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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潮州筝曲‘末聃戏水>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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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潮州筝曲《寒鸦戏水》在曲式结构、调性特征、旋律特色以及演奏 

手法等方面的分析研究，寻求潮州地方音乐色彩特征，从而来看潮州筝与其 

相关的人文背景的历史传承与发展的状况。 

关 键 词 ：潮州筝 《寒鸦戏水》 结构 旋法 演奏特色 文化环境 

潮 州筝 是 南 派筝 的主要 流 派 之一 ，流行 于潮 州 和 闽南 一 带 ，当地称 “古 筝 ”、“楂 筝 ”、“抓 筝 ”、“秦 筝 ”等 。 

潮州筝以其悠久的历史 ，鲜明的风格 ，浓厚 的地方色彩 ，华美的音色 以及独特的律制、记谱法 和变化丰富的演 

奏 旋 法著 称 ，因 而在 中 国各 地 方传 统 筝派 中 占有 极 为重 要 的地 位 。 同时 它对 中国筝 艺 术 的发 展 也起 到 了至 

关 重 要 的影 响 。 

潮州筝历来以表现幽雅 、清丽而又含蓄的乐曲而 闻名 。著名筝 曲《寒鸦戏水》便是其典范之一。它是我 国 

潮 州 筝派 中的重 要 代表 曲 目，也 是潮 州 十 大套 曲 中最 广 为流 行 的一 套 。 

一

、关 于《寒鸦 戏 水》的 音 乐分 析 

(一 )《寒 鸦戏 水 》的 曲 式结 构特 点 

《寒鸦戏水》的曲式大体包括三个部分 ：即“头板”、“拷拍”、“三板”(详见 图 1及谱例 1)。乐 曲速度 由慢至 

快 ，渐 次形 成 高潮 ，旋 律 音 以 “蛇 蜕 皮 ”式 进 行发 展 ，逐步 呈 现 骨干 音 ，同时 这 三个 部 分 又均 分 为六 十八 板 ，也 

可 以说是其中一个部分 的三次反复 ，或将这种布局称 为 “曲速三变”。它们之间只是在演奏速度 、节奏变化 、 

音 符 疏密 上有 所 不 同 。 由 于乐 曲每 段按 句节 又可 划分 为 起 、承 、转 、合 的 四个乐 句 ，可 见 这种 潮 州 筝 曲 的结 构 

特点与诗词有着一定的关系。以下是对《寒鸦戏水》六十八板结构分析图示 ： 

(图 1) 

A A’ B C D E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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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徵 宫 徵 变 变 变 宫 

宫 徵 徵 

起 承 转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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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潮州筝曲<来稿戏水)的艺术特色 

(原曲)极缓板，应记为 8／4拍；(现常见的一般多记成 4／4拍)，在严格保持头板原 头板 

形的基础上压缩或填字 ，速度加快成二板、三板 。 

又称“拷打”。1／4拍子、快板。在三板的基础上，保留旋律的骨干，抽减一些音符 

拷拍 (一般抽去两个八分音符中的第一个八分音符 )，形成一系列的切分节奏音型 ，造 

成旋律跳跃 、停顿的效果。 

为进一步揭示主题、渲染气氛由二板发展而成。三板慢、行板，2／4拍子；三板中， 三板 

稍快板，1／4拍子；三板快，快板，1／4拍子。 

三 变 中 的起 句 板 式 变 化 对 照 ： 

谱 例 1 

头板 } 一 ，、 

吉 与5 2毛 I 6古至与 苦 
拷}1 I{ 

l 

三板 } b b 

l *I 6古 古l *I 5古l 古I 1毛I * I5555 1 3 l 4* 5555l 2* 5 5 l 4 5 2* 
(二 )调 式特 征 与 记 谱 法 

《寒鸦戏水 》是一首 以重三六调 来装饰旋律 的潮 州传统乐 曲 ，所谓 “重 三六”是根 据潮乐古谱 “二 四谱 ”的 

调 名 而 言 。 “二 四谱 ” 是 以潮 语 方 言念 唱 “二 、三 、 四 、五 、六 、七 、八 ”为 唱名 ，相 当 于 简 谱 的 
“

slo．1a．do．re．mi．so1．1a”音 阶 。重三六 即在二 四谱唱名 “三六 ”(1a．mi)二音上应用重按 的手 法 ，达 到 si t fa 

二 音 。在 演 奏 中调 的变 化 为 旋 律 带 来 了典 雅 、婉 约 的 风 格 ，造 成 的色 彩 变 化 ，有 别 于 其 他 筝 乐 ，形 成 独 特 的 旋  

律 语 言 。 

(三 )旋 法 的 运 用及 变 奏 的 特 点 

《寒鸦 戏水》的乐 曲旋 律典雅别致 ，其 中富于调式色彩变 化的按 音 以及颤音在 曲 中大量运用 ，在旋 律 中高 

八度 的交替变 化 ，配合 流利轻快 的滑奏 ，使乐 曲更添一份 意境 。 

谱例2 
头板 (承句) 

^ L 3 之 L ^ L、 L^ L、 L 、 ^ L 、 L L L二 

2 2 555555564~5526524 4 4。 
—一 —— —= 莩= === 莩 == ==== —— == === = 一 —— 

而乐 曲 中花指 的运用 ，使 音乐更显 得洒脱 、热情 ，尤以谱例 1中第 2小节的第二拍 ，在一 拍之 内连续用 了 

四、五度 的二次 大跳 ，改变 了音 型级 进进行 的传统 加花 习惯 ，使音乐充 满了动感 ，突出 了“寒鸦 ”活泼 的形象 。 

在此首 重六调 的乐 曲 中 ，其特性 音的运用也 富于特 点 ，如 上例 中第 五至八拍 上连续 出现 3个 “六 ”(即 

fa )也 是 演 奏 手 法 上 所 不 曾有 的 。 

另外 ，“三板 ”是《寒鸦 戏水》中最富节奏 变化的一个部分 ，音 型简练 ，往往借 助于“摧 ”的变 奏手法 ，来揭示 

乐 曲和渲染气 氛 。如 “单摧 ”、“双摧 ”、“叠摧 ”及其 变体“企六摧 ”等 ，而 “摧”虽是 一种节奏 ，体现在 旋律上则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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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同音或八度反复 以及二度、小三度 的旋律垫衬 。《寒鸦戏水》立意 “戏水”，因而在三板 的摧法运用方面 ，更 

显 独 到 。 
谱例3 

-二板 (起 ) 

—

55
—

55 I 4 l—55—55 l 2 l 5—55—5 l l l 2 1 
． 

( 《啦 )(止扳音) 

父 ： 

、 ^ L I 、 L I ^ L 、 L I ^ I- 、 L I ^ I- 、 L I ^ I- 、 L I ^ L 、 LI ^ I,- 、 L I I I I 

4 55 l 4 5 l 6666 l 5556 l 5553 l 2223l 2262l 5555 l 5555 l 2525 l 451 5 l 
(．点三) (单挫) e舣拙) ( 挫) (舣挫) (舣挫) ‘ ‘ 敬 擗 扯) (食 六 扯) 

由这一例可以清楚地看出 ，“摧”拍的变化很多 ，它是根据乐 曲情绪来安排 的：“单摧”比较平稳 ，“双摧 ”比 

较流畅 ，力度加强 ，体现激情。同时“一点二 ”也显出短促、轻松 的跳跃感。另外 ，旋律音 区的对 比，使音乐也充 

满 动感 。 

(四)《寒鸦戏水》中的演奏特 色 

l、指 序 

在潮 州 筝 曲 中 ，“指 序 ”对 演 奏是 十分 重 要 的 。它 的次 序一 般顺 序为 ：勾 、托 、抹 、托 ，称 “顺 指 ”。否 则称 “逆  

指 ”，是 不 符合 其 规律 的 。尤其 在摧 拍 中 ，一般 速度 较 快 ，倘 若 指序 不顺 ，很 容 易 “跌 跤 ，造 成 指法 紊 乱 ，这 时 

便可以采用“勒”或“大撮 ”的指法来消除。 谱例4 

2、指 法 
I I 

《寒鸦戏水》中指法运用富于变化 ，主要是根据乐 曲旋律进行中所要表达的情绪与形式的需要而定 ，随着 

演奏技巧 的转变 ，乐 曲气氛也随之改变。 谱例5 
^ L 、 L 5 L订、L I 
5 5 4 6 5 5’25 l 

这例在 “反打”指法之后 出现第三个 同音 ，则第三音用 “大撮 ”指法 ，采用这种八度和音来弹奏 ，更加烘托 

出筝 的特 性音 响效果 与独 特 的演 奏手 法 。但 在 出 现 “加花 ”之后 ，这 种指 法 也会 改 变 ，一 般 采 用先 “撮 ”后  

“托”，从而产生出不同的艺术效果。 谱fHe 

4 55 4 — 2 5 l 
———；  ·— — 。 

这 一 例 将 《寒 鸦 戏 水 》中生 动 、流 动 的形 象 充分 体 现 出来 。同 时 ，在 拷 拍 中 ，也 大 量运 用 了“煞 音 ”技 法 ， 

而这种使余 音立 即止息 的手法 ，使 曲调 的色彩也随之产 生变化 ，与第一段头板造成情绪上 的对 比。 

3、揉 弦 的作 用 

谱例7 

I 
“揉滑”在潮州筝乐 中起到了极为关键 的润色作用 ，同时它的运用与潮州音乐的风格 、意境 、语 言特征有 

着 一 定 的关 联 。“以韵 补声 ，是 中 国筝最 主要 的艺术 特 点 之一 ，当然也 是 潮州 筝 乐 的特 点 之一 。把握 音 乐 的 

韵 昧最为重要 的为揉滑技法 。潮州音乐中的重--7'~、轻三重六 、轻三六 、活五 、反线调是将基本五声音 阶中的 

3、l二音 升 高或 降低半 音 从 而达 到 “轻 ”变 “反 ”变 “重 ”变 “活 ”调 的 目的 ，造成 色 彩 上 的变 化 与差 异 ，便 是 通 过 

这 一 技法 将 其 分 别体 现 在不 同韵 味 的潮 州筝 乐 中 。也正 是 这一 点 充分 体 现 了潮 州 筝乐 有别 于其 它 筝乐 的精 

髓 所 在 。 

而有趣 的是 ，《寒鸦戏水》是一首 “重三六”乐曲 ，但在头板旋律 中却出现 了 “三 ”是 “重”奏 (降 7)，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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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 ”奏 (3)，那么能不能认 为是转 调 “重三轻六 ”了呢?纵观全 曲 ，我们 可以看到 ，乐 曲到这里 已经 由“重 三六 ” 

转 到“轻三六”，最后 由于重六 的特性音 “降 7”再 次出现 ，从 而又 回到 了“重三六 ”调上 来 ，但 这短暂 的转化 ，并 

不 能将其 视为转调 ，只能认为是 “重中有轻 ”的轻重 调交替 。从 中我们也 可以看出潮州音乐 调性 技巧是 丰富 

多变 的。乐 曲中运用 五声音阶在音高上 的微 升 、微降 和游移 现象 ，加之其旋法极讲究 润饰 和作 韵 ，使调式色 

彩产生种 种变幻 ，使 音乐色彩造成微妙多 变的特色 ，令人 回味无 穷 ，从而使 《寒》曲也更 突 出了“戏水 ”这 一乐 

意 的 艺 术 表 现 ，无 不 刻 画 出寒 鸦 戏水 时 的 种 种 神 态 和 情 景 ，为 此 曲起 到 了 画 龙 点 睛 的作 用 。 

二 、对 潮 州 筝 况 传 承 与 发 展 的 研 究 

通 过对 《寒鸦戏 水》这一潮州 筝曲的代表 曲 目演奏特色及其 形态上 的分析 ，可以强烈地感受 到潮州筝所 

具有 的 自身魅力 。《寒 》曲不 仅体现 出潮州筝派在艺术 风格 上有别于其它传统 筝派的鲜 明特点外 ，而且也 为 

我 们 研 究 潮 州 筝 况 的传 承 和 发 展 提 供 了一 个 良好 的 契机 。 

(一 )地 理 环 境 

1、移 民 区域 

潮州 筝是广东地 区流传甚 广的 民间乐器 ，主要分布于潮州 、汕头地 区以及 闽南诸 县及南洋群 岛一带 。然 

而 ，这一带却在 秦朝时曾被赵佗 的南越 王朝 的汉人政权统 治了历 时近百年 。因此 ，大量 中原迁移 的人群来 到 

闽南粤东 与原本 相近 的移 民群 落聚居 区域融合逐渐形成 。中原艺术渗入 当地 地方 音乐文化 的同时 ，也受到 

了 当地 音 乐 艺 术 的深 远 影 响 ，在 相 互 渗 透 、融 合 下 产 生 变 异 。潮 州 筝 正 是 在 这 样 的文 化 背 景 下 产 生 的 ，它 作 

为 潮 州 地 方 以 民 间 音 乐 发 展 起 来 的 乐 器 ，深 受 潮 剧 和 戏 曲 、民 歌 小 调 的影 响 。 例如 ，潮 州 筝乐 中 的三 板 ，在 潮 

剧 唱 腔 伴 乐 中便 经 常 用 到 ，以 及 潮 州 筝 的定 调 为 F调 也 是 同 潮 剧 长 期 合 作 而 成 的 。 如 果 从 潮 州 筝 的调 性 关  

系和二变 (fa J，si t)之音 的运用看也颇似陕 西地 区的秦腔 、迷 胡 、碗碗腔等戏 曲音乐 。尽 管潮音有着 自己独特 

的 乡 土 风 味 ，但 这 里 内涵 的 因素 ，也 是 不 可 忽 视 的 。 

2、语 言 环 境 

随着移 民群 落聚居 区域 的形成 ，方 言环境也逐渐 形成潮州语系 区。 由于闽南粤东地域相 近 。同属沿海地 

区 ，所 以粤语 区同潮语 区一样 ，皆导源于 同一历史源流 ，属 同一时期形成 。而南 方所 以多方 言 。乃 因南方有百 

越 ，多小 国的缘 故 。潮州筝是植 根于百姓家 中的乐器 ，且深受 当地人们 的喜爱 ，故而潮州 筝 曲和潮语方 言之 

间的关系便也 十分密切 ，令 其 曲风特点鲜 明生 动 、充满感情 ，旋律优美 流畅 。潮 州地 区以其优 越 的地理环 境 ． 

使 潮 州 筝 派 与周 边 多 种 地 方 筝 派 风 格 得 以 融 合 。尤 其 吸 收 了 闽南 派 的 演 奏 特 色 ，继 承 了 闽南 派 古 朴 、平 和 的 

演奏 风格 。其左 手的揉按韵昧较浓 ，与音乐语言 紧密结合 ，如 唱如说 ，弹奏形式 和手法 比较 自由多变化 ，技巧 

较 难 。 

(二 )受 “儒 乐 ”文 化 的 影 响 

筝作为伴奏乐器 ，亦 唱亦弹 ，自古便有孔子手 弹 口唱鼓 瑟而歌独立成家 ，号称 “孔 门之瑟 ”。后世将其谱 

称为 “弦歌之诗 ”，这 即是潮州音 乐 --I~I谱 的前称 。除 了 “弦诗”名谱之外 ，在 山东 、河南筝 曲中还有 《诗篇 》、 

《书韵》之类 的乐 曲 ，这些都说 明 了古筝 曲和古代 的“鼓瑟 而歌 ”和“弹筝酒 弦”，是一脉相成 的 。尤其在演 奏上 

更 是 继 承 了古 雅 、稳 重 的儒 家 气 质 ，符 合 古 代 所 谓 “诗 言 志 歌 咏 言 ”的表 现 手 法 ，形 式 工 整 。技 巧 较 易 。 而 笔 者 

文 章 中所 分 析 的 《寒 鸦 戏 水 》就 属 于这 一 类 乐 曲 ，艺术 风 格 典 雅 、清 秀 。可 见 ，潮 州 筝 乐 中 的艺 术 风 格 确 实受  

到 了儒 家 审美 情 趣 的影 响 。 

(三 )潮 州 筝 派 几 代 筝 家的 传 承  

一 个 流 派 传 承 在 某 一 个 地 区 ，是 经 过 一 个 相 当 长 的 历 史 阶 段 ，在 复 杂 的 社 会 背 景 和 文 化 因素 中 ，经 过 孕  

育 、生 长 、开 花 、结 果 的全 过 程 ，是 一 个 由渐 变 到 突 变 ，由量 变 到 质 变 的 过 程 。它 必 须 符 合 所 处 地 区 民众 中 的 

生 活 习惯 、思 维 方 式 、文 化 、审 美 、语 言 、习 俗 等 ，并 被 本 地 区 的 民众 所 接 受 、理 解 、承 认 。 能 成 为 流 派 的音 乐 ， 

就是 乡音 ，它会产 生巨大 的凝 聚力 ，唤起思乡 、恋家 的感 情 。它与语 言一样 ，能沟通 ，能表示 喜 、怒 、哀 、乐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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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感 情上 的共 鸣 。而 每 个 古筝 流 派 都 和其 他 民间 艺术 一样 ，融化 在 民众 的 生活 中 ，经 受历 史 的 、客 观 的检 验 ， 

自然 淘 汰 而 又朝 气 蓬 勃 、生 机盎 然 。 

潮州筝派便是在经受了历史的 、客观的检验后 ，发展壮大起来的一个 流派。而这些与潮州筝 派几代筝家 

的辛勤努力是 分不开的 ，如李嘉听 、洪佩 臣、杨广泉 、林毛根 、郭鹰 、徐涤生 、高哲睿 、郑映梅 、张汉斋 等人在近 

代中国筝史上 ，尤其在潮 州筝 的传承与发展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就演奏风格而言 ，他们各有所长 ，以 

《寒》曲为例 ，杨广泉的演奏旋律朴实无华 、平 和舒畅 ；郭鹰的花指运用则含蓄之 中见洒脱 、热情 。而正是这些 

大大丰富 了潮州筝的技艺表现使之逐步成为独奏乐器 ，并在整个潮州音乐乃至中国筝艺术宝库中 占有一席 

重要 的地位 ，成 为 自成 体 系 的一 大 筝 艺 流派 。 

(四 )传播 海 外 的情 况 

潮州筝的流传除潮州地 区各县外 ，还传播至闽南 、台湾、港澳等地 。尤其对港 、台以及东南亚 、马 、泰等地 

的筝艺影响为最大 ，且时间较早 。如新加坡潮人创立的音乐社以馀娱儒乐社最早 ，迄今有 70年历史 。发展至 

今 ，除此之外还成立了六一儒乐社 、陶融儒乐社 、星华儒乐社及南洋儒 乐剧社等 ，从名称便可感到潮州人深深 

得力 予儒家思想的儒养 。同时 ，也进一步表明了潮州筝派是近代 向国外传播筝艺术的先导 。 

在今天 ，“保 留为上 、创新为先 ”的观点 ，以基本达成共识 。近年来 ，作曲家们创作了大量的筝曲新作 ，其 

中不 乏 优 秀之 作 ，并 在 演 奏技 法 上 开拓 出新 的表 现 手段 。而 如何 来 看待 筝 的历 史 传 承 和发 展 ，如 何 更 好 的创 

新 ，对传统流派 、传统演奏手法 、传统优 秀的经典 曲 目的研究、借鉴学习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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