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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南音散曲'辗转三思(的曲韵包括-指骨.及其隐含的旋律$至今保存着古音阶以及进行时撩拍不受强弱规律约束的特

点&曲韵最富有个性的是大韵$通过频繁的移宫犯调来重复或变化重复主题是维系全曲乐思统一的主要手法&本文通过对

构成'辗转三思(曲韵的几大要素的分析$探究它的曲韵特征&

关键词!'辗转三思(!曲韵!大韵!移宫犯调

中图分类号!

(I''

!!!!!!!!

文献标识码!

L

!!!!!

文章编号!

!"%DBCC"4

"

!"#$

#

"%B""%DB"D

MGN

获取!

1<<

>

%**

;22

6

;/2

=

A3

O

)*+,-.AP,

*

P1

*

3,Q52A-;

>

2

!!

!"#

%

#"A##%%D

*

O

A3;;,A!"%DBCC"4A!"#$A"%A"!#

4%

8

3&01!M&5"!#",;

$

*%&$,1&O#1

2

&-&!#1*%&4""3

0

@*,!

8

"1*%&4%

8

3#1

2

"(*%&I"1K!-030*#)@"1

2

;#1

@",*%&-1$,1&;$%#1/"B&-01!"B&-4&;*5&;;5

8

"P$%H'+

,

#

$

"P$%?*+

,

()*'+

,

!

"

#FQ&'+T;2&@307A;22).>&A'8*2+:2))0

,

0

$

Q&'+T;2&&I!"""

$

:;*+'

!

!FQ&'+T;2&$2FC"*

,

;OA;22)

$

Q&'+T;2&&I!"""

$

:;*+'

#

67;*-0)*

%

V15;3,

T

3,

T

)/0)*<15+,V*,5;V13,S):5+-,Q):5+\5;<.5;;.

=

;1)*.Q?5X3<1/3,

T

5+3,

T

-,Q85.)Q

=

$

X13P1+5<-3,;

<15P1-+-P<5+3;<3P;)/-,P35,<8*;3P-.;P-.5-,Q<15?5-<)/[3-)<1-<3;,)<+5;<+3P<5Q?

=

<15-++-,

T

585,<)/-PP5,<5Q-,Q

*,-PP5,<5Q?5-<AV158);<Q3;<3,P<3:5+1

=

853,3<;1)*.Q?5<15G-

=

*,+1

=

85AV)+5

>

5-<<15<1585?

=

/+5

6

*5,<<+-,;

>

);3<3),3;

<158-

O

)+X-

=

<)8-S5<15X1).5

>

-;;-

T

5P))+Q3,-<5AV15

>

-

>

5+<+35;<)52

>

.)+5<15P1-+-P<5+3;<3P;)/<15+1

=

83,

T

)/<15,),B

Q+-8-<3P;),

T

;3,0)*<15+,V*,5;V13,S):5+-,Q):5+\5;<.5;;.

=

?

=

<15-,-.

=

;3;)/<155.585,<;)/3<;+1

=

85A

9&

8

<"-!;

%

V13,S):5+-,Q):5+\5;<.5;;.

=

!

+1

=

<18

!

G-

=

*,

!

<+-,;

>

);3<3),

!!

'辗转三思(是南音名曲-四大北.中的一曲$-四

大北.指的是'辗转三思()'我为你()'无处栖止()

'只冤苦(四首属北相思曲牌的散曲$在浩如烟海的

南音散曲中$是篇幅长难度高的大曲$表演时间一般

为
!"

分钟左右$千百年来一直在民间久唱不衰$广

为流传&

'辗转三思(的故事源自于元代戏曲作家白朴所

写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该剧描述唐明皇和杨

贵妃在安史之乱前后的爱情故事&'辗转三思(系杨

贵妃醉酒之时所唱之曲$表现杨贵妃感叹唐王忘却

过去恩爱之情$自怨自怜)辗转难眠的情景&'辗转

三思(和其他带有-北.字头的散曲一样$年代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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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蕴深厚)感情丰富)曲韵婉转)意境深遂&在闽南

地区)港澳台乃至东南亚闽南人集居地十分流行$是

南音必学曲目$深受人们的喜爱$为此引起笔者的关

注与兴趣$通过实践和研究$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

'辗转三思(的曲韵予以论述&

一"%辗转三思&曲韵包括*指骨+及其隐

含的旋律

南音的-指骨.$是记录南音音乐语言的系列符

号&-指骨.之中隐含着千姿百态)奇香迤逦)典雅优

美而又独具风韵的旋律$是南音工硋谱中琵琶弹奏

的各种指法符号)音高符号和时值符号的总和$是南

音中的骨干音$所以$民间艺人称之为-指骨.&

虽然-指骨.是琵琶弹奏的依据$但并不等于说

-指骨.就是南音琵琶弹奏谱&南音中的-指骨.及其

隐含的旋律$才是南音的精髓$是使南音不管落足于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能不变其骨骼形态并保留南音

的韵味风格$赏之回味无穷&

以'辗转三思(工硋谱为例$谱例
#

的第一行五

线谱为'辗转三思(工硋谱翻译而成的骨干音$第二

行五线谱是笔者按一般润腔规律谱写的润腔音"下

同#$即-曲韵.&

谱例
#

!

%辗转三思&第
#BC

小节

所谓-曲韵.$是根据-指骨.按一般润腔规律调

腔产生的$谱面上一个音符也没有$但又隐藏暗示于

-指骨.的谱面之中$为人们共同遵守的润腔规律&

南音的润腔$民间谓之-做韵.&-做.就是演唱演奏

者在一定限制中的即兴创造&所以$-做韵.就是创

作旋律&-做韵.的方法有-引.-搭.-贯.-折.四种&

-引.基本保留了唐以前音乐演唱中-宫声字而商声

唱.的基本特点$隐含部分的调式音$大多比-指骨.

原谱字高一个大二度&-搭.常用于骨干音间的连

接$为润腔过程中填充的装饰音$使演唱的旋律更加

完善&-贯.在演唱时$唱词在行腔中以声直贯至终$

三拍成长音延长$南音俗称-声中无字.&南音中遇

到点)挑)甲时$须用-折.的演唱方法$先唱一个四分

音符$稍停呼吸$再唱二个四分音符$三拍中的第一

拍向上或向下折变方向$后二拍延长+

#

,

!IB!C

&-搭.)

-贯.)-折.的指骨相同而腔不同&-引.)-搭.)-贯.)

-折.的用法视-指骨.而定$各负其责$两者之间应息

息相通共为一体$此为散曲的一大曲韵特点&

南音的-指骨.及隐含于其中的曲韵的读谱法$

是十分重要的基本功&'辗转三思(南音工硋谱虽然

记录琵琶的骨干音与指法$但在唱读-指骨.乐谱时$

不能用读简谱或五线谱的方法$只唱其谱面上的音

高)时值$其蕴含的曲韵)南音的腔韵必须由演唱者

进行二度创作即-做韵.$按照古老的规则润腔$也就

是-宫唱而商和.等等的润腔方式&泉州南音独具特

色的润腔方式现今己经很难用五线谱或简谱来表达

清楚&最基本的方法是向南音老艺人学习-念嘴.$

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摸索$才可以逐渐把握好叫字

和润腔规则+

!

,

!!B!&

&

二"%辗转三思&最富有个性的是大韵

大韵是南音曲牌中最有富个性$最具特点的旋

律音调$始终贯穿着全曲&南音大韵有高韵与低韵$

长韵和短韵之分&

#一$高韵与长韵

长韵适合抒发复杂的情感$曲调悠扬婉转$节奏

较为缓慢悠长$慢三撩"

'

*

!

#最多&高韵大多在高音

区$适宜表现激动昂扬的感情$音色较为明亮&谱例

#

'辗转三思(中第
#

至
C

小节$系为大韵$其他大韵

基本一致$大多是-异头同尾.-同头异尾.的变化重

复&第
'$

至第
D&

小节的-含情说怎知."见谱例
&

#

就是高韵长韵$第
I&

至第
I$

小节的-安禄山你值

去.就是高音区的高韵长韵&南音的长韵常常运用

加腔的句式发展手法$'辗转三思(第一乐句为全曲

的主题乐句$在句末运用了加腔的手法$表达杨贵妃

哀怨缠绵的情感$唱词-思.的加腔运用由
L

羽开始

围绕着中心音
`

角逐层下移的旋法$表达了主人公

痛楚凄凉的情绪&加腔既加强了艺术的感染力又增

强了乐句的稳定性&加腔是唱腔句式中扩充变化的

主要手法之一$是根据表情以及音乐内容的需要而

使用&'辗转三思(这几处加腔不仅增强了主题乐句

结束的稳定性与圆满性的功能$还起到起承转合的

作用$使得作品顺利地进入第二句$并增强了上下两

乐句的对比与变化+

&

,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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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洪明良%曲韵悠扬 余音绕梁

#二$低韵与短韵

低韵多数在低音区回旋$用以表达深沉细腻的感

情&短韵节奏较为紧凑$多为大韵的简化$常以紧三

撩"

'

*

'

#和叠拍"

#

*

!

#来表现&一般在一至三板左右$

在叙述性唱词中起铺衬$陈述作用+

'

,

$"B$#

&谱例
!

'辗

转三思(第
%!

小节第二撩"拍#至
%'

小节$为全曲的

结束句$系属短韵$起铺叙作用$音乐具有叙述性的特

点&全曲最后一个唱词-漓.由大韵来做全曲的总结$

以低韵长韵这种较为深沉)悠长的音调把杨贵妃忧伤

自怜的复杂情感表达的淋漓尽致$同时还达到首尾呼

应的效果&结束句的主题在低音区延续时间较长$接

着向中音区转移$

T

音是最低音$浑厚的音色给人留

下深刻的印象$全曲结音则落音于
-

音&

'辗转三思(在高韵与长韵$低韵与短韵之中$均

出现颇具特色的剪指与抢睰现象$剪指就是急速的弹

挑$因食指与拇指演奏时交叉较大$有如剪刀状而得

名&南音琵琶-睰指.在北琵琶称为-滚指.$分为-慢

睰.和-全睰.

!两种&每遇到-起睰.$-全睰.和-抢

睰.

%

$-睰.后的压音必有高大二度或低小三度的前

倚音作-引.$-点.

&

)-踢.

'

)-去倒.

(

)-半跳.

)

)-全

跳.

*

)-凡.

+等一些弹奏法来穿插加花+

D

,

!'B!I

$这种细

腻精巧的技法$只能通过跟南音先生前辈学习念嘴$

然后经过唱奏实践$逐步予以掌握&

谱例
!

!

%辗转三思&第
%!B%I

小节

#三$高韵长韵的重复与变化重复

由于音乐是在一定的时间内流动着$为了给观

众留下较深刻的印象$将主题予以重复或变化重复

是最常见最有效的手法$有时也重复主题发展中乐

句的某一片段$这样不仅维系了乐思的统一$还起到

强调作品中某些特定音乐内容的作用&-四大北.每

首都在
#""

小节左右$相对较短的'辗转三思(也有

%I

小节&通过音调的重复或变化重复$实际听起来

不感觉冗长繁琐$反而让人感到亲切温馨$便于记忆

并维系乐思的统一&如谱例
#

第
#

至第
C

小节是全

曲的第一句$为'辗转三思(的主题乐句&'辗转三

思(第
#C

小节-怎晓得红妆意.和第
&&

小节-你误阮

"於#多少佳期.$其旋律音调都是从主题乐句变化重

复发展而来的$运用了换头同尾的旋律发展手法$这

二句换头部分都较短$具有封闭性与趋同性$对作品

结构的统一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辗转三思(在低韵陪衬下$反复出现高韵长韵$

从而突出高音区的高韵$音色对比十分鲜明$明亮的

音色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歌词的内容&比如第
I"

小节

第二撩$它与第
CC

小节第二撩-而今我埋怨谁到而今

我埋怨谁.$除因词韵需要而改动
!

个音外$其余旋律

如出一辙&第
D"

至
D&

小节的-知."见谱例
&

#)第
ID

至
I$

小节的-去.以及第
$!

至
$D

小节的-谁.$共计

三次出现-四大北.最具特色的高音区大韵&其高吭

明亮$激越深情的音调$把杨贵妃情绪变化表现得淋

漓尽致&这三次高韵长韵属于基本上原样重复$仅有

个别地方做出细微的变化$其效果与原样重复基本没

有明显差别&而从原样重复到变化重复$从变化较小

到较大$再到互不相同$正是作品发展手法所构成的

相同到相异之渐变序列+

I

,

##

&丰富的曲韵变化正是这

首南音名曲的魅力所在&

三"保存了古音阶

泉州南音为中国古代的五音之乐&南音的硋)

工)六)思)一$这五正音和西周时期就成形的调式音

阶相对应$即宫)商)角)徵)羽五正音&泉州南音把

调式中的商音当做标准音$即-正工."

Q#

#$调式中

的羽音在泉州南音为-一.&

'辗转三思(在音阶方面$保存了西周时期业已

有之的古音阶%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在音

域方面$'辗转三思(为"士0?#即"

T

0

Q

!

#$实际的

演唱音域为"

艹
工

0彳硋 #即"

Q

0

?

!

#&在音区方面南

音-倍亻硋.也称为五空亻硋$-亻硋.则称四空亻硋$两音均

属高音区&

南音的曲韵在音程连接方面常是级进与跳进巧

妙的结合&所谓级进是按古音阶$调式中音的自然

次序$逐级上升或下降$跳进常常是指相距四度以上

的旋律进行$级进或者以级进为主的旋律来表现平

和的情绪$缠绵的感情&跳进的旋律则表达激动不

安的情绪+

C

,

&C

&'辗转三思(旋律音程以级进或三)

四度小跳进为主$个别地方也出现六度)七度甚至八

度跳进音程&谱例
&

先出现二次四度音程进行$属

于音程跳进$然后第
'$

小节开始之句就出现
-

到
-#

的八度大跳并紧接高音区大韵$这样一个大跳进$迸

发出强烈的感情$这句曲韵把级进$跳进$大跳巧妙

地结合在一起$独具匠心&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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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

!

%辗转三思&第
'DBD&

小节

四"经常性的移宫犯调

在移宫犯调方面$'辗转三思(没有其他-相思

类.曲牌经常出现的-引商刻角.的落倍现象$就是
E

宫系的五空管转调到
G

宫系的倍思管$宫音
E

转为

宫音
G

$宫调提高了一个大二度&此曲保存了春秋

战国时期业已有之的楚商音乐文化的-引商刻羽.的

转调现象&

-引商刻羽.即五空管的
E

宫调转到
K

宫调$这

是南音最常用的转调手法$转调后常常能给听众耳

目一新的感觉&南音五空管具有两个宫调即
E

宫

与
K

宫$二个宫调相距纯五度&二个宫调都有宫)

商)角三音列与徵)羽)变宫三音列$这二个三音列都

为大三度$这种转调方式在五空管相思类的曲牌即

相思引)醉相思)短相思等曲牌里频繁出现&由于夹

杂着徵调的元素$所以还有些徵商的色彩&

'辗转三思(从调性调式而言$旋律音型经常出

现大三度旋律音程相互迂回的现象$即所谓的-宫角

绕商.现象$和其他中原古老音乐同样具有宫角绕商

等等旋法特征$具体见表
#

&

表
#

!

旋法特征

管门 宫名 工硋谱 音 名

五空管
E

宫 硋
'

工
(

六
P

#

Q

#

5

#

五空管
K

宫 思
'

一
(

#

亻硋
T

#

-

#

?

#

四空管
N

宫 四六
'

思
(

一
/

#

T

#

-

#

倍思管
G

宫 工
'

六
(

倍思
Q

#

5

#

,

/

#

毛亻硋管 ?

]

宫 毛亻硋
'

亻硋
(

?
?

#

P

!

Q

!

'辗转三思(经常性的移宫犯调使得乐曲不断呈现

出新意$也是千百年来久唱不衰$百听不厌的原因之

一&'辗转三思(属五空管&然而五空管有两个宫系即

E

宫系和
K

宫系$两宫还经常互为转换$古称双调&从

第
#'

小节第二撩开始$第二次出现-怎晓得红妆意.就

是第一次-怎晓得红妆意.音调由
E

宫向上纯五度转到

K

宫&该句运用主题乐句的特质性大韵$达到加强语

气$升华感情的目的&'辗转三思(的调式为
L

羽调式$

其乐句)乐段的结音均落音于
L

羽或
`

羽$而终止音则

一概落音于
L

羽&可以看到该乐句的第一次出现的

-怎晓得红妆意.结音落在
L

羽$第二次出现的-怎晓得

红妆意.结音落在
`

羽&民间南音老艺人认为$称之

-

.-

.-

83

.调式还更为贴切&

五"撩拍不受强弱规律的约束

南音自古以来基本以二分音符为一撩来演唱与

演奏$当然也有小部分是紧叠"即
#

*

'

拍#$它那慢节

缓唱的演唱特点$很好地表现南音静怡委婉的韵味$

同时也显现出南音撩拍的古老价值与独特风格&南

音在节拍观念上$它和欧洲功能性均分律动节奏有

较大的区别$它不太受所谓强弱规律的约束$完全是

以感情的需要和唱词的逻辑需要来定拍位的$其开

启之句往往出现在中撩$中撩指二撩)三撩)或拍位

的后半撩)二撩半)三撩半等$极少出现在拍位即第

一拍$这是南音古乐又一独特之处&

-四大北.撩拍方面很有特点$它一般从抒情乐段

的三撩拍"

'

*

!

#过"转#激情乐段的一撩拍"

!

*

!

#$即变

换拍子&'辗转三思(第一部分的三撩拍"见谱例
#

#过

第二部分的一撩拍"

!

*

!

#"见谱例
&

#&民间也有慢三

撩过紧三撩"

'

*

'

#之说&以笔者之见$若要与南音工

硋谱的撩拍相对应$前者之称谓似乎更为合理&'辗

转三思(结束句的处理颇有特色$在第
%#

至第
%I

小

节的-名花憔悴苍天何不早赐甘雨淋"於#漓."见谱例

!

#$与第
$C

至第
%"

小节的上句-名花憔悴苍天何不

早赐甘雨.$其旋律线条基本一致$只是下句个别音符

与节奏略作改动而已$在-漓.字处改变了撩拍$由一

撩拍"

!

*

!

#又回到三撩拍"

'

*

!

#"见谱例
!

第
%D

小

节#&这正好同开启之句"见谱例
#

第
#

小节#合为一

个完整的撩拍"

$

*

!

#&

因不同南音艺人对于同一曲韵的情感认知不一

样$演唱者往往根据自身的理解和体会随性发挥$不

同处理形成不同风格的韵味和感情表达+

&

,

#!"B#!#

&

这也是南音这一古乐极具魅力的一大特点&

六"结语

'辗转三思(作为南音名曲之一$具有严谨的曲

式结构$独到的总体布局$别致的唱词叫字$生动的

人物故事传唱至今&规律性的重复感)对称感)分句

感都让人恍若回到了古代$品味古曲$享受古乐的曲

韵之美& "下转第
##I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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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现实的多样文化中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主导地位&

永葆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要发扬矢志奋斗的优

良传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时期的-传家

宝.$今天$它仍然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力

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

们共产党人的品质$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基$也是党

员)干部立身立业的根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自力更生的意志不能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践中创造社会主义

新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艰苦奋斗的传统

不能丢$坚决抵制文化发展中的奢靡之风$在文化发

展中始终保持那么一种勤俭作风)一种奋斗精神&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新创业的激情不能减$要

创新文化发展理念$提高文化自主创新的能力$不断

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吸引力$提高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软实力&

党在延安时期$先进的革命文化为中华民族和中

国人民指明了希望和前进的正确方向&在发展社会

主义文化中$用延安精神正本清源)固根守魂$使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永立时代潮头$成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的灯塔$唯有如此$才能坚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

信$才能为文化自信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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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辗转三思(作为南音最重要的散曲之一$其特点

鲜明$曲韵包括-指骨.及其隐含的旋律$在音阶方面

保存了西周时期业已有之的古音阶$在移宫犯调方面

保存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商音乐文化中-引商刻羽.

的转调现象&就调性调式而言$并不比同为三撩拍的

-上撩曲.相思引曲牌逊色&其富有个性$动人心弦的

大韵旋律采用重复和变化重复手法$如-异头同尾.或

-同头异尾.$强化了音乐形象+

!

,

##%

&古人殚精竭虑精

心创作的如此委婉动听$温润柔美而又激情四溢的散

曲$历经历史长河的荡涤而留存至今的南音佳作确实

很值得我们后人传承与发扬&

(注
!

释)

!!

均出现在乐曲的中间$它的弹奏方法是食指和拇指做急

速的)渐弱的连续点挑$时值为一个四分音符&

%!

出现在弱位$虽然以一个八分音符出现$但是它弹奏的时

值实际上要长于一个八分音符$因为它抢占了前半拍的

部分时值&

&!

右手食指由上而下弹弦&时值根据指法组合的情况及撩

拍的位置做出判断$时值相当于一个八分音符或四分音

符$有时也为二分音符&

'!

右手拇指由下而上挑弦$时值相当于一个八分音符或一

个四分音符&

(!

即一去一返之意$时值合为一个四分音符&

)!

点和紧去倒的组合符号$时值合为一个四分音符&

*!

半跳和点的组合符号$最后一个点的时值为一个八分音

符&通常和上)下方大二度或小三度音组成一个四分

音符&

+!

即-反指.的意思$它经常出现在撩拍位上$时值为二个四

分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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