两处 C宫“ （四空）、一、思、贝思、六、工、 ”

（宫、羽、徵、变徵、角、商、宫）的缺变宫的古音阶进行。台湾版与之相同，但是在其后

出现 C 宫“ 、贝 、下、 ”（宫、变宫、羽、宫）的进行，与前一处共同构成完整的七声

古音阶。晋江版该处为“母 、 、母下、 ”进行。“母”为奏母线之意，简谱版译为同音

                                                             
26

 台南胡氏拾步草堂、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合编：《清刻本文焕堂指谱》，泉州戏曲弦管研究丛书，中国戏

剧出版社 2003年版，第 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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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宫音。厦门版基本与台湾版同，唯一不同的是第 8 节的结尾处的“ 、贝 、下、 ”，

成为了“ 、贝 、下、贝 ”。文焕堂版无第 8 节。道光版无此套。 

2.当代 3 版《四静板》第 6、7 节中部都有 G 宫的“一、思、贝思、六、工”（商、宫、

变宫、羽、徵）进行。道光版无此套，文焕堂版无此 2 节。 

3.晋江版《舞金蛟》首节以 F 宫的“工、六、五六、 、工”（羽、宫、变宫、徵、羽）

结尾。其他版本皆无此套。 

总的来说，与指套中的情况相同，各个版本中虽然偏音使用情况不太一样，但是除偏音

外的其他音符多数都高度一致。 

 

三三三三、、、、南音偏音的研究意义南音偏音的研究意义南音偏音的研究意义南音偏音的研究意义 

其一，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南音骨谱中虽然有少量偏音，但是这些偏音数量之少相比

起南音指谱的庞大体系来说显得微不足道，可以认为，将偏音引入南音骨谱，尚只是一种试

探性、偶然性的有限尝试。说明南音虽然可能受其他各种外来音乐的影响，但是它的主体、

它的源流是以五声性为主的中国传统音乐，这点毋庸置疑。 

其二，南音虽然因为有乐谱记载，骨干音变化不大，但是在流传、传抄过程中多少还是

会有些差异，前述各个版本的异同就是证明。值得注意的是，润腔中使用的偏音与骨谱中的

偏音是两回事。骨谱是从古代一直流传下来的，带有一定的稳固性。润腔则需要人来演绎，

有自己的润腔规则，而且必然随不同时代的人的乐感之变化而变化，其中虽然因为师承关系

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相比乐谱来说又有一定的时代变异性。南音受外来音乐的影响可能更

多地体现在润腔上，而不是骨谱上。关于润腔中的偏音，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三，偏音的使用应首先考虑西方音乐的影响。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同处清代的两部

指谱集使用偏音的情况非常之少，可以以个数计。而且两部谱集的情况各不相同，道光版比

文焕堂版稍多些，使用的偏音基本都被后代指谱集所继承。从清代的这两部指谱集到当代三

部指谱集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偏音使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如《梅花操》和《走马》

中那样完整的七声音阶下行。正好是在这一百多年里，中国遭遇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文

化不断涌入，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推测，南音骨谱中偏音的使用是受西方音乐影

响所致。清末至今，西方音乐对中国音乐的冲击力度还是很大的，南音人在西方音乐的影响

下，在琵琶上尝试不同音级的连接是很有可能的。其实“贝 ”、“贝思”与“ ”、“思”等

音一样，都是南音的常用音，只不过“贝 ”与“贝思”一般并不作为偏音使用，而是作为

其他管门的五正声，与其他音结合组成了不同的宫调，成为宫调主音。如“贝 ”音在 G宫

中就是主音，为“角”；“贝思”音在 D宫中也是主音，同样为“角”音。 

其四，大谱比指套有更多、更复杂、更具规模的偏音使用情况，如整个的七声音阶的使

用，半音音阶等等，可见，大谱更为灵活，不受唱词约束，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可变性。而

指套自古传下来，已成经典，相对难以撼动。 

当然，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资料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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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表一表一表一表一：：：：不同时期不同版本指套对比分析不同时期不同版本指套对比分析不同时期不同版本指套对比分析不同时期不同版本指套对比分析 

序

号 

《弦管指谱大全》
27
（2005 年）50

套 

《道光指谱》
28

（1846 年）40

套 

《清刻本文焕

堂指谱》
29
（1857

年）36 套加总

头 

《南管指谱详

析》
30
（ 2001

年）48 套外 3

套 

《南乐指谱

全集》（2005

年）
31

50套 

1 轻轻行 2 节 同 同 “那恐畏”独立

出来成为第 3

节 

“那恐畏”独

立出来成为

第 3 节 

2 自来生长 3 节 同 同 同 同 

3 因为欢喜 2 节 同 同 同 同 

4 妾身受禁 2 节 同 同 同 同 

5 见你来 4 节 同 同 同 同 

6 心肝跋碎 4 节 同 同 同 同 

7 父母望子 3 节 同 只有前 2 节 同 同 

8 爹妈听 2 节 同 同 同 同 

9 对菱花 3 节 同 共 2 节，2、3

节合为一节 

同 同 

10 一路行 4 节 同 同 同 同 

11 记相逢 5 节 共 3 节加“余

文”。2、3 节合

为一节，无“奉

佛”节 

共 3 节，2、3

节合为一节，无

最后的“奉佛”

节 

共 4 节，无“奉

佛”节  

共 4 节，无

“奉佛”节 

12 玉箫声 3 节 同 同 多第 4 节“空误

阮” 

多第 4 节“空

误阮” 

13 叹想玉郎 2 节 无 无 同 同 

14 一纸相思 3 节 同 同 同 同 

15 为人情 3 节 无第 3 节“风打

梨” 

无第 3 节“风打

梨” 

同 多第 4 节“中

秋月” 

16 趁赏花灯 4 节 同 共 3 节，1、2

节合为一节  

同 无第 4 节“娘

子有心” 

17 锁寒窗 2 节 多第 3 节“因见

梅” 

同 同 同 

18 想君去 2 节 同 无 同 同 

19 亲人去远 2 节 同 同 同 同 

                                                             
27

 苏统谋、丁水清编校：《弦管指谱大全》，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5年版。 
28

 石狮市玉湖吴抱负珍藏本，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郑国权编注：《袖珍写本道光指谱》，泉州戏曲弦管

研究丛书，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年版。 
29

 台南胡氏拾步草堂、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合编：《清刻本文焕堂指谱》，泉州戏曲弦管研究丛书，中国戏

剧出版社 2003年版。  
30

 卓圣翔、林素梅编著《南管指谱详析》，台湾：高雄乡音出版社 2001年版。 
31

 厦门市南乐团王秀怡编校《南乐指谱全集》，厦门鹭江出版社 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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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拙时无意 2 节 同 第 2 节为“泥金

书”，但注明也

可落同样的“三

更人” 

同 同 

21 小姐听 3 节 最后多了“余

文”段 

同 同 同 

22 清早起 3 节 在第 1 节后插

入“孤栖闷”成

为第 2 节，余后

推，因此多出一

节 

同 同 在第 3 节后

另附“我祗

处” 

23 孤栖闷 2 节 无，因该套第一

节“孤栖闷”在

《清早起》中，

第 2 节“因见

梅”在《锁寒窗》

中 

同 同 同 

24 所见可浅 3 节 无 无 同 同 

25 我只心 4 节 同 同 同 同 

26 我一身 2 节 同 同 同 同 

27 为君去时 2 节 同 第 2 节为“三更

人”，而非“泥

金书” 

同 同 

28 飒飒西风 3 节 第 2 节为“我命

恰是海枯”，少

第 3 节 

无 同 同 

29 绣阁罗帏 3 节 无 无 同 同 

30 亏伊历山 3 节 同 无 同 同 

31 搬奏龙须 2 节 无 无 多了第 3 节“看

番军” 

同 

32 良缘未遂 3 节 无 无 同 同 

33 绣阁罗帏（南）3

节 

无第 3 节“蟋蟀

声” 

无 同 同 

34 照见我 6 节 多第 7 节“既会

写” 

共 2 节，前 4 节

合为一节，最后

两节也合为一

节  

后两节合为一

节“汝去多多” 

无第 6 节“听

伊说”。 

35 金井梧桐 2 节 同 同 同 同 

36 忍下得 2 节 同 同 同 同 

37 手抱琵琶 2 节 无 无 无 同 

38 普庵咒 3 回各 6

段 

无 无 同 

39 南海观音赞 2 节 无 

合为一套《南海

观音赞》，“普庵

咒”为第 2 节。 同 同 

40 举起金杯 2 节 同 同 同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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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惰梳妆 7 节 第 3、4 节顺序

对调 

共 6 节，第 5、

6 节合为一节

“十想思障般

障” 

共 6 节，无第 7

节“一年景” 

同 

42 出汉关 2 节 同 同 同 第 2 节为“又

听见” 

43 春今卜返 5 节 共 7 节，除 1、

2 节相同外，第

3 节为“黄五

娘”，4 节为“听

伊说”，5 节为

“听见闺房”，6

节是原来的 5

节“孙不肖”，7

节为“共君断”。 

第二节为【二调

北】的“黄五

娘”，第三节也

为【二调北】的

“听伊说”，在

《大全》中是

《共君断约》套

的 2、3 节。 

同 同 

44 弟子坛前 3 节 多第 4 节“海水

返来” 

列为 36 套指的

总头 

同 同 

45 共君断约 3 节 无，因为该套 3

曲“共君断约”、

“黄五娘”、“听

伊说”都在《春

今》套中 

无，但是该套后

2 节在《春今》

套中，为该套的

后 2 节。 

同 同 

46 你因势 5 节 共 4 节，无原 4

节“运数凋忌” 

无原 4 节“运

数” 

第 4 节名为“荤

素” 

第 3、4 节顺

序颠倒 

47 情人去 2 节 同 第一节为“一阵

狂风”，第二节

才是“情人去” 

同 同 

48 五更段 4 节 多第 5 节“五更

鼓” 

无 同 同 

49 听见杜鹃 3 节 同 同 同 同 

50 花园外边 3 节 无第 2 节“忽听

见” 

第 1、2 节合为

1 节。 

同 无 

备

注 

   多了新谱丁马

成词卓圣翔曲

的《鸾凤和鸣》

套 3 节、《新妾

身受禁》套 2

节、《天补忠厚》

套 3 节以及卓

圣翔曲的《诀

别》一曲。 

另有一套《罗

帏坐卧》五空

管，首节【千

里急·醉南杜

北】“罗帏坐

卧”，次节和

三节与《绣阁

愁闷》2、 3

节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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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表二表二表二：：：：不同时期不同版本大谱对比分析不同时期不同版本大谱对比分析不同时期不同版本大谱对比分析不同时期不同版本大谱对比分析 

序

号 

《弦管指谱大全》

（2005 年）15套 

《道光指谱》

（1846 年）7套 

《清刻本文焕

堂指谱》（1857

年）12套 

《南管指谱详

析》（2001 年）

13 套加一套新

创谱 

《南乐指谱

全集》（2005

年）13 套加

一套新创谱 

1 起手板 6 节 前 4 节无节名，

第 5 节不同名，

6 节同名 

5 节，对应晋江

版的 1-4 和 6

节。 

同 同 

2 三面金钱经（三台

令）引子加 3 节 

同 同 同 无引子，2、3

节名不同 

3 五面金钱经（五湖

游）引子加 5 节 

只有引子加 2、

3、4 节，无 1、

5 节 

无引子。3、4

节旋律相同，但

是节名对调 

无引子，其他同 无引子，除第

1 节，其他节

名不同 

4 八面金钱经（八展

舞）引子加 8 节 

引子加 6 节，无

第 1 节，8 节并

入 7 节中，节名

稍有不同 

无引子，共 8

节。前 5 节与五

面同，第 6 节综

合了晋江本 2-5

节，7、8 节为

前者 6、7 节 

无引子，其他同 同，无引子 

5 四时景 8 节 无 7 节，少最后 1

节 

同 同 

6 梅花操 5 节 无 4 节，前 2 节合

为 1 节 

同 同 

7 走马（八骏马）8

节 

无 同，无节名 8 节，5、6 节名

同，余不同 

3、4、7、8

节名不同 

8 百鸟归巢 6 节 同，无节名 同，无节名 第 2 节同名 节名不同 

9 阳关三叠（阳关

曲）8 节 

同，但 8 节 3叠

谱略 

9 节，将晋江本

8 节 4段中的后

两段独立成节 

8节的 4段独立

成节，共 11段 

8 节的 4段独

立成节，共

11段 

10 三不和 6 节 无 标 5 节，其实只

有前 4 节， 

无节名，3 节与

2 节旋律同 

基本同，唯 3

节旋律与 2

节同 

11 四不应 8 节 无 9 节，前 4 及 6

节旋律大致相

同，7 节重复 6

节，后几节差异

大，尾节为今四

静板第 4 节 

无节名 最后一节节

名不同 

12 四静板 8 节 无 4 节，对应晋江

版的 1、2、3、

5 节 

同 同 

13 孔雀展屏 7 节 仅 4 节，2、3

节为前者的 3、

无 同 基本同，唯 4

节旋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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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节 较大 

14 叩皇天 2 节 无 无 无 无 

15 舞金蛟 6 节 无 无 无 无 

备

注 

 许多套曲未标

示撩拍 

有些套曲缺指

法或撩拍 

多《闽海渔歌》

3 节 

多《闽海渔

歌》3 节 

 

注：本文发表于郑长玲、王珊主编：《“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化

艺术出版社201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