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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韵 大 鼓

概

京韵大鼓是北京鼓曲类曲种中的代表性曲种之一。广泛流传于北京、天津、河北、东北

等我国北方地区。

京韵大鼓源于今河北省河间县的木板大鼓。清咸丰、同治年间流入天津、北京。因北

京人习惯把北京话称作“京音儿”，把外地人的乡音称为“怯音儿”，故木板大鼓传入北京后

曾被称为“怯大鼓”。据著名京韵大鼓演员刘宝全说：。怯大鼓是从直隶河间府行出来的，起

初是乡村里种庄稼歇息的时候，老老少少聚在一起，像秧歌那样随口唱着玩，渐渐受人欢

迎，就有人到城里去作场。早年最出名的是胡十，他的嗓子又高又亮，外号‘一条线’，他先

在直隶一带卖唱，以后到天津就更红起来。”①其时，与胡十先后到天津行艺的享名艺人还

有宋五、霍明亮，他们均各有自己擅长的曲目。

早期的木板大鼓俗称鼓崩词，以说唱长篇大书为主，如《吴越眷秋》、《明英烈传》等。它

的唱腔比较简单，只用扁鼓、云板伴奏，如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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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层层见喜》唱段

①引自‘谈鼓王刘宝全的艺术创造>(梅兰芳遗作)．原载<曲艺)1962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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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清同治年间(1862年左右)，胡十、霍明亮来京演唱，颇受北京听众欢迎，同时期也

有多位艺人来京献艺，如：朱德庆(张小轩业师)、张德海、谢恒启、史振林(白云鹏业师)、刘

能(刘宝全之父)等，他们是在京演唱怯大鼓的第一代艺人。怯大鼓的演出起初多为走街串

巷、赶庙会或唱堂会，后陆续进入北京的杂耍儿园子演出。由于唱长篇大书不如唱小段受

欢迎，怯大鼓艺人逐渐放弃了长篇，改为专唱短篇。为了适应北京听众的欣赏习惯，他们从

子弟书、京剧、河北梆子和民间小曲中吸收营养，丰富了唱腔，增添了伴奏乐器，移植了许

多子弟书的曲目，语言上也开始向北京语音靠拢⋯⋯。艺人们的加工创造使怯大鼓这一曲

种得到很大的发展。，? _

’

清末民初，是怯大鼓衍化变革的兴盛时期。、9岁就随父学唱木板大鼓，青年时期先后

从师于胡十、霍明亮并曾为宋五伴奏的刘宝全(1869--1942)于1890年前后由津来京，曾

到京剧名家谭鑫培家演唱，谭鼓励刘说“唱的不错，好好儿干，有饭。”又说：“你是唱书，不

是说书，还有I=l音带点怯，北京的有些座儿恐怕听不惯，作艺的讲究随乡入乡，你是聪明
，

人，自己回去琢磨吧!”①刘宝全后来回忆说；“一字为师，，谭老板这两句话，比金子还值

钱，我以后就照他的话来改，我把怯味改成京音，唱腔也和弹三弦的反复推敲，让它细致大

方，并且琢磨着连唱带说的气I=I，耍着板唱⋯⋯。”刘宝全接受了谭鑫培的意见，对怯大鼓

的音乐唱腔、演唱方法、伴奏、曲目及其语音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并在演出实践中不

断地加工完善，他的改革对怯大鼓向京韵大鼓的转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如著名京剧

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1936年在上海听刘宝全演唱后与他的谈话中所说：“我们这一界

①同上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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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爱听您的大鼓书⋯⋯我记得早年听别人唱的大鼓字音带保定、河间的口音所以称‘怯大

鼓’，打您起才变了，讲究字音，怯味儿十去八九，‘怯大鼓’变为‘京韵大鼓，是您的

功劳。一① ，

●

． 刘宝全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刘宝全在三位弦师韩永禄、霍连仲、苏启元的帮助下，将怯大鼓的双板发展为单

板，板式的变化使唱腔结构更为丰满，扩大了音乐的表现力。

。 (二)在行腔上，将原来较低平的唱腔翻高唱，扩展了演唱的音域；创制委婉、曲折的多

节续音腔(也称长腔或悲腔)，突出了唱腔的抒情性。

(---)借鉴京剧中嘎调的唱法，首创了鼓曲演唱中的“立音”，即由真嗓转到半假嗓、假

嗓唱高音时，充分发挥头腔共鸣的作用，运用丹田气，以达到“音膛相聚”、上下统一的唱

法。

(四)发展了鼓套子的击法。刘宝全突破了旧有鼓套子的程式，创造了许多新鼓套子，

有些段子还设计了专用的套子。他的击鼓技巧娴熟、运腕灵活，“掏点”多、“小撮儿”多，变

化多样，鼓套子与唱腔、伴奏配合默契、水乳交融，为后人所仿效。

(五)正确地解决了鼓曲中说与唱的关系。他的演唱七成唱、三成说，说说唱唱、唱中夹

说。他将京剧中韵白的念法运用到大鼓中，增加了说的音乐性。说时，强调语言的节奏性；

唱时，又注意了歌唱语言的口语化，从而做到了说似唱、唱似说、说唱交融。

(六)刘宝全在庄荫堂等文人的帮助下，不断编创新曲目，如《刺汤勤》、《活捉三郎》、

{：长坂坡》等。他从自己所精心锤炼出23首最拿手的曲目，这些曲目成为京韵大鼓乃至鼓

曲类曲种中的精品。
。

木板大鼓自河北流入天津、北京后，历经百余年，其曲种名称不断变更：怯大鼓、大鼓

书，在天津演出时被称为“卫调”，20世纪20年代初，刘宝全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演出，时

人曾写出一幅对联的上句：。大栅栏大观楼大鼓大王唱大鼓”(始终未有下联)。以后演出宣

传登报和石印海报渐渐冠以京音大鼓、小口大鼓、文武大鼓、文明大鼓、京津大鼓、时派大

鼓等，直到40年代后才统称为京韵大鼓。

刘宝全的多方面改革把京韵大鼓的艺术推向一个新的境界，使其成为北京鼓书类的

代表性曲种之一。

京韵大鼓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流派，除刘宝全的刘派以外，还有张小轩的张派

和白云鹏的白派。他们成为了清末民初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三大流派。

①同上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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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鹏是京东霸县人，师承史振林，早期所唱称为文明大鼓，40年代后亦改称为京韵

大鼓。他吸收了竹板书的行腔方法，旋律多级进，迂回婉转，善于表现女子凄楚、宛约的内

容，如《探晴雯》、《黛玉焚稿》、《孟姜女》等，他的演唱对曲目中的人物思想感情的表达非常

深刻，唱腔联接紧凑，如泣如诉，委婉动听，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被誉为白(云鹏)派。

张小轩是北京人，拜朱德庆为师先唱小曲后学唱大鼓，他嗓音醇厚、洪亮，矫健朴实，

吐字发音京味纯正，以演唱《三国》故事为主，如《华容道》、《草船借箭》等，深受听众喜爱。

当时在京韵大鼓的演员中，以宗刘派最多，如于鸿奎、于德奎、胡奎、贾凤鸣、王贞禄

等。同时唱大鼓的有了第一代的女演员如：黑姑娘、庚姑娘。另外，有一位红极一时的大鼓

演员崔子明(艺名老倭瓜)，他演唱的内容都是喜剧性的，唱腔、表演都很逗笑，故定名。滑

稽大鼓”。在他的创始下，滑稽大鼓以后又出现了大茄子、架冬瓜、山药旦、小萝卜(以上均

为艺名)等老艺人。 。，

少白派是继刘、白、张之后兴起的重要流派，弦师白凤岩与胞弟白凤呜合作，他根据白

凤鸣的嗓音条件设计唱腔[凡字腔]，在旋律进行中采用主、下属音交替的手法，加强唱腔

的色彩对比，宫徵移调的唱腔多用在每番儿结尾的甩腔处，唱腔在中低音区萦绕，宛转起

伏，舒展流畅，每唱必获满堂彩。白凤鸣是北京人，他的演唱更富于北京韵味，1929年到天

津“打炮”演出，一炮打响，以“三新”(演员新、曲目新、音乐新)赢得了天津观众的好评，白

凤岩弹弦得到了“指震环球”的赞誉。1932年至1935年灌制了《击鼓骂曹》、《建文帝出

家》、《方孝儒骂殿》、《七星灯》、《马失前蹄》等唱片，少白派唱腔被许多演员效仿学唱。。少

白派”的出现，为京韵大鼓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在京韵大鼓发展史上，名家的指点，文人的辅佐，弦师的合作，都起了重要作用，如：谭

鑫培指点刘宝全，庄荫棠辅佐刘宝全，尤其弦师，他们不仅伴奏，同时还要对音乐和唱腔进

行规范和创新。许多弦师如：王洪利、韩永禄、白凤岩、程树棠、胡宝钧等，都担当过传授京

韵大鼓的工作，当时很多女演员如：良小楼、章翠凤、小黑姑娘、孙书筠、于兰凤、吴大平、方

红霞、联幼茹、汪淑贞、马书麟、李兰舫等，他们都是弦师教练出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一批知名演员如良小楼、孙书筠、新岚云等仍从事艺术活

动外，还培养了中青年演员马静宜、种玉杰等，他们都在汇演、调演中获过奖。京韵大鼓也

出现了一批反映现实和新编历史题材的曲目如《黄继光》、《罗盛教》、《徐学惠》、《刘胡兰》、

《桃花庄》、《野猪林》、《英台哭坟》等。演出形式也由一人击节打鼓演唱，发展增加了男女双‘

唱形式，如《风雨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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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韵大鼓的曲词主要为七字句或十字句，上下对应句式。若干对变化重复的上下旬组

成一个段落称为“一番儿”，一首曲目一般由五六番儿组成，唱腔由过板(前奏)引入，番儿

与番儿之间由过板(间奏)连结，段终有尾奏。唱段中除第一二句的上句尾字须落平声(阴

平、阳平)，其他上句皆落仄声(上声、去声)，下句落平声。

早期怯大鼓唱腔的唱词是较齐整的四、三词格的七字句，以同样的上下乐句反复地唱

唱说说。逐渐地，为适应内容的需要，词格起了变化：原来四、三词格的句子增加了三字头

成为三、四、三的十字句，也出现了四、‘四的八字句，四、四、三或三、四、四的十一字句以及

十二字句等等。多样化的词格促进了唱腔的丰富和发展，经过几代弦师、演员的不断改革、

吸收、创造，京韵大鼓形成了曲调丰富，节奏、板眼、速度富于变化的较完整的板腔体结构
十

的唱腔体式。

京韵大鼓的唱腔在由简到繁的发展中，无论怎样变化发展，始终是以七字句的乐句作

为基本腔的，基本腔有两个特点：一是每一种基本腔在板眼上都有固定的起落点和所占板

眼数目；二是每一种基本腔都有固定的结尾落音。

京韵大鼓的唱腔包括开头腔、短平句、平句下行腔、落腔预示腔、多节续音腔、落腔等。

开头腔也称起腔，上下旬，用于全段的开头，慢板，末眼起板落。上句的后半句旋律常

常向上挑起，如《华容道》中“三国纷纷乱兵交”的“兵”字(见本卷基本唱腔“开头腔(二)”)。

短平句用于慢板，，中眼起板落，上句落音较自由：若尾字是上声时落3 6、2 5、3 i

三种选择；若尾字为去声时，则落5 j 3、7、6四种选择，下句尾字平声时落音多数为l，

以强调五声宫调式主音的制约作用，有时也落5、6音上。

平句下行腔和落腔预示腔与上述短平句也有统称为平腔的，它们组成了京韵大鼓音·

乐的骨干唱腔，其它唱腔皆由此腔发展衍化而来。平腔一般用于叙事，节奏平稳，旋律朴素

平直，在京韵大鼓的唱腔中所占的比重最大。
’ 、

多节续音腔和落腔也称甩腔，是专用于唱段中间一番儿的结尾处或整个唱段结尾处

的一种特定腔。它的旋律性强，所用音区较宽广，尾腔常有规律地下行直落至最低音，能形

成音乐上一个大的起伏，从而将曲情推向高潮。每位演员都根据所唱曲目内容发展的需要

而甩腔，因而绝少使用完全相同的落腔。 ．． ，



京韵大鼓的伴奏乐器，除演员自司板、鼓之外，有三弦(1 5 1定弦)四胡(1 5定
．

● ● ’

弦)琵琶(5 l 2 5定弦)三件乐器，有时加洋琴、阮、二胡、大提琴等，均以三弦为主，’’

四胡为辅。其过板音乐(前奏)如下例：
‘

，

一

●

例2： ．‘

1业l詈盟1 3丝I丝盟盟盟l u孚亘业星亘
，————————————————————————————．————————————一①————————————————————————————_、

一
。

I
’，

i

●-、，_————————————————————————————————————————————————————————————一

1’主i 6 i‘{壶i§．主i§主{6i I 5 5 3 23 5 i l主i6i 5 7 6 5 353

1盟盟‘jI盟蝗卫丝I星亘一 l丝一盟一l————⋯‘。。。。=旧 -一=j————一 一

●

●
‘

————————：——二——：二二————：——————j———————————————一②———————————．．——————————：———————．————————————一
盟盟盟坐I一7676些坐一61532 I丝U些盟__——一———吖 -；=====；======一====●一；；i———一 ●

五1 1—3—．一I伍五砸f_-可瓦五面：13 6 5 1 1 6 3 1 6 I 3 2 I 6 4 1 1 1
0II

5 5 5． —I 4·鱼盟盟I-—————⋯ 一 一一 ’

这三个段落组成的过板，其组合形式常见的有三种样式。

①②③式：术语称三开，

①②式：术语叫让过板，

①②②(变化)③式：术语叫长过板， 一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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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儿与番儿之间的间

京韵大鼓的伴奏手法

1．随腔

凡旋律性强的唱腔，
}

例3：

简托，如：

唱腔

伴奏

唱腔

繁衬，如：

’

伴奏

行过门，。如：

唱腔

伴奏

随腔就是随着腔音走

2．基本点儿

京韵大鼓中平腔用得

用基本点，分上下旬，上

均在板上。

上句的基本点儿如

例4： ’．

(1)0§ I壶+i 言



● I · · · · · l I ， · · · · ‘ I

(2)0 1 l 6 5 1 6 5 0 1 I 6 1 5 3 2 I 6 1 I 5
‘

。；

‘b

下旬的基本点儿南：，，．
y

，

(1)0 3 l 2 1 5、l 1．1 5 3 I 2 3 l 3 2 l 66I I l
● ● ● ● - ● ‘ l ● ● ● ● ● ●

。。’-。。。一 ●‘。。。。。‘一 -。。。’。。==‘。。。。’。⋯‘。。。。’⋯
● · ● I I · ● · · · · I · I

(2)0 1 I 6 5 1 6 5．0 1 l 6 I 5 3 2 1 6 6 I I I

如果句的板数较多，就采用小音型连接，板上取齐，如下例：

(3)巫l盟i业鱼亘I 6 i业虹。I 5巫俎盟I 5 I
{

如果是下句、音符稍加改动，落在'音上，(例略)． ，

基本点儿与唱腔板上取齐，这是固定的，除此之外其即兴性较强，每个弦师有每个

师的基本点儿，以上举例只是基本点儿中的一种，其变体甚多。

3．垫点儿

垫点是基本点儿和过门的补充，唱腔的上下旬长短不一，伴奏与唱腔板上取齐，再接

唱腔时如有空隙，就要垫点，这是受气口、板眼制约的一种伴奏音型。如下例：

例5：。 ；
．

唱 腔

伴奏

0 0 ×× I×0 ×一、一。j．．1 0 0 ××

周瑜 ，说 啊 先生

I．．．．．．．．．．．．．．．．．．．．．．．．．．．．．．一
垫点儿

● - ● ● ● ● ●
● ●● ● l ● ● ● ● ● 1

0 3 I 2 l 5 3 2 1 2 1 2 l 1 l 2 l 0 3 l·-__’巾叫 一 一
【。．．．．．．．．．．．．．．．．．．．．．．．．．．．．．．．．．．．．．．．．．．．．．．．．．．．．．．．．．．．．．．_J【．．．．．J【．．．．．．一

基本点儿 垫点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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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基-本．’唱。‘j腔
， ．】

开 头 腔(--)

(选自《长坂坡》唱段)
●

刘宝全演唱
白奉霖记谱

詈(型i．1篓5)金I毛3(血盟)i l痛(韭缒l i)0_i詈(一址5)盟I毛(血盟)l主_(韭缒1)5 l
古 道 荒 山 ’

苦

———^／——————————_、，_———————、．
丛、‘’6 I盘毛fh立‘(垒12 3 2 2 巫)0 0 0 45 6 I 5 。5 。3 3 1． (主 亏 5 l lI

相 争 ，

1=B

开头腔(二)

(选自《华容道》唱段) 刘宝全演唱
白奉霖记谱

．．I
2 130

。 ．． 卜 f
詈(Ⅱ韭5)i h、(d址鱼)工l毛7(韭盟韭I i 5)i；f

三 国 纷 纷 乱

、厂——————■==：■—、厂．===一、 ．．一．———、、·’、小血王(垒l厶址5)163 2 6 1 3 3 2 2 2 o
、

． 5 5 1． I l 1． 1 1 5 l

兵 交
。

短平‘句(一)

(选自《长坂坡》唱段)．
刘宝全演唱
白奉霖记谱

)6 6 l譬6毛3 4金4 3 I金(5)9韭f-％
尘 埋 翠。袖 香裙 冷， 血染



3

弓

5 ．． 7

鞋 透

1=bB

‘1

t6
●

袜

1 O O O

红。

短平句(二)
，

(选自《关黄对刀》唱段) 刘宝全演唱
白奉霖记谱

詈(笠8址)≮虾{i l盟I；)壶o，I乏3 0 s。8．一
j 黄 忠 闻 听 勒坐 骑， 用‘刀
■

。

1毛3、n1．1。叠5 2 2 3．1。，。。。Il6
。

3 ． I O ． 3 ． I 1 0 O O n

一 指 唤 关 公。
。 。 _

l=G

中速．J：120

i4 f i．1 i主)ii【U—兰J

—‘、～
l 3

l=A

．J：96
。

i4 O—5—5

我那

平句下行腔(--)

(选自《白帝城》唱段)

／—————、

5 1 5’

江 ．左

乏{

仇

刘宝全演唱
白奉霖记谱

／——。、／——。、 ．，—————‘—一

：i、(盟)I i 6’i 5 l
深 空． 切

平何下行腔(--)

(选自譬长坂坡》唱段)

O ·‘ O

刘宝全演唱
白奉霖记谱

fn i乏7．．鱼l。皂5．斯
张 飞 无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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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

I ’5

～

平句下行腔(三)

(选自‘七星灯》7唱段)

O’ O o ) 4

白奉霖鎏器

(笠8，矗)2．而5毛n(鱼I矗’；)■药
，武 侯 奇 才

． 骨

≮五面I亚(垒丛7．厶‘I．。。：)I5 2 3 1 6 5 6 l 5． 1 8 2 l l 5 8 l l o o o l ll
一号=fT ‘-=一 、 ； 一了——=- ， ”

谈 兵 、

平句下行腔(四)

1：A I ．(选自《长坂坡》唱段) 犁妻衾鎏喜。
一=96 一÷。(矗)啦(业I址)i互丑．1(址’．i e l二．fI

黎民 。涂炭 ”· 血

’ri I生(皇业业也6 l 6． 5 3 I L5． f 5 6 5 o 5 3． 2
●—————。一 ● ● 一 、 ⋯——————一

飞

l=G

红。

落腔预示腔(一)

(选自‘闹江州》唱段)

÷：叫苫5．i丌i主{-rL詈o o 5．一I 4主毛3业
幌 。杆 之 下

840，

1 ) o o o：。 I

，’刘宝全演唱
白奉霖记谱

＼，／

o j．；tnO 1 ．； 。3 1

拴 住

5一
、●

。

●

信

●t

、●



，一————————————————————————————、

2 5‘3． 2 7 6 7

马。

l=D
，．

．J=90，
’

詈o 0毛i．

长

t厂—————————、．

t7 ．‘
． 5 8

。-：一 。

汗。 ．

1=i,B

(‘旦 l 7)0

落腔预示腔(二)

(选自‘长坂坡》唱段)

厂—■．1． I．。广弋
5 I 5 l ‘1．0 1 0 1． 5 3 5

坂· 坡 前 、滴 血

紧 板

(选自‘百山图》唱段)

●．

i4扣0 120。2．n 5毛i 0i ． 亘 I 5
毛

蛮t 贼 刘 洪
．

一0 5。J丛I业l止I盟
，———、．／——_＼

江． 流僧 出 家 在 金

O O O

刘宝全演唱
白奉霖记谱

l÷t一3
2 l业l鑫I

害死 陈光 蕊，

I土(塑l上)量I△I 5 l
山， 唐 僧拜 钟。

l厂_ ．厂、。．厂_’ ．I厂弋乒_、、壶I业I盟l‘业I曼坠IⅡi正l血I 1 4
把 经 取， 牛 魔王 大 战 火 焰 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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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段

丑末寅初
刘宝全演唱

一 。’ 、 白奉霖记谱

．J=116

0 0 1 0 3 2 3 1．2 3．1 2 2 I 1．2 3 2 1 3 2 l
—————一 I一·----—。==‘。’。。。。=车。。——。一 -。。‘。。。’==。’‘—’⋯

0 0 1业l盟缝盟盟I缝韭卫盟
0 0 0 0 1 0 0

’

蝇j堕l X O O X O

．

●

r

l 1 5 5 3．6 5 5 l l 1 3 2 I 6 1 I 2 5 3．2 1 3 2 1 6 1
———--一岬 ⋯‘。。。‘一。—。1。。。=一；=====：：==，

q

● ● i I ● · ● ● l ‘ ● ● ● ● ●● ●

1 1 1 2 6 5 。3．2 l 1 1 3 2 1 6 l f 2 5 3．2 l 3 2 1 6 1⋯_-—-—1= i‘‘‘‘‘⋯ 忙’’。。。。。一======：==
X‘旦羔u羔羔 l x x X旦羔1 0

5．6 5 3 5 56 1 5 I 1 5 7 6 5 3 6 I 2 6 2 3 1．2 3 6——---‘々～—_—-—⋯i 一——。。‘一 一‘——。。’==。’—’。—。一
5．0 3 2 5 56 1 6 l l 6 5 1 6 5 3 6 J 2 6 2 3 5 56 1 2 I—-——‘‘'=——。。。掣 ⋯—’。—。_-_， ●

o X 70 x‘0 X X a①x l j x X a x 3 X a X a x 0．x’X X x
—·—-—一 ～ 一 一————一 l——-—一=====●。一·

’、

0 5 0 5 3 22 1 1 2。1 l 5 3 2321 {l l 5 5．3．6 5 5 l⋯ I———'==；—-——岬 一———‘。==————一 ●

盟坐丝l盟Ⅱ盟业l煎星i她。韭
X X 0 X X．X I X X X 0 X a X f‘a X 0 X a·X x x～ I一 一————‘ I一 一———== 一． -：

c

4—4

4—4．4—4=、|砒毗mm射砒m耵射耵Ⅲ叭引¨¨¨吣

●

弦

胡

鼓

三

四



唱腔

唱词

三弦

四胡

鼓

唱腔

唱词

三弦

四胡

O O O O o 0‘o 1 0．0 0旦i I毛3．．o o i
’，一、 j

丑 末’。 寅

· · · ‘ l· · · · - · t· · · ·I - - · ● · · · · I

l 5 5．1 5 3 j 2 3 2 1 6 1 3 2 1．1 1 2 l，5 1 l l 3 0 1 6 5 3 5卜———1墨卟———●叫—‘—1一一 ，7一I ～一I -

l 5 5．¨曼3 I 2 3 2 l 2-1 3 2 l 1 0 6 i 5 i l乇3 0 i 6 5 8 5 l———'；卟一———’一‘——一I————'一l ⋯I‘‘
o D 0。业l堕o o o+I o o o o、I o’-o o o l

兮o o o
～{仝、。八
0 。2 3 I 5 1

f—、I$厂—一、
1 65 6 I。5．3 2 1．O

初j． ，舀
一， 号 ．|．-转 ，扶j ：．桑，；，： ·；

● l · · · · · · · f I ‘ I · ● l ·· · I ·霉· ． ·

l 0 1 6 5 3 2 1．'1 2 2 2 3 l 5 1 l 65 6 l 5。3 2 l 7 6。。—1。一_——‘。’1=”●=====—。一⋯．

；

!
’

l o I · · 摹 I

l 0 l 6 5 3 2 1 ' 2 3 I 5 1 l 6 5 5‘3 2 l 3 2

0
。’

-
’

^， ‘ i
’

一 j
1，，、 _ i厂、，，—、

0 o 5 6 l t l o一6 5 5 3 5
‘。。’。‘一 ⋯

。猛 抬 头 遥 望 。，

f’ t}
● ●

· · · l I ● ． ． · ． ． ． ‘

1 5 5 6 1 l 0 3 2 1 2 l 2 3

l
”。

，、 嚣I
‘6 0 5 52 3、?l

。 ·。222’—一 舡

见 ‘天 上 的

．n．．，
6 0 5．2 2 3 I．

● - ● I ；

． ■

l 0 5 6 1 l l 0 6 5 3 5 l。3 0 5 5 2

5金l佥盒I’金§|1．’4 f詈‘‘囊’．金12 3 2 0 15 5 l 5 l l 7 6 5 6 l l l I÷ 5 ．1 5

恍恍 忽 忽 密． 密 匝 匝 直冲云

5’韭2 l盟俎2 l业。业6 l韭川詈。专+1。韭I5 l 5 3 l l 7 6’5 l l 6 l l÷O 5+ 6 5 I

5盟l业盟l耻业I 1一l‘l丢0‘5 i业l
·843

。√，√I6茫．6，6快6茫．6#6

稍4茫．4

4

2—4

，2—4

2—4

，八粥一渺，．2

¨一

．一一～渺．5
¨一

、

3一那．3—

、

¨一卿一柚一，蛐一．
．1、辰吝、

．^¨一和：：一
3

。．八¨一轧．一¨一。¨一

。

．．3一，．

O

．5—

5

．，人¨一斗，一2
∥

3和．3

3

7、

4星．4

4

4星．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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