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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节交流资料》一书中 , 四川音乐学院副教授李柯在“潮州传统筝曲与客家传统筝曲演奏的异同”一文提及 , 潮州

筝相传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 , 用武力收服百粤时 , 筝随秦人南下传到潮州的。

②筝广泛流传于民间 , 并融合了各地区的民歌、说唱、戏曲等民间音乐 , 根据流行地区的不同 , 形成了以不同的

音韵特点和独特的演奏技法为特色的地方流派。近代有代表性的、较著名的汉族筝曲流派有山东、河南、浙江、潮

州、客家筝派等。北方以河南、山东筝派为代表 , 南方便主要以潮州筝派为代表。

潮州筝与“活五调”

曾 　雯
(韩山师范学院 潮州师范分院 , 广东 潮州 521041)

　　摘 要 : 潮州音乐保留着我国古典音乐的特点与风格 , 同时又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 是我国民族音乐

遗产中的珍宝。古筝是潮州音乐的主奏乐器 , 由于潮州艺人独特的“造句”弹奏法 , 形成了别具一格而又

丰富多彩的潮州筝曲。在诸调中 ,“活五调”最能体现潮州筝的风韵神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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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音乐是广东省的民间乐种 , 流行于粤东

地区潮汕一带的潮州方言区 , 并随潮人的足迹而

传播于闽南、台湾、港澳和东南亚一带。潮乐历

史悠久 , 源远流长。历代因官宦贬迁、战乱及中

原百姓南移 , 将中原古乐传入潮汕。在漫长的岁

月中 , 古乐受潮州方言的影响 , 并与当地民间乐

调融合 , 兼收融汇“正字”、“昆腔”、“西秦”、

“外江戏”诸剧种 , 使潮州音乐既丰富多彩 , 又

自成体系。其中筝艺自成中国一大流派 , 筝曲别

具一格 , 尤以“活五调”音律最为特殊 , 也最能

体现潮州筝的风韵神髓。

一、潮州筝在潮乐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中国的音乐历史源远流长 , 在漫长的历

史长河中 , 由于地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

语言等方面的不同 , 因而产生了各地具有地方特

点的音乐 , 又因为各地方音乐的不同和师承渊源

的不同 , 所以形成了各具特点的音乐流派。潮州

音乐历史悠久 , 它是我国民族音乐遗产中的珍

宝 , 其曲调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 保留着我国古

典音乐的特点与风格。潮州音乐既有传统古乐之

遗制 , 又有本地的创造发明 , 形成成熟、丰富的

融合多乐种、多形式的地方音乐流派。弦诗乐和

细乐均属潮州音乐中最古老而又最普及的乐种。

弦诗乐是唐宋以来随着中原乐陆续传入潮州 , 并

在本地不断丰富发展起来的。细乐是在弦乐的基

础上 , 承袭儒家乐派的演奏规制和方法 , 逐渐形

成自己的风格 , 被称为“儒乐”、“雅乐”。古筝

是潮州音乐的主奏乐器 , 唐宋时期已在潮州出

现①。当它和潮州地区的语言、民间音乐、戏曲

以及习俗结合起来后 , 逐步形成闻名遐迩的潮州

筝艺②。

潮州筝流传于广东潮汕地区、闽南诸县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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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群岛一带 , 它较好地保留我国古文化艺术的特

点 , 音乐结构特殊 , 旋法别具一格 , 具有浓郁的

地方色彩 , 是最能体现潮州音乐特色的主奏乐器

之一。筝能自成一格而又有别于其他乐器 , 至为

重要的就是左手按滑音的变化 , 即所谓以韵补

声 , 舍此 , 则很难言筝乐的流派和发展。潮州古

筝演奏时虽然也是右手弹 , 左手按 , 但左右手的

配合有独到之处 , 即右手弹到哪里 , 左手就跟到

哪里 , 必须保持同步 , 并且要以吟、揉、绰、注

等多种手法加以装饰 , 因此最能制造“一音多

韵”的吟哦效果。在潮筝中 , 这一手法的运用可

以说是到了十分绝妙的地步 , 在筝的演奏中独树

一帜。“以韵补声”、“一音多韵”实际上就是弹

筝时通过左手按音的变化 , 以达到几种音阶和调

式的组合效果。潮筝音律也不同于十二平均律和

其他地方的民族音乐 , 弹奏时潮州筝以其右手的

流畅、华丽 , 左手滑音的独特加花奏法 , 使音乐

旋律变化细腻、幽雅、清丽 , 既铿锵又古韵纯

朴、微妙而独具一格。

二、潮州筝曲的特点

传统潮州筝主要用于“细乐” (三弦、琵琶、

筝) 合奏 , 在合奏中 , 演奏者都遵循同样一份原

始谱 (二四谱或工尺谱) , 同时 , 按照各自乐器

的演奏特点和个人的技法习惯来加花演奏 , 演奏

时各自可以根据自己对乐曲的理解 , 在一定规范

内自由发挥。这种重大拍而不拘小节的演奏风

范 , 充分显示出潮乐的内在张聚力 , 常常使潮乐

演奏变得丰富多彩。因此每个演奏者都是自己乐

器旋律的创造者。在潮汕地区 , 可以听到许多弹

筝人奏同样的乐曲 , 除了板数和骨干音一致外 ,

音乐旋律、演奏技巧和用指方式都大相径庭 , 民

间称这种演奏为“造句”, 由于这种记谱系统强

调演奏者在原始谱基础上创造旋律的重要性。而

造句的悦耳与否又取决于演奏者的气质与音乐素

养 , 所以人们很尊重那些“造句”柔美动听 , 而

且在“造句”中能充分发挥其技巧和考究的演奏

风格的演奏者。近代的潮州筝独奏曲就是在此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不仅表现在潮州筝演奏技巧

日趋丰富 , 而且由于艺人的“造句”愈加个性

化 , 故潮州的筝曲目也逐渐增多。如《柳青娘》

一曲就有《轻六》、《重六》、《活五》、《轻三重

六》四种调 , 各具特点 , 情绪也不相同。又如原

先的佛曲 , 在新中国成立后 , 佛曲经民间艺人收

集、整理 , 摆脱原来唱词和演唱程式 , 单独取其

曲调 , 充实乐器 , 改由管弦乐和锣鼓乐等多种演

奏形式 , 始冠以“潮州庙堂音乐名称”, 成为潮

州音乐的一个品种。其旋律曲调也有部分通过艺

人的整理、再造 , 成为潮州筝的独奏曲 , 如《渔

家乐》等。还有相当一部分汉调音乐传入潮汕地

区后经潮汕的历代筝家以筝的独特技法加花变

奏 , 逐渐形成了独立完整的潮州筝曲 , 如《昭君

怨》等。

潮州筝曲的曲体结构具有民族特点 , 符合民

族审美习惯。旋法以五声骨干音为主 , 虽有六

声、七声的运用 , 但实质是“奉五声”的关系。

乐律基本上是五度相生律 , 但在七声音阶中 , 由

于 si 音偏低 , fa 音偏高 , 常出现 3/ 4 全音和 1/ 2

半音 , 所谓中立四度、中立七度的中立音程 , 又

越出了五度相生律的局限。由于某些音级在音高

上的微升、微降和游移现象 , 旋法极讲究润饰和

作韵 , 使调式色彩产生种种变幻 , 令人回味无

穷。潮州音乐的曲调可分为轻六、重六、活五、

反线、轻三重六等五种 , 并各自体现特定的情绪

气氛。相对而言 , “轻六”表现轻松愉快 , “重

六”善于表现深情激越 , “活五”善于表现缠绵

悱恻 ,“反线”善于表现逸畅谐趣 , “轻三重六”

善于表现忧闷思恋。而在诸调中 , 潮州音乐表现

力最强 , 但最难表现的是“活五调”。

三、“活五调”对潮州筝
风韵神髓的突出体现

“活五调”是一种六声音阶曲调 , 它委婉、

深沉 , 善于表现悲愤、激越的情绪 , 是一种悲

调。由于曲调独特 , 韵味浓郁 , 引起海内外一些

知名音乐家的极大兴趣。活五调强调特殊滑音效

果而以韵取胜。在三弦、琵琶、筝等众多乐器

中 , 用古筝来演奏“活五调”表现力最佳 , 尤以

筝的韵味最浓。学潮筝 , 弹不好“活五调”就被

认为未到家。

2002 年 7 月 , 国际古筝大会六大门派“掌

门”在香港与广州汇演时 , 潮州古筝演奏家林毛

根老师以一曲古筝曲《柳青娘》尽展“活五调”

的神韵 , 赢得了海内外音乐界的赞誉。林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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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潮州音乐很好听 , 但学起来难度大 , 因为有

特殊音阶 , 腔调也不一样。潮州音乐中的“特色

菜”“招牌菜”, 特别有味道的 , 叫“活五调”,

也叫“活三五”, 这两个音是在颤动中产生形成

的 , 是流动的“悲音”。弹奏“活五调”表现力

最好的乐器是古筝 , 而乐曲的代表作是《柳青

娘》, 表演难度极大。古时候的歌妓 , 身世极其

悲凉 , 乐曲就是对柳青娘寄予深深的同情与怜

惜。只有“活五调”才能惟妙惟肖地表达这种

“悲调”, 可以奏得连绵不断 , 四座皆泣。潮州筝

在演奏中擅长表演“活五调”的特殊用音和一音

三韵。传统古筝 , 不管南北都一样 , 以右手弹 ,

左手按 , 右手只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 , 不同地

方的筝 , 多以大拇指弹奏力度、速度、密度、耐

久来体现风格特色。潮州筝的特点却在弹奏时注

重左手对右手大拇指的配合上。右手的大拇指弹

到哪里 , 左手也就跟上来 , 用吟、揉、绰、注等

手法加以装饰 , 潮州筝的曲调 , 70 %都经过左手

的加工润色。在弹奏“活五调”时 , 左手装饰要

求更高 , 常要求一音三韵 , 右手弹出一音 , 左手

要揉出三个音韵来。

(一) “活五调”的音阶定弦

“活五调”是用571 ↑245 音阶组成的旋律 ,

它是潮乐中比较特别的调 , 它的 2 音比十二平均

律的 2 音稍高 , 但又不至 # 2 音。演奏此音时左

手应多带颤 , 有时在按↑2 音后 , 还上滑到 4 音

⋯⋯在该调中 , 4 音和“轻六调”、“重六调”的

4 音相差不多 , 有时会更高一些。但它对 7 音的

处理比其他调的 7 音要明显的低一些 ⋯⋯弹筝人

通常认为“活五调”在诸调中最难演奏。一部分

人在演奏“活五调”时用的是561235 音阶定弦 ,

其中的7 ↑24 变化音都是用左手按出。他们认为 :

用这种定弦弹奏“活五调”技巧高 , 也体现了

“活五调”的韵味。然而 , 多数人弹“活五调”

时用的是 124561
·

音阶定弦 , 他们认为 : 这种定

弦把左手按、滑的处理 , 主要放在 72 (即二四

谱的三音、五音) 两音上 , 方便了演奏 , 也使

“活五调”的韵味更浓了。从实际演奏来看 , 定

弦之争似乎是次要的 , 因为采用两类定弦的弹筝

人中 , 都有弹“活五调”乐曲的高手。

(二) “活五调”的弹奏要求

“活五调”是“活三五调”的简称 , 三五即

si re , 两音还要做特殊的滑音处理 , 活就指这

个。活三五究竟要活到什么程度 ?“三” ( si) 要

在 si 与 do 中间大回旋 , “五” ( re) 是个不稳定

的颤音 , 音高接近 re。演奏这两个音 , 除要求特

定音准外 , 还要滑动 (或颤动) 均匀、连惯 , 要

在动态中表现。如下谱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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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中多处 (三) 音 或 , 通过

左手吟、揉的弹奏手法 , 产生“活五调”常说的

一音三韵的效果 , 同时还有↑2 (五音) 不稳定

的颤音 , 配上左手吟、揉、绰、注等演奏技巧 ,

使“活五调”曲调悦耳动听。以幽情的画意 , 婉

转圆润的音韵、舒慢的节奏 , 构成了富有潮州韵

味的特殊调式。同时 , 在弹奏中还要注意“三”

(si) 音如果按得太轻 , 变成轻六调 , 按得太重 ,

则变成了重六调。“五” ( re) 音 , 轻滑无味 , 重

滑又变味 , 按得太死则变成死五调。弹奏中的特

别之处在这里 , 高难之处也在这里。所以说学潮

筝弹不好“活五调”就被认为未到家。

“活五调”虽然是“悲调”, 但也有《渔家

乐》、《普天乐》这一类表现喜庆的曲目用此调。

这不奇怪 , 生活中也有以眼泪表现欢乐的。例

如 : 骨肉久别重逢 , 夫妻破镜重圆等不都是高兴

得流泪的吗 ? 以悲调谱喜乐 , 也正是潮州音乐的

博大精深。

潮州筝具有典雅、轻柔、细腻的特色 , 是潮

州人民生活、性格特点在音乐中的反映。以“活

五调”等主要体现潮风的这样一些保留地方音乐

旋律特征的乐曲在一系列作品中反复呈现出来 ,

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驰名中外的潮州古筝艺

术流派。它作为一种民族文化 , 还需要我们去丰

富、发展和提高 , 只有这样 , “乐中筝”才会闪

耀出更加耀眼的光辉。

Chaozhou Zheng and“Vibrating Five Tunes”

Z EN G　W en

( Chaoz hou N ormal School , A f f i l iated School of H anshan Teachers Col lege , Chaoz hou , Guang dong 521041)

Abstract : Chaozhou music is t he t reasure of our folk music heritage , For one t hing , it holds t he

characteristic and style of Chinese classical music ; for anot her , it is t he music wit h f ull local color .

The zheng is t he main musical inst rument performed in Chaozhou music. Because of t he unique“sen2
tence making”, t he way of performance by Chaozhou artist s , t he melodies played with Chaozhou

zheng are formed , which has a unique style. Among the t unes , “Vibrating Five Tunes”is t he very

one t hat shows t he soul of Chaozhou Zheng best .

Key words : Chaozhou music ;“Vibrating Five Tunes ”; Chaozhou 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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