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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 國 古 代 樂 器 的 分 類 是 以 製 作 材 料 分 成 八 類 ， 稱 為 「 八

音 」。「 八 音 」是 指「 金 」、「 石 」、「 絲 」、「 竹 」、「 鞄 」、

「 土 」、「 革 」和「 木 」。 這 種 分 類 法 現 今 已 很 少 使 用 ， 而 改

為 按 照 樂 器 的 演 奏 方 法 ， 分 成「 吹 」、「 彈 」、「 拉 」、「 打 」

四 類 。「 絲 」在 古 代 是 指 弦 樂 器 ， 主 要 是 琴 和 瑟 等 弦 樂 器 ； 今

天 常 用 的 各 種 拉 弦 及 彈 撥 樂 器 如 胡 琴 、 琵 琶 和 古 箏 等 ， 亦 屬

此 類 。「 竹 」是 管 樂 器 ， 當 時 所 指 的 主 要 是 簫 、 笙 、 竽 等 竹 製

的 管 樂 器 ， 現 今 的 笛 子 也 屬 於 此 類 。「 絲 竹 樂 」這 個 名 稱 ， 是

取 其 八 音 分 類 中 的「 絲 」和「 竹 」的 意 思 。 現 今「 絲 竹 樂 」一

般 是 指 那 些 主 要 以 傳 統 的 弦 樂 器 如 琵 琶 、 揚 琴 、 古 箏 和 胡 琴

等 ， 以 及 管 樂 器 如 笛 子 、 簫 和 笙 等 組 成 的 合 奏 音 樂 。  

 

  大 致 上 ， 現 存 的 絲 竹 樂 可 以 歸 納 成 下 列 四 個 共 同 特 點（ 徐

1 9 9 8 : 4 2） ：  

（ 一 ）以 不 多 於 十 人 的 小 組 合 奏 為 主 ， 也 可 以 因 應 實 際 情 況 改

變 合 奏 的 人 數 和 樂 器 ， 有 時 甚 至 可 以 獨 奏 ；  

（ 二 ）演 奏 絲 竹 樂 的 場 合 有 在 住 家 庭 院 自 娛 ， 或 有 受 聘 在 茶 樓

或 宴 會 中 作 助 慶 的 背 景 音 樂 ；  

（ 三 ） 傳 統 上 多 用 「 工 尺 譜 」 ， 現 今 則 大 多 使 用 簡 譜 ； 以 及  

（ 四 ） 音 樂 織 體 以 「 支 聲 複 調 」（ h e t e r o p h o n y） 為 主 。 樂 曲 結

構（ 曲 式 ）多 是 採 用 旋 律 變 奏 或 套 曲 等 形 式 。 演 奏 時 ， 樂 手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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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會 即 興 「 加 花 」 及 加 入 裝 飾 音 。  

 

  江 蘇 、 浙 江 一 帶 早 在 二 十 世 紀 初 ， 已 出 現 了 專 門 應 聘 到

住 家 演 奏 音 樂 助 慶 的 合 奏 組 ， 當 時 稱 為「 絲 竹 班 」。 而 弦 樂 器

（ 絲 ）或 加 上 管 樂 器（ 竹 ）的 合 奏 形 式 相 信 已 經 存 在 很 久 ， 甚

至 比 二 十 世 紀 初 的 絲 竹 班 更 早 。「 江 南 絲 竹 」這 個 名 稱 ， 大 約

於 二 十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開 始 被 廣 泛 地 使 用 。 名 稱 的 來 源 是 由 於

當 時 國 內 各 地 的 音 樂 研 究 人 員 ， 在 搜 集 音 樂 材 料 及 了 解 音 樂

傳 統 後 ， 為 了 方 便 記 錄 或 分 門 別 類 ， 同 時 亦 按 個 別 傳 統 的 地

域 及 演 奏 特 點 ， 以 及 參 考 既 有 的 名 稱 等 ， 為 不 同 地 域 的 音 樂

傳 統 加 上 稱 謂 。 如「 江 南 絲 竹 」便 是 指 江 南 一 帶 流 行 的 特 定 的

絲 竹 樂 傳 統 ； 廣 東 省 粵 語 方 言 地 區 的「 絲 竹 樂 」， 今 天 一 般 稱

為「 廣 東 音 樂 」； 廣 東 潮 汕 一 帶 及 潮 州 人 社 區 流 行 的 絲 竹 樂 現

稱 為 「 潮 州 絃 詩 」 ； 流 行 於 客 家 社 區 的 則 稱 為 「 漢 樂 」 。  

 

絲竹樂的形成及發展  

  當 時 一 些 樂 師 掌 握 了 個 別 樂 器 的 演 奏 技 巧 ， 便 就着 他 們

熟 悉 的 曲 調 漸 漸 走 在 一 起 合 奏 起 來 。 那 些 曲 調 可 能 是 地 道 的

或 由 外 省 流 入 的 ， 經 過 了 多 次 的 演 奏 後 ， 慢 慢 演 變 成 一 些 較

固 定 的 樂 器 演 奏 組 合 和 習 慣 ， 以 及 一 些 較 常 奏 的 樂 曲 ， 或 組

合 成 固 定 的 班 子 作 自 娛 或 在 某 些 場 合 上 為 他 人 演 奏 。 其 中 一

些 樂 師 把 樂 曲 的 記 錄 下 來 ， 一 代 傳 一 代 的 音 樂 傳 統 ， 很 可 能

就 是 這 樣 漸 漸 萌 生 出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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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 一 方 面 ， 絲 竹 樂 亦 可 能 是 從 古 代 流 傳 至 今 的 戲 曲 音 樂

慢 慢 演 變 出 來 。 舉 例 來 說 ， 戲 曲 表 演 者 把 戲 曲 中 的 調 子 或 曲

牌 用 樂 器 奏 出 ， 而 不 加 入 唱 腔 。 久 而 久 之 ， 此 種 器 樂 演 奏 為

人 接 受 了 ， 也 漸 漸 發 展 出 一 個 器 樂 合 奏 的 傳 統 。 所 以 當 談 及

一 些 音 樂 傳 統 的 形 成 或 存 在 時 ， 可 能 是 基 於 以 下 部 分 或 全 部

的 原 因 ：  

（ 一 ） 歷 史 文 獻 資 料 記 載 了 其 存 在 的 時 期 ；  

（ 二 ） 某 地 區 的 器 樂 出 現 了 一 種 較 為 鮮 明 的 音 樂 風 格 ；  

（ 三 ） 出 現 了 為 人 所 認 定 的 特 有 曲 目 ；  

（ 四 ） 出 現 了 該 音 樂 合 奏 特 有 的 樂 器 組 合 ； 以 及  

（ 五 ） 出 現 了 出 色 的 演 奏 者 。  

 

  可 是 ， 不 論 古 今 ， 每 個 地 域 都 會 有 人 懂 得 彈 奏 樂 器 ， 他

們 奏 出 來 的 音 樂 ， 便 稱「 器 樂 」。 因 此 ， 當 我 們 說 某 地 區 的 樂

種 於 某 時 代 或 年 份 形 成 時 ， 並 不 代 表 那 些 器 樂 音 樂 在 之 前 不

存 在 。 其 實 器 樂 往 往 不 是 獨 立 存 在 的 ， 器 樂 的 樂 種 是 和 當 地

的 其 他 音 樂 形 式 ， 如 地 方 戲 曲 ， 說 唱 音 樂 ， 甚 至 於 宗 教 音 樂

等 ， 有 著 千 絲 萬 縷 的 關 係 。 如「 廣 東 音 樂 」與 廣 東 地 區 的 粵 劇

和 說 唱 音 樂 ，「 江 南 絲 竹 」和 江 浙 地 區 的 吹 打 樂 甚 至 道 教 音 樂

之 間 的 關 係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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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音樂 

  一 般 而 言 ， 傳 統 音 樂 傳 承 的 方 式 有 兩 種 ， 其 一 是 在 曲

目 、 樂 器 演 奏 方 法 、 演 出 場 合 、 審 美 標 準 等 方 面 ， 雖 然 經 歷

了 多 年 的 傳 承 過 程 ， 但 變 化 仍 然 不 大 甚 至 維 持 原 貌 ； 其 二 是

原 有 的 音 樂 隨 着 時 間 不 斷 地 演 變 ， 漸 漸 衍 生 出 另 一 種 相 關 但

形 式 上 差 別 頗 大 的 模 式 ， 甚 至 與 原 有 的 形 式 同 時 間 並 存 。 廣

東 音 樂 可 算 是 後 者 的 例 子 。 在 過 去 一 個 世 紀 ， 廣 東 音 樂 經 歷

了 很 大 的 變 化 ， 它 的 原 來 模 式 在 原 有 的 演 出 場 合 一 直 存 在 的

同 時 ， 亦 發 展 出 有 明 顯 流 行 音 樂 特 性 的 演 奏 模 式 ， 並 在 新 的

場 合 演 出 。 當 我 們 嘗 試 把 廣 東 音 樂 看 成 一 種 「 傳 統 器 樂 合 奏 」

時 ， 或 會 對 其 新 的 形 式 感 到 困 惑 。 事 實 上 ， 傳 統 音 樂 並 不 是

沒 有 生 命 或 一 成 不 變 的 文 化「 化 石 」， 它 往 往 是 因 時 而 變 ， 只

是 在 於 大 變 還 是 小 變 而 已 。 我 們 有 時 需 要 對「 傳 統 音 樂 」持 較

開 放 的 態 度 ， 才 可 以 對 音 樂 傳 統 有 更 客 觀 和 清 晰 的 了 解 。  

 

歷史簡述  

  早 在 十 九 世 紀 或 更 早 以 前 ， 廣 州 地 區 及 珠 江 三 角 洲 一

帶 ， 相 信 已 流 傳 著 一 些 器 樂 曲 目 ， 部 分 是 本 地 民 間 小 調 或 其

他 演 唱 音 樂（ 如 戲 曲 、 說 唱 音 樂 ）的 旋 律 ， 演 奏 的 頻 率 多 了 ，

便 可 能 形 成 了 固 定 的 演 奏 曲 目 。 另 外 ， 亦 有 部 分 是 由 外 省 傳

入 ，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後 ， 漸 漸 成 為 廣 東 地 道 的 樂 曲 。 這 些 樂 曲

一 般 是 在 戲 曲 過 場 時 ， 或 在 家 中 自 娛 時 演 奏 。 演 奏 者 通 常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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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熟 悉 粵 劇 粵 曲 或 從 事 這 些 表 演 的 藝 人 。 二 十 世 紀 初 ， 粵 劇

藝 人 開 始 把 一 些 曲 調 填 上 歌 詞 ， 在 演 戲 時 唱 出 。 從 當 時 刊 印

的 樂 譜 ， 可 知 經 常 演 奏 的 樂 曲 稱 為「 過 場 曲 」、「 小 調 曲 」及

「 譜 子 」。「 過 場 曲 」及「 小 調 曲 」是 有 曲 詞 ， 可 以 唱 誦 的 ，

如《 到 春 來 》和《 百 花 亭 鬧 酒 》等 。「 譜 子 」或 稱「 寶 子 」則

是 那 些 只 供 樂 器 彈 奏 的 樂 譜 ， 如《 小 桃 紅 》和《 旱 天 雷 》等 。

演 奏 的 樂 器 主 要 是 絲 竹 樂 器 ， 演 奏 者 在 合 奏 時 按 同 一 基 礎 為

旋 律 即 興 加 花 演 奏 ， 構 成 支 聲 複 調 音 樂 織 體 。 現 今 的 研 究 者

指 出 1 9 2 0 年 代 以 前 的「 廣 東 音 樂 」合 奏 樂 器 ， 有 二 弦 、 提 琴 、

三 弦 、 月 琴 、 簫 、 擊 樂 器 等 ， 稱 為 「 五 架 頭 」 1。  

二 十 世 紀 初 期 ， 西 方 唱 片 公 司 在 國 內 的 沿 海 城 市 開 發 唱 片 市

場 ， 灌 錄 及 經 銷 中 國 音 樂 唱 片 。 廣 東 音 樂 亦 因 唱 片 業 的 蓬 勃

而 起 了 重 大 的 變 化 。 1 9 2 0 年 代 後 期 ， 上 海 的 唱 片 公 司 除 灌  

錄 京 劇 外 ， 亦 聘 請 來 自 廣 東 的 音 樂 家 灌 錄 粵 曲 及 「 譜 子 」 音

樂 ， 後 來 更 在 廣 州 及 香 港 地 區 錄 音 。 這 些 唱 片 銷 路 甚 佳 ， 除

廣 東 省 及 港 澳 地 區 外 ， 也 暢 銷 於 上 海 及 中 國 其 他 大 城 市 。 據

一 些 資 深 的 粵 劇 及 廣 東 音 樂 家 指 出 ， 就 是 因 為 粵 劇 音 樂 和 譜

子 （ 即 「 廣 東 音 樂 」） 在 外 省 （ 即 廣 東 省 以 外 地 區 ） 暢 銷 ， 外

省 人 自 三 十 年 代 起 ， 漸 漸 把 廣 州 及 香 港 地 區 的 音 樂 家 所 演 奏

的 音 樂 稱 為 「 廣 東 音 樂 」 2。 因 此 ， 「 廣 東 音 樂 」 的 發 展 和 粵

                                                 
1 這裡指的二弦與今天潮州音樂合奏中所用的不同，體積比潮州二弦細小，但琴筒則較大。提琴並不是指小

提琴，而是一種以竹筒為共鳴箱的胡琴類樂器。 
2 在廣東省地區流傳的器樂傳統，除這裡所指的廣東音樂外，還有潮州和客家地區等的音樂。音樂家和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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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 粵 曲 一 樣 ， 與 當 時 的 唱 片 市 場 及 時 興 的 娛 樂 場 所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流 行 音 樂 的 一 個 重 要 特 質 ， 是 以 市 場 主 導 及 通 過 唱 片 業

界 或 大 眾 傳 播 媒 體 把 音 樂 介 紹 給 聽 眾 。 今 天 流 傳 下 來 的 廣 東

音 樂 ， 很 多 都 是 當 時 為 了 灌 錄 唱 片 而 編 寫 成 的 。 另 一 方 面 ，

音 樂 家 會 在 當 時 認 為「 時 髦 」的 娛 樂 場 所 演 奏 ， 如 表 演 粵 劇 的

戲 院 及 舞 廳 等 。 他 們 也 受 到 當 時 極 流 行 的 爵 士 樂 影 響 ， 開 始

使 用 爵 士 樂 隊 的 樂 器 來 演 奏 和 灌 錄 廣 東 音 樂 。 這 些 樂 器 包 括

小 提 琴 （ 當 時 稱 「 梵 鈴 」） 、 色 士 風 （ s a x o p h o n e） 、 吐 林 必

（ t r u m p e t）、 通 路 本（ t r o m b o n e）、 結 他 、 夏 威 夷 結 他 、 鋼 琴

及 爵 士 鼓 等 。 但 是 ， 他 們 仍 然 會 使 用 傳 統 的 樂 器 及 傳 統 的 手

法 ， 演 奏 和 灌 錄「 廣 東 音 樂 」， 而 這 兩 種「 廣 東 音 樂 」的 演 奏

風 格 在 當 時 是 同 時 存 在 的 。  

 

  從 這 個 時 期 的 發 展 看 來 ， 當 時 的「 廣 東 音 樂 」在 某 程 度 上

可 以 算 是 一 種 流 行 音 樂 ， 對「 廣 東 音 樂 」的 曲 目 亦 有 很 深 遠 的

影 響 。 流 傳 至 今 的 「 廣 東 音 樂 」 樂 曲 有 數 百 首 之 多 ， 除 1 9 2 0

年 代 以 前 流 傳 下 來 的 樂 曲 小 調 曲 和 譜 子 ， 以 及 在 1 9 5 0 年 代 以

後 改 編 及 創 作 的 樂 曲 外 ， 今 天 常 演 奏 的「 廣 東 音 樂 」， 大 部 分

都 是 在 1 9 2 0 及 1 9 4 0 年 代 創 作 的 。 單 是 呂 文 成 已 創 作 和 編 寫 了

                                                                                                                                               
為免因為「廣東音樂」這名稱在字義上包含了廣東省其他的音樂種類，因此經常把廣東音樂加上括號（即「廣

東音樂」），以免引起字義上混淆。所以，在中國音樂的文字資料中，舉凡是說及廣東音樂，都加上了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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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一 百 首 樂 曲 ， 其 中 如《 平 湖 秋 月 》、《 醒 獅 》、《 青 梅 竹 馬 》

和《 下 山 虎 》等 。 這 期 間 大 量 創 作 的 原 因 ， 相 信 是 由 於 灌 錄 唱

片 的 需 要 。 而 且 ， 樂 曲 的 特 色 是 短 小 精 幹 ， 旋 律 易 於 接 受 。

這 是 因 為 當 時 採 用 7 8 轉 黑 膠 唱 片 ， 一 面 只 可 以 收 錄 約 不 到 四

分 鐘 的 音 樂 ， 如 果 樂 曲 太 長 ， 便 不 可 以 完 整 地 收 錄 在 唱 片 的

一 面 。 此 外 ， 旋 律 易 於 接 受 ， 才 能 吸 引 更 多 人 喜 歡 及 購 買「 廣

東 音 樂 」 唱 片 。  

 

  自 五 十 年 代 起 ， 除 民 間 的 業 餘 演 奏 活 動 外 ， 「 廣 東 音 樂 」

的 傳 承 及 演 奏 ， 亦 漸 漸 走 到 專 業 的 音 樂 學 院 內 。 「 廣 東 音 樂 」

已 鮮 有 在「 時 髦 」的 娛 樂 場 所 演 奏 ， 反 而 會 在 茶 樓 和 傳 統 的 粵

劇 演 出 場 合 ， 甚 至 音 樂 廳 內 演 奏 。「 廣 東 音 樂 」的 演 奏 漸 漸 放

棄 採 用 爵 士 樂 的 樂 器 ， 改 用 中 國 樂 器 如 高 胡 、 椰 胡 、 喉 管 及

當 時 民 族 樂 團 常 用 的 樂 器 。  

 

  所 演 奏 的 樂 曲 ， 除 採 用 較 傳 統 即 興 加 花 的 手 法 去 演 奏 支

聲 複 調 外 ， 亦 會 參 考 民 族 管 弦 樂 的 手 法 改 編 。 新 創 作 的 有《 山

鄉 春 早 》和《 織 出 彩 虹 萬 里 長 》等 ， 改 編 既 有 樂 曲 的 有 何 柳 堂

創 作 的 《 賽 龍 奪 錦 》 ， 這 曲 在 1 9 3 0 年 代 開 始 流 行 。 然 而 ， 今

天 我 們 在 端 午 節 常 聽 到 的 ， 是 1 9 5 0 年 代 或 以 後 的 改 編 版 本 ，

不 同 聲 部 已 經 改 編 ， 與 傳 統 的 絲 竹 樂 很 不 同 。 到 了 1 9 8 0 年

代 ， 傳 統 絲 竹 樂 的 支 聲 複 調 織 體 ， 即 興 加 花 演 奏 的 表 演 形 式

                                                                                                                                               
即「廣東音樂」或 “廣東音樂”，而其他如江南絲竹、潮州弦詩等名稱，則較少加上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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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 趨 普 遍 。 下 文 將 詳 細 介 紹 的 樂 曲《 雙 聲 恨 》， 便 是 以 此 方 式

演 奏 的 。 此 外 ， 內 地 的 音 樂 家 更 在 固 有 的 五 架 頭 樂 器 合 奏 組

合 的 概 念 上 ， 演 變 出 新 的「 五 架 頭 」樂 器 組 合 ， 包 括 二 胡 、 簫

（ 或 笛 子 ） 、 揚 琴 、 中 胡 （ 或 椰 胡 ） 及 中 阮 （ 或 琵 琶 ） 等 。  

 

呂文成與高胡（粵胡）  

  談 到 廣 東 音 樂 ， 不 能 不 提 呂 文 成 。 呂 文 成 ( 1 8 9 8 - 1 9 8 1 )是

廣 東 音 樂 的 演 奏 家 和 作 曲 家 ， 曾 灌 錄 了 不 少「 廣 東 音 樂 」及 粵

曲 的 唱 片 。 今 天 常 聽 到 的 廣 東 音 樂 ， 有 很 多 是 他 在 1 9 3 0 至 4 0

年 代 灌 錄 唱 片 時 創 作 的 。 此 外 ， 今 天 廣 東 音 樂 合 奏 中 的 主 要

領 奏 樂 器 「 高 胡 」 ， 也 是 呂 文 成 在 1 9 2 0 年 代 創 製 而 成 的 。  

 

  呂 文 成 把 二 胡 的 絲 線 換 上 鋼 線 ， 並 把 二 胡 的 定 弦 調 高 ，

因 而 創 製 成 高 胡 ， 亦 稱 粵 胡 。 高 胡 一 般 是 放 在 兩 腿 間 夾 著 拉

奏 ， 後 來 更 漸 漸 取 代 了 二 弦 的 地 位 ， 成 了「 廣 東 音 樂 」合 奏 中

主 要 的 領 奏 樂 器 ， 亦 有 在 粵 曲 粵 劇 的 拍 和（ 即 伴 奏 ）樂 隊 中 使

用 。 今 天 中 樂 團 所 使 用 的 高 胡 ， 就 是 從 高 胡 改 良 而 成 的 。 由

於 二 弦 琴 弓 所 用 的 竹 支 較 高 胡 的 粗 硬 ， 所 以 廣 東 音 樂 家 們 常

稱 1 9 2 0 年 代 以 前 ， 有 二 弦 的 「 五 架 頭 」 為 「 硬 弓 組 合 」 ， 而

今 天 的 新 「 五 架 頭 」 為 「 軟 弓 組 合 」 。  

 

音階  

  傳 統 的 廣 東 音 樂 是 用 工 尺 譜 記 譜 ， 音 律 與 西 方 音 樂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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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但 今 天 已 漸 漸 相 近 。 廣 東 音 樂 的 音 階 一 般 有「 正 線 」、「 反

線 」及「 乙 反 」（ 音「 衣 反 」）三 種 3 。「 正 線 」定 弦 音 是「 合

尺 」（ 以 五 度 音 唱 出 ）， 音 高 相 約 是 西 方 音 樂 的 G 和 D 音 ， 音

階 是 ： 「 合 士 乙 上 車 工 反 六 五 」 4， 如 果 以 西 方 音 樂 音 階 來 表

示 ， 則 是 s o l  -  l a  -  t i  -  d o  -  r e  -  m e  -  f a  -  s o l  -  l a， 相 約 是 西

方 音 樂 的 C 調 七 聲 音 階 ， 故 「 正 線 」 亦 相 約 於 C 調 。 同 一 音

高 定 弦 ， 「 反 線 」 定 弦 音 是 「 上 六 」 ， 即 上 ( d o )是 G， 或 相 約

於 G 調 。 「 反 線 」 亦 多 以 五 聲 為 主 ， 音 階 是 d o  -  r e  -  m e  -  s o l  

-  l a  -  d o， f a  及 t i 亦 多 以 經 過 音 的 形 式 出 現 。  

 

  「 乙 反 」 與 前 二 者 有 本 質 上 的 不 同 。 「 正 線 」 和 「 反 線 」

都 與「 線 」(定 弦 音 )有 關 ，「 乙 反 」並 不 是 定 弦 音 ， 而 是 在「 正

線 」 定 弦 的 基 礎 上 ， 使 用 不 同 的 五 聲 音 階 ： s o l  -  t i  -  d o  -  r e  -  

f a， 而 l a 與 m i 多 以 經 過 音 的 形 式 出 現 。 概 念 上 與 西 方 音 樂 的

調 式 （ m o d e） 相 似 5。 為 免 混 淆 ， 本 文 稱 為 乙 反 調 。 「 反 線 」

定 弦 不 會 出 現「 乙 反 」音 階 。 演 奏 時 乙 反 調 樂 曲 時 ， 音 階 上 的

t i 音 的 音 高 要 比 一 般 的 奏 低 一 點 ， f a 則 奏 高 一 點 。 乙 反 調 音

階 的 樂 曲 ， 一 般 都 給 人 一 種 比 較 憂 傷 的 感 覺 。 此 外 ， f a 和 t i

的 音 準 特 點 ， 使 乙 反 調 樂 曲 聽 來 像 轉 了 調 似 的 。 即 原 本 是 C

                                                 
3 廣東音樂的音階與粵劇音樂大致相同。 
4 工尺譜的讀音保存了北方的方言發音，此音階的讀音是：hor-si-yi-saang-che-gung-faan-liu-woo，大約是西

方的七聲音階 (diatonic scale)。 
5 舉例：C調七聲音階可以組成 C大調（C major）和 A自然小調(A natural minor)。「正線」定弦可以有「正

線」的五聲音階和「乙反」的五聲音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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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的 s o l  -  t i  -  d o  -  r e  -  f a 音 階 誤 聽 成 B b 調 的 l a  -  d o  -  r e  -  m i  -  

s o 。 乙 反 調 的 樂 曲 ／ 樂 段 還 有 一 些 比 較 特 別 的 地 方 ， 就 是 一

般 當 旋 律 進 行 到 一 個 八 度 以 上 時 ， 才 會 較 多 出 現 l a  音 。 此

外 ， 高 八 度 的 t i 音 的 音 高 要 比 低 八 度 的 相 對 奏 高 一 點 。 有 研

究 者 認 為 這 是 與 廣 東 音 樂 早 期 使 用 的 樂 器 形 制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 譜 例 一 」 是 「 正 線 」 、 「 反 線 」 及 「 乙 反 」 調 音 階 。  

 

譜 例 一 : 廣 東 音 樂 的 「 正 線 」 、 「 反 線 」 及 「 乙 反 調 」 音 階  

 

樂 曲 欣 賞樂 曲 欣 賞樂 曲 欣 賞樂 曲 欣 賞 ： 《： 《： 《： 《 雙 聲 恨雙 聲 恨雙 聲 恨雙 聲 恨 》》》》  

  《 雙 聲 恨 》 的 來 歷 眾 說 紛 紜 ， 大 體 上 此 曲 應 是 本 世 紀 初 才

漸 漸 為 人 廣 泛 演 奏 ， 又 名 《 雙 星 恨 》 或 《 聲 聲 恨 》 。 標 題 內 容

有 說 是 描 寫 牛 郎 織 女 相 思 之 情 （ 陳 德 鉅 ） 。 粵 樂 音 樂 家 及 學 者

黃 錦 培 先 生 則 認 為 此 曲 的 標 題 內 容 都 是 「 隨 意 變 換 的 」 ， 故 亦

不 必 過 於 執 著 （ 黃 錦 培 :  6 2 ） 。 樂 曲 的 旋 律 屬 於 「 乙 反 」 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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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 有 一 種 哀 愁 悲 悽 的 情 懷 。 6 

 

旋 律 結 構旋 律 結 構旋 律 結 構旋 律 結 構  

  樂 曲 分 四 個 段 落 ， 前 三 段 是 慢 板 ， 第 四 段 是 一 拍 子 （ 或

流 水 板 ） 樂 段 。 樂 曲 結 構 巧 妙 。 譜 例 二 是 《 雙 星 恨 》 全 曲 的

旋 律 7， 有 關 的 錄 音 是 把 四 段 完 整 地 奏 出 8。 樂 曲 全 長 約 5 分 3 4

秒 ， 我 們 可 以 參 照 以 下 的 時 間 插 點 ， 邊 聽 邊 看 著 樂 譜 ， 從 而

了 解 此 曲 的 段 落 結 構 ：  

段 落  時 間  

第 一 段  0 分 0 0 秒  –   1 分 1 2 秒  

第 二 段  1 分 1 2 秒  –   2 分 4 0 秒  

第 三 段  2 分 4 0 秒  –   4 分 1 0 秒  

第 四 段  

第 一 次  4 分 1 0 秒  –   4 分 4 6 秒  

第 二 次  4 分 4 7 秒  –   5 分 0 8 秒  

第 三 次  5 分 0 8 秒  –   5 分 3 4 秒  

 

 

 

 

 

                                                 
6《雙聲恨》一曲的出處，中國音樂學者李民雄的《民族器樂概論》有較詳細的介紹 （李民雄 1983: 115-6）。 

7
 樂曲的旋律會因不同演奏版本而稍有不同，這相信是演奏者一般會加花演奏，亦會稍稍改變了樂曲基本

的旋律。為了聆聽的方便，這裡的基本旋律大致上是參照錄音的版本記譜。 

8
 鐳射唱片《音樂名宿：盧家熾》（龍音唱片，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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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例 二 ： 《 雙 星 恨 》 全 曲 的 旋 律  

 

   第 一 段 與 第 二 段 的 後 半 部 旋 律 相 同 ， 這 種 前 半 部 不 同 而

後 半 部 相 同 的 曲 式 結 構 稱 為 「 換 頭 重 尾 」 。 樂 曲 由 第 三 段 開 始

從 乙 反 調 轉 為 正 線 ， 與 前 兩 段 的 調 性 做 成 很 明 顯 對 比 。 旋 律

在 進 行 時 ， 乙 反 調 及 正 線 音 階 交 替 使 用 ， 而 到 了 此 段 最 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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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 用 了 前 兩 小 段 尾 句 相 同 的 旋 律 結 束 第 三 段 ， 又 構 成 了

「 合 尾 」 的 結 構 。 此 種 「 換 頭 重 尾 」 及 「 合 尾 」 是 我 國 傳 統

音 樂 中 是 頗 為 普 遍 的 曲 式 結 構 9。   

 

  第 四 段 由 慢 漸 快 ， 重 複 演 奏 三 次 ， 且 一 次 比 一 次 快 和 更

密 集 的 加 花 ， 直 至 樂 曲 末 段 慢 下 來 ， 並 加 上 尾 句 結 束 全 曲 。

三 次 的 重 複 讓 演 奏 者 發 揮 演 奏 技 術 。 值 得 留 意 的 是 ， 第 四 段

旋 律 與 前 三 段 後 面 的 「 合 尾 」 句 有 連 繫 。 譜 例 三 是 第 三 段 尾

句 與 第 四 段 首 句 比 較 ， 可 見 第 四 段 的 「 五 反 六 」（ A - F -G） 和

「 尺 反 六 」（ D - F -G ） 兩 個 短 句 是 如 何 從 第 三 段 尾 句 中 演 變 出

來 ， 並 加 以 發 揮 成 第 四 段 。  

 

譜 例 三 ： 第 三 段 尾 句 與 第 四 段 首 句 比 較  

 

 

  此 外 ， 第 四 段 尾 句 與 前 三 段 的 尾 句 旋 律 相 似 ， 使 各 段 落

的 結 尾 互 相 呼 應 。 譜 例 四 嘗 試 把 第 三 段 合 尾 及 合 尾 前 三 拍 旋

律 與 第 四 段 樂 曲 終 結 的 尾 句 比 較 ， 從 譜 例 可 以 看 到 兩 者 之 間

                                                 

9 有關類似的樂曲結構，亦見於琵琶曲「陽春白雪」及古琴曲「梅花三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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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相 關 之 處 。 可 見 此 段 如 何 巧 妙 地 與 前 三 段 相 連 ， 使 樂 曲 既

有 新 意 而 又 不 失 全 曲 的 完 整 和 統 一 性 。  

 

譜 例 四 ： 第 三 段 尾 句 與 第 四 段 樂 曲 尾 句 比 較  

 

 

「「「「 支聲複調支聲複調支聲複調支聲複調 」」」」 織體織體織體織體  

  本 文 所 選 輯 的 錄 音 是 由 七 位 演 奏 者 合 奏 ， 樂 器 包 括 高

胡 、 簫 、 中 胡 、 揚 琴 、 秦 琴 、 大 阮 和 碰 鈴 ， 除 碰 鈴 外 ， 其 他

聲 部 以 即 興 加 花 的 手 法 演 奏 ， 是 典 型 的 支 聲 複 調 織 體 10。 譜

例 五 是 聆 聽 首 句 （ 約 首 2 6 秒 ） 的 演 奏 記 譜 11。   

 

                                                 
10

 椰胡及秦琴是廣東音樂合奏常用的樂器，椰胡以椰子殼為琴筒，筒面鑲有木板而不是二胡高胡的蛇皮。

聲音較低沉。秦琴亦稱「班祖」，即 Banjo 的音譯名。樂器的聲音及構造均與 Banjo 相似，其音色介乎 Banjo

與三弦之間。 

11 此記譜雖未能完全準確地反映該樂句的實際演奏，但已非常接近，亦足以顯示支聲複調織體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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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例 五 ： 《 雙 星 恨 》 首 句 演 奏 記 譜  

 

在 第 一 次 聆 聽 時 可 先 留 意 合 奏 的 整 體 效 果 ， 然 後 嘗 試 作 多 次

重 複 聆 聽 ， 每 次 把 注 意 力 放 在 其 中 一 種 樂 器 ， 可 以 留 意 到 不

同 樂 器 的 演 奏 者 ， 會 因 應 該 樂 器 的 演 奏 特 性 而 採 用 稍 為 不 同

的 即 興 加 花 方 法 12。 高 胡 及 椰 胡 是 沒 有 音 品 的 樂 器 ， 演 奏 時

左 手 手 指 很 容 易 奏 出 滑 音 。 由 於 高 胡 在 合 奏 中 是 領 奏 的 樂

器 ， 所 以 高 胡 演 奏 者 一 般 都 會 比 演 奏 椰 胡 的 加 花 較 多 ， 以 突

出 領 奏 的 高 胡 。 吹 奏 簫 笛 的 演 奏 者 ， 手 指 在 簫 的 音 孔 上 跳 動

而 奏 出 「 倚 音 」 、 「 打 音 」 及 「 顫 音 」 ( t r )等 裝 飾 音 。 在 揚 琴

上 打 奏 八 度 音 及 快 音 一 般 都 比 其 他 樂 器 方 便 ， 故 揚 琴 演 奏 者

可 以 很 自 然 地 在 旋 律 音 之 間 加 上 較 多 插 音 及 八 度 音 。 秦 琴 演

                                                 

12 有關傳統器樂「加花」的方法，亦可參考江南絲竹內相關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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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 快 音 較 困 難 ， 所 以 演 奏 秦 琴 時 插 音 及 八 度 音 會 比 揚 琴 少 。

大 阮 屬 較 低 音 的 樂 器 ， 彈 奏 快 音 比 其 他 樂 器 難 ， 故 一 般 主 要

是 把 基 本 的 旋 律 彈 奏 出 來 。 在 同 一 個 旋 律 基 礎 上 ， 各 樂 器 演

奏 者 都 會 按 自 己 的 演 奏 方 便 及 習 慣 即 興 地 加 花 ， 這 樣 便 構 成

了 我 國 傳 統 音 樂 較 為 普 遍 的 支 聲 複 調 織 體 。 當 然 ， 有 經 驗 的

演 奏 者 ， 會 因 應 不 同 的 情 況 加 花 ， 即 使 同 演 奏 者 及 同 一 首 樂

曲 ， 每 次 演 奏 所 加 的 「 花 」 都 不 盡 相 同 ， 這 亦 是 此 類 音 樂 演

奏 和 聆 聽 的 趣 味 所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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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絲竹江南絲竹江南絲竹江南絲竹     

  我 國 的 絲 竹 樂 主 要 流 傳 於 南 方 地 帶 。 「 江 南 絲 竹 」 是 指

流 行 於 江 蘇 浙 江 及 上 海 地 區 的 絲 竹 樂 。  

 

歷史源流歷史源流歷史源流歷史源流  

  一 般 相 信 絲 竹 樂 是 明 清 期 間 ， 一 些 農 村 和 城 鎮 民 間 音 樂

愛 好 者 的 活 動 ， 後 來 慢 慢 演 變 成 一 種 較 為 固 定 的 合 奏 習 慣 ，

如 常 用 的 樂 器 組 合 、 常 演 奏 的 曲 目 、 特 定 的 樂 器 演 奏 方 式

（ 如 「 加 花 」 的 方 法 ） 和 演 奏 場 合 等 。 二 十 世 紀 初 ， 當 江 南

地 區 的 絲 竹 合 奏 活 動 形 成 為 一 個 較 固 定 的 傳 統 時 ， 漸 漸 出 現

了 很 多 絲 竹 合 奏 的 團 體 ， 一 般 稱 為  「 清 客 串 」 、 「 清 音 班 」

或 「 絲 竹 班 」 。 前 二 者 主 要 是 由 業 餘 的 演 奏 者 組 成 ， 屬 自 娛

性 質 ， 或 在 親 友 的 宴 會 中 客 串 演 奏 以 娛 賓 及 自 娛 ； 後 者 則 是

一 些 應 聘 到 人 家 的 喜 慶 宴 會 中 演 奏 的 絲 竹 班 ， 是 職 業 或 半 職

業 的 。 時 至 今 日 ， 我 國 隨 著 音 樂 學 院 及 專 業 的 演 奏 訓 練 課 程

的 出 現 ， 已 有 不 少 為 中 國 樂 器 主 修 的 學 生 ， 提 供 傳 統 江 南 絲

竹 合 奏 的 演 奏 訓 練 。 此 外 ， 比 較 為 人 所 熟 悉 的 業 餘 活 動 ， 要

算 是 上 海 「 湖 心 亭 」 的 絲 竹 合 奏 。 亭 中 奏 絲 竹 樂 的 人 ， 主 要

是 業 餘 樂 手 ， 他 們 有 些 是 已 退 休 的 老 人 家 ， 也 有 在 工 餘 來 趁

熱 鬧 的 13。  

                                                 

13 上海湖心亭的江南絲竹合奏活動實況，可參考學者鍾斯(Stephen Jones)在他的著作 Folk Music of China: 

Living Instrumental Traditions 中，附有上海湖心亭的江南絲竹合奏的照片。(Jones 1995: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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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 然 「 江 南 絲 竹 」 在 很 久 之 前 已 存 在 ， 但 這 名 稱 的 由 來

眾 說 紛 紜 。 國 內 的 學 者 甘 濤 認 為 它 應 在 清 朝 時 已 存 在 （ 甘 濤  

1 9 8 5 :  2） ， 而 兩 位 研 究 中 國 音 樂 的 西 方 學 者 鍾 斯 （ J o n e s） 及

韋 慈 朋 （ J .  L aw r e n c e  Wi t z l e b e n） 則 指 出 ， 儘 管 江 浙 及 上 海 地

區 一 直 有 絲 竹 樂 合 奏 的 活 動 ， 但 「 江 南 絲 竹 」 這 名 稱 是 在 五

十 年 代 才 被 廣 為 使 用 （ J o n e s  1 9 9 5 :  2 7 0 - 1 ;  Wi t z l e b e n  1 9 9 5 :  

2） 。 這 些 不 同 說 法 可 能 是 由 於 不 同 學 者 所 持 的 不 同 角 度 而 引

起 的 分 歧 ， 故 不 一 定 只 有 單 一 的 「 正 確 」 答 案 。 但 無 容 置 疑

的 是 ， 不 論 「 江 南 絲 竹 」 這 個 名 稱 是 什 麼 時 期 才 出 現 ， 其 所

指 的 合 奏 形 式 ， 已 有 悠 久 的 歷 史 ， 亦 是 我 國 一 個 重 要 的 絲 竹

樂 傳 統 ， 其 樂 曲 亦 廣 泛 地 流 傳 着 。  

 

曲目與樂器曲目與樂器曲目與樂器曲目與樂器  

  江 南 絲 竹 著 名 的 曲 目 有 《 八 大 曲 》 ， 除 了 這 八 首 傳 統 樂

曲 外 ， 亦 有 一 些 當 地 家 傳 戶 曉 的 樂 曲 如 《 紫 竹 調 》 。 江 南 絲

竹 樂 曲 是 在 長 久 的 演 奏 實 踐 過 程 中 ， 把 原 有 和 較 為 簡 短 的 樂

曲 （ 或 稱 為 「 母 曲 」） 放 慢 來 奏 ， 並 在 原 有 的 旋 律 上 加 入 新 的

音 ， 這 種 變 奏 方 法 一 般 稱 為 「 放 慢 加 花 」 或 「 加 花 」 14。 《 八

大 曲 》 是 由 《 六 板 》 、 《 三 六 》 、 《 四 合 》 及 《 歡 樂 歌 》 四

個 流 傳 較 久 和 比 較 簡 短 的 基 本 旋 律 或 「 母 曲 」 。  

 

                                                 

14 有關我國傳統器樂音樂的「加花」手法，詳見李民雄《民族器樂知識廣播講座》中＜第十一講：民族器

樂的常用變奏手法之二 -- 放慢加花＞（李民雄 1987:6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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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曲  八 大 曲  

《 六 板 》 又 名 《 老 六 板 》  

《 慢 六 板 》  

《 中 花 六 板 》  

《 三 六 》 又 名 《 梅 花 三 弄 》  

或 《 老 三 六 》  

《 三 六 》  

《 慢 三 六 》  

《 四 合 》  

《 行 街 》或《 行 街 四 合 》 

《 四 合 如 意 》  

《 雲 慶 》  

《 歡 樂 歌 》 *  《 歡 樂 歌 》  

* 今 天 常 奏 的 《 歡 樂 歌 》 是 由 一 個 《 歡 樂 歌 》 的 母 曲 變 奏 而 成 。  

 

  《 八 大 曲 》 包 括 由 母 曲 《 六 板 》 衍 變 而 成 的 《 慢 六 板 》

和 《 中 花 六 板 》； 由 母 曲 《 三 六 》衍 變 而 成 的 《 三 六 》 和 《 慢

三 六 》 ； 由 母 曲 《 四 合 》 衍 變 而 成 的 《 行 街 》 、 《 四 合 如 意 》

和 《 雲 慶 》； 與 及 由 母 曲 《 歡 樂 歌 》衍 變 而 成 的 《 歡 樂 歌 》 。  

 

  江 南 絲 竹 樂 曲 最 常 用 的 調 是「 小 工 調 」， 即 相 約 於 D 調 。

八 大 名 曲 一 般 都 以 小 工 調 奏 出 。 合 奏 時 並 沒 有 固 定 的 樂 器 組

合 ， 要 視 乎 當 時 的 環 境 、 演 奏 人 數 和 所 奏 的 樂 器 而 定 。 較 為

常 用 的 樂 器 有 二 胡 、 琵 琶 、 揚 琴 、 三 弦 、 中 胡 、 秦 琴 、 簫 、

笛 、 笙 和 一 些 敲 擊 樂 器 ， 如 板 、 板 鼓 、 碰 鈴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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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 奏 者 合 奏 時 會 在 同 一 個 基 本 旋 律 上 ， 即 興 加 上 裝 飾 音

及 其 他 音 ， 形 成 我 國 傳 統 音 樂 比 較 常 見 的 「 支 聲 複 調 」 織 體

（ h e t e r o p h o n y） 。  

 

樂曲欣賞樂曲欣賞樂曲欣賞樂曲欣賞 :《《《《 歡樂歌歡樂歌歡樂歌歡樂歌 》》》》  

旋律結構及調式旋律結構及調式旋律結構及調式旋律結構及調式  

  《 歡 樂 歌 》 是 江 南 絲 竹 的 八 大 名 曲 之 一 。 據 說 此 曲 原 為

明 代 昆 曲 中 的 一 首 笛 曲 ， 後 於 二 十 世 紀 初 漸 發 展 成 絲 竹 合 奏

曲 15。 樂 曲 的 母 曲 是 一 板 的 「 流 水 板 」 16結 構 。 旋 律 大 致 可 分

成 四 個 句 ， 每 句 的 落 音 （ 結 尾 音 ） 分 別 是 「 宮 、 宮 、 商 、 宮 」

（ 或 簡 譜 ： 1 、 1 、 2 、 1 ） 。 琵 琶 演 奏 家 林 石 先 生 指 出 ， 這 種

尾 音 結 構 與 近 體 詩 「 絕 句 」 詩 句 結 構 （「 平 、 平 、 仄 、 平 」）

相 同 。 然 而 ， 第 二 及 四 兩 段 均 須 重 複 演 奏 。 在 調 式 方 面 ， 如

按 落 音 的 每 段 句 尾 音 ， 此 曲 主 要 應 屬 宮 調 式 ， 但 樂 曲 每 小 段

的 都 有 轉 換 調 式 17：  

第 一 小 段 ： 徵  �  宮   

第 二 小 段 ： 羽  �  宮  

第 三 小 段 ： 由 多 個 不 同 落 音 的 短 句 組 成 ， 調 性 並 不 穩 定 ， 最

後 落 在 「 商 」 音  

第 四 小 段 ： 羽  �  宮  

                                                 

15 有關此曲的出處，見甘濤的《江南絲竹音樂》(甘濤 1985:496 ) 內有關「歡樂歌」的介紹。 

16 在傳統的樂曲中，一板結構（或相約於一小節內只有一拍）一般稱為「流水板」。 

17 決定調式的方法有 i) 尾句的音（落音）為調式音；ii) 調式音多落在重拍；以及 iii) 調式音較其他音出現的次數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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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 然 角 音 在 全 曲 出 現 次 數 頗 多 ， 但 多 數 不 會 落 在 重 拍

（ 板 ） 上 ， 且 甚 少 為 句 尾 音 ， 故 旋 律 角 調 式 調 性 並 不 明 顯 。

下 面 的 譜 例 是 《 歡 樂 歌 》 的 「 母 曲 」 。  

 

譜 例 六 ： 歡 樂 歌 的 母 曲  

 

  現 今 的 《 歡 樂 歌 》 是 兩 段 結 構 ， 前 段 慢 板 是 把 原 譜 「 放

慢 加 花 」 演 奏 ， 後 段 快 板 基 本 上 返 回 流 水 板 的 節 奏 ， 較 接 近

母 曲 ， 在 第 二 次 重 複 演 奏 時 再 加 快 ， 到 末 句 突 然 慢 奏 以 完 結

全 曲 。 技 藝 高 超 的 演 奏 者 在 此 段 快 板 仍 加 花 演 奏 ， 使 氣 氛 更

趨 熱 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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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 音 中 所 採 用 的 樂 器 包 括 兩 把 二 胡 (一 把 定 弦 D 和 A， 另

外 一 把 定 弦 B 和 F #， 低 小 三 度 )、 笛 子 、 笙 、 揚 琴 、 琵 琶 、 秦

琴 和 擊 樂 (鼓 板 )。 樂 曲 全 長 約 4 分 4 7 秒 ， 我 們 可 以 參 照 以 下

的 時 間 插 點 ， 邊 聽 邊 了 解 此 曲 的 段 落 結 構 ：  

 時 間  

前 段  (放 慢 加 花 )  0 分 0 0 秒  –  2 分 5 0 秒  

後 段 (快 板 )  2 分 5 0 秒  –  3 分 5 3 秒  

後 段 重 複 奏 並 加 快  3 分 5 3 秒  –  4 分 4 7 秒  

 

「「「「 放慢加花放慢加花放慢加花放慢加花 」」」」 演奏手法演奏手法演奏手法演奏手法  

  《 歡 樂 歌 》 的 前 段 慢 板 是 通 過 「 放 慢 加 花 」 或 「 添 眼 加

花 」 的 變 奏 方 式 來 演 奏 。 方 法 是 在 原 流 水 板 的 板 （ 拍 ） 與 板

（ 拍 ） 之 間 再 加 上 分 拍 ， 成 為 「 眼 」 ， 變 成 一 板 一 眼 的 「 板 、

眼 」 節 拍 結 構 ， 相 約 於 西 方 音 樂 的 兩 拍 ， 這 種 加 拍 的 方 法 稱

為 「 添 眼 」 ， 或 現 今 稱 為 增 值 （ a u gm e n t a t i o n） 。 由 於 板 與 板

之 間 多 了 「 眼 」 ， 樂 曲 的 板 與 板 之 間 的 時 間 比 原 本 只 有 板 沒

有 眼 的 長 了 ， 也 即 是 把 原 譜 「 放 慢 」 了 18。 除 了 放 慢 ， 還 在 原

旋 律 音 之 間 插 入 新 的 旋 律 音 。 譜 例 二 是 《 歡 樂 歌 》 的 原 譜 與

放 慢 加 花 旋 律 比 較 。 譜 例 中 加 註 了 板 及 眼 的 位 置 ， 亦 嘗 試 把

原 譜 旋 律 與 錄 音 二 胡 聲 部 放 慢 加 花 的 旋 律 對 應 。 從 譜 例 可 看  

                                                 

18 如以西方音樂理論解釋，音樂的速度  (tempo) 是指拍  (beat) 與拍之間的時值。時值越大，即速度 

(tempo)越慢。如把這概念套用在這裡，即板與板之間時值因「添眼」而加大了，也就是把音樂放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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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 添 眼 」 及 加 插 旋 律 音 的 手 法 ， 放 慢 後 的 旋 律 大 部 分 與 原

譜 旋 律 對 應 。 然 而 ， 《 歡 樂 歌 》 其 實 沒 有 固 定 的 放 慢 加 花 旋

律 ， 不 同 的 樂 器 各 有 其 法 ， 這 些 旋 律 一 方 面 當 然 是 按 原 譜 放

慢 ， 旋 律 大 致 相 近 ， 但 各 有 不 同 的 加 花 方 法 。  

 

譜 例 七 ： 《 歡 樂 歌 》 的 原 譜 與 放 慢 加 花 旋 律 比 較   

 

 

「「「「 支聲複調支聲複調支聲複調支聲複調 」」」」 織體織體織體織體  

  在 實 際 的 演 奏 過 程 中 ， 演 奏 者 會 按 自 己 所 奏 的 樂 器 的 演

奏 特 性 加 上 新 的 旋 律 音 及 裝 飾 音 ， 使 音 樂 旋 律 更 加 豐 富 及 優

美 ， 同 時 亦 因 此 構 成 了 傳 統 器 樂 合 奏 中 常 見 的 「 支 聲 複 調 」

織 體 。 譜 例 七 是 錄 音 內 二 胡 （ D 和 A 定 弦 ） 、 笛 子 和 揚 琴 的

演 奏 記 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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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例 八 ： 《 歡 樂 歌 》 的 各 樂 器 演 奏 記 音 譜  

 

 

  譜 例 中 可 見 三 個 聲 部 奏 出 的 旋 律 各 有 差 異 。 二 胡 因 演 奏

上 的 方 便 ， 明 顯 有 較 多 滑 音 裝 飾 音 。 笛 子 在 吹 奏 時 ， 手 指 在

音 孔 上 較 易 奏 出 倚 音 、 打 音 和 顫 音 。 揚 琴 在 演 奏 時 加 入 八 度

音 是 典 形 的 揚 琴 加 花 方 式 ， 這 是 因 為 揚 琴 演 奏 八 度 音 比 其 他

樂 器 較 為 方 便 。 此 外 ， 還 有 其 他 樂 器 各 自 的 即 興 加 花 ， 整 個

演 奏 構 成 了「 支 聲 複 調 」織 體 ， 再 加 上 不 同 樂 器 的 音 色 差 異 ，

使 音 樂 效 果 更 為 豐 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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