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 州 二 四 谱 探 源

—论潮州的古谱
、

古调
、

古筝

苏巧筝

潮州古城
,

历史悠久
,

文化光辉
,

人文

荟萃
,

有丰富多彩
、

驰名中外的音乐
、

锣鼓

和戏剧
。

按照潮人的习惯
,

将弦索乐称作文

畔
,

将锣鼓乐称作武畔
。

属于综合艺术的戏

剧
,

文畔
、

武畔双全
。

具体的讲
,

文畔包括

有潮州的弦诗乐
、

细乐
,

潮阳笛套的硬线和

软线
,

也包括庵堂观寺中的梵音和宗教音乐
。

武畔包括有 以大鼓为中心 ,
配用各种锣钱铜

器 , 伴以大小吠呐及管弦的潮州大锣鼓
,

包

括以大笛为主奏
,

伴用笙箫管弦
,

配上大鼓
,

锣拔等铜器的潮阳笛套锣鼓
,

还有形成于潮

州开元镇国禅寺
,

专用于佛事活动的潮州寺

堂鼓乐
。

这三种锣鼓乐
,

又派生出多种小型

的演奏形式
,

如苏锣鼓
,

花灯锣鼓
、

鼓畔等
。

文畔的音乐有谱
,

武畔的锣鼓乐有经
,

径渭

分明
。

在众多的音乐形式中
, 属于文畔的弦诗

乐 , 使用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数

字为符号
,

用潮音为唱名
,

加用板号形成的
“ 二四谱 ” ,

被称为古谱
,

这种乐谱因未被列入

中国乐谱系列之中而被称作
“ 绝谱

” ,

引起各

方学者的重视
。

二四谱奏出来的音乐被称作
“ 古调 ” ,

这种乐谱和它所奏出来的“
古调 ” ,

皆因与古筝这件乐器的关系而探源至唐
,

甚

至更远的年代
。

围绕着古谱一古调一古筝这

条线索去探索
、

研究二四谱的历史
、

作用的

工作
, 已经持续了十几年

。

我从小在潮州跟

随父亲苏文贤先生学习古筝
,

他先用二四谱

教我唱弦诗
,

然后才教指法弹古筝
,

对于习

以为常的二四谱
,

其价值
、

其历史源头
,

以

及与古筝这件乐器的关系 ,

在此提出我的一

些观点
,

并请教于识者
。

一
、

乐 谱

年
,

北京音乐研究所编印了中国音

乐史参考图片
,

在第四
、

五辑中
,

发表了中

国历代音乐谱式共三十八种 未 包 括 二 四

谱
。

要研究二四谱
,

应先将这些乐谱分类
,

然后才将二四谱归入其类别之中
。

乐谱分类

①锣鼓经 ,

吹打
、

管乐谱
,

如西安何家

营鼓乐社乐谱
。

②古琴谱 , 如唐卷子本
, 褐石调幽兰古

琴谱
。

③弦索谱
,

如敦煌唐代琵琶谱
,

福建泉

南 工谱
。

④词歌曲谱
,

如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谱
,

宋张炎的词源谱
。

⑤乐舞谱
,

如元余载韶舞九成乐补方格

谱
,

明朱载墒灵星小舞谱
。

尽宗教音乐谱
,

如五台山寺院传管子谱
,



北京智化寺传合乐谱
。

按乐谱的使用情况又可 以分 全国通用

乐谱
,

如工尺谱
,

外来的简谱
,

五线谱 , 地

方性的乐谱
,

如福建泉南 工谱
,

五 台山寺

院用谱 , 各种乐器的专 用 谱
,

如 古 琴
、

琵

琶
、

笙
、

瑟等乐器谱
。

流传在潮州的二四谱
,

是属于地方性的弦索乐谱
。

二四谱
,

二四谱用七个中国数字为符号
,

以潮音

为唱名
,

其排列如下

谱字 二 三 四 五 六

拼音音标 习 习“

潮音反切 而衣 思暖 思衣 俄乌 。 罗安

七 八

徐因‘ 波挨

二四谱七个谱字用 自己独特的方式
,

表

现各乐音之 ’的逻辑关系
,

它配有板的符号
,

有节奏表现能力
,

但是
,

二四谱还必须配合

一些弹奏的手法
,

如轻 轻三六
,

重 重三

六
,

活 活五
,

反 反线 等加以变化
,

才算

完整
。

所以
,

轻
、

重
、

活
、

反
,

既是一种演

奏手法
,

也是二四谱中的谱字和乐音
,

两者

结合
,

互补协调
,

臻于善美
。

这种乐 弦 谱

的符号
,

用 潮音唱 歌 出
,

经过语言韵律 诗

韵 的润饰
,

每个谱字都有弦歌诗韵
,

所以潮

人称这种能奏
、

能唱的乐谱为弦诗
。

二
、

二 四谱探源诸论

年
,

香港书店出版了陈蕾士先生

的《潮乐绝谱二四谱源流考 》一书
,

陈先生因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发表的中国历

代音乐谱式三十八种中
,

没列出潮州的二四

谱
,

而称它为绝谱
,

开了对二四谱研究工作

的先河
。

陈先生在书中写到 “唐朝制 筝 为

十三弦
,

十三弦分高低的
‘

古今谱法
,

两套音

阶
,

潮州 自古用筝为伴奏弹词乐器
,

且采用

十三弦筝中之一套音阶
,

作为一般性乐谱及

歌唱谱
,

因此
,

潮州乐谱与 日本筝谱便大同

小异矣
,

且所根据者俱是唐代筝制
” ① 。

结论

是 “二四谱是伴奏弹词的 筝 谱 ” ②
。 “潮州

乐谱与 日本筝谱同源及二四谱与唐筝定弦腹

合 ” ③
。

年
,

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

论文之二
,

刊登了曹正先生 关于潮乐二四

谱与工尺谱关系的探索 》一文
,

文中写到
“ 就盛唐时期由我国传到 日本的筝而言

,

当时

不仅传去了乐器
,

演奏法 , 记谱法和乐曲也

毫无疑义的随之传入 日本
。

第一
,

以 日本正

仓院保留的复原的唐筝标本和现代流行 日本

广大民间的十三弦筝以及唐代乐曲《越天乐 》

等
,

都是有力的物证 , 第二
,

日本筝定弦法

包括演奏指法等 和对筝的构造 解 释传说

等
,

也都是 以中国筝为根据 , 第三
,

日本筝

的定弦
,

依照 《教训钞 》的记载
,

是用仁
、

义
、

礼
、

智
、

仪
、

文
、

武
、

斐
、

兰
、

商
、

斗
、

为
、

巾十三个汉字代表十三 弦 筝 的 弦

位和音名
,

其具体筝谱则用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十斗为 巾来记谱 ”。

结论是 “
传到 日本的

十三弦筝
,

由第二弦开始为最低 音 之弦 ” ,

“再和潮乐二四谱联系起来看
,

二 四 谱由二

始
,

是没有把这个后来占为首位的一弦加入

这个行列的结果吧 ”。

年
,

西安音乐学院第 三 期 学 报

《交响》
,

刊 出何昌林先生的《秦乐与潮乐 》一

文 , 文中写到 “西凉乐的主要组成 部 份之

一 , 是西汉魏晋流布在秦陇间的清商乐
,

故

西凉乐又叫国伎或叫秦汉伎
,

乃隋七部伎之

一
,

因此
,

西凉筝当可仍称秦筝
”。 “

十三弦

秦筝谱是一种什么样的乐谱
,

这可以由唐传

日本的十三弦筝谱来加印证
,

因为这种乐谱

早在唐代就传到了 日本
,

并且应用至今
,

潮

①②③ 陈奋士 《潮州绝谱二四谱源流考》。

香港书

店一 年出版
。

第一 至 页
。



筝谱二四谱
,

实十二弦清 商筝谱
,

这是 由十

三弦秦筝谱简化而成 ”。

结论是
“ 因此筝谱

二四谱 应该是南朝覆灭后 年后 才产

生的十二弦清商筝谱
,

这种记谱法
,

有可能

产生于公元七世纪初
,

长安
、

洛阳一带的十

三弦秦筝谱的传入潮汕
。 ”

年
,

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 《潮

剧音乐 》一书中
,

张伯杰先生认为 “二四谱

原出自无码乐器的古琴
。 ” 年

,

马来西亚

天风 出版公司 出版萧遥天先生的 《潮州戏剧

音乐 》一书中
,

对二四谱的来源持相同的观

点
。

年第四期的 《民族 民 间 音 乐 研

究 》刊登了林毛根先生的《谈二四谱 》一文
,

文

中写到 “二四谱原是筝谱还是弦谱 至今未

有定论
。

它是五声音阶乐谱
,

从音位排列到

乐谱标记符号看
,

是 由筝谱扩展到诗谱的可

能性较大
。

二三四五六符号合筝的五声音阶

弦序的排列
,

而拉弦乐器只有两根弦
,

用它

来解释说不清楚
。 ”结论是 “二四谱中的轻

三六
,

重三六
,

活三五诸调
,

只有筝才解释

得明白
。 ”

年第三期的 《民族 民间音乐 》刊

登了陈天国先生的《二四谱是 弓弦乐器谱 》一

文
,

文 中提出八个论点
,

可归纳如下 二四

谱是弦诗乐合奏的基本谱
,

二弦照谱演奏
,

二弦的原始音域
,

正是二四谱的音域
,

以二

弦的定弦二四定名
,

既合乎乐论
,

也切乎演

奏实践
,

它们之间是有内 在 联 系 的
。

结论

是 “二四谱为古琴谱说未免牵强 ” “二四谱

为古筝谱也难 自圆其说、
“
二 四谱是 弓弦乐

器谱 ”。

三
,

二四谱与诸论没有源的关系

二四谱不是来 自古琴谱
。

因为 古琴

谱的每一个谱字 只表示弹奏的指法
,

它的每

个乐音必须在谱字的提示下
,

经过运指弹奏

之后才可得到
,

它不是旋律谱
,

而是一种指

法谱
。

二四谱是一种旋律谱
,

它 的 一 个 谱

字表示着一个乐音
,

音位明确
,

这两者有本

质上的区别
。

另一方面
,

原本属于文字谱的

古琴谱
,

流传到唐代
,

经过改革
,

变成为减

字谱
,

它的每一个谱字
,

都有严密的
,

独立

的
,

完整的逻辑关系
,

如若二四谱是来 自古

琴谱
,

它绝不可能只提取琴谱中的数字而完

全不顾其内容和乐谱的结构形式
。

二四谱不是潮州伴奏弹词的筝谱
。

对

弹词
,

有广义
、

狭义两种理解
。

广义讲
,

是

指 自弹 自唱或弹唱的这种说唱形式 狭义讲
,

是专指江浙一带流传的弹词
。

流传在江浙一

带的弹词
,

因用方言的关系
,

一般是流传在

苏州
、

扬州
、

四明及毗邻地区
,

它是 固定用琵

琶
、

三弦
、

扬琴或月琴三四个人 自弹 自唱 自

说的坐唱形式
。

在弹词的伴奏乐器中
,

未见

使用古筝这件乐器
。

这种形式
,

也没有在潮

州流传
。

潮州民间流传一种唱歌册
,

这种歌

册多以七言的潮州韵文为主
,

语言通俗易懂
,

夹杂乡间侄语
。

歌册内容丰富
,

题材广泛
,

有书史文传
,

历史故事
,

民间传说
,

小说平

话
,

它歌烦英雄
,

弘扬传统美德
,

尊亲奉孝
,

以及 民俗风情如佛教的因果报应等
,

在潮州

颇为流行
。

歌册以吟哦咏诵 自娱
,

不用 乐器

伴奏
,

它与有乐器伴奏的坐唱表演形式的弹

词不但形式不 同
,

也不 同源
。

歌册不是弹词
,

歌册本身也不用乐谱
,

它 由演唱者根据 自己

的能力
、

修养去 自由发挥
,

歌册从没有用古

筝伴奏
。

从多方面看
,

二四谱不是潮州伴奏

弹词的筝谱
。

二四谱与唐传 日本筝谱不同源
。

要证

实二四谱与唐传 日本筝谱不同源
,

首先要搞

清楚唐筝是什么样 唐传 日本筝谱是什么样

唐十三弦筝是否流传到潮州 潮州古筝用的

是什么谱 这样
,

才能搞清二四谱与唐传日

本筝谱的关系
。

筝这件乐器
,

在 中国土生土长已经有几

千年的历史
,

所以称为古筝
。

古筝在历史上

经过若干个发展阶段
,

从形状
、

规格
、

弦制
、



音乐功能等方面有很大的变化
。

隋开皇元年 公元 年 的七部乐
,

大业

中 公元 一 年 的九部乐到唐贞观十六

年 公元 年 的十部乐中
,

燕乐伎
,

清商伎
,

西凉伎
,

高丽伎
,

龟兹伎
,

皆用筝合乐
,

其

中
,

西凉伎
,

高丽伎中
,

还分 出用义 甲弹奏

的弹筝和用真甲弹奏的捣筝两个乐部
。

唐代

还有清乐筝
,

轧筝
、

卧筝
、

捣筝
、

弹筝
、

云

和筝等等
,

形式多样
。

唐《通典 》云 “ 今清

乐筝十有二弦
,

他乐皆十有三弦 ”。

这说明当

时
,

十二弦筝
、

十三弦筝是并用的
。

十二弦筝

承袭古制
,

弹奏清乐
、

雅乐 民间教坊的俗

乐
,

用的是增加了一根低音弦的十三弦筝
,

这在唐诗中可找到佐证
,

如岑参的 “ 汝不 闻

秦筝声最苦
,

五色缠弦十三柱
”。

刘禹锡的“ 大

蝙高帆一百尺
,

清声促柱十三弦
” 。

唐代流传到 日本的俗乐十三弦筝
,

至今

仍保存在 日本奈良正仓院
,

其中一唐筝的残

片 厘米
,

宽 厘米
,

木板厚 。 厘

米
,

实际筝体还要大
。

今日本流行的承袭古制

的十三弦筝也在 厘米左右
,

形如瑟
,

是剖

桐为体的结构
,

这样
,

我们可 ’接得知唐筝

的形状和规格
。

唐筝如何定弦 用什么样的指法 筝谱

是何形态 我们没有确凿的资料
,

但从 日本

遣唐使准判官藤原贞敏到西安 公元 一

拜师
,

返 日后编写的《仁智要录 》筝谱中

可得知
,

十三弦排列弦位 “ 弦各从 外 计至

于 内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斗
、

为
、

巾” 。

右手弹奏的指法和

符号为 “食指口
,

中指口
,

大指 口
,

返 爪

匕
’

,

食指中指连、
,

中指 大 指 摘 合尹
,

食

指
、

中指
、

大指撮合护
,

三指抠合后再加大

指护
,

共八法
。

左手作韵有推入口
,

推放口
,

二度推入

口
,

取 由一度曳缓少
,

取度曳缓口
,

弦移之

间火急 昌 ,

急中属
,

移弦之间延引也寥
,

弹

绝早
,

弹已毕丫
” ①共十法

。

从弹筝八法和作韵十法可以看到
,

唐筝

谱是一字一音
,

一指一法
,

符号明确
,

音位
、

弦位
、

指法齐全
,

是 自成体系的 古 筝 专 用

谱
。

唐俗乐十三弦筝流传到 日本
,

但唐筝是

否传到潮州呢 试从潮地古筝的器和艺两个

方面求证
。

首先
,

从器方面看
,

唐十三弦筝承接汉

十二弦筝的形制
,

形如瑟
,

刽桐为体
,

加低

音一弦制成十三弦
,

头部尾部有平 口岳山
,

没

有弦轴
,

弦直接从岳山外的弦孔穿入到头部

和尾部的弦槽之中
。

潮筝形如一台仲尼式的

古琴
,

有肩
、

腰
、

额
、

冠
、

底部开有凤眼
、

瑶池
、

龙穴三个洞
,

作用和隐喻都与古琴相

同
,

是 以古琴为为本而制作的
,

筝体小
,

弧

度大
,

从外部造形到内部结构
,

这两种筝
,

并无共同之处 ”。

再从艺方面看
,

十二弦筝弹奏雅乐
,

十

三弦筝弹奏的是俗乐廿八调
。

唐传 日本十三

弦筝有十三个调子品
,

后来在流传中逐渐统

一到壹越调
,

平调
、

大食调这三个调系之中
。

日本学者林谦三先生的《东亚乐器考 》一书记

载这三种定弦如下

壹越调

特 ‘ ’ 共 , ‘

平 调

, ‘ 井‘ ’ 井 拐

大食调

书 井‘ , 共‘ 共 , ‘ 幼 ,

潮筝弹奏的是一种在本地形成
、

发展的

弦诗
。

弦诗中有轻三六
、

重三六
、

活五
、

反

① 日本井原朝臣 仁智要录 》筝案谱法 一 页
。



轻三六
,

重三六 二
吸

活五

转 ‘ ‘ 井 , 井

。

。‘丈南路反线
下反

北路反线
上反

卜 卜 ‘

线等四种不同的调体 ①古筝也有相应这些调

体的四种定弦法

潮筝没有专用谱
,

它在弦诗合乐中共同

使用一种弦诗谱
,

它运用一系列的技法去对

乐句进行加花
、

造句
、

润饰
。

由此可见
,

无

论是从乐器或在乐艺方面
,

都无法寻得唐传

日本筝与潮筝的关系
,

从潮筝的器和艺中也

探不到唐筝流传到潮州的痕迹
,

既然唐筝没

有流传到潮州
,

唐的筝谱又如何会跑到潮州

去落户呢 皮之不存
,

毛将焉附

四 ,
二 四谱为潮调而生

年
,

梅兰芳先生
、

欧阳 予 倩 先 生

将原藏于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 研 究 所 的

《重补潮调金花女大全 》, 以下简称 《金花

女 》 的戏文摄影本带回国
,

这是明代万历

一 年 的刻本
,

至今已有四百年的

历史
,

应该说
,

这个潮调
,

是迄今所发现的

潮地最古老的乐调
。

潮调是什么样 用什么谱 潮调今何在

年
,

广东人民出版社将在境内外收集到

的明代七个剧本汇集
,

即《金花女 》
,

《新编

全像南北插科忠孝正字刘希必金钗记 以下

简称《金钗记
,

《蔡伯嘈 》
, 《重刊五色潮泉

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 》,

简称 《荔

镜记
,

《新刻增补全像乡读荔枝记 》
,

简称

《荔枝记
,

《颜臣 》, 《苏六娘 出版
,

为寻

找这些问题提供一些条件
。

现从三个方面论

述
。

版本曲牌情况
。

见下页表格

将七个剧本的曲牌进行梳理
,

除去本剧

目重复使用的曲牌
,

再比较七个剧本中重复

的曲牌
,

这样
,

就剩 个
。

明确为潮调的

《金花女 》 个曲牌也在其它戏文 中出现
,

可

见
,

这 个曲牌并非《金花女 》专用
,

也就是

说
,

明确为潮调的 个曲牌也存在于不明确

为潮调的其它六个剧本之中
。

个曲牌
,

有

“
调体

”
一名

,

是 年
,

我在全国第五届传统音

乐学年会上提交的论文 《潮州锣鼓音乐及其与西

安鼓乐的若千比较 》中提出来的
。

年
,

在 《民

族民间音乐 》第三期发表的《潮州音乐调体说 》,

进

一步阐述了我的论点
,

即弦诗乐中
,

有轻三六
、

重三六
,

轻三重六
,

活五
,

反线等不同
,

这些变

化
,

是属于调的本体
,

因演奏手法的变化
,

产生

了变体
,

故称它为调体
。

因为
,

体在中国传统艺

术中是一个常用词
,

如文有文体
,

书有书体
, 同

一件事
,

可以用诗
、

歌
、

赋
,

文等不同的文体来

表现
,

同一个书
,

可以用楷
、

草
、

行
、

隶
、

篆等

不同的字体来表现
,

同一首弦诗
,

可以用轻
、

重
、

活
、

反等手法变化出轻三六
、

重三六
、

活五
,

反

线等不同的调体
。

弦诗的这种通过手法的变化
,

产

生的调在体这方面的变化
,

与文体
、

书体变化的

情况一样
, 故称作调体比较合适

。



剧剧本名称称 版本年代代 使用 曲牌牌 除重复实用 曲牌牌 备 注注

金金花女女女

金金钗记记记

蔡蔡伯嘈嘈 明嘉靖 一 一一 原剧本有三册
、

现只有有
⋯⋯⋯⋯⋯ 两册

、

部份残页页

荔荔镜记记 明嘉靖

荔荔枝记记 明万历辛已九年

颜颜 臣臣 明嘉靖 一

苏苏六娘娘 明万历 一

合合 计 七个剧本互相比较除去去
重重重重重重复

,

剩 个曲牌牌

多少个是潮调 潮调是否是专指曲牌 潮调

今又何在

今 日在潮地流传的戏剧称为潮剧
,

潮剧

与南戏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
,

它是流传入潮

的正音戏
,

在潮地经过一系列的融变
,

俗称
“
正字母生白字仔 ”的过程中形成加发展的

,

溯其源
,

就是清代李调元在《南越笔记 》中写

到的 “
潮人 以土音唱南北曲

, 日潮州戏
”。

比较系统收录南北 曲的八十二卷 《九宫大成

南北词宫谱》成书于清乾隆十一年
,

年

中有曲牌 个
、

连同变体 曲牌有 个
,

明本七个剧本的 个曲牌尽在其中
。

另一

方面
,

年
,

汕头《潮剧音乐 》编写组草拟

的《潮剧 唱腔音乐研究曲谱 》中
,

有伴乐曲谱

首
,

唱腔曲谱 首
,

传统曲牌唱例

首
, 《金花女 》的 个曲牌及其它剧本的大部

份曲牌均可找到
,

可以说
,

潮调就在今天的

潮剧之 中
,

潮调是指一种风格
,

潮调是指潮

人用土音唱南北 曲
。

二四谱的产生
,

潮人用土音来唱南北 曲
,

由于语音的变

化
,

中州韵的南北 曲变八声调的潮音
,

韵

律自然不 同
,

原来曲牌的乐音变成潮音潮调 ,

必然会有变化
,

为了沟通
,

为了传习
,

必然

要用一种符号去记录这些变化了的南北 曲
,

最简单
、

最方便
、

最容易统一的符号就是数

字
。

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数字
,

用潮

音读 出
,

按顺序逐个进行斟选
,

其中
,

一有

两种读法
,

一的正音读法是
,

与工尺谱中

的乙的符号 同音
,

相当于简谱
,

要将南

北曲变潮调
,

当然不能再取工尺谱中的谱字

符号混用
。

一的土音读法是仄声的
,

发音

快
,

短
,

没有韵
,

不具备做乐音的条件
,

这

样
,

一字没有被潮调取用
,

但这个落选
,

我

认为与唐代俗乐十三弦筝的下加一弦是毫不

相干的
。

从二开始
,

接三四五六
,

正好对应工尺

谱一个八度之内的排列
,

合四上尺工的五个

正声
,

但原来工尺谱中
,

合
,

配有高八度的

六
,

四
,

配有高八度的五
,

这样
,

还必须在

二三四五六之后 , 再选用七八两个数
,

才能

与工尺谱的谱字符号完全对应
,

其结果是

合四上尺工六五二 , 。 , ‘ , , 。 二 、 ,一

旦竺言全文父甘到此
,

其余的数字也不必用
二三四五六七八刊抽

’

片不
“ ,

队丁 口
‘ ”似用

了
,

这是选择数字做符号的工作
。

工尺谱中有乙
、

凡两个变音
,

潮人不用



数字去表现
,

将它看成是正音的变体
,

用轻
、

重的手法来加于区别
,

这样
,

就形成

合四 乙上尺工凡六五
二挂重四五塑要七八的排列顺序

,

这样
,

、 、

两种乐谱就完全对应了
。

然工尺谱有谱名
,

新创设的数字谱叫什么谱名 首音是二
,

若

用二字命名
,

恰巧二和字在潮语中同音
,

叫

二字谱
,

也等于叫二二谱或字字谱
,

显然不

合适
,

若取两个数
,

叫二三谱
,

会因为三有

轻
、

重之分
,

难于表达
,

取四
,

四正好是主

音
,

比较合适
,

这样
,

二四谱就此正名了
。

二四谱的使用

为记录潮音潮调而创设的二四谱
,

它既

是唱腔的用谱
,

也是伴奏乐器的用谱
,

一谱

多用
。

潮剧逐渐发展成形
,

随伴着它的乐器也

逐渐配备完善
、

成套
,

形成以二弦为主奏
,

还有提胡 也叫南胡
,

椰胡
,

大有等弓弦乐
,

再配三弦
、

琵琶
、

古筝
、

瑶琴 扬琴
、

梅花

琴等弹拨乐器等
,

形成潮剧文畔 —弦索伴

奏乐队
,

这弦索伴奏乐队与潮剧的唱腔
,

共

同使用二四谱
。

当潮剧 的武畔 —锣鼓乐
,

抛开戏文
,

宾白
,

把鼓介
、

曲牌联缀形成锣

鼓套
,

作纯器乐化演奏时
,

就形成了潮州大

锣鼓这种形式
。

同样的道理
,

当 潮 剧 的 文

畔 —弦索乐
,

抛开了戏文
,

宾白
、

唱腔
,

将曲牌或唱腔完全器乐化演奏时
,

就形成了

潮州弦诗乐这种形式
,

这样
,

记录潮调的二

四 谱
,

既是潮剧的唱腔用谱
,

又是潮剧文畔

伴奏乐队的用谱
,

当然也是纯器乐化的弦诗

乐的用谱
,

这样
,

二四谱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也就理顺了
,

完全统一起来了
,

陈天国先生

所论述的二四谱是 弓弦乐器的用谱之八点根

据
,

虽然没有探到源头
,

但完全符合二四谱在

弦诗乐中使用 的情况
,

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

五
、

我的结论

二四谱为纪录潮调而生
,

《金花女 》至今

已有四 百年的历史
,

潮调就是潮地的古调
,

记录这种古调的二四谱是古谱
。

二四谱不是来 自无码乐器的古琴
,

二四

谱与唐俗乐十三弦筝没有关系
,

与 日本筝谱

也不 同源
,

若在谱字符号的使用或乐谱的结

构某些方面有相同之处
,

只能说是不谋而合
。

这好比说
,

潮地有个桃花潭
,

我们大可不必

去考究李白的“
桃花潭水深千尺

,

不及汪伦送

我情 ” 中的安徽经县的桃花潭与潮地的桃花

潭有什么关系
。

流传于江浙一带的弹词并没

有在潮地流行
,

潮地流传的歌册也不用古筝

伴奏
,

所 以
,

可以肯定二四谱不是伴奏弹词

的筝谱
。

二四 谱是潮剧声腔
、

文畔伴乐
、

潮州弦

诗乐的唱奏之本
,

今天仍在使用 , 流传
,

它

是古谱
,

但不是绝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