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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 歌

概， 述

、 锦歌又名什锦歌，属联曲体的曲艺形式。锦歌形成于何时，未见文字记载。以其曲调、

唱词、演唱形式，并参考地方史志有关记载，一般认为锦歌是在宋、元闽南地区流传的民

歌、民谣基础上形成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受到戏曲、南音、南词的影响，经广大群众的不断

演唱和创造而逐渐完整和丰富。

闽南开发于秦、汉，至唐、宋以后趋向繁荣，据清光绪三年(1877年)沈定钧主修，吴篁

圃等编撰的《漳州府志·史迹》载：“西郊有西湖胜地，历代设有游乐场所。”至今该地名仍

称为“百里弦歌”。据康熙三十六年(1699年)所修的《漳浦县志》载：“县城东郊有‘弦歌

堂’，系宋元符元年建。庆元元年，县令叶老才重修，其子祜甫为记。一。元符”为北宋哲宗年

号，元年即公元1098年；“庆元”为南宋宁宗年号，元年即公元1195年。宋时，漳城设于漳

浦。由此可见，宋代漳州府一带已流传。弦歌”这种古琴弹唱形式。

明末，漳州府一带的戏曲演出和锦曲演唱已很盛行。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海澄

人李碧峰、陈我含用闽南方言刊行的《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卷，书中收录折戏

18个和部分散曲。稍后，漳州人洪秩衡也用闽南方言刊行《新刊弦管时尚摘要集》三卷，或

称《新刊时尚雅调百花赛锦》，书中收录散曲54首(共79段)。同时有景宸氏刊行的《精选

时尚新锦曲摘队》一卷，或称《精选新曲钰妍丽锦》，其中收录散曲49首。以上选集展现了

这一历史时期漳州府一带戏曲、曲艺演出活动的景象，这种演出活动对早期的锦歌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目前尚存的锦歌传统曲目，其题材大都为明代的民间故事，如《白扇记》、《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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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娘》等。

明末清初，闽南一带盛行弋阳腔(当地俗称“正字仔”或“四平戏”)它直接影响着当地

民间小戏，如竹马、车鼓、老白字等。锦歌又间接地从这些民间小戏中吸取了许多曲调，如

《凤阳花鼓》中的[花鼓调]，《大娘补缸》中的[补缸调]，《骑驴探亲》中的[亲母拍]等。这些

曲调在锦歌中，或被消化、融合，或取其部分加以变化、发展。

清代，锦歌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但主要仍流行在广大的农村。由于锦歌来自民间，以方

言演唱，有浓郁乡土气息，曲调流畅朴实、内容健康、易懂易学，演唱者El多，许多乡村常把

沿村走唱锦歌的艺人留下来唱庙会、唱堂会，曲目多为一些民间故事和生活情节，为广大

群众所喜爱，久而久之、影响日大。至清光绪初年(1878年)，漳州市郊北门外小坑头村人

李答余，率先在本村成立锦歌馆，自称：“答余堂”，收徒8人，教唱锦歌。这个锦歌馆的建

立，使一些流浪的艺人得到启发。1878年，平和县小溪人，靠一把月琴走唱的落魄秀才云

漳师，也在市郊北溪乡的浦南村成立锦歌馆授徒传艺，自称“锦云堂”。公元1909年间，答

余师的两个徒弟黄仔笠和陈老尚，也分别在自己的家乡成立。丰庆堂”和“庆贤堂”。清光绪

末年(1909年)原龙溪县田境兜村人郑潘水也在本村创办“乐音堂”，其演唱的锦歌大部份

是向乞丐学来的。自此，各锦歌馆、社分支师承，不仅馆社越来越多，演唱水平也日益提高，

常有馆社应邀赛歌。原龙溪县所属的石码、海澄、古县、天宝等地，就有锦歌馆(阵)--十余

处。这个时期的锦歌新作颇多，内容多触及时弊，反映人民的疾苦，如《工场打铁》、《浪子回

头》、《懒惰歌》、《长工歌》等。那时，漳州一带盛行南词。由于南词曲调优美，长于抒情，一

些锦歌艺人取其曲调、填入新词，成为锦歌中花调、杂歌的主要部分，如[牡丹调]、[红绣

鞋]等。
’

锦歌在农村广泛流传之时，一些艺人为谋生计，带着一把月琴，自弹自唱，兼做卜卦，

他们沿街串巷，赶集市、赴庙会，卖艺糊口。据著名锦歌老艺人林廷(1880--1964)介绍，他

的师傅就是在1887年左右，从市郊北乡的桃林村进入漳州的，先在大岸顶，后流转于田园

底、十八社。林廷本人也于1898年左右来到城里，结识了龙眼营“乐吟亭锦歌社”艺人王清

洁、赖跃山等人。1929年，锦歌艺人陈丽水，林廷、赖跃山、王清洁、陈胶掠、钟青、陈不得、

朱亚八人，应邀赴新加坡录制唱片回漳后，遂将“乐吟亭”更名为“八吟乐吟亭”，但他们前

后在石码、海澄一带相继建立的锦歌馆仍称“乐吟亭”。

锦歌艺人流入城镇后，一些商人、文人、手工业者纷纷加入这个自娱性的活动。如

1928年，艺人陈丽水在海澄城内前街所组建的“乐吟亭”锦歌社，就是由干果食杂店老板

刘振发出资的。为适应城市听众的欣赏水平，艺人们逐渐讲究唱腔的圆润、优美。由于当

时南音在漳州府一带已很盛行，一些锦歌艺人(尤其是亭字派)也同时学唱南音。大约于

1932年间，锦歌艺人林廷、蔡鸥、赖跃山、王萍等人，将锦歌的C-i=字调)和[丹田调]，按南

音的空门改称为(四空仔]、[五空仔]，并吸收南音的润腔方法，使原曲更优美、更具抒情

】】04
’



性。之后，又进一步在锦歌(五空仔]的曲尾接几句南音，名为“曲爿”，如《妙常怨》(五空

仔)中的“孤灯独对倚栏杆，别君容易会君难，记得秋江去送别；送我潘郎到临安，离开潘郎

未几时，妙常思君记看伊”转曲爿：“日来思君、暝来思君，枉我暝日此处思想有这十二时”。

后几句即是接南音《玉环记》[看恁行宜]曲中的一段。这样逐渐成为一种流派。甚至有人

称锦歌为“锦曲”或“儒家曲”，以示高雅。同时，也开始采用南音的伴奏乐器，如用南琶代替

月琴，并加上洞箫、三弦、二弦等。有的还采用南音的拍板。

1928年至1935年间，中国共产党在闽西南一带领导土地革命，锦歌也作为一种宣传

工具风行一时。据锦歌艺人王棕蓑口述：1932年前后，工农红军进漳期间，漳州各锦歌馆

社纷纷上街宣传，演唱曲目有《农民歌》、《送哥哥当红军》、《帮助红军》、《参NJL童团》、《妇

女歌》等。抗日战争期间(约1937年一1938年间)由漳州文人高般若等人作词填曲，编写

了《抗战歌》、《从军别》、《送郎当兵》、《东北军自述》、《嘲日军》、《脱去摩登换军装》等，称为

“救亡弹词”，各锦歌社用以上街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锦歌艺术得到了新生和发展。1953年10月，由老艺人林

廷、赖跃山、石杨泉、蔡徐明率先成立“漳州市龙眼营锦歌研究社”。随后，蔡鸥、吴连池成立

“新桥锦歌社”；黄文学、陈允在成立“东岳锦歌社”；朱盛金、杨碧云成立“霞薰锦歌社”；荔

枝师成立：“浦南锦歌社”，沈人民成立“天宝美山锦歌社”。各乡镇纷纷响应，锦歌活动日

盛。各级文化部门也大力组织发掘整理锦歌的优秀遗产，指导各馆社和新文艺工作者进行

创作和演出活动。厦门市著名艺人苏朝润、漳州市年轻女演员陈亚秋、李慧娜、王素华、刘

惠玲等先后参加福建省、华东地区及全国历届的曲艺会演并获奖。出现了许多优秀之作，

如《破监记》、《海堤之歌》、《海防战士的母亲》、《红领巾》、《兄弟俩》、《寻祖》、《思亲》、《台湾

阿婆看女排》等，使锦歌艺术大大向前发展。 ．

锦歌是福建省的主要曲种之一。流行于漳州市的龙海、漳浦、南靖、长泰、华安、云霄、

诏安、平和、东山等地及厦门市。这些地方的城镇和农村，普遍都有劳动人民农闲工余的锦

歌演唱组织歌仔馆，并有相当数量的专业教师和以演唱锦歌为职业的盲艺人，每逢年节喜’

庆、迎神赛会，锦歌演唱更为活跃。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人聚居地，锦歌也很流行。1929年，锦

歌艺人林廷、陈丽水、陈胶掠、陈不得、钟青、王清洁、赖跃山、朱亚等人曾应邀前往以上国

家以歌会友，并在新加坡灌制《陈三磨镜》、《审陈三》、《安童闹》、《无影歌》、《赌博歌》、《大

伯公歌》、《牵亡歌》等唱片，风行一时。‘

漳州与台湾只一水之隔，无论在地缘、人缘、语言和风俗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史

料记载，明万历年间(约公元1587年)漳州人王锡祺，海澄人颜思齐(1625年逝于台湾，其

墓尚存)曾带领两批共四五千本地人到台湾台北吉利和笨港(北港)开垦定居。明末清初，

闽南人民又有三次较大规模东渡。锦歌(歌仔)也随之传到台湾，并在民间生根开花，歌仔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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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极为普遍。1934年漳州盲艺人卢菊(女)曾到台湾各地演唱锦歌，历时半年多，深受欢

迎。目前仍在台湾流行的歌仔有[牛犁歌](送哥调)、[搭船走)(走唱调)、(天黑黑](杂嘴

调)等。锦歌曲调在台湾的流行和发展，促进了台湾歌仔戏的形成。

锦歌所唱故事，以“四大柱”：“八小折”、“四大杂嘴”为主。“四大柱”即《陈三五娘》、《山

伯英台》、《商辂》、《孟姜女》。“八小折”即《妙常怨》、《金姑赶羊》、《井边会》、《董永遇仙姬》、

《吕蒙正》、《寿昌寻母》、《闵损拖车》、《玉贞寻夫》。“四大杂嘴”即《牵庭姨》、《土地公歌》、

《五空仔杂嘴》、《倍思杂嘴》。另有长篇故事《王昭君》、《郑元和》、《杂货记》、《火烧楼》、《杨

管拾翠玉》等一百多个曲目。

锦歌是以唱为主的曲艺形式，其曲调大体可分以下三类：

(一)四空仔、五空仔

这是两种独具风格，抒情性的基本曲调。

1．四空仔

[四空仔]又称[七字调]。其唱词大多为七言四句体，词格为四、三分逗。曲体结构大

多是单乐段分节歌形式，根据词的不同略有变化。调式多强调角、羽音的徵调式。音阶以

加“变宫”音的六声音阶为基础，在部分曲调中，还吸收“变徵”构成七声音阶。“变宫”音的

出现常构成往上五度调转换的效果，如： ．

· · · · I · · l● · ·

2 6 7 I 2 7． 2．3 3 5 6 6．2 2 7 6 l、5 一 2．3 7 6 l
●

● t · · · ● ●

、5
- I 2 2 3 l 6 7 6 5 5 5 _ |2 2 7 6 7 6 7 I 6 7 5． I川—’’’——一 ㈡==========； ●===== ●

，
．

等。“变徵”音常直接到“角”音，或先往“羽”音跳进，然后解决于“角音”。唱腔旋律进行中

多小跳、级进，间以四、五度跳进；伴奏过门以五、七度大跳上行为特征。总的具有抒情、优

美的特点。

谱例见基本唱腔第1117页张上下演唱的[大七字]。

由于各种流派和个别艺人的不同创造，[四空仔]的变化颇为多样。锦歌[四空仔]被台

湾歌仔戏吸收后，经长期变化发展，又成为该剧种的主要曲牌之一。

2．五空仔

(五空仔]又名(大调]或[丹田调]。在漳州市，分为正管、硬阳关、软阳关和变调。在长

泰县除五空正管外，尚有根据[五空仔)进行变奏的[大调衣]和(大调哀]。

[五空仔]的唱词以七言四句为主，词格为二、二、三分逗。由于每句每段都插入“衣”音

作拖腔处理，使唱腔结构得以扩充展延，而器乐部分(前奏、间奏、尾奏)都具有相对独立

性，大大加强了音乐的表现力。 ．

[五空仔]的调式以商、徵居多，由于“清角”音的突出运用，曲中常在下属宫调系统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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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的现象。其旋律进行以级进、小跳为主，旋律线条起伏较小，适于表现缓慢抒情的内容。

在锦歌中常作小折和长篇的开头。
’

(谱例见基本唱腔第1120页陈亚秋演唱的(五空仔])。，

在[五空仔)这一曲调中，唱腔与器乐构成对比，除音色不同外，节奏也较舒缓，两者形

成一紧一慢、一张一弛的对照。唱腔的几次出现，随着内容情绪的不断深化，曲调也有所不

同，音乐发展过程中往下属调的调性转换，使其色彩得以丰富。

(二)杂嘴仔
’

[杂嘴仔]是在当地民间歌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朗诵体的音乐形式。其唱词句式较为

自由，用韵较宽，平仄不严，接近口语，通俗易懂，有很生动的民间语汇，内容风趣活泼，有

时还穿插以说白、数板。具有典型性的如[五空仔杂嘴]、[土地公杂嘴]、[阳关杂嘴]、[倍思

杂嘴]等。 ．

(杂嘴仔)的曲式结构亦较自由，除有长、短过门表示曲调段落外，从头到尾几乎一气

呵成。音域较窄，节奏变化不大，几乎都是以八分音符为单位的一字一音，以两个十六分音

符配一字的j也只因语言上的装饰需要。唯有例外的是段落结束句常用“衣”、“啊伊”作拖

腔，与前面的急促进行形式张弛对比。其基本调式以徵、商居多，音乐进行过程中常出现往

属调转换的情况，唱腔的段落尾旬“衣”音拖腔又往往强调。清角”音向下属调转换。

(谱例见基本唱腔第1134王棕蓑演唱的[五空仔杂嘴调])。

锦歌[杂嘴仔]的表演形式有一人念唱，也有二人对答，或三四人接着念唱。 。

台湾歌仔戏的[杂念调]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芗剧的(杂碎调]也从其中吸

收了养分。

(三)杂歌

杂歌亦称花调，是指从其它曲种或戏曲中移植过来的民间小调。如从南词移植过来的

[红绣鞋]、[白牡丹]等，从民间小戏移植过来的[花鼓调]、[闹葱葱]、(送哥调]，来自民歌

的[紫菜调]等。

杂歌的歌词多是七言四句体的，词格为四、三分逗。但也有例外，如(闹葱葱]就是三、

五、六、七言相间。如“五月人划船，人划船，姐妹相招做一群；你穿衫，我穿裙，来到江边看

龙船；船头打鼓闹纷纷，船尾撑船好郎君，撑船好郎君。”

杂歌的曲体大多为分节歌形式，常以一个曲牌的反复来歌唱多段唱词，当情绪转换时

方更以新的曲牌。由于它们来源于多方面，所以，无论调式、节奏、旋律都较为多样。总的

说来，这类曲牌大都具有轻快活泼的特点，随着感情的变化，旋律可作较大的变动：

锦歌在成长过程中，曾吸收一些外来的器乐曲牌，如[八板头]、[清夜游]、[折采茶]、

[西湖柳]、[金纽丝]等，因应用不多，保存下来较少。

锦歌作为一种以唱为主的曲艺形式，按其唱腔风格大体可分为亭字派、堂字派和盲人

1】07



走唱三大流派。

亭字派以漳州“八吟乐吟亭”、“乐吟亭”为代表，后来影响至浦南、角尾、石码等地，如

“集弦阁”、“盛音园”、“进德社”等，主要活动于城市，受南音影响较深，唱腔比较幽雅、细

致，讲究咬字、归音、韵味。这些班社除演唱锦歌外，大都兼唱南音。并吸收一些南音的“曲

爿”来丰富锦歌，使用乐器的指法均与南音相同。

堂字派多属县乡演唱者，如龙溪、漳浦、云霄等县的“丰庆堂”、“庆贤堂”、“乐音堂”、

“锦云堂”、“一德堂”、“攀和堂”等。因主要流传于农村，演唱者多是农民，故其唱腔具有朴

实、粗犷的特色，曲调多接近民间歌谣，尤其擅长唱[杂念调]，

盲人走唱几乎遍及各城乡。他们为生活所迫，夜以继日四处奔跑，在街巷里弄、码头客

店卖艺糊口。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盲艺人们对锦歌唱腔有许多创造和发展，听来朴素动

听，有着较为浓郁的乡土气息。

此外，平和、南靖、长泰、华安等县锦歌的唱法较为古老，保持原貌较多，受南音影响较

少。诏安、云霄、东山等县，接近粤东，受潮州音乐的影响，唱腔参有潮乐风格。伴随各地语

言的大同小异，唱腔也有不同的变化，这使锦歌更显丰富、多样。

现以[大七字]为例，对照各种流派的唱腔特点：

(一)亭字派[四空仔) ’

亭字派称[大七字]为[四空仔]。。四空”是南曲的“空门”，相当于1=F，(大七字]也

是l=F，所以把它称为[四空仔]。因受南音影响，故其唱腔比较委婉缠绵，节拍扩充了一

倍，旋律多装饰性进行(如唱腔的第二、三、七小节)。此曲较为恰当地表达了英台对山伯的

深切关怀。

(谱例见基本唱腔第1110页陈亚秋演唱的[四空仔])。

(二)堂字派[大七字] 一

堂字派[大七字]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已逐渐口语化，旋律进行与语言音调较为接近，节

拍多为一字半拍或一拍，具有朴素而口语化的特点。如《楼台会》中一段。

(谱例见基本唱腔第1118页叶水金演唱的[七字仔)。

(--)盲人走Ⅱ昌[大七字]
’

其音调、结构都较简洁，表达感情更为纯朴、真挚。具有通俗易懂、易学、易唱、更为接

近人民群众的特点。

(谱例见基本唱腔第1117页张上下演唱的[大七字])。 ⋯一 “
一

(四)四管齐(大七字]

流行于靠近粤东的云霄县的锦歌称为“四管齐”(因用琵琶、洞箫、三弦、二弦伴奏而得

名)。其余各派的(大七字]基本为单人独唱，四句唱腔成起承转合结构，结束时加“迭句”接

尾奏。而“四管齐”则是对唱形式，甲乙各唱两句，一呼一应，结束时齐唱“迭句”。调高也与

。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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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派不同，为1=C，其余各派为1：F。由于靠近粤东，唱腔风格受潮曲影响。

(谱例见基本唱腔第1115页梁蟒蜞、黄金演唱的[大七字])。

锦歌流行的地区较广，各地演唱形式及使用乐器都有所不同。

．在漳州、厦门等地因受南音的影响，大都采用南音的乐器，演唱形式亦有“洞管’’、“品

管”之分，其乐器组合、定弦定调、演唱(奏)者排列位置均与南音相同。另外，这些地区的锦

歌班社被邀请到外地演唱时，使用月琴、二弦、三弦、渔鼓(当地称为乒鼓)、小竹板、铜铃。

演唱(奏)者排列位置亦较自由。

。． 云霄县一带的锦歌，大都采用对唱形式，使用乐器有秦琴(形与吉他相似，用铜丝作
’

弦，音色清亮、动听，常以它代替月琴)，有弦(有Ep'a]21，即椰胡)，渔鼓、小竹板、铜铃。演

唱时演员的位置如下图：
’

近三四十年来，伴奏乐器还加上笛子、二胡、大有胡(低音椰胡)和洞箫，有时也加上扬

琴，演唱位置不固定。 ．

平和、长泰一带使用月琴和三弦，有时亦加洞箫，大都是弹月琴者演唱，二弦伴奏，有

时也采取对唱形式。演奏位置见下图：
’’ ’

．_’E三二]
各地盲艺人都使用月琴或二弦，自弹自唱。锦歌使用的月琴，’不同于北方月琴，琴杆

长，共鸣箱大，声音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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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箫

二弦

三弦

琵琶

1=F

．I鼍60

詈0

基本唱腔

四 空 仔

(选自《英台山伯》唱段)

詈巡．3

i4 3。 ·3

詈‘L』3

3 3 5

3

3． 1

—6—I I业tr

6 6 1
—————-—====一

业I

6 1

● ●

6．
●

6
●

●

6
●

6
●

陈亚秋演唱
刘春曙记谱

fr

3． 5

3 2 3． 6
====一 。‘一

3 3

2 0 5 3 5 3 2 3 6 2 3 1 1 6 6 3 2 3 6 I 1 — 1
———。。=====1’1。'：===’’—。’—’一1。。1'==== l———-1=========，--一

2 2 5 3 5 3 2 3 5 6 3 2 I I 2 3 6 6 I 2 3 6 I 一 1 1 2 6 82
1——。—===一————===一—————===一————==== 坩 I———====————====

2 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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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兮．

1．一

2．二

3．三

4．几

O

3—3 06 5业l业6-盟l t一1 6—8 0 5．J 2—2—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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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

3

n五jf 9皂，．．蓼l毛厂1’五l

6．3 2 3 35
‘。。。。一。o—===一

、

6 6 3
● ●

+

6 6 3 3

互鱼f鱼旦l 一

5一一 O

断；

轷
人‘

记；

tr tr tr

2 3 2 3 6 2 7 6 J 5—5 3 6 5—’—。。一。。。—～ ”’’’。。一
2 3 6 3 6 l 5 3 6 l l 2 23 2 7 6 62 72 6 l 5—5 3 6 53一⋯ ●——。。'==一=====r㈡I
盟l盟l'一6

6 I 2—2 3 9业I争0盟盟

2 3 6 2 1 l 6 63 2 22 2 3 6 62 76 1

‘。‘’。一。。’1===l‘—‘。‘：===‘。。。。一。’——=========●一 盟旦三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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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5—6 I鱼曼韭3一
一 日 三 顿①

梁 家 香 烟③

到 此 姻． 缘

歹 命 八 字⑤

3 2 5— 6 3 5 5 2 3 3 2 3
—‘。。‘一■ 一'1。。——一
一3523 5．鱼虹I 6’一3

2 3—3,5

厂、

1 6 0

饭，

无。

望，

比．

丝坚、盟I 1’盟盟

2 35 3 2 1 8 16 5 62 l l 6 1 61 2 3‘。。。===∽‘。。。===一㈣—’——一
3 3 5 5‘6 l 6 3 3 3 2 3 2 1 6 1 5 6 l l 6 1 6 2 3
‘。。。。一 ● ●。。。。一l ● ● 一。—’。一。。‘’”I。。’。一● ● ● ● ● ● ●

●1。1。

5 5 3 6 1 6 6 3 3 2 3 2 1 7 8 76 5 6
·．=_．=一‘。 。 o一———==产_：'骨一=_

l
1 - 。1

颜

你

祝

是

容

母

你

我

^

-I盟
／—————-、

l 一 6

才 身会

养 你

身 体

英，台

1 6 2 3

产2． 1 3 6 6 6 76 5． 5 o一—__=了o=i亏产· ·

来 消 损。‘
‘

无 功 劳。

早 平 安。

无 福 气。

6— 3 53 2 3 6 6 1
—

6 63 2 3 2 3 6 2 7 6 5 3 5- 3 3●。。‘===”I。。。===毒P。。。。一 一 ● 一● ● ● ● ● ● ● ● ●

6 3 2。3 35 2 3■‘。。。。⋯I 6 32 6 l 5 3 6 61‘。。。===P。’。。j口|一- 2 7 6 61 7 6 5 —5 3 7 3。。。。⋯I‘‘‘。一 一

6 6 3 2 3 6 6 1 1 8 6 2 2 3 6 7 6【5 5 5 3 3
● ●。—·⋯I ●。——一 ● ⋯I ●’——一

6 6 3 3 2 3 I 6 6 I 1 6 63 2 22 2 3 6 62 7 6 5．3 5 5 3 33” 一I：—■百—f o喘一‘_=产；：—■o：——弓产。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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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6 5 3 5 2 3 l 5 3 6 6 5 6 5 3 l 2 3 2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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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6 67 67 5 3 67 67 3 l 5 3 6 67 5 67 6535 l 2 25 3 5 2 3 6 61———’==荆====}—’I唰========●———1==兽————叫
6．7 6 5 3 5 2 3 l 5 6 3 5 6 5 3 2。。。=|===㈩⋯I 1。。。—⋯
6 66 6 5 3 85 2 3 5 35 6 73 5 6 5 3】2-=—亏=产1—_．=—i亍1———：_’-=—气=f_=—鼍=亍：．=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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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3．

tr

量l生旦3

2 2 8 l

+

2 2 6 1

2 3 6 3 1— 6 3 23 6 l一0 0 II‘。。。‘⋯。。’。—吲 ●■

6．32 3 3 6 I 2 2 5 3 5 2 3 6 2 I 1．2 3
====苦 吡。‘’——一 ⋯======

6 6 3 3 I 2 3 5 2 3 6 6
● ●

⋯
6 6 3 3 l 2#5 3 3 3 2 3 6 2

● ● I⋯—?—一
①三顿：三餐．

②所靠一依靠。

⑧香烟t后代。

④八字：命运．

据196 0年在漳州市的采风录音记谱。

l=F

．I=60
2 至 璺

坠23 6 I i一0 0 4IIl
—

l l鱼鱼业l l l 0 0 ll

l 1旦丝坐I 1 0盲0 l

四空仔阳关

(选自《月娥抛绣球》唱段)

} 8 3 I

兰l 8．8 l 2．

2

周甲辰演唱
郑许瑞记谱

6 I l 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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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一——————、．

3． 鱼I星』 5 I生三3 I 3 一 l 1． 旦I亘_堕星一竺
八 (啊) 月 十 五 是 中

毛F2．1 2 F，l n
秋， 月 娥 楼

五2曼l五2 1]l毛丌5．．I毛51 3 ．6 。5 - _ 。5

抛
。

绣 球， 绣

2严F■23 3

抛 落

2 3 I 2 I

爹 爹

I，一————————‘、、

业，u f 1 1

吕 蒙(啊)

毛2 ，-

顶

／————————-＼

一I业业

6r·l 二I I，7r82 2 3 ．f毛f]．·l 二I I，．．h-I
打 赶 不(啊)、 收 留。

、

5．一I(8旦_曼l 3 8 l 5 8 5‘8 l 2 2 I、2 8

5 5 l 8 7 6 5 I 3 3 I 5 5 8’6 I 5一)l

据1960年在龙海县的采风录音记谱。

1=IF'

七 字 调

(选自《吕蒙正》唱段)

藻喜笺记谱
一=80 n

詈(o一6
6 3盟l业韭I 3川6丝I坦3(一2_e．8

． 八月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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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3#432 f 3．f 5 2 35 8 23 6．2 6 35 3623

=========I一、=‘。。。==一 ●。。。‘；；=霉。。。。。1= I—-—’==；昌；=======

中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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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厂—-、厂—、^ 厂、

一6．2 8．)l 9鱼墅I拿1拿I竺丝掣l。导一I拿5．一1
千 金 楼上 抛 绣 球， 绣球

／—_、 厂、， ．

6．3 lI墅坠世II、(婴丝l丝坠}磐I}些磐丝I譬。)·===；皇一 一 · 、==享==一·=====一．：—'亍一’_一——7——一’ 。 ‘

若会 得 到 手，

，—一、，‘’、

8 3 2 3 3 6． 2．1
●————===一I—一 ● ●—————。=l

荣华 富贵 乐

一- ，、 ^／_、

6 1 6 I毛5．1 6 3 5 6 5 3 I 3 5 6．
号==—■I

· ‘了—弓=f：—专—f。霄 。

无 忧， 富贵 乐无 忧。

(5 65 3盟恒组9 I业业l血业I业丛Il-I、======一一E2====一·———_一o———_。一’．

，生』9 l生兰8 l旦旦旦三

据1960年在漳州市的风采录音记谱。

l=C

业j曼_呈I生』星三I 3 一)4．—————=‘———”’———一-，⋯

大 七 字(一)

(选自{：陈三五娘》唱段)

．I=86

詈(兰2曼I盟卫I n些I 2

3

铁
‘—-

入

l，’'、I

至旦I(生鱼生三
板

娴②

来

萋生寐萎演唱黄 金偎日
刘春曙记谱

／———、一_———。。、√l星』盟{业盟
(甲唱)1．手(啊)

(甲唱)2·九(啊)

(甲唱)3．益(啊)

执(啊)

郎(啊)

春(啊)

6 6 7 6 5 I 5#4 3 I 2 一 l—-‘。。。====自。。。。。。一‘ ’

里(啊) 亮w’(啊) 声，

名(啊) 益 (啊) 春，

报(啊) 娘 (啊)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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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善生三I l L4)I星』星』J 3生』l 9 1

泉(啊) 州(啊哈) 磨 落

见(uH) 着(啊哈) 师 父
’

外(啊)
’

面(啊哈) 一 位

／—————、
6 0 I 2 5 3 2
● I‘。。‘‘-_。。。一·-___-·_-。一

C啊) 潮(啊)

(啊) 笑(啊)

(啊) 磨(啊)

3 一)l 5 8 |
(乙唱)三 街

(乙唱)阮 娘

(乙唱)是 炯

／—————、

业U+l
叫(哎)

照(哎)

岑(哎)

， 、

3 3 7 6 1．5一：—_。。
前(啊) 行。

暗(啊) 痕。

出(啊) 来。

(业
1116

／—————、

生』王』I 5．
一 I(生一曼生』一一l● l、——————=-—二—．—二=-

州(啊) 城。

肉C啊) 吻9 ．

镜C啊) 司。

／———————、

5 8 2

(啊)

(啊)

C啊)

／——————-、

业U I 3-
六(啊) 巷

一(啊) 面

留C啊) 他

1_l(些红I譬-)
镜，

镜，

坐。

厂一-＼。
6 1 I 6 0 f 2 5 3 2 I

● ● ～
九 郎 (啊) 厝(啊)

无 磨 C啊) 上(啊)

要 磨 C啊)． 着(啊)

，一————、

-i(8 7)I}』磐
(押昌)厝(啊)

上(啊)

着(啊)

／————_＼

3 3 7 6 5 一

一-=——f’’
前(啊) 行。

暗(啊) 痕。

出(啊) 来。

2 8． I 3}j l 9 一 3 一

乎冬

产娘一一～挑一．阿



—2—s：L』{生j生』l 1． ． 1生』生』l l， 了

Ⅱ‘业l 3—1。业业l 8

①里亮，是磨镜师手里铁板所响出的声音．

②娴：婢女．

③肉吻。微笑．

④者久-这么久． ．．

⑤岑上，岑音C9dm]“，门前石阶上．

据1960年在云臂县的采风录音记谱．。

1=F

大 七 字(二)

(选自《陈三五娘》唱段)

- l 3 o ) l

张上下演唱
刘春曙记谱

詈(茹矗8 5 I掣8 l掣一8 6'l：譬3 I丝些ll磐I詈(篁磐一I些磐8 l錾卫一 譬3丝坠墼丝l 1磐磐

一一’、I

1 6 5 6 1 6 6 l 8 3 5 6 5 1 3 5．6
———'==一======一l========／●’————’==

1．陈三

2．我骂

^7’‘、I／—、，’’、I

32 3 0 I 1 1 2 3653 1 2．
===宣—一 ●————；===========一一时 要 起 行，

三哥． 太 无 情，

五阜h．1 3萼，I函l佥2．3鑫7 6 h一
要 底 去? 回 返 我兜① 泉 一州 城。

讲 笑 代9 怎通④ 一时 来 变 面。

『——————————————————————]八
(皇!!塞生旦lI星旦 !垒!!I生旦业)jI生』～=======一一=；=====-一———1}一，’。_

来

／——————、

6 5 6 5 3
● 一变 面o

(丛u 8．8 I业罂l’g!纽J蜷业)II
①我兜t我家．

②都无啥款。没啥可得罪．

③讲笑代t开玩笑．

④怎通：怎么可以．

据1960年在长泰县的采风录音记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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