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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河戏，湖南地方大戏剧种。早期班社名称不详。至清代道光(1821--1sso)以后，才

有“上河路子”、。大班子”、“大台戏”等名称，以区别于花鼓戏。清末民初曾称为“汉剧”、

。楚剧”。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也叫“湘剧”。因流行于长江西陵峡以下至城陵矶的觏

江河段，并有支流荆河北连汉水，经潜江、城陵矶入长江之地带，1954年湖南省文化局正式

定名为荆河戏。

荆河戏在湖北以沙市、荆州为中心，流行予鹤峰、五峰、公安、石首、监利、潜江、宜昌等

地。湖南以津市、澧州为中心，流传于临澧、石门、安乡，华容、南县、慈利、大庸一带。南濒

沅水至贵州铜仁，西抵桑植、永顺，北及四川秀山、酉阳。

剧种声腔沿革

据荆河戏老艺人许宏海等回忆：民国初年，他们在湖北沙市老郎庙看到顺治八年

(1651)五月初八重修该庙的石碑(已失)，上有明永乐二年(1404)戏班在沙市活动的

记载9。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袁宏道给朋友沈朝焕的信中提到了“歌儿皆青阳过江，字眼既

讹、音复乾硬”④。其弟袁小修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在《游居柿录》中载他在桃花源饮酒

时以“弋阳梨园一部佐酒”。又在赴荆州王府之饯，见有“吴歙‘和’楚调”的演出。荆、沙、

常、澧地区在明万历年间，高腔、昆腔的戏剧班社活动已很频繁，且所唱弋阳腔、青阳腔已

经繁衍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楚调。又据清康熙年间，顾彩《容美纪游》一书中所述，不仅高

腔、昆腔，而且秦腔，苏腔等多种声腔都已流行。

①参见常德地区荆河戏遗产挖掘继承工作委员会1960年编印《源流沿革》座谈会记录．

②见《袁宏道集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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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形成了以

剧种。 但高

关于荆

汉剧、荆河戏座谈会上，荆河戏老票友陈登亮(当时84岁)说：“听我父亲讲，荆河戏班是在

明代从湖南来沙市的。”陈父是清八旗军驻沙市的教官。他的说法当有一定根据。另一说

荆河戏是从荆州沙市一带形成后南移。但不论由南而北，或是由北而南，其发祥地均是在

荆，襄、澧、常即今荆河戏流行地区。

荆河戏流行的长江中游，南依洞庭，水上交通十分方便，在发展过程中与邻近各兄弟

剧种关系密切，互相交流，互相吸收，各自既具特点，又具共性。在清同治、光绪年间(1862

—1908)，荆河戏的三元、泰寿两班和湖北汉戏的同乐、太和两班，同称沙市的四大名班。荆

河戏的剧目“山”多，如《火烧绵山》、《翠屏山》等，汉剧的剧目“关”多，如《天水关》等。两者

在剧目上互相移植。汉剧擅长唱功，荆河戏擅长做功，互相取长补短。荆河戏与武陵戏同

称“上河路子”。早年生、旦，丑三行可同台合演。老艺人说，他们同出一源。清咸丰(181s

—1861)以后，荆河戏艺人田育远、伍彩霞、陈化艳、杨宏芝、陈化龙、罗武刚，翦同荣、瞿翠

菊等经常到武陵戏班社演出，主要剧目有《铁冠图》、《火烧绵山》、《反武科》、《两狼关》、《寒

扛关》、《九锡宫》、《兰搜索府》、《祭头巾》等，武陵戏也有不少艺人到荆河戏班唱戏，主要节

l：i有《盘丝洞》、《闹江州》、《黄鹤楼》等。荆河戏弹腔的[马头调)、(北反)及文场曲牌[流水

金钱)、(昭君怨)、[美女思情)等也为武陵戏所吸收。荆河戏与岳阳巴陵戏也有渊源关系，

两班的艺人可以同台演出，生、旦、净、丑各行均不隔功。荆河戏与川剧的胡琴戏也有密切

关系。据周贻白说：“四JII的胡琴戏⋯⋯直接受荆河派的影响”①。荆河戏乐队早期用的

土锣、大钹是从川剧吸收过来的。光绪年间(1875--1908)，荆河戏的松泰、泰华等班社曾

到秀山、酉阳等地演出，有些艺人还在川班里唱过戏，并把川班剧目《背娃进府》、《婊子过

关》，《张古老借妻》和“川白”吸收过来并保留至今。荆河戏与辰河戏弹腔也有密切关系，

①周贻白t<中国戏曲史发展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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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1895)安福县(今临澧)艺人周双福、石门县艺人周松贵兄弟二人先后在洪

江、黔阳等地区辰河戏科班中教授弹腔。荆河戏与湖北南剧关系也极密切，南剧的“南、北

路声腔，源于汉剧近支荆河戏”①。南剧最早的班社双庆、云庆都是由荆河戏艺人张玉福、

李玉龙执教。光绪以来，荆河戏艺人柴寿贵、吴寿满、夏福千、覃福豹、徐玉寿、杨化全、陈

化龙等，都到南剧班社参加演出或在当地定居或坐科授徒。

二、声腔的艺术特点

高腔 属曲牌联套体。由于年代久远，保留至今的仅有《祭头巾》、《薅豆》等单折。

演唱上保持一唱众和、用鼓板、土钹、大钹伴奏的形式，后来在帮腔时加入唢呐。在形成荆

河戏高腔的过程中，又吸收了大量本地民歌，使之富有地方色彩。如《薅豆》中张浪子的Ⅱ昌

腔就与澧水流域的“丧鼓”极为相似。

例一I
《薅豆》张浪子唱

(屈天庸演唱)

．I- ．． -． ． ． o ．．

^ ^ ‘

秒63 8 3 3 63 1 3 6 1 - 31 3 1 1 35 3 3 5 5．

说起 天亲 不算 亲(哪 咳)， 说起 天亲 怄死 人 B罗(下略)

例二l

，7、，．、

廿0{6§3。6§{3 6{j (冬冬)6§肾‘‘’。=一 一
我一不讲 天地阴阳(呵) 二也

澧北丧鼓
(邵朝质演唱)

，、，、 e

6j 3 5 3 35 6 t5 一 (冬冬)====’～
不讲夏禹成汤(呵) (下略)

昆腔 属曲牌联套体。演唱时用一对笛子或一对唢呐伴奏，故又名。吹腔”。保留

至今的昆曲只有《封相》、《赐福》等八折戏，都是“垫台戏”(即“神戏”、“吉庆戏”)。部分曲

牌已作为过场曲牌使用。曲牌冠以“南”、“北”字样，如南[水仙子)、北(水仙子]，北[村里

迓鼓]等。

弹腔 又称：。南北路”，板式变化体。包括南路、反南路、北路、反北路。南路有

(倒板)、[三眼)、(三眼垛子]、(原板]、[原板垛子)、[摇板)、(三流]、[滚板]等板式。北路有

(倒板]、(一流)、[慢二流]、[流水)，[消眼)(即“快打慢唱”)、(三流)，[滚板)等板式。另

①《戏剧研究资料》第5期，湖北省戏工室1982年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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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用南路定弦伴奏唱反北路的腔调，谓之“南反北”，唱腔介乎南路和北路之间，板式与反

北路相同。平板属南路腔，板式有[散板]、C--眼板]、(一眼板]、(垛板]等。它有极大的活

力，可与[安庆调]、(渭腔)、[草鞋板]、(黄八板]等糅合一体。实际运用时，可由单一板式

成段，也可用不同的板式组合成段。

荆河戏舞台语言以澧州官话为基础，采用中州韵。韵分十三辙，每辙字调又分五声，

有少数字有音无字或一字多音。

澧州官话与中州音韵四声调值各有差异，中州韵入声派入三声，澧州官话则有入声字

调。

语言音韵是构成荆河戏唱腔特点的重要基础，它在咬字、发音、润腔、节奏、旋律等各

方面都有潜在的支配作用，特别是在三流、流水消眼表现得更为明显，如“绣楼躲避最为

上”一句，“绣”为去声，“楼”为阳平，“躲”上声，“避”入声，其旋律音调为。

，_。——、
／、I／7—＼／’—＼ I／^、

业l型J卫I s_5326 1 1 1 3 5 I业3I6 6

一l：===—一1一 I一
绣 楼 躲 避最

《十美图》秋菊唱
(赵 希演唱)

l丑l丝l例一6 15～635 l蚋l塑l 5I——I—I——～I—I——I—I
为 上，

。南反北”与“反北路”都是下旬落1音，只“南反北”定弦为5 2，“反北路”定弦为2 6。

荆河戏唱腔讲究“字正腔圆”，演唱时要“提丹田”，使发音坚实、准确。弹腔戏生行用

嗓分一末腔、二净腔、三生腔三种类型。末腔是指老生唱腔旋律低沉、苍凉，多用胸腔，口

腔共鸣，净腔(红生腔)刚健、高昂，多用头腔共鸣，有的则用“本带边“(即真、假嗓结合)演

唱，生腔华美、甘甜，以本嗓为主，高音则用边嗓，小生用假嗓(女扮则用本嗓)，音色尖细而

跳跃性大，旦行虽有青衣，闺门旦、花旦、武旦、摇旦(丑旦)之分，但唱腔皆同，仅老旦唱生

腔，用本嗓，净行有大花脸、二花脸、霸霸花脸(不挂须者)等，也不分专行均唱本嗓，多甩

“虎音”，丑行用本嗓，比旦腔低八度而多用装饰音。生行的“呔腔”，则和丑腔近似，本嗓

低八度唱旦腔，用山西、陕西语言(或近似)讲自和演唱，行腔不及丑行诙谐和旦腔的柔丽

而另有风味。

润腔手法可分为旋律装饰性润腔和节奏性润腔两种。旋律装饰性润腔有倚音、滑音、

波音、颤音。倚音多用前倚音，如《两狼山》杨业唱的[倒板]句：。大营内起初更马稀人静”

。1／_—■了——万——————————了—■——一
中的。马”字：-2 3毛3 5．2 3 2 1 6 l 6 5 3 2 3 5 t5一峨2”是用在字—-—一———一-●⋯●‘

马 稀
。 ’ 。

4 ^

首，“3毛3”是用在腔中，而“t5一”用于腔尾，前者依字行腔，中者为了旋律上的装饰，腔尾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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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A 3／，—＼

则是对结音的润饰。滑音的运用如：3．1 2 t2 t2 2一、。大”字腔尾。2一、”用下滑，刻

大
M W

画杨业兵尽粮绝、内外交困的痛苦心情。波音的运用，多用上波音。如。2 5”两个字连
一 起初

用两个上波音是为了甩腔作准备。也有下波音。如6 65676一是表达字音，二是为了渲
·亍i吾

染这种悲凉情绪。颤音的运用，如“起初更”的“更”，3 2 2 32 T 6 5 6一一2——～■■‘’
更(哪) ，，

拿5．。在北路丑行戏中，颤音用的更多，如《斩雄信》程咬金唱的“好话儿说得他心爽

—旦厂————■j
快”的“快”字，记作3．{6{0，实际演唱为：3．{6i6j6i6j{0。

快 快

节奏性润腔多用于板式转换时速度的快、慢，。子腔。(假嗓腔)的增、减以及。巧板”，

。拗板”的运用等方面。《寒江关》中。樊梨花坐将台怒气生噢”先由[倒板]转入(快一流)，

力责丁山4不义”，唱到。爱”字时大锣一击煞住，表现她羞于出口的情态，然后慢慢唱出“爱

风流”三字，旋律下行，音量减弱，表现为极力控制自己，到“只顾你说出口哪管人伦”一句

对，转入(快流水)，越唱越快，如连珠炮迸发，到最后“叫军校打四十决不留情”已不用乐

从伴奏，也不按上下旬唱腔而改用讲自，形象地表现了她威严、盛怒的情态。

在一般情况下，板式之间的转换用“放腔(散板)”或用放慢原板式速度转入下一板式，

有些腔尾，演员便有意变换其落音，将最后一音或几个音不唱而由胡琴代奏，谓之“偷腔”。

而在余未精演唱的段子中还常用“巧板”、“拗板”，“巧板。多用于(流水板]，即把应在板上

唱的字提前到上一板的。过板”(弱拍或后半拍)上唱。如《广华山》中的“八洞仙”一句，在

节奏上本可以处理成丢oj l x l x I x j x—f、x l f丁b l x但却盎理成丢ox
八洞 仙 齐 立 在 云端， 八

x l X I x x x f o x l x l。去会群仙。一句本可以处理成丢x x乍x f xI但却tl—===I—I —
l I—l

洞 仙齐立在 云 端。 去 会 群 仙，

唱成{x x fn．x!x“拗板”却是把应该在板上唱的字，推到后半拍或弱拍上唱。
去会群 哪 仙’

如在《广华山》中曹福唱[北路三流)一段中。随带拐李仙”一句，本可以处理为丢x x l x

随带拐

x i x l却唱成丢xx I xTl』I x I向后延长了一板。
李 仙， 随带 拐 李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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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乐队与伴奏

荆河戏传统乐队有。三箱七场面”的说法。在七个场面中，有一人专在舞台上设置道

具，施放效果。余下六人，分为文武场面。文场有胡琴、月琴，三弦，合称“九根弦”，管乐有

唢呐两支和竹笛二支，均用“双吹”。武场有单皮鼓、堂鼓、开口、云板、汉钹、土锣、苏锣、马

锣、云锣，小钹等乐器。有特点的乐器是：土锣，即大锣，铜质圆形卷边，锣面平滑，重5公斤

左右，以木槌击奏，因演奏部位不同而发出。汤”、。浪”、“淌”，。光”四种音色的声响。

马锣，因用于洗马、备马而得名。为本剧种特殊乐器，较云锣稍大，无穿孔，演奏时甩

锣片敲击后即向空中垂直抛去，以敞其音，一般抛二尺左右，掉下时再接住，继续敲击，会

抛者可抛高丈余，发声为“堆”音。

在伴奏手法上，南路戏“托腔保调”，主胡与唱腔同步进行，(马头三眼]、(老板头三

眼)，(八块屏]等板式中常用。其余如(原板]，(摇板)、亡三流)等板式，因唱词字音不同而允

许在旋律上由演员自行变化，只在乐句结束处统一归调。胡琴则大致上以其旋律的基本

音进行伴奏。在北路戏的[一流]，[慢二流)、(三流]等板式以及“南反北”，“反北路”诸腔

中，也可如此。但在北路C流水]和(消眼)板式中，则采用保调而不强调托腔，例如。

唱 腔

主 琴

l叠l鱼I堡l亟l
不 必 跪道 旁，

塑l些I堕l 3—565 l墅I 6—536 I

《葛l查
古 之

《塑l 2—343

常，

／‘、，。、

8535

吾的

1235

(略)

(略)

《天水关》诸葛亮唱
(谢天才演唱)

0 5

歪

5 4

鱼l 2 l睾健l
把业 创， 桃 园

l 2—1 61 l塑l 2—762 l

1．

挚蚓
一业家

坠

，。、军

藏路tH

5

将

^塑意

墅

^塑媳
竺6¨．屯主磐■■■●■■■■●l●，■■■1__I

丌‰蚓蟹关塑

～I。

II

，j刘

堡

、5■，

堕．

蕊i磐㈣



还有些雨路唱腔专用唢呐伴奏，如《薛刚哭城》中薛刚唱南路摇板“薛刚打马过潼关’

一段，唢呐就起托腔保调的作用。

荆河戏过场曲牌的伴奏，讲究“接字”。唱段后接伴奏曲牌，唱腔落句的尾音必须与伴

奏曲牌起音相同。曲牌的变化，用“内五调”和“外八调”手法。。内五调”是将一支曲牌的3

音改奏为4，4即等于新调的1，此种转调称之为“扬调”手法，或把1改奏为7，7即为新调的8，

此种转调叫“屈调”手法。一支曲牌经过派生可获得五支新曲牌。“外八调”的变化办法，

已无法说清，有待研究。

20世纪50年代，乐队采取二胡“配反弦”，60年代中期，演。样板戏”开始引进西洋管弦

乐器，如大、小提琴，铜管乐器，木管乐器。70年代末以后，又回复到“九根弦”为主的传缴

伴奏体制，但增加了二胡、琵琶，扬琴、大提琴等，乐队编制保持在1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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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表

荆河戏语言声调表
——

调类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 l -J 11

一 ／f调值 I 55 _23 I 44 ／J 14

字例 妈 麻 马 骂 抹

荆河戏十三辙字例表

调 类 阴 平 阳 平 上 声 去 声 入 声

抓 麻 韵 妈 麻 马 骂 抹

庚 辛 韵 辛． 行 醒 圭 衬

寒 山 韵 烟 盐 眼 艳 看
十

--

衣 里 韵 依 移 椅 义 益

二

江 洋 韵 香 羊 想 象 趟

辙
由 求 韵 忧 游 友 又 欲

字 薄 合 韵 喝 翱 火 贺 合

调 开 怀 韵 哀 若 矮 艾 额

乌 乎 韵 乌 吴 伍 误 物券

捏 铁 韵 耶 爷 野 夜 叶
例

梅 葵 韵 霉 梅 美 妹 愧

洪 桐 韵 垄 龙 拢 弄

骄 傲 韵 骄 乔 绞 轿 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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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唱 腔

高 腔向 腔

可怜我无名老儒憾终身

《祭头巾》石灏[丑]唱 屈天庸演嚼
潘思林记谱

(佚名)
， ‘ ^ t，7—’、，一、
k罗打可打打亏台台打打亏 可达．1廿j 6{3 {{6 {65 3 3 5 5 ． f可达．’t叩—’‘===Ⅻ—： 一。。‘。一===r一 一 、==——一，

， 他说我 今科不(哇) 能(来)，

中速

3 8亟5皇五面一l罢o，l鑫3 l 2一I 5．i 2玎
眼见 我(喂) 眼 见 我 有 家 难(罗)

—————、

3 2

f以 点
＼

3函5 3虾5 5 8 I 6n8 5

难 见 妻 身，

3 5 1

叫 声

2 - J 3

憾 终
，以
、

／，．——’、
3 3 5

住

-、

2 -

1 072

^l
2 1 2 3

——I
上 长 街

I． ．

I' 1
I

归 家

l一一—■＼
I 3 1 1 3
I I

愧 对 亲

I——、
I 6 1
I

去

t l，，l 3—5 l。t I 2，l 2 2 i，2 I
天 天 不 应， 可 怜 我 无 名 老 儒

，，——＼／7——、／’、 I l l，，7、
塑I 5 3 I 3 o l o o l 5业I 5

喉 哽 哽， (打) 珠 泪

—，-———、、

／7—＼
3 5 5
——I

泪

2

淋

3 1

不

2 I 2广1
淋 淋，

I塑塑l生6．1 1一-T
(呃)‘

O0

台

0

打

O

令

O

台

0

令

O

台

O

令2㈤塑2奔以

O2邻
●●■_■●■■I

．，苍

3止

0O

台

O

打

O

令

O

台

O

令

O

台

O

令2甜一3身以

-

点

；

咽

5

珠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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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

各奔前程永别离

《祭头巾》石灏[丑]唱 屈天庸演唱
潘思林记谱

(以点I以塑卜堕i亏此l亏一)I詈0 In
(佚名)中速

提． 笔

一1、6 l亟1 3 5r下5一1 0 0 1 0 0 l 0 0 l 6函3 6亟l — '
· I一． J． I I I一一

悲(耶)， 来 音
(以 点 以堑塑 亏 此 亏此 亏)

3，l 3玎一l 6—1 6．卜一l业?降一．I-1一l业?一
珠泪 双(噘) 垂。

． 1 f可打l仄 0、f
I、 I ／l

f一6 l，、／———、 I' f／———、／、
3

6． I_1。I 6—1 3 3 1 I t3。l 6． 31 3坠· I I—— I I． 1。 ∑
都 只 为 头 巾 未 去， 两 鬓 如

l 3 一 l
霜

3，i●I圣_一1。0 1。l。 I365 5 0 0 6．1亟五3 1 i．1 l塑．1．一I o I o l o 1 ．I盟业
功名 不 第(耶)。 非我 无 情

(以 点 ．以堑塑 亏·堕 亏此 亏)，——～
1一l坠业I 3

义，

一I@打l仄。)I，，l，3．I鑫，l国
今朝 将你 来 抛弃，

。矸?l，6亟1 l?!l西1 3 1 l。齐
提 起 令 人 好 惨 凄。 从

6 3 1

各 奔

I／—、

6 1 3
I．——

永 别

卜一
离，

今 后

／—、 I^／，—一——．、 I

塑I 3 1 l坐3 1
6．

各 奔 前(哕)

5．一1 0。I 6．一I，吓3 h6一一l譬6．一
程 永 别(呀) 离。

(，打 仄一 仄 台 以台 以打 仄0 可 打 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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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 腔

听金钟文武齐叩

1=bE(筒音1) 《六国封相》六国大夫[生]唱
黄开国传腔
谢成爱等演唱
黄开国记谱

【点绊唇】(喷呐伴奏)

／—≯ ^厂、^／■》广
廿(可)6 t5—4·曼一5 3 5 2一(台 台)3 t2 1

风 烛 光 辉， 龙 阁

、／7—＼／——一———、
2-6 5‘ (台 台 台)2 3 5 4 3

凤 楼， 听 金

／，——、＼
2 3

— 5 t2 一

钟

厂、父八6 厂、八
f，台 台1 1 12 1 2 2 6 1 ‘5 一 f台 台 台) 6 5 3 6
～ ／-_-----～·_--一 、 ，

文 武 齐 叩。 碧 玉

，——、／7、
5 3 2 1 2

丹 墀 奏。

1=bE

(台 台 。些皇台 台)

六 国 为 仇

《六国封相》苏秦[生]唱

【小点缉唇】 (笛子伴奏) ^
廿r可、 6 5 — 6 5 4 3 — 6 5 3 5 5 2 — 2 1 3 2 一

＼／——一
秦 据 雍 州， 龙 争

／7—＼
厂—一—■—、 ^ ．八厂一—_、／—、

2 6 2 7 6— 6 1 5 一 f册 台 册) 6 5 4 3— 6 5 3 5 2 一

． -- 一． 、 ／ 一一
虎 斗。 干 戈 后

／—、，，一、／——一——一、 ^／’、厂———————_、
3 2 1 3 2 — 5 6 1 7 6 - 6 5 — 6 5 6 1 6 一

六 国 为 仇， 总 要

／———————————————————————。’、／————一一
6 5 — 2 32 1 3 2 — 2 6 2 7

———{== ●

归 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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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可)2 3 2-2-苎6 5-2 5 4 3-6 5 3 5垡
感 吾 主 宠 加 位

————、

l 6 一(拣)盂而l i4 5一．6
、一，一～l一 一

使 为

／——一——_、／、／一、／—、I，———、
5．6 76 7 3 5 1 6 2 32}5． 6 5————一===●州 一

首。 光 闪 闪 金 印

／———一———、

23 2 5653 2
====?。一=====一

诚 惶

／7、I，—一———’、
3532 1 6 21 35
=====一 心
似 斗，

／。、
7276

顿

^^／一＼
1 2 3 5 2321
==========一======

紫 罗 兰

／——一———’、／—＼／，—、f／7—、／一、／^、
61 5 656{ 2532 1 6 2 l 6 7 2 6276 5 5 6 7 6 5 5 2 1 3 2 3==，⋯====—一 I==；=—一===m · 一====一
御 香 盈 袖。 理 朝 纲

／——一———、
1 B 2 12

国

／——一———、
3216 2 32
======’——1==

政

／—一——_、^^^^l／—一—、／一、
5．6 5632 2 1 3 5 2 3 2 1 61 5 6561 2532

一====================一 I===·咄
修， 可 却 做 了 圣 命 王

，——————————————————————————————————．、 ， 、

／一＼ ^I／——、／一、／．、／一、^I
67 2 7276 5 56 76 5 5 5 4 3 23 5 4 32 5．6 76 5 5 1235 321 6 2 32 I-氖焉氘I· 一I一一一l 一气一‘
侯。 臣有什么 功 劳? 臣 有 什么

4／——、／—、 ^／—、I^^／^＼^^I／’——＼
565 4 3 5．6 565 5 2．3 5 3 2 1．2 3 5 2135 2321 615 6561

—一严一—一—= l—⋯ I—哪=一 ·=一}亍，

功 劳? 哪 何曾 辅 明 主， 只是 两

／一一—————、／7———＼／7、，、^
672 8276 5．6 765 5 2 6 2 7 6===●====一———⋯I———一。——一
●●

● ●● ● ● ⋯ ● ● ●

敌 斗。 六 国 内

／，——＼，———一————-、／一＼

5．4—32 5一．6 7—6_曼5 l塑些
和 平， 六

／—————-＼／一、I 7—、
5 4 3 5{6535 8． {5 6 7 e 5 6 6⋯ 竹
和 平，皆因 是

／————一————一、

／——一——。、／—。——、
1．3 2 1 6 1 5 5

·——。一‘__一—’—一● ●●

三 寸

^^，—一——．、
6 5 e 1 2532 1623====；======Ⅲ
三 寸 舌

／7、／4、
1． 6 2 32

国 内

／’、／，。——＼

2． 3 5 3 2
————= 一 一

小 微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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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

，

／3

禄

矗一将矗『一唑将一掣

高彳画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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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

8 一 f仄 仄1 2
． 、 ／

／7—、／，——、
1 6 2 1

改 换 当

／‘———一——————、

6 5 3 2

焦

5．(仄台受)3—2 n f函
损 旧 貂 裘。

／’‘、

2 3 2 1

苍炎 凉

2 2

豁 开

／，———＼
5 3 2

两

／，。—、、

3 2

破

f仄 受1 2
、 ／

世

2 7 2 7 6

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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