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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科技文库》 总序

李葆嘉

　　当代语言学已经进入了一个科学与技术的互补时代，信息处理
水平成为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知识世界的载体是
语符系统，信息处理的根本对象是语言信息处理。与计算机的出现
使得语言符号有可能成为数据处理对象相似，神经科学实验仪器设
备的应用，使得在大脑神经层面探讨语言机制成为可能。这些无疑
都引导语言研究走向科技化，“语言科技新思维”（李葆嘉２００１）应
运而生。所谓“语言科学”包括理论语言学、描写语言学、历史语
言学、应用语言学等分支学科，所谓“语言技术”指语言研究的现
代技术手段，包括语言信息处理、语音实验分析，以及语言的神经、
心理和行为实验分析的技术手段等。就语言信息处理而言，又可以
分为语料库研制技术、知识库研制技术、知识挖掘和抽取技术、句
法信息处理技术、词汇信息处理技术、语音信息处理技术、语义信
息处理技术、语用信息处理技术等。
２００１年５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创办了史无前例的“语言科

学及技术系”，率先迈出了从传统文科教育范型向现代科技教育范型
转变的步伐。“十五”期间，南京师大“２１１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
目“语言信息处理与分领域语言研究的现代化”（陈小荷教授主持），
以基础平台建设、资源建设和理论探索等为主，迈出了语言科技研
究的一大步。

“十一五”期间，南京师大文学院、外国语学院和国际文化教育
学院联袂申报“２１１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该项目以“语言
科技”为引导，以“多学科交叉、跨院系整合、开放型营运”为理
念，建设具有前瞻性、原创性、成长性的语言科技高级工作平台。
以典型课题的工作原理为核心，进行资源开发和系统研制，拓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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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科技、二语习得的神经机制研究、言语能力受损儿童的语言能力
研究等新方向。同时造就新一代学术领军人物和培养一批高层次复
合型人才，以期形成一支高水平的交叉学科团队。该项目设计，体
现了工作平台建设、理论创新、应用研究、人才培养、团队建设的
学科发展一体化思路。其旨趣在于，加速语言研究从传统文科范型
向现代科技范型的转变，以引领２１世纪语言科技的新潮流。

作为新兴交叉学科项目，通过教育部组织的专家匿名评审，“语
言科技创新及工作平台建设”（２００８～２０１１）获批，总投入１０００万
元。总体而言，这一“语言科技创新”团队，分支学科齐全，专业
知识互补。涵盖了理论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义科技、语音科技、
实验方言学、历史语言学、神经语言学、二语习得研究、话语行为
语言学等领域。这一期间，项目组成员获批的国家级基金项目达２０
多项。该项目理念之前瞻、实力之雄厚、工程之浩大、经费之保障，
为学界瞩目。
２００８年秋，本项目以南京师范大学语言科技研究所为实施单位

正式启动。主要有三大任务：建设一个领先性的语言信息科技实验
室、建立一个独创性的语言科技工作平台、撰著一套有特色的语言
科技文库。

从实验室方案设计到设备招标采购，再到实验室用房改造，经
过８个月的努力，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语言信息科技实验室建成，为语言
研究从传统范型向科技范型的转变提供了基本保障。该实验室划分
为实验工作区、科研工作区和管理服务区。实验工作区建有语音实
验与计算室、神经认知实验与计算室、课堂话语实录室三个专门实
验室。科研工作区建有语义科技工作室、语音科技工作室、方言实
验工作室、知识工程工作室Ⅰ（先秦词汇）、知识工程工作室Ⅱ（中
古词汇）、知识工程工作室Ⅲ（敦煌俗语言文字）、语言习得神经机
制工作室、语言习得中介机制工作室，以及参研工作室。管理区服
务包括办公室、管理室、编辑室和交流室。出席“语言科技高层论
坛暨语言信息科技实验室落成仪式”（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４日）的专家认
为，该实验室体现了语言学跨学科研究的当代性和先进性，具有整
体性、科技型、开放型三个特点，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是“语言科
技新思维”的又一体现。同时认为，该实验室的科研工作涵盖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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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二级学科、四个博士学位点，有稳定明确的研究方向，有合理的
设计规划和很好的科研基础；整体设计合理，功能齐备。以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建设标准衡量，很多方面超过了指标。

语言科技工作平台是基于工作原理（课题定位—理论方法—技
术路线—关键技术—评估方式）而建设的高级平台。一方面，从语
言信息、语言知识和语言机制三个层面，围绕典型课题进行设备配
置、资源建设和软件开发；一方面，将典型课题研究与工作平台建
设融为一体，依据典型课题建设的子平台应具有解决同类课题的
功能。

建设语言科技工作平台的目标是要实现语言研究手段的技术化
和模型化，总体设计包括三个二级平台和八个子系统。

一、语言信息工作平台　１．语义科技工作系统（李葆嘉教授主
持）：基于词汇语义－句法语义的一体化研究思路，开发“人－机交
互语义标注工具”，研制“深度语义标注信息库”；研制“幼儿
（２～６）日常话语跟踪语料库”，完成幼儿语义系统和话语行为分析
研究。２．语音科技工作系统（顾文涛教授主持）：研制“多语言、多
语境、多语用的语音语料库”，基于声学信号分析、感知实验和数学
建模，完善语音韵律理论与相关技术应用。３．方言实验工作系统
（刘俐李教授主持）：完成“网络版汉语方言有声语料库”，拟定系统
的可操作性语音、词汇、语法实验模型和研究方法，进一步完善新
兴交叉学科“实验方言学”。

二、语言知识工作平台　１．先秦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系统（陈
小荷教授主持）：研制“先秦文献语料库”、“专名知识库”、“汉语词
汇档案库”等，开发先秦文献自动分词算法、古籍版本异文自动发
现算法、同指专名检索软件工具等，完成“先秦汉语词汇统计与知
识检索”。２．中古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系统（董志翘教授主持）：研
制“中古文献语料库”、“专名知识库”、“中古汉语词汇档案库”等，
开发中古文献自动分词和标注工具等，完成“中古汉语词汇统计与
知识检索”。３．敦煌俗语言文字统计与检索系统（黄征教授主持）：
研制“敦煌文献资料库”、“敦煌文献俗词语档案库”，开发相应工
具，完成“敦煌文献资料与知识检索”。

三、语言机制工作平台　１．二语习得的神经机制研究系统（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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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斌教授主持）：研制“英语受蚀词汇库”等，基于行为学、脑成像
和脑电三维度模型，进行中国人英语习得与磨蚀的神经机制研究，
完成“基于神经机制的英语个性化学习分析系统”。２．二语习得的中
介机制研究系统（肖奚强教授主持）：研制“留学生汉语口语中介语
语料库”，基于中介语理论、对比分析理论、偏误分析理论以及二语
习得影响因素等，完成“留学生汉语习得的中介机制研究”。

这一工作平台，既是科技研究平台，也是人才培养平台，即一
个现代化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体系。

作为本项目的文本成果，《语言科技文库》包括计算语言学研
究、语义语法学研究、汉语方言学研究、古代汉语学研究、语言教
学与研究、语言新专题研究六个系列。其总体特征为：领域的开拓
性、理论的原创性、选题的新颖性、方法的交叉性、考据的精审性、
成果的应用性。在研究过程中，除了数据采集分析、资源建设和软
件开发，更重要的还是要有新思路、新理论和新材料。陈小荷提出
的先秦文献信息处理新方法，从先秦典籍注疏文献中挖掘出用于自
动分词和词义消歧的知识，再注入已开发的古汉语分词和词性标注
工具中去，所取得的先秦古籍版本异文自动发现、先秦词汇知识自
动挖掘等成果均具开拓性。李葆嘉提出的语义语法学理论和话语行
为理论，基于研制专用语料库或语义信息库和技术手段，开拓了语
义网络建构、深度语义分析和话语行为研究等新的领域。刘俐李建
构的实验方言学理论和方法，为方言学向现代科技方法的转型研究
提供了新路，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黄征多年来从事敦煌文献及
其俗词语文字研究，古代汉语学研究系列中的敦煌文献校录整理，
以及敦煌写本字词考释、以古佚和疑伪经为中心的敦煌佛典词语和
俗字研究、两汉声母系统研究等新见迭出。肖奚强基于汉语中介语
语料库的二语习得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界已经产生了影响。
钱玉莲的汉语介词与相应英语形式比较研究等专著各有亮色。倪传
斌依据语言测试和认知实验等数据，从行为学、生理学和语言学三
个层面分析影响中国英语学习者外语磨蚀的相关因素。刘宇红基于
隐喻的理论探讨，对各类隐喻形式的结构、特性和解读规律进行了
多视角的深入探讨。

《语言科技文库》所收论著，由作者在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申报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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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始逐步完稿。系列主编审读了书稿，主要就其学术价值、章
节安排、内容关联、行文表述、图表绘制等方面，提出审阅意见。
此后，作者们对书稿又进行了修改和润色。《语言科技文库》的作
者，大多数是具有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对于我们这些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走进语言学研究领域的而言，出版论著可能已不足为道。然而，
对于年轻学者而言，其论著的出版既是几年来研究的结晶，也是对
其继续探索的促进。换而言之，“２１１工程”重点学科建设的目的之
一，就是为年轻教师搭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科研和教学平台。学科
带头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提携后进。

尽管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或学术研究是一种个人的探索行为，
然而复杂问题的研究，无疑需要群体协作。“学科建设”或团队合作
模式，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个新概念。这种模式涉及总
体规划、多方协调，是需要付出精力和心血的。２００８年，通过投票
方式推举我担任该项目总负责时，就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劳动班
委”。２００９年，前往安徽大学拜访黄德宽教授时，曾谈到“学科负责
人的任务就是规划设计，争取项目经费和提供科研设备设施”，得到
黄教授的赞许。２０１０年，申报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时，评审专家柳士镇教授提问的“作为一个交叉学科项目，各学
科之间的协调是怎么考虑的，有什么做法”，可谓一语中的。作为后
学，深知交叉研究之艰、学科整合之难。相关学科之间的整合协调
需要借助行政机制，但凭借行政方式并非就能完成。当时的回答是，
目前做到的是建成了一个可以合作研究的场所，至于学科之间的进
一步沟通合作应有较长过程。有一点很明确，只有通过交叉项目，
相应学科才能渗透，合作者才能逐步磨合。我们只是在一步步探索。

十一五期间的“２１１工程”建设项目即将完成，但是学科建设的
任务并没有结束。２０１０年，“语言信息科技研究中心”被评审为江苏
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语言科技”这一交叉
领域注入了新的建设活力。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除了“跨院系整合、
多学科交叉、开放型运行”理念，需要凸显“合作性攻关”。围绕交
叉性项目，实施计算语言学、语音科技、神经语言学、语义科技等
力量的联合攻关计划。只有通过全面开放以及和与国内外同行的合
作交流，才有望建成具有影响的语言科技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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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基地。
十年前，我（２００１）曾写道：“语言科技”的内涵是以理论研究

为指导，以描写研究为基础，以应用研究为枢纽，促使语言研究向
计算机应用、认知科学和现代教育技术领域等延伸，沟通文理工相
关学科以实现语言研究过程及其成果的技术化。“语言科技”的外延
为语言工程科技、语言教育科技和语言研究科技。其中，“语言研究
科技”是将语言研究活动与资源建设、软件开发相结合，其目标是
实现语言学自身的科技化。还应包含语言实验、数据处理这些实验
语音学、神经语言学研究的科技手段。

虽然语言学家不可能也不必要都转向语言计算或实验研究，尽
管描写、考据和内省始终是最基本的方法，但是具有一定的语言科
技意识却非常必要。语言学家只有了解有哪些可供利用的资源、软
件或仪器，才能提高其研究深度、精度和效率。语言学家也只有了
解到信息处理的语言研究需求，才有可能为之提供可资应用或参考
的基础成果。“语言科技”是２１世纪语言学研究的潮流。

此为出版缘起。是为总序。

２０１１年８月谨识于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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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导 　 　 言

１ １　 课题源起

本课题是南京师范大学２００８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跨学科重大项目
“江苏区域方言文化研究”（该项目由刘俐李教授主持）的一个研究
方向。该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江苏地方方言文化，具体为江苏区
域方言亲属称谓比较研究、江苏方言民俗词语研究、江苏地方戏曲
的声学实验研究。设计地方戏曲的声学实验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１）地方戏曲是地方方言文化的重要代表；（２）地方戏曲目前发展
前景堪忧，面临生存、延续困境，亟待加强研究；（３）地方戏曲的
旋律跟语音的声学特征关系密切［１］；（４）很少有人从语言学的角度，
尤其是从现代声学实验的角度研究地方戏曲；（５）地方戏曲的声学
实验研究结果一方面能够初步揭示戏曲唱腔的语音特征，另一面又
能够为戏曲的教学提供一定的借鉴，有助于戏曲文化的传承。

地方戏曲是地方文化的重要代表，而地方戏曲的载体是地方方
言，因此对地方戏曲的研究实际上是地方方言文化研究的内容之
一。以往对地方戏曲的研究主要是戏曲音乐工作者的事情，探讨
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地方戏曲的起源、发展演变、唱腔分类及特点，
地方戏曲腔格等等。杨瑞庆《实用旋律学初探》（２００６）着眼于音
乐旋律的三要素（即音高、音长、音强），着重研究了流行音乐、
民歌的旋律特点，然而研究的视角仍是音乐学。还有一些学者从
文学角度研究戏曲的文学功能，戏曲所反映的社会时代内容，戏
曲的表达功能等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曾经有音乐学专家探讨过语
言与音乐的关系，主要是杨荫浏、孙从音、武俊达三位学者，他
们的相关论文后来结集为《语言与音乐》（１９８３）出版。近年来有
学者结合语言学的知识（主要是音韵知识）对地方戏曲进行研究，



如俞为民、田韶东对昆曲四声的字声特征与腔格关系的系列研
究［２］，孙从音（２００２）从格律角度对昆曲所作的研究等。郑茂平
（２００７）从传统语音学角度探讨声乐演唱中的语音问题，内容涉及语
调、语气、音变、元音、辅音、音节等与歌唱的关系及其在歌唱中
的运用，为从语音学角度研究声乐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和资料。
近年来语言学者更直接地从语言学角度对地方戏曲进行系统研究的
则是游汝杰等于２００５年出版的《地方戏曲音韵研究》。这部著作着
眼于语言学，着重探讨了戏曲的源语言与戏曲语言的关系，字调与
乐调的关系等，涉及到的地方戏曲种类有昆剧、越剧、京剧、黄梅
戏、沪剧、莆仙戏、湖南花鼓戏和上党梆子。这本著作虽也有个别
地方涉及到了声学实验，但相对浅显，其研究的主要角度还是传统
语言学。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从声学语音学的角度研究戏曲唱腔的声学特
点，探讨戏曲唱腔的听感特征在声学上的表现，分析戏曲唱腔与声
学要素之间的关系。语音具有音强、音长、音高、音色四个基本要
素，这四个要素往往成为声学语音学分析语音特征的出发点。戏曲
的旋律跟语音的四要素均有关联，其中与音长、音高、音强的关系
最为密切。音长跟节奏、速度相关，音高跟音域、音律相关，音强
跟节拍、强弱相关。本书主要从跟戏曲旋律关系最为密切的音长、
音高方面，研究锡剧演唱、念白的声学表现及其与声腔、曲调的关
系等，而对于音强只在有关章节做些浅显的探讨。

江苏地方曲艺种类很多，最著名的就是昆曲，它已于２００１年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驰名
中外，影响很大，已经得到政府的足够重视。经过长期发展，昆曲
已成为与京剧等并列的全国性剧种。除昆曲外，流行于江苏地区的
地方曲艺种类还有发源于扬州的扬剧，发源于常州、无锡地区的锡
剧，流行于苏北地区的淮剧和淮海戏，流行于南通地区的通剧等等；
此外还有南京白局、苏州评弹、海门山歌、徐州梆子等一些特殊的
地方曲艺形式。从全国范围来看，江苏地方曲艺形式的种类应该算
是比较多的。

江苏境内的地方戏曲种类繁多，昆曲作为南方戏曲的典型代表，
历史悠久，然而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多人加工、改造，失去了很

２ 　 锡剧女声唱腔声学实验研究



多的地方特征，其中的方言成分已不十分纯粹，加上现阶段为迎合
观众需求、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昆曲又进行了不少形式和内容上
的革新，发展速度较快。锡剧也是江苏著名剧种，拥有一百多年的
历史，其形式、语言和内容方面虽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革新，但其
江南特色仍然十分突出，与常、锡吴语结合得非常紧密，鉴于上述
两点本文没有选择昆曲而是选择锡剧作为研究对象。锡剧主要有三
大声腔系统，即簧调、大陆板和玲玲调。簧调是锡剧声腔中最早产
生、最有特色、板式发展最为完备的曲调，其他声腔都是在发展过
程中借鉴别的剧种发展起来的。有鉴于此，我们主要选择了锡剧的
代表性腔调“簧调”作为主要研究内容。锡剧唱腔还分为男腔、女
腔，本书则以女腔为代表对锡剧的唱腔曲调作声学实验研究。

１ ２　 锡剧简介

１ ２ １　 锡剧的历史及发展
锡剧是除昆曲之外江苏省最重要的地方剧种之一，它主要流行

于江苏常州、无锡、宜兴、苏州等地。据文献记载，锡剧大概有一
百多年的历史，一般戏曲研究者认为她起源于滩簧（摊黄），这一点
并无争议。关于锡剧的起源地，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无锡滩簧，又
叫无锡东乡调或东乡小曲，产生于无锡东北的严家桥和羊尖一带；
另一说是常州滩簧，“发源于常州南门的德安桥”［３］。

滩簧时期的锡剧一开始是坐唱形式，后来在发展的过程中加进
了舞蹈和表演动作，成为滩簧小戏。起初，常锡滩簧的演出形式很
简单，只是由一男一女登台对唱，称作“对子戏”。“对子戏”一般
只有“小生、小旦、小丑”中的“两小”参演，而三者合在一起称
为“三小戏”。当时演出的剧目多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集体创作，唱
词和念白可由演员自由发挥。剧情以反映农村、农民生活为主，如
《双推磨》、《种大麦》、《割韭菜》等，也有一些带有反抗封建婚姻
和旧礼教色彩，以及描写农村风光、四时景物的剧目。这些剧目语
言风趣活泼，生活气息浓厚，尤其受到底层人民的欢迎。对子戏阶
段持续时间较长，此时锡剧音乐的曲调已经在簧调的基础上发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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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调”、“行路调”、“紫竹调”等。
锡剧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同场戏阶段。大概到了清朝道光年间，

对子戏的流传区域有所扩大，同时出现了不少的滩簧艺人，为了适
应时代发展需求，这时开始上演一些剧情复杂的剧目，剧中角色也
逐渐增多。至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沪宁铁路建成通车，常锡滩
簧也随之进入了大城市上海。当时的著名滩簧艺人袁仁义、孙玉彩、
李庭秀、周甫艺等均已进入上海，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常锡滩簧
的影响面。随后常州滩簧艺人与无锡滩簧艺人在上海合作演出，造
成两种滩簧小戏的合流，他们演出的戏曲也改称为“常锡文戏”。由
于在大城市有机会与其他剧种相互交流，因此锡剧从形式到内容都
有所创新，他们从“宣卷”和“弹词”中引进了《珍珠塔》、《玉蜻
蜓》等曲目，从京剧中借入了《贩马记》、《樊梨花》等曲目。这时
常锡文戏的音乐曲调也开始增多，在吸收借鉴杭州武林戏“大陆板”
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锡剧的第二基调“大陆调”。

锡剧发展的第三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建国后，在党的
“双百方针”政策引导下，锡剧获得了快速发展，且逐渐趋于成熟。
这一时期，流落各处的锡剧艺人逐渐走到一起，他们开始了新的艺
术探索，成立了不少锡剧班社和团体。为适应时代需求，他们创作
了许多反映革命斗争的曲目，如《刘胡兰》、《革命的种子》、《走上
新路》等等。此外，锡剧艺术还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搬上了银幕，
受到群众欢迎。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锡剧表演艺术家，比较
有名的有姚澄、王兰英、沈佩华、王彬彬、梅兰珍、杨企雯等，他
们的唱腔各有特色，形成了不同流派。在音乐艺术上，锡剧也获得
了新的发展，确立了“簧调”、“大陆调”、“玲玲调”三个基本调，
分别形成了散、慢、中、快四个系列板式。近几十年来，锡剧大量
吸收了其他剧种的曲调，比如来自苏剧的“迷魂调”、“太平调”，
来自京剧的“高拨子”等。锡剧还在伴奏音乐中吸收了很多民间山
歌小调，如《绣荷包》、《紫竹调》、《寄生草》、《湘江浪》、《九连
环》等。这些唱腔和曲牌共同构成了抒情、淳朴而又具有浓厚江南
气息的锡剧音乐，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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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２　 锡剧曲调及其特点
锡剧有三大基本调，即簧调、大陆调、玲玲调。
簧调是锡剧最先形成的曲调，也是最基本的一种曲调。它唱词

易懂，风格朴实、粗犷，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具备一套完整的声腔系
统，目前已经形成老式簧调、老簧调、簧调开篇、长三调、说头板、
行路板、哭调、簧调中板、反弓簧调、簧调流水板等多种腔调。

簧调的特点是内容健康，深沉委婉，词调流畅，富于江南韵味。
簧调唱腔一般由“起板”、“清板”与“落板” （或称“收板”）三
部分组成。唱清板时，胡琴停止伴奏，只用其他乐器敲击板眼，清
板的乐句较自由，可以根据唱词的多少伸缩，曲调起伏小，也不带
拖腔，至落板时，才加入胡琴伴奏，是一种朗诵式的腔调，具有明
显的说唱音乐的风格。

锡剧唱段中的清板是江南一带的地方戏，特别是滩簧剧种，共
有的唱腔形式。唱清板时，因为没有乐器伴奏，能使人更好地听清
唱词，词句多少不拘，演员可以自由叙说，非常灵活，所以深受群
众喜爱，至今保留于锡剧的主要唱腔中。清板的不足之处是旋律性
较差，只适宜平铺直叙，遇到表现悲哀或激动的情绪时，就需要另
换新腔。

老式簧调和老簧调的主要特征是节奏明快、活泼，具有比较明
显的说唱风格，以朗诵式的腔调表现人物心理、叙述故事情节、塑
造人物形象。这种曲调的旋律特点是少带拖腔，平易朴素。

簧调反弓老旦调和长三调也都是簧调较老的唱腔，大约在同场
戏时期已经开始使用。在小同场时，即除了一旦一丑以外，若有第
三个演员出场时，为演唱老旦的角色，便出现反弓老旦调，它用簧
调的低四度音演唱，曲调也比较缓慢，加了许多装饰音，适于老旦
演唱。反弓老旦调速度较慢，多带拖腔。簧调长三调是“第一个最
富于旋律性与完整性的腔调”［４］，专为演员上场时演唱的四句开篇而
创作，它的特点是在第三乐句上有一个很长的装饰性的拖腔，所以
叫长三调。由于这个拖腔，使整个唱腔具有婉转悠扬，一唱三叹的
特点。长三调中间没有清板，拖腔很长，需要较深的唱功。

簧调除了上述三个最有特色的唱腔以外，还有不少其他的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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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哭调、簧调中板、簧流水等。这些都是为了适应不同场合而创作
的，我们将在相关章节中进行说明。

锡剧的第二基调是大陆调。大陆调是吸收借鉴的结果。锡剧簧
调的缺点是有时过于软弱，拖泥带水，不能很好表达乐观、激昂的
情绪，因此，锡剧在发展的过程中引进了“大陆板”以弥补自身不
足。大陆调主要特点是刚劲爽快，旋律平易，节奏变化较大，长于
抒发人物内心情感，表现人物激烈的内心活动。演唱时需要感情充
沛，咬字清晰。目前大陆调已经发展出慢板、中板、快板、散板、
流水板、二八板、紧拉慢唱、新大陆调等多个曲调。

锡剧的第三基调是玲玲调，玲玲调又称文书调，是苏州艺人王
宝庆根据苏滩和评弹调改造而成。玲玲调的特点是优美、抒情，
节奏舒缓，尤其适合表现女性心理。玲玲调的主要曲调有中板、
流水板、新玲玲调等。玲玲调常与迷魂调、太平调、雁诉调互相
转接。

１ ３　 本实验的研究设计

１ ３ １　 实验介绍
实验研究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实验材料的问题。语音实验

材料通常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已经出版或尚未出版的音像
材料，二是来自于实验录音。然而语音实验直接使用音像材料有很
多问题，一是很多音像材料是现场录音，音质差，且多经过压缩处
理，语音信号损失严重，不适合做语音实验；二是音像材料中多数
语音文件的格式不能用来做语音实验。而实验室录音则很好地避免
了音像材料的上述缺点，实验室采集的语音材料质量较高，能够很
好地满足实验要求，但其缺点是往往不够自然。

本书的实验材料来自实验室录音。发音人是江苏省戏剧学校的
闻丽君老师（１９６２年生，女，江苏江阴人，国家二级演员）。闻老
师的唱功很好，她的唱腔是著名的沈派唱腔（她是沈佩华老师的弟
子，唱腔的不同只是演唱风格的差异，本书从宏观的角度研究锡剧
曲调特点，因此派别的不同虽有影响，但不是本书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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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录音材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闻老师用锡剧念白（“念
白”是戏曲的特殊表现形式，因为没有配乐，唱词是念出来的，近
似朗诵，所以称为“念白”，下文也简称为“白”）的语音来读我们
用来调查音系的例字；二是用锡剧念白的腔调朗读锡剧材料；三是
用锡剧曲调演唱我们选定的选段。为使演唱的录音材料更加接近现
场表演，我们将闻老师提供的现场配乐制作成ＭＰ３，然后用ＭＰ３播
放器播放给演唱者听，演唱者头戴封闭式耳麦，跟随配乐演唱，这
样我们的实际录音材料就只有人声，没有配音。所有的录音材料采
样率为４４１００ Ｈｚ，单声道，语音文件的格式为ｗａｖ，录音场地为专业
录音实验室，实验室本底噪音小于１０ １ ｄＢ。

录音完成以后，根据音系例字整理音系，并对已经采录的念白
和演唱（下文也简称为“唱”）语音材料进行标注，标注软件为
Ｐｒａａｔ［５］。标注分为四层：汉字层、音节层、声韵层、音素层。汉
字层标注汉字，音节层标注音节，声韵层分声母段和韵母段标注，
音素层按音素标注，并加数字编号，“１”代表选段中出现第１个
汉字，“２”代表选段中出现的第２个汉字，余下类推，这些编号
与相应的汉字对应，以方便数据处理。本书实际使用的标注层是
第三层，即声韵层，其他层次的标注是为后续研究所做的准备。
锡剧语音标注示例见图１ １和图１ ２。

图１ １　 锡剧念白语音标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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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　 锡剧演唱语音标注示例

　 　 标注完成后就要考虑提取时长和音高数据。本书所提取的时长
数据是音节时长，即涵盖声母和韵母的时长。考虑到我们的研究对
象主要是戏曲旋律，因此本书所提取的音高数据是韵母段的音高数
据，而非去掉弯头降尾的调型段。为获取相对准确的音高数据，音
高提取过程中需要对数据进行一定的修正，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其方法是提出标注材料中的Ｐｉｔｃｈ，对歧异点进行修改，修改后提取
到Ｐｉｔｃｈｔｉｅｒ再做进一步修改。音高修改完成后，利用脚本程序“提
取音节或声韵母的音高数据”［６］，提取数值设置为２０，之所以设置
为２０个，是因为戏曲演唱时字音延长比较普遍，若数据量过少，往
往不能反映真实情况。脚本运行后的数据结果生成相应的ｔｘｔ格式文
件。最后，将ｔｘｔ文件导入Ｅｘｃｅｌ进行数据处理。

１ ３ ２　 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本实验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锡剧唱腔的旋律问题，与旋律相关的

声学要素主要是音长、音高和音强，实验要处理的数据主要是时长
数据和音高数据。

上文已经提到，本书所统计时长是音节时长，即戏曲唱字的字
音时长。本文的时长研究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念白时长，一是演唱
时长。念白时长和演唱时长各有自己的特征，本书将进行分类研究
和对比研究，探讨不同唱腔的念白时长特点和演唱时长特点以及二
者之间的关系。时长和节奏关系密切，而锡剧念白的节奏特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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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其中７字句的节奏特点，与古代诗歌的朗诵关系密切，因此本
书在第四章做时长分析的时候着重探讨了锡剧念白的节奏问题。

锡剧唱腔的音高研究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要研究锡剧
念白和演唱的旋律特点，首先应该观察锡剧唱句的音高走势，这也
是研究话语韵律的传统方法之一。观察音高走势最直接简便的方法
就是作出音高走势图。本实验使用Ｐｒａａｔ软件绘制了所有选段的念白
和演唱的音高走势图，并将两者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对于音高
走势图的分析有三个方面，一是对照单字调型与念白、演唱调型，
观察它们的调型走势是否一致，并做相应的统计分析；二是观察唱
句的总体音高走势，并分析其旋律特点；三是将念白音高走势和演
唱音高走势进行对比，分析二者的异同。分析音高走势的间接方法
就是对提取的音高数据进行处理，再根据数据绘制音高走势图。观
察话语韵律走势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绘制音高上线和下线双
线图；二是绘制音高中线图；三是对音高数据进行处理，计算斜率
或拟合音高走势曲线。关于第三种方法，即计算斜率或拟合音高走
势趋势，得有一个前提，即音高走势是有规律性的下降或上升或符
合曲线特征，否则这种计算和拟合的科学性很值得怀疑。通过对大
量数据的观察与分析，我们发现锡剧的念白和演唱音高走势很难计
算斜率或进行曲线拟合，即便是这样做了，也不能保证其科学性。
鉴于此，本书综合一、二两种方法，即根据研究的需要在对念白、
演唱做单独研究时，作上线、中线、下线三条音高走势线；在对念
白、演唱做比较研究时，单作音高中线走势线。此外，锡剧是一种
讲究起、收特点的戏曲，起点的音高和收点的音高往往要符合唱腔
的特点和旋律的要求，才能做到以情动人。本书对９个唱段所有唱
句的念白和演唱起收音高数据分别进行了相应的处理并做了统计
分析。

音高的高低变化即音域，是戏曲旋律的重要表现。人们往往觉
得京剧高亢，昆曲低转，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音域的感觉。锡剧是
典型的江南剧种，婉转、绮丽，以情动人，这种特点会在音域上有
所表现，因此本书对锡剧各选段的念白和演唱音域进行了比较研究。
对各选段的念白和演唱音域比较研究有三个方面：一是整个唱段的
音域比较；二是分句的音域比较；三是唱、白字域比较。此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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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在本书第四章对不同唱段的念白音域进行了比较分析，在第五
章对不同唱段的演唱音域进行了比较分析，在第六章对所有唱段的
念白、演唱做了一些系统的比较研究。

关于音强的研究，本书没有采集音强数据，只是使用Ｐｒａａｔ软件
绘制了部分选段的音强走势图，通过音强走势图来分析锡剧曲调的
音强特点及其与戏曲节拍之间的关系。

注释
［１］　 杨瑞庆《实用旋律学初探》（２００６，上海音乐出版社）认为影响音乐旋律

风格特点的主要元素是音高、音长、音强。
［２］　 这些论文主要有俞为民的《论昆曲上声字的字声特征与腔格》（戏曲艺

术，２００５年第１期）、《昆曲平声字的字声特征与腔格》（徐州工程学院
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１期）、《昆曲去声字的字声特征与腔格》（中国戏曲学
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田韶东的《昆曲入声字的字声特征与腔格》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９期）、《昆曲平声字的演唱特征》
（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２００８年第２期）、《昆曲上声字的字声特征与腔
格研究》（美育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３］　 参见孙中《锡剧音乐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４页。
［４］　 参见叶林《常锡剧音乐的形成与基本特征》，《人民音乐》１９５３年１２月

号，第３６页。
［５］　 Ｐｒａａｔ是专门的语音分析与合成软件，功能强大，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

的Ｐａｕｌ Ｂｏｅｒｓｍａ 和Ｄａｖｉｄ Ｗｅｅｎｉｎｋ 研制，可免费使用，下载网址是：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ｆｏｎ ｈｕｍ ｕｖａ ｎｌ ／ ｐｒａａｔ ／。

［６］　 此程序由社科院熊子瑜先生编写，为研究需要，我们在他编写的脚本程
序上做了一点修改，因涉版权本书不附脚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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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锡剧唱腔的音系

语言是文化信息的载体。戏曲艺术是语言艺术、音乐艺术、表演
艺术的结合体，三者之中语言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为语言往往是
特有的，音乐和表演则是共同的。中国传统的地方戏曲无疑是根植
于地方方言的。昆曲的清丽柔婉之于吴语，秦腔的质朴粗犷之于陕
西方言，河北梆子的高亢激越之于河北方言，无不有着密切关系。
地方戏曲的生命力主要在于使用方言，多样的方言造就了丰富的地
方戏曲声腔。

锡剧是用无锡、常州地方方言演唱的戏曲艺术，因为使用吴语
演唱，所以带有着浓郁的江南特色。无锡、常州方言的语言基础是
吴方言。吴方言素有“吴侬软语”之称，具有“软、糯、甜、媚”
的听感特征，婉转动听，曲折优美。锡剧根植于吴方言，使得它具
有了典型的柔美清丽、婉转动人的江南特色，被誉为“太湖一枝
梅”。要了解锡剧的特点首先要对它所依据的方言有个大概了解。锡
剧演唱者使用的吴语方言主要是常州、无锡、江阴的方言，也有些
名家名旦来自其他吴语区。下面将对锡剧的基础方言常州、无锡、
江阴方言的语音系统做一个比较。

２ １　 声母系统

汉语音节一般由声母、韵母、声调组成。声母是一个音节前面
的辅音成分（零声母除外）。戏曲演唱中要求咬字清晰，其中很大程
度上是声母的问题，例如尖团音。就声母而言，吴语方言有一套浊
声母系统，尽管多数人认为吴语的浊音声母实质上是清音浊流，但
它的系统性是毋庸置疑的。下表列举常州、无锡、江阴三地方言声
母系统，三地方言的声母均根据《江苏省志·方言志》归纳整理［１］，
下文韵母、声调亦同此。



表２ １　 常州、无锡、江阴方言声母对照表
常州
ｐ

ｐｈ

ｂ

ｍ

ｆ

ｖ

ｔ

ｔｈ

ｄ

ｎ

ｌ

ｔｓ

ｔｓｈ

ｄｚ

ｓ

ｚ

无锡
ｐ

ｐｈ

ｂ

ｍ

ｆ

ｖ

ｔ

ｔｈ

ｄ

ｎ

ｌ

ｔｓ

ｔｓｈ

ｓ

ｚ

ｔ

江阴
ｐ

ｐｈ

ｂ

ｍ

ｆ

ｖ

ｔ

ｔｈ

ｄ

ｎ

ｌ

ｔｓ

ｔｓｈ

ｄｚ

ｓ

ｚ

常州 无锡 江阴
ｔｈ





ｔ ｔ ｔ

ｔｈ ｔｈ ｔｈ

  

  

  



ｋ ｋ ｋ

ｋｈ ｋｈ ｋｈ

ɡ ɡ ɡ

  

ｈ ｈ ｈ

  

  

从表２ １来看，三地方言都有一套全浊声母系统，关于吴语的
浊声母问题，很多学者进行过探讨，一般认为并非真浊音，而是清
音浊流。本书不讨论这个问题，具体内容可参考相关文献。从声母
系统的对照来看，常州方言与江阴方言相近，无锡方言声母多出一
套舌尖后音声母。从锡剧的念白和演唱的语音系统来看，并没有舌
尖后音，说明锡剧唱、白更接近常州和江阴方言。演唱锡剧，首先
要学会咬字，而声母中最重要的发音一是尖音，二是吴语的浊音声
母。表２ ２ （见第１３页）为根据本书演唱者的发音整理的锡剧声母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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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　 锡剧念白声母表
ｐ爸杯兵北 ｐｈ怕片胖拍 ｂ爬排病白ｍ买马明麦ｆ飞风饭父
ｔ赌短当刀 ｔｈ偷听踢讨 ｄ稻糖读田ｎ脑南纳能ｌ礼老连蜡
ｔｓ酒足猪争 ｔｓｈ刺千草寸ｄｚ成齐席绸 ｓ苏雪丝松ｚ字茶集前
ｔ肩脚家机 ｔｈ气巧轻吃ｄ桥群剧权年捏泥热香血书许
ｋ歌茄高归 ｋｈ苦渴口肯 ɡ共环　 　 牙眼我硬ｈ花河灰黑厚红或
滑雨烟王越

表２ ２中的声母系统与三地方言声母相比，比较接近常州、江
阴方言，而没有无锡方言中的舌尖后音。三地方言中的［ｖ］声母在
本书的锡剧念白中没有，一般清化为唇音声母［ｆ］。

２ ２　 韵母系统

韵母是汉语语音系统中最主要的部分，也是汉语音节中的必有成
分，至于方言中的成音节韵母，多数学者认为是元音脱落所致。在戏
曲的演唱中韵母的作用不言而喻，韵母是乐音成分，戏曲旋律的表现
力主要靠韵母来实现，戏曲中的拖腔一般拖的是韵母。戏曲演唱中为
了使唱腔动听悦耳，韵母部分有时会产生变异，使之不同于念白和日
常口语中韵母的发音。尽管如此，戏曲唱腔仍然是以地方方言为基础
的。表２ ３是锡剧基础方言常州话、无锡话和江阴话的韵母系统。

表２ ３　 常州、无锡、江阴方言韵母对照表
常州




ｉ

ｕ

ｙ

ａ

ｉａ

无锡




ｉ

ｕ

ｙ

ɑ

ｉɑ

江阴


ｉ

ｕ

ｙ

ɑ

ｉɑ

常州 无锡 江阴
ｕａ ｕ ｕａ

ɑ～ ɑ

ｉɑ～ ｉɑ

ｕɑ～ ｕɑ

ｎ ｎ ｎ

ｉｎ ｉｎ ｉｎ

ｕｎ ｕｎ 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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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常州
ｕａ

ｏ

ｉｏ

ａ

ｉａ

ｕｉ

ｉ



ｅｉ

ｉ

ｉＩ

ｕ



ｉ

ｕ



ａ

ｉａ

无锡
ｕɑ

ｏ

ｉｏ



ｉ



ｉ

Ｅ

ｅｉ

ｕＥ

ｉＩ

ｕ

ｏｕ

ｉｏｕ





ｉ

江阴

ｏ

ｉｏ

?

ｉ?

ｉ



ｅｉ

ｕｅｉ

ｉＩ

ｕ



ｉ

ｕ



ａ

ｉａ

常州 无锡 江阴
ｙｎ ｙｎ

ｏ ｏ ｏ

ｉｏ ｉｏ ｉｏ

ａ? ａ ɑ

ｉａ ｉɑ

ｕａ ｕａ ｕɑ

ｙａ

ɑ

ｉɑ

  

ｉ ｉ ｉ

ｕ ｕ ｕ

ｙ ｙ

  ｏ

ｉ ｉ ｉｏ

ｒ ｒ ｒ

ｍ ｍ ｍ

  

表２ ３显示，三地方言的韵母系统大同小异。比较明显的差异
是［ａ］韵的分合，无锡、江阴两地分为两套，前［ａ］和后［ɑ］，
常州不分。实际上，我们２００８年在江阴调查时发现老派还有一点区
别，新派已经不能区分。其他韵母大致对应，三地韵母系统中都有
成音节鼻韵母，因为鼻音听起来不够响亮，在锡剧的演唱语音系统
中多数地方实际上已经简化或者发生了变异。除鼻音外，锡剧演唱
时不少韵母的发音也发生了变化，比如“纱”字按方言发音念成
［ｓｏ］，演唱时唱成［ｓａ］，变化最明显的是入声字，很多情况下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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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长变长，而且塞尾消失。表２ ４是我们根据发音人的念白录音整
理的锡剧韵母表。

表２ ４　 锡剧念白韵母表
刺纸池丝 ｉ肺皮体比 ｕ苦布土湖 猪住吹主
?儿而耳尔 ｙ区女雨吕
ａ茶拉牙妈 ｉａ家写压夜 ｕａ瓦怪怀
财咸炭板 ｕ弯快关

ｉＩ脸甜前田
ｏ怕花车 ｉｏ靴
豆男善短 ｉ权县捐软 ｕ官宽欢完
牢猫包好 ｉ庙料桥小
歌课初奴 ｉ旧九有流
ｅｉ锡陪周狗 ｕｅｉ桂威胃灰
ａ房唐朋硬 ｉａ想江两良 ｕａ汪横光狂
ｎ深根寸绳 ｉｎ心新井星 ｕｎ昆婚魂温 ｙｎ云均
ｏ弘洞虫共 ｉｏ兄穷用
格石辣拍 ｉ削脚药略 ｕ刷挖滑挖
割黑直克 ｉ铁笛笔级 ｕ获绿骨活
ｏ落郭壳国秃 ｉｏ橘域肉越 ｙ菊缺

表２ ４显示，锡剧念白的韵母实际上更接近于常州音，但与常
州音又不完全相同，实际上是三地语音的一种混合体。闻丽君老师
告诉我们，锡剧的发音与方言土语不完全相同，摒弃了其中不适合
演唱的语音成分，是一种结合了三地语音的综合体，甚至演唱时有
对普通话语音成分的借用。

２ ３　 声调系统

声调是语音系统中跟戏曲旋律关系最密切的要素，戏曲旋律的
不同往往跟声调的高低、调型的变化直接相关，戏曲的拖腔也直接
与声调的长短相关。表２ ５ （见第１６页）为常州、无锡、江阴三地
方言声调系统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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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５　 常州、无锡、江阴方言声调对照表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常州 ５５ ２１３ ３４ ５２３ ２４ ５ ２３

无锡 ５３ １３ ３２４ ２３２ ３５ ２１３ ５ ２３

江阴 ５３ １３ ４５ ４２４ ２１３ ５ ２３

表２ ５显示，三地方言声调除无锡是８个调之外，其余两地都
是７个调。三地入声调都是二分，调值也完全相同。三地的舒声调
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其中无锡有３个曲折调，２个升调，１个降调；
常州两个曲折调，２个升调，１个平调；江阴是两个曲折调，２个升
调，１个降调。实际上常州、无锡、江阴方言的阳平调和阳去调已经
趋向合并，老年人可能还有区别，青年人则基本上已不能区分。声
调的差异往往影响各地的锡剧唱腔风格。锡剧到光绪年间逐步形成
若干分支流派，以常州、无锡、江阴、宜兴最盛，在唱腔上形成了
“江阴刚、无锡急、宜兴和、常州糯”［２］的特色。这种地域特点的差
异不能不说跟方言语音系统尤其是声调系统密切相关。锡剧在演唱
时除了清板和节奏较快的曲调外，入声字的特征基本上都已消失，
仅在念白时还保留有入声的特点，锡剧的声调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
的变异。受戏曲风格影响，锡剧念白时舒声调调长往往较长。表２ ６
为发音人的念白声调系统。

表２ ６　 锡剧念白声调表
调类 调值 例字 备注
阴平 ５５ 东边收开天
阳平 １１３ 油聋厚树动右梦路共剩
阴上 ４１２ 九点懂浅孔
阳上 ２２４ 有老冷演女 浊上归阳平
阴去 ５２３ 臭痛瘦晒冻 阳去归阳平
阴入 ５ 铁拆吃答骨
阳入 ２３ 罚白局月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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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２ ６来看，锡剧念白入声调的调值与三地完全相同，舒声
调则有所不同。就调值而言，从阴平看更接近常州音；从阴上看，
接近无锡音；整体上看，更接近常州音。从声调系统和调值来看，
锡剧念白音系的曲折调很多，这对锡剧唱腔婉转、悠扬风格的形成
起到了重要作用。

注释
［１］　 参见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方言志》，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后文的常州、无锡、江阴三地方言的韵母和声调也据此书。
［２］　 参见孙中《锡剧音乐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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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锡剧簧调选段声学实验研究

前文已经说明，本书以锡剧的代表性曲调簧调作为研究对象。锡
剧的簧调系统主要包括老簧调、老式簧调、簧调说头板、簧调开篇、
簧调慢板、簧调长三调、簧调哭调、簧调中板、簧调散板、簧流水、
行路板、反弓簧调十二种基调。本书涉及到的簧调曲调是除了说头
板、散板之外的其余十种，其中簧调长三调包含在《庵堂相会》选
段和《红楼梦》选段中。

３ １　 《庵堂相会》 选段声学实验研究

３ １ １　 《庵堂相会》曲目介绍
锡剧《庵堂相会》讲述的是金秀英和陈阿兴的故事。金秀英从

小许配给陈阿兴，两人青梅竹马，情投意合。然而后来秀英的父亲
金学文发了横财，于是产生了嫌贫爱富之心，想赖掉这门婚事。但
阿兴坚决不肯退婚，秀英也整天在家哭闹。到了清明时节，秀英打
听到阿兴自从家遭不幸后，一直栖身于百草庵中。于是她假装烧香
还愿，瞒着父母去会阿兴。在前往百草庵的途中要经过一座年久失
修、摇晃难行的小木桥。恰巧秀英过桥时遇到一位书生，秀英便恳
求书生带她过桥。那书生一开始借口“男女授受不亲”不肯答应，
后来经不住秀英几番请求，又见秀英赶路心急，这才答应扶她过桥。
那书生实际上就是陈阿兴，因为多年分别，两人容颜已变，所以虽
是对面相见，却形同路人。秀英过桥后，便向那书生问路，阿兴正
好要回百草庵，于是答应同行。一路上，秀英、阿兴都心生疑惑，
感觉似曾相识，但都没有开口相认。秀英来到百草庵，见庵内并无
他人，心中更加疑惑。阿兴见秀英虽是烧香，并未带烛，更觉事出
有因。最后还是秀英借口感谢阿兴沿途帮助，请他留下姓名时，两



人方才相认，分别九年的未婚夫妻终于相会，悲喜交集。他们想到
秀英父亲金学文决不肯就此罢休。秀英便想出一条妙计：等到端午
时节，父母去看龙船，阿兴就趁机差遣花轿到秀英家，放了爆竹，先
把她迎娶过门。即使金学文得知此事，那时已经拜过堂，结过婚，再
想赖婚也不成了。两人谈好，已是红日西沉，彩霞满天。阿兴兴奋地
送秀英过了小桥，回到百草庵中只等端午到来。

本书内容为《庵堂相会》节选，讲述秀英赶去百草庵，途遇小
木桥之前的情景。本选段演唱的曲调是老式簧调，此调是锡剧滩簧
时期的主要曲调，也是锡剧最老的曲调，风格活泼风趣，速度适中，
比较适用于对唱、叙事，内容往往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老式簧调
男女同调异腔，相差四五度，采用上下句结构，中间插入清板。唱
词中，常用“哎呀、咿呀”之类衬词。本选段因清板很长，中间插
入一句长三调作为过渡。选段的简谱如下：

９１第三章　 锡剧簧调选段声学实验研究　



　 　 说明：此简谱据闻丽君老师自编的曲谱绘制，绘制软件为“电脑简谱助手
７ ７”。后文同此。

３ １ ２　 《庵堂相会》选段唱、白时长比较
３ １ ２ １　 《庵堂相会》选段唱、白时长分析
时长是旋律的重要表现，本节从时长的角度分析锡剧的旋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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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首先按单字分别统计锡剧选段的念白和演唱时的单字音节时长，
并对相关时长数据进行比较，计算二者的差值。《庵堂相会》选段的
唱、白时长统计结果见表３ １。

表３ １　 《庵堂相会》选段唱、白音节时长对照表（单位：毫秒）
唱词 爷 要 赖 婚 我 勿 肯 我 也 也ｙ 勿
演唱 ８４１ ６５０ ７７６ ６３２ ７９３ ２１１７ ３００３ ８８４ ４７２ ３７３ ８７９

念白 ４３５ ４６０ ２９１ ５２７ ３９７ ２６３ ４３２ ３４６ ４００ ２６５

差值 ４０６ １９０ ４８５ １０４ ３９６ １８５４ ２５７１ ５３８ ７２ ６１４

唱词 愿 呀 呀ｙ 逼 得 我 楼 上 死 路 寻
演唱 ８９８ １１３８ １５５３ ８７５ ３５６ ４０３ ８５３ ８４３ ９０９ ７８３ ６３１

念白 ３６０ ４０３ ９４ ８７ ４１５ ４０３ ４３９ ４７２ ２９２ ５３４

差值 ５３８ ７３５ ７８１ ２６９ － １２ ４５０ ４０４ ４３７ ４９１ ９７

唱词 正 要 上 吊 绳 断 落 空 中 有 人
演唱 ４８５ ２６８ ２４６ ３３３ ２４３ ３５１ ２７５ ３６１ ３６８ ３２２ ３５５

念白 ２７４ ３８４ ３８６ ４０６ ４４２ ２２１ １６１ ３９１ ３７０ ３７６ ３５９

差值 ２１１ － １１６ － １４０ － ７３ － １９９ １３０ １１４ － ３０ － ２ － ５４ － ４

唱词 喊 秀 英 若 要 夫 妻 来 相 会 三
演唱 ３６０ ４４７ ３８０ ２２１ ４９１ ４００ ３９９ ３３２ ４５４ ４３５ ４３１

念白 ３５８ ４３１ １９６ ３２９ ２９８ ３３２ ４１５ ３０９ ４１９ ３４２ ４９２

差值 ２ １６ １８４ － １０８ １９３ ６８ － １６ ２３ ３５ ９３ － ６１

唱词 月 三 到 灵 城 庙 里 去 把 香 焚
演唱 ３６３ ４３９ １３６ ３６８ ３８１ ３４７ １３０ １９０ ６６８ ８２２ ５５３

念白 １６０ ３８８ ３００ ４０８ ２６７ ３７３ ２７４ ３４６ ２６４ ４８３ ５３６

差值 ２０３ ５１ － １６４ － ４０ １１４ － ２６ － １４４ － １５６ ４０４ ３３９ １７

唱词 昨 日 本 是 寒 食 节 今 朝 是 大
演唱 ５９３ １６５ ３６９ ３４４ ３７２ ３９３ ４２０ ３１７ ３８０ ４７６ ５１８

念白 ３２２ ２０４ ２８８ ３９４ ３２０ ２３５ １７９ ３０５ ２５８ ４３９ ３３６

差值 ２７１ － ３９ ８１ － ５０ ５２ １５８ ２４１ １２ １２２ ３７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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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唱词 月 初 三 正 清 明 头 梳 梳 面 净
演唱 １７３ ３５９ ３３８ ３０４ ２３５ ５９２ ２７９ ４４２ ６３２ ３６４ ３９０

念白 ２２７ ４３９ ３５８ ３３９ ３９１ １９３ ２６０ ４０３ ３２８ ３９７ ４０２

差值 － ５４ － ８０ － ２０ － ３５ － １５６ ３９９ １９ ３９ ３０４ － ３３ － １２

唱词 净 一 身 打 扮 多 齐 整 瞒 了 爹
演唱 ４６４ １２２ ５９２ ３１９ ２９７ ３３０ ３７５ ４６２ ３３１ ３３３ ３３６

念白 ４８４ １１６ ４９４ ２８７ ２９１ ２７９ ３４２ ４９０ ３２１ ３８１ ２６３

差值 － ２０ ８ ９８ ３２ ６ ５１ ３３ － ２８ １０ － ４８ ７３

唱词 娘 与 红 云 前 门 勿 走 走 园 门
演唱 ３９３ ３６２ ３７６ ４４０ ２９９ ２２４ １２６ ２９６ ７４９ ７２８ １０４４

念白 ５０８ ２４０ ３８８ ２８０ ３９９ ４１６ １９３ ３９３ ３５５ ３９０ ３１４

差值－ １１５ １２２ － １２ １６０ － １００ － １９２ － ６７ － ９７ ３９４ ３３８ ７３０

唱词 假 作 烧 香 去 还 愿 庵 堂 堂ｙ 里
演唱 ５２５ １６１ ４１９ ４０４ ３６８ ４３２ ５３４ ３５４ ６９５ ３３９ ７２３

念白 ３８０ １７５ ４０６ ４４９ ４５０ ３７５ ５２１ ３９８ ２８３ ２５３

差值 １４５ － １４ １３ － ４５ － ８２ ５７ １３ － ４４ ４１２ ４７０

唱词 去 会 夫 哇 哇ｙ 君 一 人 人ｙ 走 路
演唱 ３２８ ７４１ ６９２ ９０４ ７５０ １５７２ １６５７ １１３１ １８４７ ７１１ １３９２

念白 ４１６ ４３９ ４８８ ４１２ １４６ ５２８ ２９６ ３７９

差值 － ８８ ３０２ ２０４ １１６０ １５１１ ６０３ ４１５ １０１３

唱词路ｙ 冷 冷ｙ 清 清ｙ 清ｙ 清ｙ 清 清ｙ 抬 头
演唱１４１９ １２１９ ３９４ ２１１４ １９８１ １１５６ １８３３ ７１８ １９７５ ８９０ ７６４

念白 ４９０ ４６４ ３８８ ３５５ ３２０

差值 ７２９ １６５０ ３３０ ５３５ ４４４

唱词 看 见 春 三 景 春 三 景 致 无 其
演唱 ８４５ ６７６ ８５３ ８５６ ８６６ ６３９ ２４３ ３４８ ３８９ ３８７ 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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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念白 ３４９ ３７６ ４２４ ３５６ ４０１ ４６２ ４４６ ３３２ ４２１ ３５８ ２３７

差值 ４９７ ３００ ４２９ ５００ ４６５ １７７ － ２０３ １６ － ３２ ２９ ９７

唱词 数 哪 有 心 思 看 野 景 只 见 前
演唱 ５５５ ４１３ ３６９ ４３８ ３７１ ４３１ ４３９ ４５６ ５３５ ２０２ ３８９

念白 ４２６ ３６０ ４０４ ４４０ ４４６ ３０８ ２４７ ２０１ １７７ ２９５ ３３３

差值 １２９ ５３ － ３５ － ２ － ７５ １２３ １９２ ２５５ ３５８ － ９３ ５６

唱词 面 歇 凉 亭 里 面 两 只 石 栏 凳
演唱 ３７４ ４４８ ４２６ ４４６ ２３６ ３６９ ３８４ ２４２ ８５２ ７６２ ６４５

念白 ３６４ ２４４ ３９６ ３７４ ２５７ ３５３ ３２８ １９２ ３３６ ２７４ ３２６

差值 １０ ２０４ ３０ ７２ － ２１ １６ ５６ ５０ ５１６ ４８８ ３１９

唱词 到 此 歇 脚 四 个 字 一 副 副ｙ 对
演唱 ４９４ ２１４ ２３３ ３３６ ３９８ ３９５ ４９８ １４７ ４１５ １３２ ３４１

念白 ２６０ ３４２ ２１７ ２０６ ３８１ ２２７ ４７７ １１７ ３８１ ２４２

差值 ２３５ － １２８ １６ １３０ １７ １６８ ２１ ３０ ３４ ９９

唱词 联 上 下 分 上 一 联 冬 避 晨 霜
演唱 ３２９ ４５０ ４６２ ４６１ ６３３ ２３９ ４９１ ３７４ ３１４ ２２５ ４８６

念白 ３２４ ４２５ ４２４ ４３８ ４１０ １８２ ２９１ ３１５ ４２６ ４４２ ５６２

差值 ５ ２５ ３８ ２３ ２２３ ５７ ２００ ５９ － １１２ － ２１７ － ７６

唱词 夏 避 雨 下 一 联 夜 遮 露 水 日
演唱 ４２５ ３６０ ４３４ ５００ ３６８ ４７４ ３５７ ３４６ ３９０ ３５１ ８２５

念白 ４７８ ２２６ ４２９ ４７３ １５８ ３７２ ３５４ ３２６ ３５２ ４８８ ２７３

差值 － ５３ １３４ ５ ２７ ２１０ １０２ ３ ２０ ３８ － １３７ ５５２

唱词 遮 阴 穿 过 凉 亭 抬 头 看 只 见
演唱 ７７７ ６２５ ５９４ １９１ ４３６ ３９３ ３６６ ３７３ ５６５ ３１０ ４０９

念白 ３１２ ３５７ ３７９ ３３１ ４２０ ３２６ ３１３ ２０６ ４１１ １７７ ４１６

差值 ４６５ ２６８ ２１５ － １４０ １６ ６７ ５３ １６７ １５４ １３３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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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唱词 那 个 小 木 桥 一 呀 呀ｙ 顶
演唱 ３６７ ３５８ ８５９ ４９１ ８６１ ８７９ ８１６ ８２８ ９４２

念白 ４５５ ５１５ １９３ ３５６ １３７ ３７０

差值 － ８８ ３４４ ２９８ ５０５ ７４２ ５７２

锡剧演唱时经常出现拖腔现象，拖腔的方式一般是延长一个音
节的韵母，有时拖腔过长需要换气后再延长前一音节的韵母，有时
同一字经历多次换气拖腔，凡是换气后的拖腔我们在唱字后加注
“ｙ”，表示“延长”和“韵母”两方面的含义，表中出现的“堂ｙ、
清ｙ”等即是。为调节旋律，适应唱腔和情感表达需要，演唱中有时
会唱出衬字，如表中的“哇、个、呀”等，这些唱字也是念白时所
没有的。演唱时带有拖腔的唱句语图示例如下：

图３ １　 《庵堂相会》选段演唱拖腔语图示例

表３ １数据显示，与念白相比，《庵堂相会》选段演唱单字时长
延长的占多数，也有部分字出现时长缩短现象。从数据上看，时长
缩短的数值都不大，一般不超过２００毫秒，而时长延长数值往往比
较大，最高达２５７１毫秒。从总体上看，整个选段时长延长的数值大
于时长缩短的数值。本选段中插入一句长三调“一人走路冷清清”，
长三调的特点是在乐句上加上一个很长的装饰性的拖腔，本句总时
长达到１９５４７毫秒，句中的“清”字拖腔非常明显，多次换气，算
上衍生字，两个“清”字的总时长达到９７７７毫秒。此外，本句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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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句时长也有明显延长的迹象。表３ １显示，演唱与念白相比，有
的字音时长延长，有的字音时长缩短，也有的字音时长变化不明显
（主要是指时长变化在１０毫秒以内的字）。为进一步把握时长变化特
点，我们分别统计了《庵堂相会》选段时长延长、时长缩短以及时
长变化不明显的唱字字数。表３ ２是具体的统计数字。

表３ ２　 《庵堂相会》选段唱、白时长变化字数统计表

≤１０毫秒
＞ １０毫秒

唱＞白 唱＜白

１１字
１２１字

清板１０３字 非清板１８字
５０字

清板４９字 非清板１字
　 　 说明：本表统计数据排除选段中插入的长三调及其前后句。

表３ ２显示，《庵堂相会》选段演唱时长延长的字数明显大于
缩短的字数。说明《庵堂相会》选段的演唱时长总体上是大于念
白时长的。仔细分析可以发现，非清板部分演唱时字音明显以延
长为主，仅一字演唱时长小于念白。演唱时字音时长缩短的唱字
主要出现在清板部分，说明清板部分的演唱节奏较快。此外，观
察表３ １还可以发现插入的长三调及其前后句演唱时唱字时长同样
以延长为主，仅两字演唱时长小于念白，突出表现了长三调在时
长方面的特点。

以上逐字统计《庵堂相会》选段唱、白时长数据以及二者之间
的差值。下面以句为单位对《庵堂相会》选段各个唱句时长做进一
步的统计分析。表３ ３ （见第２６页）按句统计时长变化情况，统计
单位为唱句，分别统计每句唱词的演唱和念白总时长，并计算出二
者的差值。表中用每句的首字代表本句，如“爷”代表“爷要赖婚
我勿肯”。表３ ４ （见第２７页）计算出每句唱词的演唱、念白音节
平均时长，如“爷要赖婚我勿肯”一句念白共７字，７字念白总时
长除以７便得到此句念白单字时长均值，演唱时因有衍生的唱字，
计算时长均值时将多出唱字按一个音节计算。为准确统计老式簧调
的时长特点，将选段中长三调及其前后句另行统计。两项统计结果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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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３　 《庵堂相会》选段唱、白分句时长比较表（单位：毫秒）
唱句 爷 我 逼 正 空 若 三 昨 今 头
演唱 ８８１１ ６１９７ ５６５３ ２２０２ ２５９４ ２７３２ ４８３０ ２６５６ ３６９１ ２５７１

念白 ２８０５ １７７５ ２７３６ ２２７３ ２４８１ ２４４５ ４２９０ １９４２ ３２８６ ２２７４

差值 ６００６ ４４２２ ２９１７ － ７１ １１３ ２８７ ５４０ ７１４ ４０５ ２９７

唱句 一１ 瞒 前 假 庵 一２ 抬 春 哪 只１

演唱 ２４９８ ２５７０ ３４６７ ２８４２ ７０９８ １９５４７ ５７５１ ２８９５ ２９１６ ２８１８

念白 ２２９８ ２３８０ ２４６１ ２７５７ ２６８９ ２６９１ ２５８０ ２６８２ ２４０７ ２１８３

差值 ２００ １９０ １００６ ８５ ４４０９ １６８５６ ３１７１ ２１３ ５０９ ６３５

唱句 里 到 一３ 上 下 穿 只２ 总长均长
演唱 ３４８９ ２５６９ ２７３８ ３９８２ ５０１２ ２９１８ ７１２０ ８９７７０ ３７４０

念白 ２０６５ ２１０８ ２３５１ ３７６１ ３４６６ ２３８５ ２６１９ ６２２３１ ２５９３

差值 １４２４ ４６１ ３８７ ２２１ １５４６ ５３３ ４５０１ ２７５３９ １１４７

　 　 说明：表中用唱句首字代表本句，首字相同的加注数字以示区别。“总长”
代表所有唱句的时长总和，均长代表所有唱句的时长均值，本选段计算“总
长”、“均长”时不含长三调及其前后句。后文同此。

据表３ ３中相关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２　 《庵堂相会》选段唱、白分句时长对比图

表３ ３显示，《庵堂相会》选段演唱时总时长为８９７７０毫秒，念
白时的总时长为６２２３１毫秒，演唱比念白多２７５３９毫秒；演唱时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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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时长为３７４０毫秒，念白时字均时长为２５９３毫秒，演唱比念白多
１１４７毫秒。分句而言，几乎每句唱词演唱时长都比念白时长要长，
个别唱句时长扩大特别明显，只有“正要上吊绳断落”一句演唱时
长短于念白时长，差值为７１毫秒。图３ ２显示了本选段唱、白分句
时长的分布情况。表３ ４是分句字均时长的统计结果。

表３ ４　 《庵堂相会》选段唱、白分句字均时长比较表（单位：毫秒）
唱词爷我逼正空若三昨今头一１ 瞒前 假
演唱１２５９ ８８５ ７０７ ２７５ ３７１ ３９０ ４０２ ３７９ ３６９ ４２８ ３５７ ３６７ ４９５ ４０６

念白４０１ ３５５ ３４２ ３０２ ３５４ ３４９ ３５８ ２７７ ３２９ ３７９ ３２８ ３４０ ３５２ ３９４

差值８５８ ５３０ ３６５ － ２７ １７ ４１ ４４ １０２ ４０ ４９ ２９ ２７ １４３ １２

唱词庵一２ 抬春哪只１ 里到一３ 上下穿只２ 字均
演唱７１０ １３９６ ８２２ ４１４ ４１７ ４０３ ４９８ ３６７ ３４２ ３９８ ５０１ ４１７ ６４７ ４８０

念白３８４ ３８４ ３６９ ３８３ ３４４ ３１２ ２９５ ３０１ ３３６ ３７６ ３４７ ３４１ ３２７ ３４４

差值３２６ １０１２ ４５３ ３１ ７３ ９１ ２０３ ６６ ６ ２２ １５４ ７６ ３２０ １３６

　 　 说明：字均时长的统计不含长三调及其前后句。

据表３ ４作图如下：

图３ ３　 《庵堂相会》选段唱、白分句字均时长对比图

表３ ４显示，同样，《庵堂相会》选段演唱分句字均时长都长于
念白，只有“正要上吊绳断落”一句演唱时长短于念白，差值为２７
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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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３ ２和图３ ３来看，分句时长和分句字均时长的总体走势
基本一致。二者的细微差异在于：清板部分，演唱分句时长和念白
分句时长的变化曲线一致性较强，而演唱分句字均时长和念白分句
字均时长变化曲线一致性略差。

观察发现，有些唱句由念白到演唱，字音时长因旋律行进的需
要而调节。“爷要赖婚我勿肯，我也勿愿呀”两句节拍为“一板一
眼”，演唱时时长形成拖腔效果，演唱时长明显长于念白时长。“逼
得我楼上死路寻”一句转入清板，时长短于上面两句，但因为是过
渡句，演唱时长仍然明显长于念白。“正要上吊绳断落”一句时长急
缩，正式转入节奏明快的清板。前四句念白和演唱时长走势是一致
的，都呈现下降趋势，但演唱时长变化更加明显。从“正要上吊绳
断落”至“假作烧香去还愿”演唱、念白时长差异不明显，两条时
长线比较接近，但个别唱句略有变化。至“庵堂里去会夫君”，清板
部分暂时结束，时长又明显加长，且为调节旋律出现衬字“哇”，时
长加速延长以便转入下句的长三调“一人走路冷清清”。“一人走路
冷清清”一句最后两字拖腔极长，由前面的明快节奏转入舒缓曲调，
以突出其冷清的氛围，接着由“抬头看见春三景”再入节奏明快的
清板，直至最后“只见那小木桥一顶”时长方有所抬头，形成了落
腔的效果。

从演唱和念白的时长曲线变化图来看，我们发现念白时单句音
节时长起伏不大，相对比较平直。清板部分演唱和念白时长变化也
不太明显，两者的时长走势基本一致，其中演唱的变化性略大，老
式簧调的清板部分在时长方面近似于念白，具有念白式的说唱特征。
对于段中插入的长三调，其明显特征就是拖腔，时长明显变长。

３ １ ２ ２　 《庵堂相会》选段入声字时长分析
入声是非官话区方言声调（江淮官话除外）的重要特征，吴语

一般有两个入声，即阴入和阳入。入声听感上一般表现为短促和喉
塞。锡剧使用的无锡方言、常州方言属于吴语，方言中存在两个入
声。因此，锡剧唱、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吴语方言声调的影响。在
多数方言中，时长是入声区别于舒声的重要特征。本书重点选择
《庵堂相会》选段为代表，分析入声字在锡剧念白、演唱时的表
现。之所以选择本选段是因为涉及的入声字较多，代表性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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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下文也会在相关章节简单讨论一下入声字的时长变化问题。《庵
堂相会》选段中入声字一共出现了２８次，其时长数据统计情况见
表３ ５。

表３ ５　 《庵堂相会》选段入声字唱、白时长数据表（单位：毫秒）
例字勿１ 勿２ 逼落若昨日１ 食节一１ 勿３ 作一２ 只１

演唱２１１７ ８７９ ８７５ ２７５ ２２１ ５９３ １６５ ３９３ ４２０ １２２ １２６ １６１ １６５７ ５３５

念白２６３ ２６５ ９４ １６１ ３２９ ３２２ ２０４ ２３５ １７９ １１６ １９３ １７５ １４６ １７７

差值１８５４ ６１４ ７８１ １１４ － １０８ ２７１ － ３９ １５８ ２４１ ６ － ６７ － １４ １５１１ ３５８

例字歇１ 只２ 石歇２ 脚一３ 一４ 一５ 遮１ 日２ 遮２ 只３ 木一６

演唱４４８ ２４２ ８５２ ２３３ ３３６ １４７ ２３９ ３６８ ３４６ ８２５ ７７７ ３１０ ４９１ ８７９

念白２４４ １９２ ３３６ ２１７ ２０６ １１７ １８２ １５８ ３２６ ２７３ ３１２ １７７ １９３ １３７

差值２０４ ５０ ５１６ １６ １３０ ３０ ５７ ２１０ ２０ ５５２ ４６５ １３３ ２９８ ７４２

表３ ５显示，演唱时长短于念白的入声字只有四个，且均出现
于节奏明快的清板中，说明多数入声字在演唱时时长变长，短促感
已消失。经计算，演唱时入声字均长为５３７毫秒，念白时入声字均
长为２１２毫秒，时长延长趋势明显。有的入声字在演唱时已经完全
舒声化，例如“勿１、勿２、逼、一２”等都在８００毫秒以上，“勿１”
的时长甚至达到２１１７毫秒。观察语图发现，念白时多数有塞尾，演
唱时则基本消失。下图是“勿１”在演唱时的语图。

图３ ４　 《庵堂相会》选段中入声字“勿１”的语图

为进一步统计入声字在唱、白时的时长特征，我们统计了每个入
声字与所在唱句的字均时长的差值。统计数据见表３ ６ （见第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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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６　 《庵堂相会》选段入声字唱、白时长与所在句均时长比较表（单位：毫秒）
唱字 勿１ 勿２ 逼 落 若 昨 日１

演唱 ２１１７ ８７９ ８７５ ２７５ ２２１ ５９３ １６５

句均 １２５９ ８８５ ７０７ ３１５ ３９０ ３７９ ３７９

差值 ８５８ － ６ １６８ － ４０ － １６９ ２１４ － ２１４

念白 ２６３ ２６５ ９４ １６１ ３２９ ３２２ ２０４

句均 ４０１ ３５５ ３４２ ３２５ ３４９ ２７７ ２７７

差值 － １３８ － ９０ － ２４８ － １６４ － ２０ ４５ － ７３

唱字 食 节 一１ 勿３ 作 一２ 只１

演唱 ３９３ ４２０ １２２ １２６ １６１ １６５７ ５３５

句均 ３７９ ３７９ ３５７ ４９５ ４０６ １３９６ ４０３

差值 １４ ４１ － ２３５ － ３６９ － ２４５ ２６１ １３２

念白 ２３５ １７９ １１６ １９３ １７５ １４６ １７７

句均 ２７７ ２７７ ３２８ ３５２ ３９４ ３８４ ３１２

差值 － ４２ － ９８ － ２１２ － １５９ － ２１９ － ２３８ － １３５

唱字 歇 只２ 石 歇 脚 一３ 一４

演唱 ４４８ ２４２ ８５２ ２３３ ３３６ １４７ ２３９

句均 ４０３ ４９８ ４９８ ３６７ ３６７ ３４２ ３９８

差值 ４５ － ２５６ ３５４ － １３４ － ３１ － １９５ － １５９

念白 ２４４ １９２ ３３６ ２１７ ２０６ １１７ １８２

句均 ３１２ ２９５ ２９５ ３０１ ３０１ ３３６ ３７６

差值 － ６８ － １０３ ４１ － ８４ － ９５ － ２１９ － １９４

唱字 一５ 遮 日２ 遮 只３ 木 一６

演唱 ３６８ ３４６ ８２５ ７７７ ３１０ ４９１ ８７９

句均 ５０１ ５０１ ５０１ ５０１ ６４７ ６４７ ６４７

差值 － １３３ － １５５ ３２４ ２７６ － ３３７ － １５６ ２３２

念白 １５８ ３２６ ２７３ ３１２ １７７ １９３ １３７

句均 ３４７ ３４７ ３４７ ３４７ ３２７ ３２７ ３２７

差值 － １８９ － ２１ － ７４ － ３５ － １５０ － １３４ － 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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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６显示，念白时，《庵堂相会》选段入声字时长大于所在句
字均时长者有２字，占７％，可见个别入声字在念白中实际上已经舒
化，只是所占比例较小，除此以外，绝大多数的入声字在时长上小
于本句字均时长。演唱时入声字时长大于字均时长的有１２字，占
４３％，这说明《庵堂相会》选段在演唱时约有５７％的入声字仍受到
自身时长特征的影响，但是这些字主要出现在旋律接近念白的清板
部分，非清板部分入声字在演唱时小于字均时长的只有２字。上述
分析说明入声字时长短促的特点在念白时表现明显，而演唱时大多
入声字的特征消失，变成舒声，但根据老式簧调节奏明快的特点，
演唱时仍有部分字保留时长短促的特征，甚至还有少数入声字短于
字均时长，这说明至少入声字的时长特征在老式簧调中是有所表
现的。
３ １ ３　 《庵堂相会》选段念白音高研究
与戏曲旋律直接相关的第二个声学要素是音高，音高的走势、

音域的高低跟戏曲的旋律密切相关。前人研究话语韵律特点时主要
靠观察话语的音高走势，戏曲旋律的变化同样也可以通过音高走势
来观察。本书观察音高走势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通过Ｐｒａａｔ软件将
音高数据提取到Ｐｉｔｃｈ文件中，然后使用该软件的绘图功能根据Ｐｉｔｃｈ
中的数据绘制音高走势图，再将音高走势图导入Ｗｉｎｄｏｗｓ绘图工具
进行修饰，通过最终修订的音高走势图直接观察；另一种是提取音
高数据，在Ｅｘｃｅｌ表中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并作图观察。下文其他选
段的研究方法同此。首先来看用第一种方法绘制出来的《庵堂相会》
选段念白音高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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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５　 《庵堂相会》选段念白音高走势图

　 　 图３ ５显示，念白句尾的字调走势多跟本调一致，多为降升调
或平调、只有个别字与本调不一致，为降调。整体看，《庵堂相会》
选段的音高走势同自然话语陈述句的韵律模式相似，不少唱句在念
白时存在着音高下倾趋势，很多节奏群（我们将词、词组或者根据
节奏需要临时组合的结构称为“节奏群”，比如“一副”、“日遮阴”
等都被看做是节奏群，后文同此）也有比较明显的音高下倾趋势，
比如“勿愿呀”、“逼得我”、“春三景致”等等。当然，也有少数节
奏群音高走势比较平稳或呈上升趋势。其中长三调唱句的念白走势
跟其他唱句无明显区别，这里就不再单独分析了。通过图３ ５，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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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观察到念白唱句的一些高低起伏变化及音高走势情况，这种方
法比较直观，但不容易发现规律，需要做一些统计分析。下面我们
将念白的每一个字调型走势与其单念调型（即其本调）进行比较，
统计调型变化情况，《庵堂相会》选段的唱字本调归类如下：

阴平字【５５】：婚呀空中英夫妻相三香今朝初清梳身多爹烧庵夫
君春心思分冬霜遮阴穿

阳平字【１１３】：爷赖楼路寻绳人来灵城庙焚是寒明头面净齐瞒
娘红云前门园还堂人抬无其凉亭栏字联避晨霜那桥愿

阴上字【４１２】：肯死喊把本打整走假景此水小顶里
阳上字【２２４】：我也有上了与冷哪野两雨夜
阴去字【５２３】：要正吊断秀会到去大扮看见致数凳四个幅对下

夏过
阴入字【５】：勿逼得节一作只歇脚
阳入字【２３】：落若月昨日食石木
将上述字调与念白调型逐一比对，所得统计结果见表３ ７。

表３ ７　 《庵堂相会》选段念白字调与本调调型关系统计表
唱　 　 词 一致或基本一致 不一致或相反

爷要赖婚我勿肯 婚我勿肯 爷要赖
我也勿愿呀 我 也勿愿呀
逼得我楼上死路寻 逼我路寻 得楼上死
正要上吊绳断落 上吊绳落 正要断
空中有人喊秀英 空有人 中喊秀英
若要夫妻来相会 夫相会 若要妻来
三月三，到灵城庙里去把香焚 三１ 三２ 到庙把香焚 月灵城里去
昨日本是寒食节 日是寒节 昨本食
今朝是大月初三正清明 今是月初清 朝大三正明
头梳梳，面净净 梳１ 面净１ 头梳２ 净２

一身打扮多齐整 一多齐整 身打扮
瞒了爹娘与红云 爹与云 瞒了娘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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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唱　 　 词 一致或基本一致 不一致或相反

前门勿走走园门 勿走１ 走２ 门２ 前门１ 园
假作烧香去还愿 烧还愿 假作香去
庵堂里去会夫君 庵里去君 堂会夫
一人走路冷清清 一人路清１ 走冷清２

抬头看见春三景 春三景 抬头看见
春三景致无其数 春景致无 三其数
哪有心思看野景 哪有野 心思看景
只见前面歇凉亭 只见面歇凉亭 前
里面两只石栏凳 石 里面两只栏凳
到此歇脚四个字 到歇个字 此脚四
一副对联上下分 一分 副对联上下
上一联：冬避晨霜夏避雨 一联冬夏雨 上避１ 晨霜避２

下一联：夜遮露水日遮阴 一联露水阴 下夜遮１ 日遮２

穿过凉亭抬头看 穿凉亭头看 过抬
只见那小木桥一顶 只小桥一顶 见那木
总计：１７９字 ９１字，占５１％ ８８字，占４９％
　 　 说明：表中的唱字下标数字的分别代表在句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数据统计
不含长三调。后文同此。

据表３ ７，《庵堂相会》选段念白字调调型与单字调调型走势一致
或基本一致的有９１字，占５１％；不一致或相反的有８８字，占４９％，
两者相当。上述统计不包括插入的长三调及其前后句，长三调唱句的
统计结果也包含在表３ ７中，其统计结果跟上述比例关系基本一致，
这里就不再另外说明了。上述统计结果说明字调对念白旋律具有一定
的影响，同时念白旋律也对字调起一定的调节作用，两者有时一致，
有时不一致，甚至有时为满足念白旋律的需要而出现相反的走势。这
与赵元任关于汉语语调的“代数和”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１］。

下面通过第二种方法分析《庵堂相会》选段的念白音高走势。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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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对提取的音高数据进行处理。处理方法是：首先计算三组数据，第
一组为每个字音高的最大值，即音高上线；第二组为每个字音高的最
小值，即音高下线；第三组为每个字音高的均值，即音高中线。然后
根据三组数据作出音高走势图。相关数据处理结果见表３ ８。

表３ ８　 《庵堂相会》选段念白音高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词 爷 要 赖 婚 我 勿 肯

ＭＡＸ （白） ２７３ ３７７ ２８６ ３７２ ３３９ ４３９ ３２６

ＭＩＮ （白） １８７ ２０６ １６５ ３３７ ２１９ ４２６ １８９

ＡＶＥ （白） ２２７ ３２４ ２３２ ３５４ ２６１ ４３４ ２２４

唱词 我 也 勿 愿 呀
ＭＡＸ （白） ３６３ ３６８ ４４３ ３５２ ２４８

ＭＩＮ （白） ２４８ ２１２ ４１９ ２０７ １８９

ＡＶＥ （白） ２８４ ２９２ ４３６ ２５７ ２１１

唱词 逼 得 我 楼 上 死 路 寻
ＭＡＸ （白） ４５５ ３８８ ３１９ ２２９ ３０４ ３６０ ３２８ ２８７

ＭＩＮ （白） ４１４ ３５４ ２４８ １６５ ２０９ ３４６ ２５２ １８５

ＡＶＥ （白） ４３２ ３７３ ２７８ ２０１ ２５６ ３５２ ２８８ ２１７

唱词 正 要 上 吊 绳 断 落
ＭＡＸ （白） ４７８ ４２８ ３２７ ３５５ ３５５ ２４７ ２７７

ＭＩＮ （白） ４３０ ２３４ ２３７ ２１６ ２１９ １６４ ２６０

ＡＶＥ （白） ４５２ ３２９ ２６７ ２６２ ２６７ １９７ ２７１

唱词 空 中 有 人 喊 秀 英
ＭＡＸ （白） ４５０ ３８１ ３６５ ２７２ ３４１ ４００ ３７１

ＭＩＮ （白） ３７７ ２１７ ２０４ ２０２ １９６ ３６７ １７８

ＡＶＥ （白） ４１９ ２８１ ２５２ ２２８ ２６４ ３８１ ２６７

唱词 若 要 夫 妻 来 相 会
ＭＡＸ （白） ３０２ ２７５ ４１８ ３４４ ２０８ ３６７ ３３３

ＭＩＮ （白） ２４１ ２１１ ３７９ １９４ １７６ ３３９ 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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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ＡＶＥ （白） ２５９ ２４５ ３９４ ２６５ １８８ ３４９ ２２５

唱词 三 月 三
ＭＡＸ （白） ４６９ ３９５ ３２５

ＭＩＮ （白） ３９３ ２０１ ２８９

ＡＶＥ （白） ４４９ ３０４ ３０９

唱词 到 灵 城 庙 里 去 把 香 焚
ＭＡＸ （白） ３１８ ２１６ ３５０ ２７９ ２８２ ３８８ ２９５ ３５０ ２３６

ＭＩＮ （白） ２６１ １８３ ２８７ １６８ ２２７ ２８４ １８９ ３３１ １７６

ＡＶＥ （白） ２８６ １９５ ３２４ １９９ ２６６ ３３６ ２３２ ３４０ １９３

唱词 昨 日 本 是 寒 食 节
ＭＡＸ （白） ２２６ ３０７ ４５１ ２８０ ３２９ ２４５ ３２２

ＭＩＮ （白） ２０２ ２７３ ４０６ ２０８ １９１ １７３ ３０８

ＡＶＥ （白） ２１５ ２９４ ４１７ ２３４ ２５５ ２０９ ３１８

唱词 今 朝 是 大 月 初 三 正 清 明
ＭＡＸ （白） ３９１ ３６２ ２５１ ２４８ ３２６ ３９５ ３６１ ３８７ ４２８ ３７０

ＭＩＮ （白） ３６７ ３２５ １８９ １７５ １７５ ３６１ ３１２ １８９ ３９４ １６７

ＡＶＥ （白） ３７８ ３３６ ２１２ １９４ ２６７ ３７８ ３２９ ２７４ ４０９ ２５６

唱词 头 梳 梳 面 净 净
ＭＡＸ （白） ２３６ ４３１ ３６４ ３４１ ３６３ ２２３

ＭＩＮ （白） １７５ ４０５ １８２ ２２５ ２１５ １８１

ＡＶＥ （白） ２０８ ４１２ ２４５ ２７７ ２６８ １９９

唱词 一 身 打 扮 多 齐 整
ＭＡＸ （白） ４３４ ３９２ ３６０ ３００ ４０３ ３３８ ３５４

ＭＩＮ （白） ３６８ ２１５ １８８ ２７３ ３６５ ２３４ １９３

ＡＶＥ （白） ４０６ ２８５ ２６３ ２８３ ３７７ ２７０ ２３７

唱词 瞒 了 爹 娘 与 红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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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ＭＡＸ （白） ２２５ ２８６ ３８７ ３２８ ４１３ ２１９ ３５１

ＭＩＮ （白） １７７ ２０４ ３２９ １７４ ２１１ １８１ ２１７

ＡＶＥ （白） ２００ ２４９ ３５０ ２２７ ２８５ １９５ ３２１

唱词 前 门 勿 走 走 园 门
ＭＡＸ （白） ２７６ ３２７ ４４７ ３６９ ３４２ ２７８ ２９８

ＭＩＮ （白） ２１８ ２３１ ４３４ ２０７ ２６４ １７３ ２４９

ＡＶＥ （白） ２４６ ２７９ ４４１ ２５２ ３０１ ２１３ ２８５

唱词 假 作 烧 香 去 还 愿
ＭＡＸ （白） ３６４ ３２２ ３９２ ３２８ ３８２ ３２９ ２４４

ＭＩＮ （白） １８７ ２２４ ３６９ １９６ ３２９ ２０９ １８４

ＡＶＥ （白） ２８８ ２７６ ３７８ ２４９ ３５４ ２５１ ２１３

唱词 庵 堂 里 去 会 夫 君
ＭＡＸ （白） ３８８ ３８５ ３１０ ２９７ ２３２ ３８９ ３０７

ＭＩＮ （白） ３５２ ２２０ ２３４ ２４３ １７３ ２０６ ２８５

ＡＶＥ （白） ３８１ ２９１ ２６０ ２６６ ２０３ ３０４ ２９３

唱词 一 人 走 路 冷 清 清
ＭＡＸ （白） ４６２ ３１９ ４０７ ２５４ ２８６ ４０３ ３１８

ＭＩＮ （白） ３５１ ２３５ ３８２ ２０３ １８６ ３８２ １８６

ＡＶＥ （白） ４２５ ２６８ ３９３ ２２４ ２２８ ３８９ ２３６

唱词 抬 头 看 见 春 三 景
ＭＡＸ （白） ２４７ ３０８ ３７６ ３３４ ３９３ ３８８ ３３６

ＭＩＮ （白） １７４ ２１９ ３４７ １９５ ３６４ ３５１ １６９

ＡＶＥ （白） ２００ ２７２ ３６６ ２５７ ３７６ ３６９ ２２１

唱词 春 三 景 致 无 其 数
ＭＡＸ （白） ４４５ ４０２ ３４８ ３４７ ３６８ ２１９ ３０７

ＭＩＮ （白） ４０５ ２２０ ２０１ １９５ ２１１ １８０ 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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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ＡＶＥ （白） ４１７ ２９６ ２６１ ２６７ ２７９ １９９ ３０１

唱词 哪 有 心 思 看 野 景
ＭＡＸ （白） ２５０ ２６８ ３６７ ３００ ３６７ ３４９ ２８６

ＭＩＮ （白） ２１８ １８５ ２７８ ２０７ ３４２ １３７ ２７２

ＡＶＥ （白） ２２８ ２２９ ３１１ ２５１ ３５３ ２３６ ２８０

唱词 只 见 前 面 歇 凉 亭
ＭＡＸ （白） ４４４ ３６５ ２３２ ２９４ ３９４ ３２９ ２８５

ＭＩＮ （白） ４３６ ２４６ ２０６ ２０３ ３７４ ２０１ １７５

ＡＶＥ （白） ４４１ ３１０ ２１７ ２４７ ３８６ ２５７ ２１０

唱词 里 面 两 只 石 栏 凳
ＭＡＸ （白） ２６７ ２８６ ２４８ ３１０ ３０１ ２８７ ２９３

ＭＩＮ （白） ２３４ ２２４ １７９ ２３０ ２６０ １６２ ２７９

ＡＶＥ （白） ２４９ ２５７ ２１４ ２７０ ２７８ ２０９ ２８７

唱词 到 此 歇 脚 四 个 字
ＭＡＸ （白） ３７７ ２８４ ３６８ ３８４ ４２０ ４０１ ２４３

ＭＩＮ （白） ３２１ １９２ ３５３ ２８０ ３７０ ３４８ １８７

ＡＶＥ （白） ３４０ ２３３ ３６２ ３２４ ３８２ ３６５ ２０９

唱词 一 副 对 联 上 下 分
ＭＡＸ （白） ３２４ ２８９ ３５６ ３２９ ２２２ ３３５ ３１６

ＭＩＮ （白） ３０２ １９４ ３４０ １８８ １７２ １４７ ２８９

ＡＶＥ （白） ３１２ ２３７ ３４４ ２４９ １９１ ２３７ ３０８

唱词 上 一 联 冬 避 晨 霜 夏 避 雨
ＭＡＸ （白） ２５５ ３３８ ３３５ ４６６ ２５７ ３９２ ３５１ ３５８ ３０３ ２９７

ＭＩＮ （白） １７６ ２７６ １８７ ３９３ １８６ ３２３ ２０７ ２６４ ２１３ １７１

ＡＶＥ （白） ２１０ ３１２ ２５３ ４４４ ２２６ ３６４ ２６６ ３０３ ２６１ ２０４

唱词 下 一 联 夜 遮 露 水 日 遮 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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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ＭＡＸ （白） ３５９ ３７５ ３２９ ２６８ ３９１ ３３８ ３１６ ２７４ ３３９ ３２０

ＭＩＮ （白） １８５ ２５３ ２０２ １７７ ２９３ ２１３ ２０２ １９４ １６２ ２５７

ＡＶＥ （白） ２６６ ３１７ ２３５ ２１９ ３４９ ２５３ ２４０ ２２５ ２４８ ３０２

唱词 穿 过 凉 亭 抬 头 看
ＭＡＸ （白） ４３０ ３８６ ３６４ ２８７ ２２９ ３５８ ３４９

ＭＩＮ （白） ３９９ ２０７ ２１０ ２０２ １６７ ２６３ ２１０

ＡＶＥ （白） ４１６ ２７０ ２５２ ２４６ １８７ ３２３ ２５９

唱词 只 见 那 小 木 桥 一 顶
ＭＡＸ （白） ４５６ ３５９ ３１２ ３７０ ４４５ ３０９ ３８６ ３４３

ＭＩＮ （白） ４３６ ２２７ ２１０ ２０２ ３５９ １７２ ２９７ １９３

ＡＶＥ （白） ４４９ ２８８ ２６１ ２８５ ４０９ ２２４ ３５１ ２３４

　 　 说明：ＭＡＸ代表最大值，ＭＩＮ代表最小值，ＡＶＥ代表平均值，后文同此。

根据表３ ８数据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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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６　 《庵堂相会》选段念白音高三线走势图

　 　 以上每幅图由三条线组成：音高上线、音高中线和音高下线。
观察发现，三条线的走势比较一致，因此，可以通过观察音高中线
（即图中中间的那条线）来判断音高走势，音高上线和音高下线作为

３４第三章　 锡剧簧调选段声学实验研究　



参考。图３ ６显示，多数唱句的念白呈现高起低收（起点音高高于
收点音高），也就是说整体上存在音高下倾趋势，与自然话语中陈述
句的韵律相似，但也有不同。在这些有音高下倾趋势的唱句中，音
高经过多次调节，变化性较大。上述唱句中也有一些唱句呈平起平
收（起点与收点音高相当）或低起高收（收点音高高于起点）。具
体而言，“爷要赖婚我勿肯”起、收点相当，音高走势起伏明显，折
度较多，体现了念白抑扬顿挫的特点；“我也勿愿呀”呈现先升后降
趋势；“逼得我楼上死路寻”、“空中有人喊秀英”高起低收，前四
字呈降势，四字后的音高先升后降；“正要上吊绳断落”音高总体上
呈下降趋势，收字因为是阴入字而略高；“若要夫妻来相会”、“大
月初三正清明”音高呈现升—降—升—降的走式； “三月三”为一
个节奏群，音高呈降势；“到灵城庙里去把香焚”高低起伏、变化多
样，规律性不强；“昨日本是寒食节”低起高收，音高走势总体上先
升后降，收字因入声而走高；“今朝是”音高走势同“三月三”相
似，二者都是三字组的节奏群；“头梳梳面净净”起、收点相当，音
高走势总体上先升后降；“一身打扮多齐整”高起低收，音高呈降—
升—降的走势；“瞒了爹娘与红云”低起高收，音高呈升—降—升—
降—升走势；“前门勿走走园门”低起高收，音高走势总体上先升后
降； “假作烧香去还愿”高起低收，音高呈升—降—升—降走势；
“庵堂里去会夫君”转入长三调，音高呈降升走势；“一人走路冷清
清”高起低收，本句为长三调，音高折度较多，起伏明显；“抬头看
见春三景”转入清板，音高总体呈上升趋势，最后一字音高下降；
“春三景致无其数”音高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尾部有所抬升；“哪
有心思看野景”音高总体呈现上升走势；“只见前面歇凉亭”高起
低收，音高呈降—升—降走势；“里面两只石栏凳”音高走势比较平
稳，尾部略升；“到此歇脚四个字”高起低收，后三字为一个节奏
群，音高呈降势；“一副对联上下分”起收相当，音高呈降—升—降
—升走势；“上一联”、“下一联”都是三字组的节奏群，音高走势
比较一致；“冬避晨霜夏避雨”高起低收，音高总体上呈降势；“夜
遮露水日遮阴”低起高收，音高呈升—降—升走势；“穿过凉亭抬头
看”高起低收，音高呈降—升—降走势； “只见那小木桥一顶”高
起低收，音高呈降—升—降—升—降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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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发现《庵堂相会》选段念白的音高走势受到三个方面的影
响，一是节奏群，比如“三月三”、“今朝是”、“上一联”、“下一
联”等都是三字组的节奏群，这些节奏群既有本身的音高模式，同
时又受到念白旋律的影响；二是自然话语的音高下倾趋势，不少唱
句和节奏群呈下降趋势，说明念白的音高走势同样受到音高下倾趋
势的影响；三是字调本身的影响，比如“勿”、“一”等入声字本身
调值较高，在念白中也往往表现为相对较高的基频值。

下面通过分析音高中线的折度情况来探讨一下念白唱句的旋律
调节特点。刘俐李（２００４）指出：“音高升降转换会有转折点，每一
次升降转折就有一个折点，一定范围内折点的频次便为折度”［２］。例
如北京话上声字为降升调，包含一个曲拱，也就是一个折度。折度
一般呈现Ｖ形或倒Ｖ形。本书统计的折度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不
是通过严格的数据计算所得的结果。《庵堂相会》选段音高中线折度
统计情况见表３ ９。

表３ ９　 《庵堂相会》选段念白音高中线折度统计表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爷（７） ５ 昨（７） ４ 庵（７） ４ 到（７） ４

我（５） ３ 今（１０） ４ 一２ （７） ４ 一３ （７） ３

逼（８） ２ 头（６） ３ 抬（７） ３ 上（１０） ７

正（７） ３ 一１ （７） ３ 春（７） ３ 下（１０） ４

空（７） ２ 瞒（７） ４ 哪（７） ５ 穿（７） ４

若（７） ４ 前（７） ５ 只１ （７） ３ 只２ （８） ４

三（１２） ８ 假（７） ５ 里（７） ４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２ ２ ４ １１ ７ １

３ ８ ５ ４ ８ １

　 　 说明：唱句用句首字代表，首字后括号里的数字为该句字数。

统计结果显示，《庵堂相会》选段念白折度数为２ ～ ８个，其中
以折度为３个和４个的为主，折度为７个和８个的为长句，多数唱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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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３ ～ ４次韵律调节。有的唱句只有２个折度，说明其音高走势较
平稳。同为７字句折度最少的为２个，最多的为５个，说明音高走
势与字数多少不完全一致。其中长三调三句唱词折度为３ ～ ４个，数
目居中。

前文分析了《庵堂相会》选段念白的音高走势图和音高三线的数
据。虽然有些唱句音高走势呈现降势，但是我们发现多数唱句的音高
数据本身线性规律或非线性规律不强，因此不适宜作线性回归或曲线
拟合，因此我们放弃了通过线性回归或曲线拟合办法来分析锡剧唱、
白音高特点的想法，后文其他选段的情况与此类似。锡剧念白、演唱
的起收比较有特点，孙中认为锡剧演唱时旋律走向上的共同规律是
“依据吴语的语言特征，起、落句的旋律都是高起低落”［３］，下面我们
就来具体分析一下《庵堂相会》选段念白音高的起收变化情况。我们
对音高中线数据作了一些处理：首先计算出音高中线值的均值，然后
找出每一句唱句的起、收点的音高中线数值，用这三个点的数据作图，
观察唱句念白的起收状态，后文对演唱起收的音高数据也采用同样的
处理方法。本次数据处理结果见表３ １０。

表３ １０　 《庵堂相会》选段念白分句音高中线起收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中 收唱句起 中 收唱句起 中 收
爷 ２２７ ２９４ ２２４ 头 ２０８ ２７７ １９９ 哪 ２２８ ２７０ ２８０

我 ２８４ ２９６ ２１１ 一１ ４０６ ２６８ ２３７ 只１ ４４１ ２９６ ２１０

逼 ４３２ ３００ ２１７ 瞒 ２００ ３０３ ３２１ 里 ２４９ ２５２ ２８７

正 ４５２ ２９２ ２７１ 前 ２４６ ２６１ ２８５ 到 ３４０ ３１６ ２０９

空 ４１９ ２９９ ２６７ 假 ２８８ ２８８ ２１３ 一３ ３１２ ２６８ ３０８

若 ２５９ ２７５ ２２５ 庵 ３８１ ２８７ ２９３ 上 ２１０ ２８４ ２０４

三 ４４９ ２８６ １９３ 一２ ４２５ ３０９ ２３６ 下 ２６６ ２６５ ３０２

昨 ２１５ ２８５ ３１８ 抬 ２００ ２９４ ２２１ 穿 ４１６ ２７９ ２５９

今 ３７８ ３０３ ２５６ 春 ４１７ ２８９ ３０１ 只２ ４４９ ３１３ ２３４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最大值 ４５２ ３１６ ３２１ 均值３２６ ２８７ ２５１ 区间２５２ ６４ １２８

最小值 ２００ ２５２ 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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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唱句用首字代表，首字相同的在其后下标１，２，３……以示区别。
“最大值”、“最小值”分别代表所有统计唱句起、中、收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区间”为最大值减去最小值的差值。后文同此。本选段最大值、最小值、区
间的统计数据不含长三调的唱句。

根据表３ １０数据作图如下（不含长三调的三句唱词）：

图３ ７　 《庵堂相会》选段念白音高起收模式总图

表３ １０显示，《庵堂相会》选段（不含长三调）起点音高均值
的上、下线分别为４５２ Ｈｚ和２００ Ｈｚ，收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
为３２１ Ｈｚ和１９３ Ｈｚ。本选段作为念白时起点音高均值的变化范围
（２５２ Ｈｚ）明显大于收点音高均值的变化范围（１２７ Ｈｚ），两者相差
１２５ Ｈｚ，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起点音高上线的提高，这说明念白时唱
句首字对旋律有较大调节，而收点音高变化范围收缩，可能受到尾
点降势的影响。长三调“一人走路冷清清”的起点音高大于收点音
高，与之相关的前后两句，一句起点大于收点，一句起点小于收点。

下面就表３ １０数据分组作图，四句一组，以便观察。各分句的
具体起收模式见图３ ８ （见第４８页）。

粗略观察显示，念白音高走势以降势为主，其次为平，句尾为
升的较少。高云峰（２００４）研究发现普通话调长为４００毫秒的阴平
和阳平的界限约在第８ “刺激”左右，此时声调起终点音高值相差
约９ Ｈｚ；时长为４００毫秒的阴平和去声的界限约在第１３和第１４ “刺
激”之间，此时声调起终点音高值相差约为６ Ｈｚ或９ Ｈｚ［４］。可见大
概９ Ｈｚ的差异是听辨阳平和去声的关键点。王士元（１９８３）做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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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８　 《庵堂相会》选段念白音高起收模式分图

个普通话阴平和阳平的感知实验，发现普通话阴平和阳平之间存在
范畴感知，感知界限因人而异，中国人感知阴平调和阳平调的音位
界限稳定在第７个音节，起终点音高分别为１２３ Ｈｚ和１３５ Ｈｚ，相差
１２ Ｈｚ［５］。林焘、王士元（１９８４）还做了双音节的声调感知问题的实
验，他们的实验结果表明后字音节起点的音高与前字音节的音高相
差２５ Ｈｚ时，所有人将前字听成了阳平［６］。综合以上研究结果，考虑
到我们研究的对象是首尾音节的音高均值的差值，时间间隔较长，
而且不考虑前两字的调型差异，此处我们设置起点与收点相差３０ Ｈｚ
以上（包括３０ Ｈｚ）的为降或升，３０ Ｈｚ以内为平。当然这种设置有
待更精细的实验研究验证，好在我们只是做统计上的分析，得出比
例关系，而不做定性分析，因此不至于影响到分析结果。本项实验
的统计结果见表３ １１ （见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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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１　 《庵堂相会》选段念白分句音高起收模式统计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爷 ２２７ ２２４ ３ 平 庵 ３８１ ２９３ ８８ 降
我 ２８４ ２１１ ７３ 降 一２ ４２５ ２３６ １８９ 降
逼 ４３２ ２１７ ２１５ 降 抬 ２００ ２２１ － ２１ 平
正 ４５３ ２７１ １８２ 降 春 ４１７ ３０１ １１６ 降
空 ４１９ ２６７ １５２ 降 哪 ２２８ ２８０ － ５２ 升
若 ２５９ ２２５ ３４ 降 只１ ４４１ ２１０ ２３１ 降
三 ４４９ １９３ ２５４ 降 里 ２４９ ２８７ － ３８ 升
昨 ２１５ ３１８ － １０３ 升 到 ３４０ ２０９ １３１ 降
今 ３７８ ２５６ １２２ 降 一３ ３１２ ３０８ ４ 平
头 ２０８ １９９ ９ 平 上 ２１０ ２０４ ６ 平
一１ ４０７ ２３７ １７０ 降 下 ２６６ ３０２ － ３６ 升
瞒 ２００ ３２１ － １２１ 升 穿 ４１６ ２５９ １５７ 降
前 ２４６ ２８５ － ３９ 升 只２ ４４９ ２３４ ２１５ 降
假 ２８９ ２１３ ７６ 降

以下统计数据不含长三调
模式 平 降 升
句数 ４ １４ ６

比例 １７％ ５８％ ２５％

表３ １１显示，《庵堂相会》选段（不含长三调）念白音高起收
模式以降势为主，共１４ 句，占５８％；其次为升势，共６ 句，占
２５％；平起平收的较少，仅４句，只占１７％。这与前人研究的普通
话陈述句音高走势规律有一致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说明《庵堂
相会》选段念白的起收音高走势既与汉语普通话有相似之处，又有
本身特有的模式。选段中长三调的音高起收模式为降势，其前一句
为降势，其后一句为平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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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４　 《庵堂相会》选段演唱音高研究
戏曲的演唱旋律变化跟音高关系密切，音高的升降变化、曲线

的走势、音域的大小都是戏曲旋律的重要表现。分析戏曲演唱旋律
最直观的做法同样也是观察音高走势图。我们首先利用Ｐｒａａｔ软件将
音高数据提取到Ｐｉｔｃｈ文件中，然后利用Ｐｉｔｃｈ文件中音高数据和标
注文件绘图，最后导入Ｗｉｎｄｏｗｓ画图软件进行修改。《庵堂相会》选
段演唱音高走势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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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９　 《庵堂相会》选段演唱音高走势图

　 　 观察图３ ９发现，与念白相比，《庵堂相会》选段演唱时音高有
些比较明显的变化，首先是拖腔部分的音高产生了抖动现象。演唱
者正是通过不断变化字音频率来增加音乐感，提升音乐美。其次，
演唱的音高曲线走势相对比较平滑，不像念白那样大的波折较多，
走势陡峭。清板部分，因近似说唱，与念白比，时长变化不明显，
也没有足够的空间调整音高，因此没有出现音高抖动现象，乐感稍
弱，显示为较急促的调子，给人以活泼轻快的感觉。与念白不同是
演唱清板部分的音高曲线平稳得多。

从音高走势图来看，演唱时，单字基本失去了本身的调型模式，
而服从于锡剧唱腔的旋律。《庵堂相会》选段念白的调型走势以平为
主，上升、下降、曲折明显减少。演唱时，频域变化范围与念白时
相比，也明显收窄。粗略观察发现，演唱音高走势有平起平落，如
“爷要赖婚我勿肯”、“我也勿愿呀”、“穿过凉亭抬头看”；低起中升
尾落，一般前两字音高较低、后抬起、再渐降，如“空中有人喊秀
英”、“若要夫妻来相会”、“昨日本是寒食节”、“一身打扮多齐整”、
“瞒了爹娘与红云”、“前门勿走走园门”、“假作烧香去还愿”、“哪
有心思看野景”、“只见前门歇凉亭”、“上一联：冬避晨霜夏避雨”；
有高起低落，如“逼得我楼上死路寻”、“正要上吊绳断落”、“三月
三到灵城庙里去把香焚”、“今朝是大月初三正清明”、“抬头看见春
三景”、“只见那个小木桥一顶”。长三调“一人走路冷清清”的音
高曲线与其他唱句有明显不同，因为存在拖腔，音高上下波动强烈，
它的前句“庵堂里去会夫哇君”也有比较明显的音高抖动现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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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句“抬头看见春三景”整体音高曲线明显下降。
上文我们将念白的字调调型走势与本调进行了对比。这里也对

演唱部分做相同的统计。为统计演唱字调调型与本调的关系，我们
将单字调型（单字调型见３ １ ３）与上图演唱时的单字音高调型进
行逐一比对，所得统计结果见表３ １２。

表３ １２　 《庵堂相会》选段演唱字调与本调调型关系统计表
唱　 　 词 一致或基本一致 不一致或相反

爷要赖婚我勿肯 赖我肯 爷要婚勿
我也勿愿呀 勿愿呀 我也
逼得我楼上死路寻 逼得 我楼上死路寻
正要上吊绳断落 落 正要上吊绳断
空中有人喊秀英 空中英 有人喊秀
若要夫妻来相会 妻 若要夫来相会
三月三，到灵城庙里去把香焚 三２ 城香 三１ 月到灵庙里去把焚
昨日本是寒食节 昨日本是寒食节
今朝是大月初三正清明 是大月 今朝初三正清明
头梳梳，面净净 净２ 头梳１ 梳２ 面净１

一身打扮多齐整 一身打 扮多齐整
瞒了爹娘与红云 爹云 瞒了娘与红
前门勿走走园门 门勿 前走１ 走２ 园门
假作烧香去还愿 作香 假烧去还愿
庵堂里去会夫君 堂２ 君 庵堂１ 里去会夫
一人走路冷清清 冷１ 一人１ 走路１ 清１ 清２

抬头看见春三景 抬头三景 看见春
春三景致无其数 春三 景致无其数
哪有心思看野景 哪有 心思看野景
只见前面歇凉亭 歇亭 只见前面凉
里面两只石栏凳 面只 里两石栏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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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唱　 　 词 一致或基本一致 不一致或相反

到此歇脚四个字 到歇脚字 此四个
一副对联上下分 一联上 副对下分
上一联：冬避晨霜夏避雨 一霜 上联冬避１ 晨夏避２ 雨
下一联：夜遮露水日遮阴 下联遮２ 一夜遮１ 露水日阴
穿过凉亭抬头看 穿看 过凉亭抬头
只见那小木桥一顶 只小桥一 见那木顶
总计：１８１字 ５５字，占３０％ １２６字，占７０％
　 　 说明：演唱时多出的唱字未做统计，如最后一句的“个”。最后一行的统
计数字不含长三调。

据表３ １２，《庵堂相会》选段演唱字调与本调走势一致或基本一
致的有５５字，占３０％；不一致或相反的约有１２６字，占７０％。这与念
白时的统计有比较明显的差异，相比之下，演唱时不一致或相反的比
例大大增加。这说明字调对演唱旋律所起的制约作用大大降低，同时，
演唱旋律对字调的调节作用大大增强，演唱时的字调主要受旋律走势的
控制，跟单字调型本身关系已经不明显，此时听众辨别字音主要靠声、
韵，调的区别作用减弱。长三调三句的统计情况与此相似，此处不再详
细分析。

下面讨论《庵堂相会》选段演唱音高走势规律。本节数据处理
方法同念白音高处理模式：首先计算三组数据，第一组为每个字音
高的最大值，第二组为每个字音高的最小值，第三组为每个字音高
的均值；然后根据三组数据制作音高走势图。本次数据处理结果见
表３ １３。

表３ １３　 《庵堂相会》选段演唱音高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词 爷 要 赖 婚 我 勿 肯

ＭＡＸ （唱） ３３９ ４３２ ４２６ ３９２ ４１３ ４２６ ５１６

ＭＩＮ （唱） ２２４ ３６７ ３００ ２９２ ３１２ ２１９ 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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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ＡＶＥ （唱） ３０２ ４１３ ３６９ ３４３ ３６６ ２７９ ３７８

唱词 我 也 也ｙ 勿 愿 呀 呀ｙ

ＭＡＸ （唱） ３２１ ２７７ ３３９ ３１９ ２４０ ２５８ ３２９

ＭＩＮ （唱） ２２１ ２１８ ２９２ ２３０ １７１ ２００ ２１６

ＡＶＥ （唱） ２８０ ２５６ ３２１ ２７９ ２０６ ２２８ ２７２

唱词 逼 得 我 楼 上 死 路 寻
ＭＡＸ （唱） ５０９ ３６９ ４１９ ３６４ ２７６ ３２５ ２６２ ２７２

ＭＩＮ （唱） ４０７ ３１５ ３５４ ２６５ ２１１ ２０３ ２１９ １５６

ＡＶＥ （唱） ４６６ ３５５ ３８６ ３１１ ２４８ ２５３ ２３８ ２３６

唱词 正 要 上 吊 绳 断 落
ＭＡＸ （唱） ４４１ ４２０ ３６２ ３８１ ２９６ ３３７ ３３３

ＭＩＮ （唱） ３８０ ３９４ ３４５ ３３６ ２６７ ２７８ ２７６

ＡＶＥ （唱） ４１５ ４１２ ３５５ ３７０ ２８４ ３０１ ２９２

唱词 空 中 有 人 喊 秀 英
ＭＡＸ （唱） ２３９ ２５６ ２７７ ３２２ ３３６ ２６９ ２５２

ＭＩＮ （唱） １９３ ２０４ ２３２ ２７４ ２１０ ２３３ ２０５

ＡＶＥ （唱） ２０９ ２３２ ２５８ ３０１ ２８３ ２４６ ２２５

唱词 若 要 夫 妻 来 相 会
ＭＡＸ （唱） ２９７ ３３５ ４８１ ４２９ ３７４ ３４４ ３４４

ＭＩＮ （唱） ２８４ ２６８ ４０７ ３７５ ３２７ ２７５ ２７４

ＡＶＥ （唱） ２８９ ２８８ ４５１ ４０４ ３５７ ３１１ ３０３

唱词 三 月 三
ＭＡＸ （唱） ４１４ ３３１ ３４６

ＭＩＮ （唱） ３４４ ２７３ ３０６

ＡＶＥ （唱） ３７２ ３０７ ３２９

唱词 到 灵 城 庙 里 去 把 香 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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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ＭＡＸ （唱） ３３５ ２０８ ２５５ ２７３ ２８１ ３３５ ３２６ ２８６ ２９４

ＭＩＮ （唱） ３１８ １９８ ２０７ ２３８ ２６７ ３２６ １９６ ２２５ １７７

ＡＶＥ （唱） ３３０ ２０３ ２２９ ２５７ ２７３ ３３０ ２５５ ２５１ ２５２

唱词 昨 日 本 是 寒 食 节
ＭＡＸ （唱） ２７６ ３３１ ４７１ ４１９ ３９０ ３２９ ３５９

ＭＩＮ （唱） ２４３ ３２５ ４０６ ３６６ ３４５ ２７４ ３０８

ＡＶＥ （唱） ２６４ ３２６ ４４７ ３９７ ３６８ ３０３ ３３２

唱词 今 朝 是 大 月 初 三 正 清 明
ＭＡＸ （唱） ４３０ ３２９ ３３５ ２４８ ２５１ ２７８ ３１６ ３２６ ２６８ ２５６

ＭＩＮ （唱） ３５０ ２６７ ２６４ １７４ ２０４ ２２７ ２７１ ２００ ２２７ ２０９

ＡＶＥ （唱） ３９２ ３０１ ３０３ ２０３ ２３２ ２５８ ２９４ ２７２ ２５１ ２２７

唱词 头 梳 梳 面 净 净
ＭＡＸ （唱） ２９６ ５５４ ４５８ ３７５ ３３１ ３５９

ＭＩＮ （唱） ２６４ ４１３ ３５５ ３２７ ２７５ ２７９

ＡＶＥ （唱） ２８６ ４７８ ４０２ ３５７ ３０５ ３１６

唱词 一 身 打 扮 多 齐 整
ＭＡＸ （唱） ２０８ ２６２ ２８４ ３３８ ３３２ ２６４ ２６９

ＭＩＮ （唱） １６７ ２００ ２３２ ２８３ １９７ ２３４ ２０５

ＡＶＥ （唱） １９５ ２２２ ２６０ ３０８ ２７９ ２５０ ２３１

唱词 瞒 了 爹 娘 与 红 云
ＭＡＸ （唱） ２９８ ３３８ ５２２ ４２７ ３８２ ３４７ ３５１

ＭＩＮ （唱） ２２８ ２７７ ４１２ ３６４ ３３６ ２８５ ２７８

ＡＶＥ （唱） ２７２ ３０５ ４７０ ４００ ３６５ ３１３ ３０８

唱词 前 门 勿 走 走 园 门
ＭＡＸ （唱） ２１５ ２４８ ２９９ ３５８ ３２６ ２７１ ２９３

ＭＩＮ （唱） ２０１ ２１５ ２８４ ３３２ ２１４ ２３３ 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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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ＡＶＥ （唱） ２０９ ２２９ ２９３ ３４２ ２６４ ２５２ ２１４

唱词 假 作 烧 香 去 还 愿
ＭＡＸ （唱） ３８８ ３８８ ５３２ ４３２ ３５３ ４２５ ４６７

ＭＩＮ （唱） ３２７ ３７０ ４２６ ３７８ ２８８ ２８９ ３７４

ＡＶＥ （唱） ３７１ ３８１ ４９１ ４１２ ３２３ ３９５ ４０３

唱词 庵 堂 堂ｙ 里 去 会 夫 哇 哇ｙ 君
ＭＡＸ （唱） ４３６ ３５１ ３４２ ２６２ ２５８ ５１６ ５３５ ２８４ ３６２ ３８６

ＭＩＮ （唱） ３５４ ２２９ ２７６ ２０９ １８０ ３１９ ２８２ ２０５ ２７４ １８３

ＡＶＥ （唱） ３９５ ２８９ ３０７ ２３８ ２３９ ４０２ ３９４ ２５５ ３１９ ３０８

唱词 一 人 人ｙ 走 路 路ｙ 冷 冷ｙ 清 清ｙ

ＭＡＸ （唱） ５０５ ３５６ ４２３ ４５４ ２８１ ２１１ ３４５ ４２８ ３８２ ２８４

ＭＩＮ （唱） ２７８ ２７８ ２３９ ３７１ １３４ １７５ ２７４ ３６１ １５５ １５１

ＡＶＥ （唱） ３８８ ３１６ ３３６ ４０８ ２１９ １９４ ３１３ ３８７ ２４２ ２１５

唱词 清ｙ 清ｙ 清 清ｙ

ＭＡＸ （唱） ３７１ ４２０ ４４４ ２８９

ＭＩＮ （唱） ２７７ ２４６ ３４８ １４８

ＡＶＥ （唱） ３２５ ３２６ ３９４ ２１０

唱词 抬 头 看 见 春 三 景
ＭＡＸ （唱） ５３５ ４３１ ３７１ ２８７ ３１６ ２６８ ２８９

ＭＩＮ （唱） ４１０ ３０７ ２６４ ２１０ ２０５ ２２３ １４０

ＡＶＥ （唱） ４６５ ３８１ ３１６ ２５４ ２５７ ２４６ ２１１

唱词 春 三 景 致 无 其 数
ＭＡＸ （唱） ４１８ ４２５ ３６４ ３７４ ３２５ ３２９ ３３５

ＭＩＮ （唱） ３８０ ３９９ ３４５ ３４４ ２６２ ２７９ ２７０

ＡＶＥ （唱） ４０５ ４１３ ３５５ ３６６ ２９６ ３０３ ３０４

唱词 哪 有 心 思 看 野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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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ＭＡＸ （唱） ２１７ ２５６ ３２４ ３３３ ３３２ ２５１ ２４６

ＭＩＮ （唱） １９０ １９６ ２５０ ２７８ １８１ １８１ ２０７

ＡＶＥ （唱） ２０１ ２２４ ２７５ ３０６ ２７６ ２３４ ２２４

唱词 只 见 前 面 歇 凉 亭
ＭＡＸ （唱） ２８９ ３５６ ４９７ ４２２ ３８４ ３２２ ３４３

ＭＩＮ （唱） ２２９ ３３４ ４０１ ３６３ ３３５ ２７７ ２６８

ＡＶＥ （唱） ２６８ ３４２ ４５３ ３９４ ３６３ ３０５ ３０２

唱词 里 面 两 只 石 栏 凳
ＭＡＸ （唱） ２１１ ２５５ ２７８ ２９１ ３３１ ２６１ ２８４

ＭＩＮ （唱） １９４ ２０３ ２３３ ２７０ １９８ ２１８ １５４

ＡＶＥ （唱） ２０３ ２３０ ２５９ ２７８ ２５５ ２４２ ２２５

唱词 到 此 歇 脚 四 个 字
ＭＡＸ （唱） ４２７ ４２８ ３７１ ３７９ ４０５ ３３５ ３５５

ＭＩＮ （唱） ３７１ ４０７ ３５５ ３５０ ３５８ ２６５ ２７０

ＡＶＥ （唱） ４１０ ４１３ ３６８ ３６７ ３７９ ３０５ ３０８

唱词 一 副 副ｙ 对 联 上 下 分
ＭＡＸ （唱） ２３１ ２０５ ２５４ ２８０ ３３６ ２１５ ２５７ ２４１

ＭＩＮ （唱） ２０１ １８５ ２３３ ２４２ ２７０ １７３ ２２５ ２００

ＡＶＥ （唱） ２１５ １９４ ２４７ ２６３ ３０５ １９５ ２４０ ２１７

唱词 上 一 联 冬 避 晨 霜 夏 避 雨
ＭＡＸ （唱） ２８６ ３４２ ３４１ ５７９ ５０６ ３９４ ４２０ ３７０ ３３０ ３６３

ＭＩＮ （唱） ２４１ ２８３ ２７６ ４８９ ４０６ ３７５ ３６１ ３４３ ２７７ ２６６

ＡＶＥ （唱） ２７３ ３１９ ３０７ ５０９ ４６１ ３８３ ３７３ ３５９ ３０６ ３１３

唱词 下 一 联 夜 遮 露 水 日 遮 阴
ＭＡＸ （唱） ４２５ ３２２ ３５７ ２２６ ２５６ ２７６ ２８５ ３２３ ２７７ ３０８

ＭＩＮ （唱） ３１７ ２８９ ２７５ １９３ １９４ ２３５ ２７６ ２０１ ２２３ 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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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ＡＶＥ （唱） ３７９ ３０８ ３１５ ２０６ ２２６ ２６０ ２８１ ２５７ ２４６ ２３８

唱词 穿 过 凉 亭 抬 头 看
ＭＡＸ （唱） ３８３ ３９５ ５０８ ４３３ ３４０ ４２６ ５４８

ＭＩＮ （唱） ３１３ ３６９ ４０２ ３４７ ２８１ ３６２ ３４９

ＡＶＥ （唱） ３６３ ３８１ ４６８ ３９９ ３０７ ４０５ ４１７

唱词 只 见 那 个 小 木 桥 一 呀 呀ｙ

ＭＡＸ （唱） ３８７ ３３８ ２５９ ３３１ ２５３ ２５５ ４９５ ４９７ ２７３ ３５２

ＭＩＮ （唱） ３５４ ２５６ ２１８ ２７１ ２００ １５４ ３１９ ２６２ ２０６ ２７２

ＡＶＥ （唱） ３６７ ３０８ ２４６ ３０４ ２３０ ２０９ ４０４ ３６３ ２４５ ３１２

唱词 顶
ＭＡＸ （唱） ４１１

ＭＩＮ （唱） ２９８

ＡＶＥ （唱） ３３０

根据表３ １３数据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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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０　 《庵堂相会》选段演唱音高三线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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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 １０显示：与念白相比，《庵堂相会》选段演唱音高走势明
显平滑了许多，音高走势的起伏性减弱，规律性增强。首句“爷要
赖婚我勿肯”唱腔较舒缓，旋律变化比较平稳，呈现升—降—升走
势，尾部抬升；“我也勿愿呀”音域较低，音高三线相对平稳，整体
呈现降势；“逼得我楼上死路寻”虽在音乐上已转入清板，但因处于
过渡点，旋律上仍然延续舒缓唱腔，整句旋律呈下降趋势，与下句
音高走势比较一致，但本句的下降斜率比下句大； “正要上吊绳断
落”正式转入节奏明快的清板，此句旋律仍表现为高起低落，音高
呈现下降走势，从此句至“假作烧香去还愿”为清板部分，呈现一
定的规律性；“庵堂里去会夫君”一句配乐进入，此句音高变化比较
明显，先缓降，然后急升；“一人走路冷清清”一句为长三调，此句
的特点是曲调缓慢，拖腔明显，表现在音高上为多次起伏，乐感强
烈，起点高，收点低，表现了冷清的氛围，凸显了人物感伤心理；
“抬头看见春三景”又转入清板，此句仍具有过渡性质，音高走势与
“逼得我楼上死路寻”非常相似，都呈现降势；“春三景致无其数”
一句正式转入具有说唱性的清板，音高走势与“正要上吊绳断落”
相似，缓慢下降；从此句到“只见那个小木桥呀一顶”为清板，音
高走势同前段清板有不少相似之处；结束句音高不同于其他清板句
式，旋律变化明显，乐感较强，演唱时称为“上句”。

观察发现，《庵堂相会》选段中近似说唱的清板部分音高走势呈
明显的规律性：第５，７，９ （去掉前面４个字，观察后７字走势），
１１ （去掉前面３个字，观察后７字走势），１３，１５，２１，２３，２５ （去
掉前面３个字，观察后７字走势）句，这些奇数句音高走势都是升
—降式，呈倒Ｖ形，且音域较低，基本上在３００ Ｈｚ以下；第８，１０，
１２，１４，１６，２４ （去掉前面３个字，观察后７字走势），２６句，这
些偶数句的音高走势也基本一致，同样呈升—降式，但音域较高，
基本在３００ Ｈｚ以上。虽然奇数句与偶数句的音高走势同为升—降
式，但具体模式有所不同，奇数句的高点一般出现在中间一字，
多为第４字，偶数句的高点多出现在第２字或第３字，以第３字为
主；此外，与其他唱句略有不同，第１４句和第２６句句尾有抬高趋
势。这些现象说明，老式簧调的清板部分音高走势比较有特点，
给人一种轻快、活泼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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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说明《庵堂相会》选段在音高走势上呈现出一定的规
律性，特别是清板部分，为适应活泼的节奏需要，旋律对字调进行
了调节，突显了锡剧的表现手法和表情能力。下面对《庵堂相会》
演唱音高中线的折度进行统计，请看表３ １４。

表３ １４　 《庵堂相会》选段演唱音高中线折度统计表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爷（７） ４ 昨（７） ２ 庵（１０） ５ 到（７） ２

我（７） ３ 今（１０） ４ 一２ （１４） ６ 一３ （８） ３

逼（８） ３ 头（６） １ 抬（７） ０ 上（１０） ２

正（７） ４ 一１ （７） １ 春（７） ２ 下（１０） ３

空（７） １ 瞒（７） １ 哪（７） １ 穿（７） ２

若（７） ２ 前（７） １ 只１ （７） １ 只２ （１１） ５

三（１２） ５ 假（７） ３ 里（７） １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０ １ ２ ６ ４ ３ ６ １

１ ８ ３ ５ ５ ３

统计结果显示，《庵堂相会》选段演唱唱句折度为０ ～ ６个，其
中以１ ～ ３个为主。与念白相比，折度有所减少，多数唱句经过１ ～ ３
次韵律调节，有的唱句甚至一路下降没有任何折度。这些现象说明
演唱时音高变化较为平稳，不像念白那样平仄分明。其中长三调唱
句“一２”因唱字较多，折度为６个，本句上句的折度为５个，下句
折度为０个，可见长三调在音高走势上与簧调略有差异。

在前文《庵堂相会》选段念白部分的研究中，我们分析了念白
的音高中线起收模式，这里对演唱音高中线做相同的处理。数据处
理结果见表３ １５ （见第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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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５　 《庵堂相会》选段演唱分句音高中线起收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中 收唱句起 中 收唱句起 中 收
爷 ３０２ ３５０ ３７８ 头 ２８６ ３５７ ３１６ 哪 ２０１ ２４８ ２２４

我 ２８０ ２６３ ２７２ 一１ １９５ ２４９ ２３１ 只１ ２６８ ３４７ ３０２

逼 ４６６ ３１２ ２３６ 瞒 ２７２ ３４８ ３０８ 里 ２０３ ２４２ ２２５

正 ４１５ ３４７ ２９２ 前 ２０９ ２５７ ２１４ 到 ４１０ ３６４ ３０８

空 ２０９ ２５１ ２２５ 假 ３７１ ３９７ ４０３ 一３ ２１５ ２３５ ２１７

若 ２８９ ３４３ ３０３ 庵 ３９５ ３１５ ３０８ 上 ２７３ ３７３ ３１３

三 ３７２ ２６９ ２５２ 一２ ３８８ ３０５ ２１０ 下 ３７９ ２５８ ２３８

昨 ２６４ ３４８ ３３２ 抬 ４６５ ３０４ ２１１ 穿 ３６３ ３９１ ４１７

今 ３９２ ２６１ ２２７ 春 ４０５ ３４９ ３０４ 只２ ３６７ ３０２ ３３０

以下统计不含长三调及其前后句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最大值 ４６６ ３９７ ４１７ 均值３０８ ３１１ ２８６ 区间２７１ １６２ ２０３

最小值 １９５ ２３５ ２１４

根据表３ １５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１１　 《庵堂相会》选段演唱音高起收模式总图

表３ １５显示，《庵堂相会》选段演唱时起点音高均值的上、下
线分别为４６６ Ｈｚ和１９５ Ｈｚ，收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为４１７ Ｈ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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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２１４ Ｈｚ，演唱时唱句起点音高均值的变化范围（２７１ Ｈｚ）大于收点
音高均值变化范围（２０３ Ｈｚ），两者相差６８ Ｈｚ，差异的原因在于唱
句起点音高均值上线的提高和下线的降低。仔细观察发现，实际上
仅一句的起点音高明显抬高，排除此句，则起收点音高上线基本持
平。与念白相比，比较明显的变化是：演唱起点音高均值变化范围
略大于收点范围，但差值明显收窄；起点、中点、收点的音高均值
变换范围都有比较明显的扩大。

下面据表３ １５数据分组作图，四句一组，得到《庵堂相会》选
段演唱起收模式分图。

图３ １２　 《庵堂相会》选段演唱音高起收模式分图

图３ １２显示：《庵堂相会》选段演唱时音高起收模式主要为三
种：降势、平势和升势。图３ １１和图３ １２均不包括长三调的唱句，
因此基本上代表本选段所用曲调老式簧调的音高起收特点。为具体
统计《庵堂相会》选段音高中线起收变化情况，采取了与念白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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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方法：计算起收点音高差值，起点与收点相差３０ Ｈｚ以上（包
括３０ Ｈｚ）的为降或升，３０ Ｈｚ以内为平，统计结果见表３ １６。

表３ １６　 《庵堂相会》选段演唱分句音高起收模式统计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唱句 起 收 起收差 模式
爷 ３０２ ３７８ － ７６ 升 庵 ３９５ ３０８ ８７ 降
我 ２８０ ２７２ ８ 平 一２ ３８８ ２１０ １７８ 降
逼 ４６６ ２３６ ２３０ 降 抬 ４６５ ２１１ ２５４ 降
正 ４１５ ２９２ １２３ 降 春 ４０５ ３０４ １０１ 降
空 ２０９ ２２５ － １６ 平 哪 ２０１ ２２４ － ２３ 平
若 ２８９ ３０３ － １４ 平 只１ ２６８ ３０２ － ３４ 升
三 ３７２ ２５２ １２０ 降 里 ２０３ ２２５ － ２２ 平
昨 ２６４ ３３２ － ６８ 升 到 ４１０ ３０８ １０２ 升
今 ３９２ ２２７ １６５ 降 一３ ２１５ ２１７ － ２ 平
头 ２８６ ３１６ － ３０ 升 上 ２７３ ３１３ － ４０ 升
一１ １９５ ２３１ － ３６ 升 下 ３７９ ２３８ １４１ 降
瞒 ２７２ ３０８ － ３６ 升 穿 ３６３ ４１７ － ５４ 升
前 ２０９ ２１４ － ５ 平 只２ ３６７ ３３０ ３７ 降
假 ３７１ ４０３ － ３２ 升 降

以下统计不含长三调及其前后句
模式 降 平 升
句数 ７ ７ １０

比例 ２９％ ２９％ ４２％

表３ １６显示，《庵堂相会》选段演唱时收点高于起点的占多数，
占４２％；平势与降势所占比例相同，各占２９％。这种情况与念白选
段的统计有所不同，一是降势所占比例下降明显，二是平升势所占
比例上升。这说明演唱旋律与念白旋律有比较明显的不同，演唱旋
律对音高走势的调节作用增强，同时也体现了老式簧调起收模式分
布相对比较平均。另外，选段中长三调及其上下句音高起收模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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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呈现降势，体现了长三调特殊的感伤情调。
３ １ ５　 《庵堂相会》选段唱、白音高比较
上文对《庵堂相会》选段的时长模式进行了比较，得出了一些

基本结论。本节对比分析《庵堂相会》选段的唱、白音高特点。实
际上前文研究《庵堂相会》选段的音高特点时已经进行了一些比较，
本节的比较分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唱、白音高走势的比
较，一是唱、白音域的比较。

３ １ ５ １　 《庵堂相会》选段唱、白音高走势比较
前文我们已经分别探讨了念白和演唱的音高走势特点。本节首

先将前文的念白和演唱音高走势图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探讨二者之
间的关系。《庵堂相会》选段唱、白音高走势对比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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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上句为念白，下句为演唱。后文同此。
图３ １３　 《庵堂相会》选段唱、白音高走势对比图

将《庵堂相会》选段念白的音高走势与演唱的音高走势进行对
比，可以发现念白字调的调型模式与演唱字调的调型模式既有一致
性，又有所不同。一致性主要表现在有些字的调型走势基本一致，
如“爷、婚、我、呀、楼、断、落、空、喊、秀、夫、来、相、三、
灵、把、香、昨、食、节、是、初、正、净２、打、爹、娘、红、
云、香、去、愿、夫２、一、清２、看、春、三、景、春、三、其、
哪、心、见、前、面、亭、里、到、此、歇、四、字、一、对、分、
联、冬、避、晨、霜、下、日、过、抬、看、只、见”等。除了这
些字的调型走势基本一致以外，不少节奏群甚至语句的音高走势也
比较一致，例如“三月三”、“昨日”、“瞒了爹娘”、“烧香”、“若
要夫妻来相会”、“今朝是大月初三正清明”等等。不一致表现在：
从整体上来看，念白和演唱单字调型模式不一致的字占了大多数；
念白时表现为曲折调的字，到了演唱时折度基本都消失了，变得相
对平滑；演唱时字的音高上下抖动性增强，特别是长三调的唱句，
拖腔部分的音高抖动性非常强烈，例如“清”字在演唱时音高不断
变化，音乐感很强。从图３ １３还可以看出，念白的音高走势变化性
较大，演唱的音高走势变化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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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比较念白与演唱的音高走势变化情况，下面我们将念
白的音高中线与演唱的音高中线进行对比，为方便比较，使用Ｅｘｃｅｌ
软件的绘图功能将念白的音高中线与演唱的音高中线绘制在同一幅
图内，请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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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４　 《庵堂相会》选段唱、白音高中线对比图

　 　 图３ １４显示，《庵堂相会》选段多数念白的音高中线走势与演
唱的音高中线走势存在一致性，一致性主要集中在唱句的前半部分。
就所有唱句而言，清板部分的音高走势一致性较强，如“正要上吊
绳断落”、“昨日本是寒食节”、“里面两只石栏凳”等；但也有不少
音高走势不一致的唱句，如“空中有人喊秀英”、“只见里面歇凉
亭”等。从总体上看，演唱的折度比念白的折度少些，音高走势曲
线相对平滑，音高的变化比较平缓，衔接性较好，体现了演唱舒缓、
流畅的旋律特点。此外，初步观察还可以发现，演唱时音域较宽，
多高于相应的念白。长三调的唱句“一人走路冷清清”虽然唱、白
旋律明显不同，但本句的前半部分唱、白音高走势比较一致，而它
的后半部分“抬头看见春三景”唱、白音高中线走势差异明显。

３ １ ５ ２　 《庵堂相会》选段唱、白音域比较
音域是指乐器或人声所能达到的最低音至最高音的范围。本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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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音域主要是唱字、唱句、唱段的音高变化的区域，即音高最大值与
音高最小值的差值；有时也用来指音高上、下线的绝对值的高低。

首先，为从总体上把握演唱与念白的音域变化情况，我们对每
一唱句的句域变化情况进行统计。统计方法是，先分别计算出每一
唱句的演唱和念白句域。句域，即每一唱句的频率域，计算方法是
每一唱句所有唱字的音高最大值减去音高最小值，例如，“爷要赖婚
我勿肯”一句的念白句域就是用本句念白的音高最大值减去本句念
白的音高最小值，即４３９ － １６５ ＝ ２７４。演唱句域的计算方法同此。第
二步计算句域差。句域差是指演唱的句域与念白的句域差值，如
“爷要赖婚我勿肯”一句的唱、白域差是２９６ － ２７４ ＝ ２２，其他类推。
表３ １７为分句句域统计结果，表中“段域”是指《庵堂相会》整
个选段的频率域，即整个选段演唱的音高最大值与音高最小值的差
值，以及念白的音高最大值与音高最小值的差值。“均值”是指句域
均值，即表中所有唱句的句域的平均值。以上所有计算数据不包括
长三调及其前后句。限于篇幅，本表不再列出唱句的音高最大值和
最小值，相关数据见表３ ８和表３ １３。

表３ １７　 《庵堂相会》选段唱、白句域统计表（单位：Ｈｚ）
唱句 爷 我 逼 正 空 若 三 昨 今 头

句域（唱） ２９６ １６８ ３５２ １７５ １４３ ２１３ ２３７ ２２８ ２５６ ２９０

句域（白） ２７４ ２５５ ２９０ ３１３ ２７１ ２４２ ３０１ ２７８ ２６１ ２５６

域差 ２２ － ８７ ６２ － １３８ － １２８ － ２９ － ６４ － ５０ － ５ ３４

唱句 一１ 瞒 前 假 庵 一２ 抬 春 哪 只１

句域（唱） １７２ ２９４ ２０２ ２４４ ３５５ ３７１ ３９６ １６３ １５２ ２６８

句域（白） ２４６ ２４０ ２７４ ２０９ ２１７ ２７６ ２２４ ２６５ ２３１ ２６９

域差 － ７４ ５４ － ７２ ３５ １３８ ９５ １７２ － １０２ － ７９ － １

唱句 里 到 一３ 上 下 穿 只２ 段域均值
句域（唱） １７７ １６３ １６３ ３３７ ２６６ ２６８ ３４４ ４２５ ２３２

句域（白） １４８ ２３３ ２１０ ２９５ ２２９ ２６３ ２８４ ３４１ ２５６

域差 ２９ － ７０ － ４７ ４２ ３７ ５ ６０ ８４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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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３ １７相关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１５　 《庵堂相会》选段唱、白句域对比图

表３ １７显示，就整个选段而言，《庵堂相会》选段演唱的频率
域大于念白的频率域，演唱为４２５ Ｈｚ，念白为３４１ Ｈｚ，两者相差
８４ Ｈｚ，这说明总体而言演唱时音域变宽。但对分句而言却有所不同，
演唱句域的均值为２３２ Ｈｚ，念白句域均值２５６ Ｈｚ，两者相差２４ Ｈｚ，
演唱的句域反而比念白的句域略小，演唱时以句域收缩为主。除长
三调外，演唱句域大于念白句域的有１０句，演唱句域小于念白句域
的有１４句，这个数据也反映了演唱句域的上述特点。从图３ １５来
看，演唱句域的曲线变化性较大，相比之下，念白句域的曲线变化
性较小，演唱句域跳跃性大于念白，说明演唱时不同唱句的音域变
化比较明显，起伏较大，以此来突出锡剧演唱的音乐性。图３ １５还
显示，长三调及其前后句演唱时句域都明显大于念白，这突出表现
了长三调音域宽广的特点。

上文分析了演唱、念白的句域特点，下面再来分析演唱、念白
的字域变化情况。为统计比较演唱、念白字域变化情况，我们对相
关数据进行了处理。字域，即每个字的频率域，计算方法是每个字
的音高最大值减去音高最小值。字域差，是指演唱的频率域与念白
的频率域的差值，计算方法是演唱字域值减去念白字域值，例如
“爷”字的字域差是：１１５ － ８５ ＝ ３０。需要说明的是，本表所计算的
字域差只是念白与演唱共同拥有的唱字的字域差，对于演唱中多出
的衍生字，因念白中没有，无法进行比较，因而不在计算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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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本表不再列出演唱音高均值和念白音高均值，具体数据
可参考上文。数据处理结果见表３ １８。

表３ １８　 《庵堂相会》选段唱、白字域比较表（单位：Ｈｚ）
唱词 爷 要 赖 婚 我 勿 肯

字域（唱） １１５ ６５ １２６ ９９ １０１ ２０７ ２０８

字域（白） ８５ １７２ １２１ ３５ １２０ １４ １３７

字域差 ３０ － １０７ ５ ６４ － １９ １９３ ７１

唱词 我 也 勿 愿 呀
字域（唱） １００ ５９ ８９ ６９ ５８

字域（白） １１６ １５５ ２５ １４５ ６０

字域差 － １６ － ９６ ６４ － ７６ － ２

唱词 逼 得 我 楼 上 死 路 寻
字域（唱） １０２ ５５ ６５ １００ ６６ １２２ ４３ １１６

字域（白） ４１ ３４ ７１ ６４ ９５ １４ ７７ １０２

字域差 ６１ １９ － ６ ３６ － ２９ １０８ － ３４ １４

唱词 正 要 上 吊 绳 断 落
字域（唱） ６１ ２６ １６ ４６ ３０ ６０ ５８

字域（白） ４８ １９４ ９０ １３９ １３６ ８３ １７

字域差 １３ － １６８ － ７４ － ９３ － １０６ － ２３ ４１

唱词 空 中 有 人 喊 秀 英
字域（唱） ４６ ５１ ４５ ４８ １２６ ３５ ４７

字域（白） ７２ １６４ １６１ ７１ １４５ ３３ １９３

字域差 － ２６ － １１３ － １１６ － ２３ － １９ ２ － １４６

唱词 若 要 夫 妻 来 相 会
字域（唱） １３ ６８ ７４ ５４ ４６ ６９ ７１

字域（白） ６１ ６４ ３９ １５０ ３２ ２８ １５５

字域差 － ４８ ４ ３５ － ９６ １４ ４１ － ８４

唱词 三 月 三
字域（唱） ７０ ５７ ４１

字域（白） ７６ １９３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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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字域差 － ６ － １３６ ５

唱词 到 灵 城 庙 里 去 把 香 焚
字域（唱） １７ １０ ４８ ３５ １３ ９ １３０ ６１ １１８

字域（白） ５６ ３３ ６３ １１１ ５５ １０３ １０６ １９ ６０

字域差 － ３９ － ２３ － １５ － ７６ － ４２ － ９４ ２４ ４２ ５８

唱词 昨 日 本 是 寒 食 节
字域（唱） ３３ ７ ６５ ５４ ４５ ５６ ５１

字域（白） ２４ ３３ ４５ ７２ １３９ ７３ １５

字域差 ９ － ２６ ２０ － １８ － ９４ － １７ ３６

唱词 今 朝 是 大 月 初 三 正 清 明
字域（唱） ８０ ６２ ７１ ７４ ４７ ５１ ４４ １２６ ４１ ４７

字域（白） ２４ ３７ ６２ ７４ １５１ ３４ ４９ １９８ ３４ ２０３

字域差 ５６ ２５ ９ ０ － １０４ １７ － ５ － ７２ ７ － １５６

唱词 头 梳 梳 面 净 净
字域（唱） ３２ １４１ １０３ ４８ ５６ ８０

字域（白） ６０ ２６ １８２ １１６ １４８ ４３

字域差 － ２８ １１５ － ７９ － ６８ － ９２ ３７

唱词 一 身 打 扮 多 齐 整
字域（唱） ４２ ６２ ５２ ５６ １３５ ３０ ６５

字域（白） ６６ １７６ １７２ ２６ ３８ １０４ １６１

字域差 － ２４ － １１４ － １２０ ３０ ９７ － ７４ － ９６

唱词 瞒 了 爹 娘 与 红 云
字域（唱） ７０ ６１ １０９ ６２ ４６ ６１ ７３

字域（白） ４８ ８２ ５９ １５５ ２０３ ３８ １３３

字域差 ２２ － ２１ ５０ － ９３ － １５７ ２３ － ６０

唱词 前 门 勿 走 走 园 门
字域（唱） １４ ３３ １５ ２６ １１１ ３９ １３７

字域（白） ５７ ９７ １３ １６２ ７７ １０４ ４９

字域差 － ４３ － ６４ ２ － １３６ ３４ － ６５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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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唱词 假 作 烧 香 去 还 愿

字域（唱） ６２ １８ １０７ ５４ ６５ １３６ ９２

字域（白） １７７ ９９ ２３ １３２ ５３ １２１ ６１

字域差 － １１５ － ８１ ８４ － ７８ １２ １５ ３１

唱词 庵 堂 里 去 会 夫 君
字域（唱） ８２ １２２ ５３ ７８ １９７ ２５３ ２０３

字域（白） ３６ １６６ ７５ ５４ ６０ １８４ ２１

字域差 ４６ － ４４ － ２２ ２４ １３７ ６９ １８２

唱词 一 人 走 路 冷 清 清
字域（唱） ２２７ ７８ ８３ １４７ ７２ ２２７ ９６

字域（白） １１１ ８４ ２５ ５１ １００ ２１ １３２

字域差 １１６ － ６ ５８ ９６ － ２８ ２０６ － ３６

唱词 抬 头 看 见 春 三 景
字域（唱） １２６ １２４ １０７ ７７ １１１ ４５ １４９

字域（白） ７２ ８９ ３０ １３９ ３０ ３８ １６７

字域差 ５４ ３５ ７７ － ６２ ８１ ７ － １８

唱词 春 三 景 致 无 其 数
字域（唱） ３７ ２６ １９ ３０ ６３ ５０ ６５

字域（白） ４１ １８１ １４７ １５１ １５８ ３９ １９

字域差 － ４ － １５５ － １２８ － １２１ － ９５ １１ ４６

唱词 哪 有 心 思 看 野 景
字域（唱） ２７ ６０ ７５ ５５ １５１ ７０ ３９

字域（白） ３２ ８３ ９０ ９３ ２５ ２１２ １５

字域差 － ５ － ２３ － １５ － ３８ １２６ － １４２ ２４

唱词 只 见 前 面 歇 凉 亭
字域（唱） ６０ ２２ ９６ ５８ ５０ ４５ ７４

字域（白） ８ １１９ ２６ ９１ ２０ １２８ １１０

字域差 ５２ － ９７ ７０ － ３３ ３０ － ８３ － ３６

唱词 里 面 两 只 石 栏 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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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字域（唱） １７ ５２ ４５ ２１ １３３ ４３ １３０

字域（白） ３３ ６２ ７０ ８０ ４１ １２５ １４

字域差 － １６ － １０ － ２５ － ５９ ９２ － ８２ １１６

唱词 到 此 歇 脚 四 个 字
字域（唱） ５６ ２１ １６ ２９ ４８ ７１ ８５

字域（白） ５６ ９２ １５ １０４ ５０ ５３ ５６

字域差 ０ － ７１ １ － ７５ － ２ １８ ２９

唱词 一 副 对 联 上 下 分
字域（唱） ３０ ２０ ３７ ６６ ４１ ３２ ４１

字域（白） ２１ ９５ １６ １４１ ５０ １８９ ２７

字域差 ９ － ７５ ２１ － ７５ － ９ － １５７ １４

唱词 上 一 联 冬 避 晨 霜 夏 避 雨
字域（唱） ４４ ５９ ６６ ９０ １０１ ２０ ５９ ２８ ５３ ９７

字域（白） ７８ ６３ １４８ ７４ ７１ ６８ １４５ ９４ ９０ １２６

字域差 － ３４ － ４ － ８２ １６ ３０ － ４８ － ８６ － ６６ － ３７ － ２９

唱词 下 一 联 夜 遮 露 水 日 遮 阴
字域（唱） １０８ ３３ ８２ ３３ ６２ ４１ １０ １２２ ５４ １４８

字域（白） １７４ １２２ １２７ ９１ ９８ １２５ １１４ ８０ １７８ ６３

字域差 － ６６ － ８９ － ４５ － ５８ － ３６ － ８４ － １０４ ４２ － １２４ ８５

唱词 穿 过 凉 亭 抬 头 看
字域（唱） ７０ ２７ １０６ ８６ ５９ ６４ ２００

字域（白） ３１ １７９ １５４ ８５ ６２ ９５ １３９

字域差 ３９ － １５２ － ４８ １ － ３ － ３１ ６１

唱词 只 见 那 小 木 桥 一 顶
字域（唱） ３４ ８２ ４０ ５３ １０１ １７６ ２３５ １１３

字域（白） ２０ １３２ １０２ １６９ ８６ １３７ ９０ １５０

字域差 １３ － ５０ － ６２ － １１６ １５ ３９ １４５ － ３７

根据表３ １８的字域差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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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６　 《庵堂相会》选段唱、白字域差值分布图

　 　 表３ １８和图３ １６显示了《庵堂相会》选段演唱与念白的字域
差值的具体情况。与念白相比，演唱时有的字域扩大，也有的字域
缩小，但仍然不能看出其中规律，为此，我们对表３ １８的数据做进
一步的统计，统计结果见表３ １９ （见第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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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９　 《庵堂相会》选段唱、白字域关系统计表
唱句唱＞白唱＜白 唱句 唱＞白唱＜白 唱句 唱＞白唱＜白
爷 ５ ２ 头 ２ ４ 哪 ２ ５

我 １ ４ 一１ ２ ５ 只１ ３ ４

逼 ５ ３ 瞒 ３ ４ 里 ２ ５

正 ２ ５ 前 ３ ４ 到 ３ ３

空 １ ６ 假 ４ ３ 一３ ３ ４

若 ４ ３ 庵 ５ ２ 上 ２ ８

三 ４ ８ 一２ ４ ３ 下 ２ ８

昨 ３ ４ 抬 ５ ２ 穿 ３ ４

今 ５ ４ 春 ２ ５ 只２ ４ ４

以下字数统计不含长三调
总计 唱＞白：７０字 唱＜白：１０９字
　 　 说明：表中数字代表字数。后文同此。

统计显示，《庵堂相会》选段（不含长三调）演唱字域大于念
白字域的共计７０字，小于念白句域的共计１０９字，与上文对句域的
统计基本一致。这说明从总体上来看，《庵堂相会》选段演唱时字域
收缩的字数略多于字域扩大的字数。同时表３ １８的统计情况还说
明，每一唱句都有字域收缩和扩大的字，但比例各不相同，说明演
唱时为适应旋律表达需要对字域进行了调整。从字域差值来看，有
的数值较小，最少的为０ Ｈｚ，有时两者差异较大，最多达２０６ Ｈｚ。
如果以１０ Ｈｚ作为有较明显差异来计算，本选段（含长三调）唱、
白字域无明显差异的有２５字，有明显差异的１８０字，说明与念白相
比，演唱时大部分字的字域发生了改变以适应旋律变化的需要。字
域差值的正负和大小实际上体现音域宽窄的变化。

３ ２　 《秋香送茶》 选段声学实验研究

３ ２ １　 曲目介绍
《秋香送茶》讲述的是从前有个聪明机智的农村姑娘秋香，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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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贫欠下地主张某的钱，只得以身抵债到财主张家当了丫头。张家
二相公是个好色的纨绔子弟，他见秋香长得端庄秀丽，心生邪念，
经常调戏秋香。有一天，秋香送茶至书房，他耍尽无赖强拽不放，
还厚颜无耻地说要纳她为妾，秋香断然拒绝。张于是大怒，威胁要
将她卖走受苦，秋香却回应说再苦也愿承受。张只好又诱骗说愿娶
她做正房，秋香仍然坚决不答应。最后，张便更加无赖，跪地相求，
但机敏的秋香却趁机逃出了书房。

本选段使用的曲调是老簧调。老簧调是锡剧较老的唱腔之一，
其主要特点是节奏明快、活泼，一般用于表示喜悦、赞扬或男女合
唱，适用于表现欢畅的情绪。该调被视为锡剧的代表性音乐，曾被
改编为歌曲和器乐曲。《秋香送茶》选段的简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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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２　 《秋香送茶》选段唱、白时长比较
本节研究《秋香送茶》选段演唱和念白的时长特点，研究的方

法同《庵堂相会》选段，首先按单字统计念白和演唱的单字音节时
长，然后将两者进行比较，计算出差值等相关数据。统计结果见
表３ ２０。

表３ ２０　 《秋香送茶》选段唱、白音节时长对照表（单位：毫秒）
唱词 不 提 东 方 倒 就 呀 罢 秋 香 听
演唱 ２５３ ４８２ ３４０ ３７０ ７０８ ７０８ １３９７ １４９８ ３７９ ４２８ ３１１

念白 １４９ ３７５ ３０８ ５０７ ２８６ ３７０ ３８４ ４６５ ５０５ ３５５

差值 １０４ １０７ ３２ － １３７ ４２２ ３３８ １１１４ － ８６ － ７７ － ４４

唱词 见 哈 哈 笑 田 里 生 活 我 拿 手
演唱 ３４６ ３９０ ４０６ ５１８ ３５８ ３２８ ４４５ ３４５ ３９４ ３６４ ４８７

念白 ４１６ ２０１ ２０３ ５９６ ３３６ ３４７ ４６５ ４２１ ３２５ ２９９ ５１４

差值 － ７０ １８９ ２０３ － ７８ ２２ － １９ － ２０ － ７６ ６９ ６５ － ２７

唱词 有 的 做 得 比 男 人 好 莳 秧 鸟
演唱 ３７８ ２８０ ３０７ ６９ １３４ ３８５ ３３５ ４８９ ３７５ ４３５ ３７５

念白 ４２０ １３６ ２５４ ２８２ １５１ ３８５ ２３５ ４９３ ４２８ ３８９ ３１３

差值 － ４２ １４４ ５３ － ２１３ － １７ ０ １００ － ４ － ５３ ４６ ６２

唱词 叫 六 棵 齐 车 水 车 到 浪 花 漂
演唱 ３６６ １８８ ３８１ ４６１ ３７０ ３７２ ３９２ ３０６ ３５９ ４２４ ４３１

念白 ４１６ １８４ ３３８ ５０８ ４２５ ４０８ ３６８ ３３５ ３６７ ４３２ ５３７

差值 － ５０ ４ ４３ － ４７ － ５５ － ３６ ２４ － ２９ － ８ － ８ － １０６

唱词 耥 稻 好 像 上 楼 梯 割 稻 似 像
演唱 ３６３ ３１５ ３７１ ４３３ ３４０ ３３９ ４５７ ２６５ １５２ １８４ ４１７

念白 ４２６ ３２４ ３９２ ４５９ ２９９ ４５５ ４０２ １１１ ４１２ ４３２ ４９７

差值 － ６３ － ９ － ２１ － ２６ ４１ － １１６ ５５ １５４ － ２６０ － ２４８ － ８０

唱词 刘 海 洒 金 钱 满 地 抛 可 笑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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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演唱 ２３４ １５９ ２２２ ３５１ ３１８ ４００ ２３３ ４２８ ３４９ ４０８ ４３４

念白 ４０６ ４３３ ４５８ ２９６ ３８１ ４３７ １８３ ３７６ ３５７ ３４４ ３８６

差值－ １７２ － ２７４ － ２３６ ５５ － ６３ － ３７ ５０ ５２ － ８ ６４ ４８

唱词 热 天 穿 纱 还 嫌 热 到 冬 天 身
演唱 １７４ ３１２ ３７５ ４１１ ３４９ ３１４ ４６２ ２９９ ２７７ ３９６ ３８０

念白 ２２０ ３７２ ３６４ ４２７ ３５３ ２４５ ３２９ ２８０ ２７７ ３６９ ４５８

差值 － ４６ － ６０ １１ － １６ － ４ ６９ １３３ １９ ０ ２７ － ７８

唱词 穿 皮 袄 像 只 煨 灶 猫 绫 罗 皮
演唱 ３６７ ２０１ １３８ １７８ １５４ ３２５ ３２８ ４２０ ３６８ ３７８ ３００

念白 ４３７ ２５１ ４００ ４５２ ２１８ ３１５ ３１２ ３０１ ５２５ ３５２ ２７９

差值 － ７０ － ５０ － ２６２ － ２７４ － ６４ １０ １６ １１９ － １５７ ２６ ２１

唱词 袄 好 虽 好 穿 了 你 格 身 上 啊
演唱 ２６５ ３９７ ３９４ ４８５ ２９５ ８９ １９７ ９２ ４９１ ３３５ ４７９

念白 ２５６ ４０８ ３７７ ４３６ ２８７ １５２ １８４ ９２ ４６３ ３３９ ４２３

差值 ９ － １１ １７ ４９ ８ － ６３ １３ ０ ２８ － ４ ５６

唱词 还 不 是 绣 花 枕 头 一 啊 包 草
演唱 ６２１ １５９ ５１５ ４７９ ６６２ ３１５ ７１６ ６６９ ３１９ ２０７８ １３５０

念白 ３７７ ２０７ ４４０ ４８０ ４７５ ３７０ ３０７ １６２ ２８７ ４９６

差值 ２４４ － ４８ ７５ － １ １８７ － ５５ ４０９ ５０７ １７９１ ８５４

表３ ２０显示，《秋香送茶》选段的演唱与念白相比，有的字时
长增加，有的字时长缩短，也有的字时长变化不明显（主要是指时
长变化在１０毫秒以内的字）。观察发现，非清板部分的首句和尾句
字音延长比较明显，清板部分的唱字时长有增有减，大致相当。总
体上来看，本选段跟《庵堂相会》选段时长表现大体一致。为进一
步把握时长变化特点，我们对上述数据作了进一步处理：分别统计
了时长延长、时长缩短以及时长变化不明显的唱字数目。统计的结
果见表３ ２１ （见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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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１　 《秋香送茶》选段唱、白时长变化字数统计表

≤１０毫秒
＞ １０毫秒

唱＞白 唱＜白

１５字
４７字

清板 非清板
３４字 １３字

４６字
清板 非清板
４３字 ３字

表３ ２１显示，《秋香送茶》选段字音延长与字音缩短的字数相
当，分别为４７字和４６字，说明《秋香送茶》选段的演唱和念白在
时长上变化不明显，演唱时的节奏特点接近念白，速度相对较快，
突出了其活泼、欢快的特点。这个统计结果跟《庵堂相会》选段有
所不同，《庵堂相会》选段是字音延长字数所占比例较大。这说明虽
然老式簧调和老簧调表达的情感，适用场合比较相似，但相比之下，
老簧调唱速更快，场面更加活跃。仔细分析，《秋香送茶》选段的唱
句内部又有所不同，非清板部分的字音延长明显多于字音缩短，说
明相比之下清板部分的演唱更接近念白，而非清板部分唱速较慢。

下面我们按句分别统计演唱、念白分句总时长及其差值。统计
结果见表３ ２２。

表３ ２２　 《秋香送茶》选段唱、白分句时长比较表（单位：毫秒）
唱句 不 秋 田 有 莳 车 耥 割
演唱 ５７５６ ２７７９ ２７２１ ２３７８ ２５８２ ２６５４ ２６１９ ３３６４

念白 ２３７９ ２７４２ ２７０８ ２３５７ ２５７６ ２８７４ ２７５７ ４４２２

差值 ３３７７ ３７ １３ ２１ ８ － ２２０ － １３８ － １０５８

唱句 可 到 绫 穿 还 总长 均长
演唱 ３５８８ ３４６３ ２５８７ １９７８ ７８８５ ４４３５４ ３４１２

念白 ３３９６ ４０７２ ２６３３ １９４０ ３６００ ３８４５６ ２９５８

差值 １９２ － ６０９ － ４６ ３８ ４２８５ ５８８８ ４５４

根据表３ ２２数据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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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７　 《秋香送茶》选段唱、白分句时长对比图

　 　 表３ ２２显示，《秋香送茶》选段演唱音节总时长４４３５４毫秒，
念白总时长３８４５６毫秒，演唱比念白长５８８８毫秒；演唱时平均每
句时长３４１２毫秒，念白平均每句时长２９５８毫秒，相差４５４毫秒。
总体而言，演唱时以时长延长为主，也有不少唱句时长缩短。本
选段演唱时的平均时长小于《庵堂相会》选段（演唱时句均时长
３７４０毫秒），而念白的句均时长则与《庵堂相会》选段（念白句
均时长２５９３毫秒）相当。这说明，老簧调比老式簧调的唱速更
快，形式上更加接近说唱。表３ ２３是分句字均时长的统计结果。

表３ ２３　 《秋香送茶》选段唱、白分句字均时长比较表（单位：毫秒）
唱句 不 秋 田 有 莳 车 耥
演唱 ７１９ ３９７ ３８９ ２９７ ３６９ ３７９ ３７４

念白 ３４０ ３９２ ３８７ ２９５ ３６８ ４１１ ３９４

差值 ３７９ ５ ２ ２ １ － ３２ － ２０

唱句 割 可 到 绫 穿 还 字均
演唱 ２８０ ３５９ ２８９ ３７０ ２８３ ７１７ ４０３

念白 ３６９ ３４０ ３３９ ３７６ ２７７ ３２７ ３５６

差值 － ８９ １９ － ５０ － ６ ６ ３９０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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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表３ ２３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１８　 《秋香送茶》选段唱、白分句字均时长对比图

表３ ２３显示，《秋香送茶》整个选段演唱字均时长４０３毫秒，
念白字均时长３５６毫秒，演唱比念白长４７毫秒；而《庵堂相会》选
段的演唱字均时长为４８０毫秒，念白为３４４毫秒。这个统计数据同
样说明老簧调演唱时节奏更加明快。从图３ １７和图３ １８来看，整
个唱段演唱时时长较长的是首句和末句，除了这两句外，其他唱句
演唱时长与念白时长相当，甚至低于念白时长。首句“不提东方倒
就罢”为起句，末句“还不是绣花枕头草一包”为收句，这两句都
有配乐，时长上演唱明显长于念白。就字数而言，演唱时长大于念
白时长的有１３字，演唱时长明显小于念白时长的仅３字。中间的唱
句从“秋香听见哈哈笑”到“穿了你格身上啊”为清板，此段清板
节奏明快，活泼，近似说唱，因此时长上演唱与念白相当，甚至为
了突出演唱的旋律，时长有所缩短，清板唱段演唱时长大于念白时
长的３３字，演唱时长小于念白时长的４３字；清板部分演唱字均时
长与念白字均时长相当的有６句，演唱明显小于念白的４句，大于
念白的１句，说明老簧调清板部分演唱风格是速度很快。

《秋香送茶》选段涉及到的入声字比较少，共有７个，这７个字
的时长变化情况见表３ ２４ （见第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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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４　 《秋香送茶》选段入声字唱、白时长比较表（单位：毫秒）
唱字 不１ 六 割 热 只 格 不２

演唱 ２５３ １８８ ２６５ １７４ １５４ ９２ １５９

念白 １４９ １８４ １１１ ２２０ ２１８ ９２ ２０７

差值 １０４ ４ １５４ － ４６ － ６４ ０ － ４８

表３ ２４显示，《秋香送茶》选段所涉及的７个入声字的时长中，
演唱长于念白的３个，小于念白的３个，相等的１个，跟《庵堂相会》
选段基本一致，略有不同的是本选段中即使是演唱时长变长的入声字时
长绝对值也均在２７０毫秒以下，这跟本选段活泼、欢快的节奏风格相关。
３ ２ ３　 《秋香送茶》选段念白的音高研究
本节研究《秋香送茶》选段的音高特点。首先使用Ｐｒａａｔ软件将

《秋香送茶》选段的音高数据提取到Ｐｉｔｃｈ文件里，并根据Ｐｉｔｃｈ中的
数据和标注文件作图，将作好的图导入Ｗｉｎｄｏｗｓ画图软件进行修改，
《秋香送茶》选段的念白音高走势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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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９　 《秋香送茶》选段念白音高走势图

　 　 观察图３ １９发现，与《庵堂相会》选段相似，《秋香送茶》选
段念白句尾的字调走势多跟本调一致，多为降升调或平调。整体看，
同自然话语的韵律模式相似，不少唱句的念白存在着音高下倾趋势。
从不同的组合来看，不少唱句和多数节奏群音高下倾，如“秋香听
见哈哈笑”和自然话语陈述句的韵律十分相似，整体呈降势，而且
“秋香”、“听见”、“哈哈笑”三个节奏群又都呈降势，类似的还有
“穿了你格身上啊”等唱句。也有不少节奏群音高走势为平或升，如
节奏群“浪花漂”和唱句“绫罗皮袄好虽好”等。下面对《秋香送
茶》选段念白的字调调型做统计分析，将念白的每一个字的字调调
型走势与单字调型进行比较，统计调型变化情况。《秋香送茶》唱字
单念调型归属如下：

阴平字【５５】：东方秋香听生秧棵车花漂梯金抛冬天身穿煨猫虽
花包哈啊

阳平字【１１３】：提就田拿男人莳齐浪稻上楼刘钱地还嫌皮绫罗
是头罢

阴上字【４１２】：手比好水耥海洒可枕草
阳上字【２２４】：里我有鸟瞒你袄也了
阴去字【５２３】：倒见笑做叫像似灶绣耥
阴入字【５】：割只格不一得的
将上述字与念白调型逐一比对，所得统计结果见表３ ２５。

表３ ２５　 《秋香送茶》选段念白字调与本调调型关系统计表
唱　 　 词 一致或基本一致 不一致或相反

不提东方倒就罢 不东倒就罢 提方
秋香听见哈哈笑 听见哈１ 哈２ 笑 秋香
田里生活我拿手 生我手 田里活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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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唱　 　 词 一致或基本一致 不一致或相反

有的做得比男人好 人好 有的做得比男
莳秧鸟叫六棵齐 秧六棵齐 莳鸟叫
车水车到浪花漂 车１ 车２ 到漂 水浪花
耥稻好像上楼梯 稻上梯 耥好像楼
割稻似像刘海洒金钱满地抛 稻金钱满抛 割似像刘海洒地
可笑你热天穿纱还嫌热 可笑热１ 穿还嫌 你天纱热２

到冬天身穿皮袄像只煨灶猫 到冬身像煨 天穿皮袄只灶猫
绫罗皮袄好虽好 罗好１ 虽 绫皮袄好２

穿了你格身上啊 穿格身啊 了你上
还不是绣花枕头一包草 不是包草 还绣花枕头一
总计：１０８字 ５３字，占４９％ ５５字，占５１％

从表３ ２５来看，《秋香送茶》选段念白处于唱句末尾的字基本
保持原调型，如“笑、手、好、齐、漂、梯、抛、上、草”，仅有个
别字调型改变；如“猫、好２”，这些处于句尾的字在音节上多具有
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多数念同单字。从统计结果来看，整个选段字型
保持一致或基本一致的５３字，不一致或相反的５５字，两者相当的，
分别占４９％和５１％。这个结果与《庵堂相会》的统计结果比较一致，
也从侧面反映了老式簧调与老簧调在念白调型调节上表现比较接近。

下面分析《秋香送茶》选段的音高上线、中线和下线数据。数
据处理方法同前文。本选段数据处理结果见表３ ２６。

表３ ２６　 《秋香送茶》选段念白音高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词 不 提 东 方 倒 就 罢

ＭＡＸ （白） ４２５ ２７４ ４３９ ４０８ ３９２ ３４４ ２４０

ＭＩＮ （白） ３９９ ２０６ ３７４ １７９ ３２２ ２３２ １４３

ＡＶＥ （白） ４１８ ２４３ ４１５ ２６６ ３４９ ２８０ １８１

唱词 秋 香 听 见 哈 哈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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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ＭＡＸ （白） ３６８ ３２６ ３９８ ３６５ ４０５ ４４１ ３６１

ＭＩＮ （白） ３１９ ２２７ ３１７ ２０７ ４０３ ３９７ １５０

ＡＶＥ （白） ３３９ ２６９ ３８１ ２６９ ４０４ ４２６ ２３２

唱词 田 里 生 活 我 拿 手
ＭＡＸ （白） ２４０ ３０９ ４２５ ３８６ ３６７ ２８１ ３２４

ＭＩＮ （白） １９９ ２２６ ３８７ １９０ ２４０ １９７ １８６

ＡＶＥ （白） ２１９ ２７５ ４０６ ２７３ ２９２ ２２８ ２２４

唱词 有 的 做 得 比 男 人 好
ＭＡＸ （白） ３１６ ３２１ ３４６ ３２５ ４１３ ２９９ ３９５ ２７９

ＭＩＮ （白） ２１２ ２２４ ３１７ ２０６ ３７６ １９３ ２４６ １６４

ＡＶＥ （白） ２５６ ２８０ ３２５ ２５０ ３９６ ２３６ ３４０ １９７

唱词 莳 秧 鸟 叫 六 棵 齐
ＭＡＸ （白） ２２５ ３２２ ２８６ ３１２ ２３６ ３９０ ２６５

ＭＩＮ （白） ２０１ ２０４ １９４ ２０１ ２０７ ３３６ １８１

ＡＶＥ （白） ２１５ ２８８ ２３７ ２５６ ２２８ ３７７ ２１２

唱词 车 水 车 到 浪 花 漂
ＭＡＸ （白） ４０２ ３３０ ３８０ ３６７ ２２８ ３２８ ３３０

ＭＩＮ （白） ３３６ １９８ ３４４ １９７ １５９ ２０９ ３１３

ＡＶＥ （白） ３８４ ２５６ ３６３ ２６５ １９２ ２８０ ３２２

唱词 耥 稻 好 像 上 楼 梯
ＭＡＸ （白） ３８７ ３０４ ３７８ ２８２ ２５３ ２９２ ３３４

ＭＩＮ （白） ３４５ ２０１ ３４５ ２０９ ２１９ １４６ ３２５

ＡＶＥ （白） ３７２ ２３３ ３６６ ２２８ ２３１ １９５ ３２９

唱词 割 稻 似 像 刘 海 洒 金 钱 满 地 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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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ＭＡＸ （白） ４４８ ３４２ ３７３ ２５３ ２６２ ３３６ ３４９ ３６５ ２６７ ３０６ ２９９ ２８４

ＭＩＮ （白） ４１８ ２２１ ２３３ ２０８ １７５ ２１３ １９７ ３４０ ２０３ １９８ １４７ ２５１

ＡＶＥ （白） ４３６ ２６１ ３０３ ２２４ ２０３ ２７６ ２５１ ３５５ ２３０ ２３３ ２２２ ２６６

唱词 可 笑 你 热 天 穿 纱 还 嫌 热
ＭＡＸ （白） ４０３ ３３７ ２４６ ２６２ ３４４ ３７７ ３４６ ２８７ ２９９ ２２３

ＭＩＮ （白） ３４９ ２２５ １９０ ２２１ ２１６ ３３８ ２０８ ２０８ ２３９ １８６

ＡＶＥ （白） ３７１ ２７５ ２２１ ２４５ ２８７ ３６３ ２７１ ２３７ ２７２ １９８

唱词 到 冬 天 身 穿 皮 袄 像 只 煨 灶 猫
ＭＡＸ （白） ３６３ ４０６ ３２０ ４３２ ３６４ ２０２ ２５６ ２５３ ２９１ ３５０ ３４０ ２３４

ＭＩＮ （白） ２０５ ３２８ １８８ ３５６ １９８ １７４ １７３ １６２ １６７ ２９３ ３００ １５６

ＡＶＥ （白） ２６７ ３７５ ２３８ ４０５ ２９１ １８９ ２１５ ２０７ ２２０ ３３２ ３０８ １９１

唱词 绫 罗 皮 袄 好 虽 好
ＭＡＸ （白） ２８１ ３９３ ２３６ ２９９ ３６５ ３９４ ３３０

ＭＩＮ （白） ２０３ ３０８ １９５ ２４３ ２９４ ３６７ ８２

ＡＶＥ （白） ２３７ ３７３ ２１２ ２８３ ３２８ ３８１ １９０

唱词 穿 了 你 格 身 上 啊
ＭＡＸ （白） ４２１ ３４２ ２９６ ２７９ ４５７ ４７６ ２３９

ＭＩＮ （白） ３９５ ３０９ ２３７ ２５３ ４０２ ２３６ １７０

ＡＶＥ （白） ４０７ ３２３ ２６２ ２６０ ４２１ ３３１ ２０１

唱词 还 不 是 绣 花 枕 头 一 包 草
ＭＡＸ （白） ２５７ ４０６ ２６０ ４２０ ３３４ ３７８ ２９２ ３２３ ３３３ ３０３

ＭＩＮ （白） １８８ ３５８ ２０６ ３２６ ２０１ ２１９ １６６ ２１８ ３１０ １７６

ＡＶＥ （白） ２２１ ３９８ ２２３ ３６１ ２５１ ２９０ ２４１ ２７７ ３１８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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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表３ ２６数据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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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　 《秋香送茶》选段念白音高三线走势图

　 　 图３ ２０显示，《秋香送茶》选段念白多数唱句呈现高起低收，
或平起平收的音高走势。总体上音高走势有下降和平缓两种趋势，
中间有些折度的变化。具体而言，“不提东方倒就罢”高起低收，总
体呈降势，前面有２个折度，后３字降势明显；“秋香听见哈哈笑”
高起低收，可分为三个节奏群，总共有三次降势； “田里生活我拿
手”起收平稳，呈先升后降走势；“有的做得比男人好”起点略高
于收点，后半部有多次升降；“莳秧鸟叫六棵齐”起收相当，前平后
降；“车水车到浪花漂”呈降—升—降—升走势； “耥稻好像上楼
梯”起点和收点都比较高，音高走势为降—升—降—升，尾部抬起；
“割稻似像刘海洒金钱满地抛”总体呈降势，起点为入声字，音高
很高；“可笑你热天穿纱还嫌热”一句高起低收，音高走势为降—
升—降；“到冬天身穿皮袄像只煨灶猫”起点高于收点，唱字较
多，音高走势基本上是前高后低；“绫罗皮袄好虽好”音高走势为
升—降—升—降；“穿了你格身上啊”高起低收，两个节奏群都是
降势；“还不是绣花枕头一包草”中“还不是”三字走势为升—
降，主要因为“不”为入声字，音高较高，本句后７字总体呈降
势。以上分析表明，《秋香送茶》选段念白起收模式上主要以高起
低收为主（高低只是相对而言），唱句的基频走势则比较丰富，但
节奏群的走势还是降势比较多。表３ ２７统计《秋香送茶》选段的
音高中线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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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７　 《秋香送茶》选段念白音高中线折度统计表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不（７） ４ 莳（７） ５ 割（１２） ７ 绫（７） ３

秋（７） ４ 车（７） ３ 可（１０） ４ 穿（７） ２

田（７） ４ 耥（７） ４ 到（１２） ５ 还（１０） ５

有（８） ５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２ １ ４ ５ ５ ４ ７ １

３ ２

统计显示，《秋香送茶》选段的念白音高中线折度为２ ～ ７个，
以４个和５个折度为主，折度为７个的是长句，多数唱句经过４ ～ ５
次音高调节，以突出其旋律变化。

下面分析《秋香送茶》选段的念白起收特点。本节数据处理方
法同前文，数据处理结果见表３ ２８。

表３ ２８　 《秋香送茶》选段念白分句音高中线起收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中 收唱句起 中 收唱句起 中 收
不 ４１８ ３０７ １８１ 车 ３８４ ２９４ ３２２ 到 ２６７ ２７０ １９１

秋 ３３９ ３３１ ２３２ 耥 ３７２ ２７９ ３２９ 绫 ２３７ ２８６ １９０

田 ２１９ ２７４ ２２４ 割 ４３６ ２７２ ２６６ 穿 ４０７ ３１５ ２０１

有 ２５６ ２８５ １９７ 可 ３７１ ２７４ １９８ 还 ２２１ ２７９ ２１２

莳 ２１５ ２５９ ２１２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最大值 ４３６ ３３１ ３２９ 均值３１９ ２８７ ２２７ 区间２２１ ７２ １４８

最小值 ２１５ ２５９ １８１

根据表３ ２８数据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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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１　 《秋香送茶》选段念白音高起收模式总图

　 　 表３ ２８显示：《秋香送茶》选段起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为
４３６ Ｈｚ和２１５Ｈｚ，收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为３２９Ｈｚ和１８１ Ｈｚ，唱
句作为念白时起点音高均值的变化范围（２２１ Ｈｚ）明显大于收点音高
均值的变化范围（１４８ Ｈｚ），两者相差７３ Ｈｚ，与《庵堂相会》选段的
统计基本结果一致。同样，造成本选段音高起收点差异的主要原因
也在于起点音高均值上线的提高，同时起点音高下线也略高于收点。

下面根据表３ ２８数据分组作图，３句一组（第一组为４句），
以便观察。

图３ ２２　 《秋香送茶》选段念白音高起收模式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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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观察发现，念白音高走势以降势为主，其次为平，基本上
没有尾点高于起点的情况。下面通过起收点音高数据的变化情况统
计《秋香送茶》选段音高起收模式的比例关系，判断念白模式的标
准同前文，统计结果见表３ ２９。

表３ ２９　 《秋香送茶》选段念白分句音高起收模式统计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唱句 起 收 起收差 模式
不 ４１８ １８１ ２３７ 降 割 ４３６ ２６６ １７０ 降
秋 ３３９ ２３２ １０７ 降 可 ３７１ １９８ １７３ 降
田 ２１９ ２２４ － ５ 平 到 ２６７ １９１ ７６ 降
有 ２５６ １９７ ５９ 降 绫 ２３７ １９０ ４７ 降
莳 ２１５ ２１２ ３ 平 穿 ４０７ ２０１ ２０６ 降
车 ３８４ ３２２ ６２ 降 还 ２２１ ２１２ ９ 平
耥 ３７２ ３２９ ４３ 降

模式 降 平 升
句数 １０ ３ ０

比例 ７７％ ２３％ ０％

表３ ２９显示：《秋香送茶》选段念白音高起收模式以降势为主，
共１０句，占７７％；其次为平势，共３句，占２３％，没有出现句尾为
明显升势的唱句。这与前人研究普通话陈述句的韵律音高下倾走势
规律比较一致。统计结果说明本选段念白的朗读语调既与汉语普通
话有相似之处，又有本身特有的模式。与《庵堂相会》的念白音高
模式相比，本选段呈下降趋势的唱句明显增加，平势则略有减少，
升势已经没有，这说明《秋香送茶》选段的念白模式更接近自然话
语陈述句的韵律模式。
３ ２ ４　 《秋香送茶》选段演唱的音高研究
本节分析《秋香送茶》选段演唱的音高特点。研究方法同前文，

首先分析《秋香送茶》选段演唱音高走势图。

１０１第三章　 锡剧簧调选段声学实验研究　



２０１ 　 锡剧女声唱腔声学实验研究



图３ ２３　 《秋香送茶》选段演唱音高走势图

　 　 观察图３ ２３可以发现，《秋香送茶》选段演唱时音高变化较明
显，作为非清板的首句“不提东方倒也罢”和收句的“还不是绣花
枕头一包草”旋律抖动性明显，同时，拖腔时音高不断变化，增加
了音乐感，提升了音乐美，但与《庵堂相会》选段的演唱略有不同
的是，本选段因字音延长而出现的衍生字只有一个。唱段中间的清
板，近似说唱，与念白比，时长有增有减，但减小的占多数。调型
走势方面，本选段清板部分高低升降变化减少，字调走势趋于平缓。
从整体上看，演唱清板时，节奏明快、语调活泼。音域上，演唱时，
不少唱句的频域变化范围与念白时相比，也明显收窄。

《秋香送茶》选段演唱音高走势有比较明显的规律，有的显示为
降势，如“不提东方倒也罢”、“秋香听见哈哈笑”、“车水车到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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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耥稻好像上楼梯”；有的显示先升后缓降，如“田里生活我
拿手”、“莳秧鸟叫六棵齐”、“割稻似像刘海洒金钱满地抛”、“可笑
你热天穿纱还嫌热”、“绫罗绸缎好虽好”；有的整体较平稳，如
“有的做得比男人好”、“到冬天身穿皮袄像只煨灶猫”；有的变化性
较多，如“穿了你格身上啊”和“还不是绣花枕头一包草”。

为进一步分析《秋香送茶》选段演唱字调与本调的关系，我们
将演唱时单字音高走势与单字调型进行逐一比对。相关统计结果见
表３ ３０。

表３ ３０　 《秋香送茶》选段演唱字调与本调调型关系统计表
唱　 　 词 一致或基本一致 不一致或相反

不提东方倒就罢 不 提东方倒就罢
秋香听见哈哈笑 听笑 秋香见哈哈
田里生活我拿手 生 田里活我拿手
有的做得比男人好 有的做得 比男人好
莳秧鸟叫六棵齐 莳秧六棵 鸟叫齐
车水车到浪花漂 水车２ 车１ 到浪花漂
耥稻好像上楼梯 耥 稻好像上楼梯
割稻似像刘海洒金钱满地抛 割海抛 稻似像刘洒金钱满地
可笑你热天穿纱还嫌热 可热１ 天穿纱 笑你还嫌热２

到冬天身穿皮袄像只煨灶猫 冬身只煨 到天穿皮袄像灶猫
绫罗皮袄好虽好 好１ 虽好２ 绫罗皮袄
穿了你格身上啊 格身啊 穿了你上
还不是绣花枕头一包草 不绣枕 还是花头一包草
总计：１０８字 ３６字，占３３％ ７２字，６７％

从音高走势图和表３ ３０的统计结果来看，同念白相比，本选段
演唱时处于唱句句尾的字能够保持原调型的数目大量减少，只有少
数字基本保持原调型，如“笑、抛、好２”，多数唱字调型改变。从
统计结果来看，整个选段单字音高走势与单字调型保持一致或基本
一致的３６字，占３３％；不一致或相反的７２字，占６７％。此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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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型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字中有一部分是阴平字，调型为平调，而本
选段在演唱时，多数字的调型趋平，因此实际上演唱字调能够与单
念字调保持一致的比例可能还要少。以上分析说明《秋香送茶》选
段演唱时调型主要受演唱旋律制约。演唱因唱速较快，唱字的音域
变化范围相对缩小，而锡剧念白字调中曲折调较多，字域缩小导致
很多字调不能保持原调性，且以平调为主。

下面统计《秋香送茶》选段演唱的音高上线、中线、下线的基
频数据，并根据数据作出三条音高线的走势图。数据处理结果见
表３ ３１。

表３ ３１　 《秋香送茶》选段演唱音高数据表（单位：毫秒）
唱词 不 提 东 方 倒 也 呀 罢

ＭＡＸ （唱） ３９２ ５３７ ５０３ ４２７ ４３０ ４７６ ３６９ ２６０

ＭＩＮ （唱） ３７５ ３７６ ４０５ ３２６ ２６１ ３１３ １４９ ２０３

ＡＶＥ （唱） ３８５ ４４５ ４５９ ３９２ ３４２ ３８４ ２２２ ２３４

唱词 秋 香 听 见 哈 哈 笑
ＭＡＸ （唱） ４３３ ３１９ ２５５ ３４１ ３４１ ２５２ ２９０

ＭＩＮ （唱） ３３３ ２４０ ２２６ ２６５ １７０ ２３１ １９７

ＡＶＥ （唱） ３９７ ２９４ ２４１ ３０８ ２８１ ２４２ ２３０

唱词 田 里 生 活 我 拿 手
ＭＡＸ （唱） ２９８ ４４６ ４１９ ３５０ ３３３ ２７７ ２８０

ＭＩＮ （唱） ２４４ ３７９ ３５８ ３１５ ２３８ ２５０ １９９

ＡＶＥ （唱） ２８０ ４１６ ３９７ ３２９ ２６８ ２６９ ２２９

唱词 有 的 做 得 比 男 人 好
ＭＡＸ （唱） ２５４ ２５１ ２７８ ２７３ ３２３ ２２１ ２５９ ２４６

ＭＩＮ （唱） １７９ １９２ ２３４ ２６４ ３０９ ２０３ ２２４ １９９

ＡＶＥ （唱） ２１１ ２２２ ２５４ ２６８ ３１８ ２０８ ２３９ ２１８

唱词 莳 秧 鸟 叫 六 棵 齐
ＭＡＸ （唱） ２７１ ４１５ ４１４ ３２６ ２４９ ２７９ 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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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ＭＩＮ （唱） ２１９ ２７０ ３５７ ２３５ ２３２ ２５９ １９４

ＡＶＥ （唱） ２５８ ３７１ ３８７ ３１２ ２４１ ２７３ ２２７

唱词 车 水 车 到 浪 花 漂
ＭＡＸ （唱） ３７１ ２５５ ２８１ ３２４ ２１２ ２６８ ２４７

ＭＩＮ （唱） ３０９ １９３ ２４３ ２７０ １８９ ２２６ １９５

ＡＶＥ （唱） ３３５ ２３０ ２６２ ２９７ ２０７ ２４３ ２１９

唱词 耥 稻 好 像 上 楼 梯
ＭＡＸ （唱） ３８１ ３２７ ３６９ ３２７ ２８４ ２７３ ２９２

ＭＩＮ （唱） ３３５ ２８２ ３３７ ２８２ ２２５ ２６０ １９４

ＡＶＥ （唱） ３６６ ３１１ ３５２ ３１４ ２５８ ２６９ ２２８

唱词 割 稻 似 像 刘 海 洒 金 钱 满 地 抛
ＭＡＸ （唱） ２１４ ２１７ ２５６ ２９５ ２９７ ２９８ ３５５ ３７６ ３４９ ２４１ ２７５ ２４５

ＭＩＮ （唱） １９８ １９７ ２２８ ２６９ ２３４ ２７３ ３４５ ３３６ ２９２ ２０９ ２４０ ２１０

ＡＶＥ （唱） ２０５ ２０３ ２４７ ２８３ ２７８ ２８３ ３４８ ３４９ ３２３ ２１５ ２５８ ２２５

唱词 可 笑 你 热 天 穿 纱 还 嫌 热
ＭＡＸ （唱） ２９２ ２９６ ３０９ ２７７ ４８８ ４３４ ３４２ ３１２ ２８３ ２８９

ＭＩＮ （唱） ２５２ ２７９ ２０７ ２４４ ４３５ ３８３ ３２１ ２４０ ２６２ ２０８

ＡＶＥ （唱） ２７１ ２８３ ２４２ ２６９ ４５１ ４０９ ３３５ ２７３ ２７７ ２３６

唱词 到 冬 天 身 穿 皮 袄 像 只 煨 灶 猫
ＭＡＸ （唱） ２６８ ２９６ ２７９ ３７９ ２９２ ２８９ ２７５ ３１２ ３６９ ３１２ ２７９ ２５２

ＭＩＮ （唱） ２３５ ２６３ ２１２ ３３５ １８３ ２４４ ２６１ ３００ ３２６ ２０５ ２３８ ２０６

ＡＶＥ （唱） ２５６ ２８２ ２４１ ３５４ ２３３ ２６９ ２６９ ３０６ ３４７ ２２５ ２５１ ２２５

唱词 绫 罗 皮 袄 好 虽 好
ＭＡＸ （唱） ２９７ ４８３ ４４１ ３４６ ３４５ ３０１ ２８６

ＭＩＮ （唱） ２４０ ３９４ ３０１ ３３１ ２１１ ２７８ ２０２

ＡＶＥ （唱） ２８４ ４３２ ４０４ ３４１ ２９８ ２８７ 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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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唱词 穿 了 你 格 身 上 啊

ＭＡＸ （唱） ４７５ ４３８ ３５６ ２６５ ５２８ ５１７ ２８０

ＭＩＮ （唱） ４３２ ３９６ ２２７ ２２４ ４２９ ２８２ １７５

ＡＶＥ （唱） ４５４ ４２２ ２９７ ２３９ ４６７ ４０６ ２２５

唱词 还 不 是 绣 花花ｙ 枕 头 一 包 草
ＭＡＸ （唱） ３４５ ３４３ ３４１ ４６０ ３３５ ３５３ ２５９ ２２０ ４３５ ３７１ ３４０

ＭＩＮ （唱） ２４２ ３２０ ２７８ ３４１ ２２６ ２７９ ２０８ ９８ ３０２ ２２６ ２５１

ＡＶＥ （唱） ３００ ３３４ ３０５ ４１８ ２７８ ３１２ ２３６ １７１ ３８６ ３０８ ２８７

根据表３ ３１数据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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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４　 《秋香送茶》选段演唱音高三线走势图

　 　 图３ ２４显示，首句“不提东方倒也罢”唱腔较舒缓，音高呈现
降势。“秋香听见哈哈笑”一句转入清板，整句音域有所下降，节奏
转为明快，音高呈下降走势。“田里生活我拿手”至“穿了你格身
上啊”为清板，此段唱腔音高走势有比较明显的规律，与《庵堂相
会》选段演唱的清板有相似之处：上句先升后降，下句整体较平稳；
上句音域起伏大，且音域较高，下句起伏较小，且音域较低。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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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还不是绣花枕头一包草”因为是收句，音高起伏变化明显，
但起、收点音高值相当，为平起平收。

观察发现，《秋香送茶》选段清板部分旋律呈一定的规律性：第
３，５，９ （去掉前面４个字，观察后７字走势），１１ （去掉前面３个
字，观察后７字走势）句，呈先升后降的音高走势，整体呈现Ｖ型，
且音域较高，高点出现在第２字或第３字；第２，４，８，１０句，音
高走势较平稳，音域较低。《秋香送茶》选段清板部分演唱的音高走
势特点与《庵堂相会》选段的清板部分相似，说明老式簧调和老簧
调在旋律上具有共同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秋香送茶》选段演唱时的音高走
势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特别是清板部分，为适应节奏需要，旋
律对字调进行了明显的调节，音高走势趋于平稳，不像念白那样
起伏较大。表３ ３２是《秋香送茶》选段的演唱音高中线的折度
统计。

表３ ３２　 《秋香送茶》选段演唱音高中线折度统计表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不（８） ４ 莳（７） ３ 割（１２） ５ 绫（７） １

秋（７） ２ 车（７） ４ 可（１０） ３ 穿（７） ２

田（７） １ 耥（７） ４ 到（１２） ６ 还（１１） ７

有（８） ２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１ ２ ３ ２ ５ １ ７ １

２ ３ ４ ３ ６ １

统计结果显示，《秋香送茶》选段的演唱音高中线折度为１ ～ ７
个，以１ ～ ４个折度为主，多数唱句经过１ ～ ４次音高调节，以突出
其旋律变化。与念白相比，折度总数有所减少，音高走势较为
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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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统计《秋香送茶》选段演唱时的音高中线起收变化情况，
数据处理方法同前文，数据处理结果见表３ ３３。

表３ ３３　 《秋香送茶》选段演唱分句音高中线起收数据表
唱句 起 中 收唱句起 中 收唱句起 中 收
不 ３８５ ３５８ ２３４ 车 ３３５ ２５６ ２１９ 到 ２５６ ２７１ ２２５

秋 ３９７ ２８５ ２３０ 耥 ３６６ ３００ ２２８ 绫 ２８４ ３２６ ２４０

田 ２８０ ３１３ ２２９ 割 ２０５ ２６８ ２２５ 穿 ４５４ ３５９ ２２５

有 ２１１ ２４２ ２１８ 可 ２７１ ３０５ ２３６ 还 ３００ ３０３ ２８７

莳 ２５８ ２９６ ２２７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最大值 ４５４ ３５９ ２８７ 均值３０８ ２９９ ２３３ 区间２４９ １１７ ６９

最小值 ２０５ ２４２ ２１８

根据表３ ３３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２５　 《秋香送茶》选段演唱音高起收模式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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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香送茶》选段演唱时起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为４５４ Ｈｚ
和２０５ Ｈｚ，收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为２８７ Ｈｚ和２１８ Ｈｚ，演唱
时唱句起点音高均值的变化范围（２４９ Ｈｚ）明显大于收点音高均值
变化范围（６９ Ｈｚ），两者相差１８０ Ｈｚ，差值与念白时相比明显扩大。
不同的是演唱时收点音高均值的变化范围与念白时比却明显缩小，
图３ ２５也清晰地显示了这一点，收点几乎收缩在一起。这个统计结
果与《庵堂相会》选段相比有比较明显的不同，《庵堂相会》选段
演唱时是起收点音域范围都扩大。本选段演唱时音高起收范围差异
的主要原因仍然在于唱句起点音高均值上线的提高，但同时音高下
线也略有降低。

图３ ２６是《秋香送茶》选段演唱音高起收模式的分图，３句一
组（最后一组４句）。

图３ ２６　 《秋香送茶》选段演唱音高起收模式分图

《秋香送茶》选段演唱时旋律走势主要为两种：一种呈降势，一
种呈平势（即起点落点基本处在同一音域区间），其中音高呈现降势
的比较多。表３ ３４是《秋香送茶》选段起收点音高变化的具体统计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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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３４　 《秋香送茶》选段演唱分句音高起收模式统计表
唱句 起 收 差值 走势 唱句 起 收 差值 走势
不 ３８６ ２３４ １５２ 降 割 ２０５ ２２５ － ２０ 平
秋 ３９７ ２３０ １６７ 降 可 ２７１ ２３６ ３５ 降
田 ２８０ ２２９ ５１ 降 到 ２５６ ２２５ ３１ 降
有 ２１１ ２１８ － ７ 平 绫 ２８４ ２４０ ４４ 降
莳 ２５８ ２２７ ３１ 降 穿 ４５４ ２２５ ２２９ 降
车 ３３５ ２１９ １１６ 降 还 ３００ ２８７ １３ 平
耥 ３６６ ２２８ １３６ 降

统计 降 平 升
句数 １０ ３ ０

比例 ７７％ ２３％ ０％

表３ ３４显示：《秋香送茶》选段演唱音高起收模式以降势为主，
共１０句，占７７％；其次为平势，共３句，占２３％。这个比例关系与
念白时音高起收模式完全一致，只是表现为平势的唱句有所不同，
表现为降势的唱句下降幅度也不尽一致。这种现象说明《秋香送茶》
选段的演唱音高起收模式跟念白几乎一致，两者都是以降势为主。
同时也间接表明老簧调演唱风格接近说唱的特点。
３ ２ ５　 《秋香送茶》选段唱、白音高比较
本节对《秋香送茶》选段的念白、演唱的音高进行对比分析。

比较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唱、白音高走势的比较，一是唱、白
音域的比较。

３ ２ ５ １ 　 《秋香送茶》选段唱、白音高走势比较
本节首先将上文绘制的《秋香送茶》选段念白和演唱音高走势

图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秋香送茶》选段念
白、演唱音高走势比较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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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７　 《秋香送茶》选段唱、白音高走势对比图

　 　 对比发现，《秋香送茶》选段念白字调的调型模式与演唱字调的
调型模式既有一致性，又有所不同。一致性主要表现在有些字的调
型走势基本一致，如“不、方、秋、香、听、笑、田、生、有、做、
得、比、莳、秧、鸟、六、棵、车、漂、耥、好、像、金、钱、抛、
可、你、天、穿、冬、天、皮、只、煨、灶、皮、袄、虽、好２、
穿、了、你、格、身、上、啊、还、绣、头”等，不仅如此，有的
唱句念白音高走势与演唱音高走势也基本一致，如“莳秧鸟叫六棵
齐”，“耥稻好像上楼梯”。不一致表现在：从整体上来看，念白和
演唱单字调型走势有不少不一致的地方，如“提、倒、见、哈、我、
拿、手、的、人、好、齐、水、上、楼、割、刘、洒、笑、到、冬、
罗、一、草”等等。这说明演唱时的音高走势与念白一样都在一定
程度上受到字调调型的制约，同时演唱、念白又各受自身的旋律模
式的调节。此外，首尾唱句演唱时字的音高上下抖动性增强，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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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起伏，音乐感强烈，例如“包”字在演唱时音高不断变化。但
从总体上看，《秋香送茶》选段演唱时的拖腔使用的很少，这跟它唱
腔接近说唱的特点不无关系。

为进一步比较《秋香送茶》选段的念白与演唱音高变化情况，我
们将念白的音高中线模式与演唱的音高中线模式进行对比，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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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８　 《秋香送茶》选段唱、白音高中线对比图

　 　 图３ ２８显示：《秋香送茶》选段多数唱句的演唱音高中线走势
与念白音高中线走势存在一致性，特别是清板部分，例如“田里生
活我拿手”、“有的做得比男人好”、“莳秧鸟叫六棵齐”、“车水车到
浪花漂”、“可笑你热天穿纱还嫌热”、“穿了你格身上啊”、“到冬
天”、“还不是”、“绣花”等唱句和节奏群。此外，绝大多数唱句念
白和演唱时的起字和收字模式也基本一致，仅“割稻似像刘海洒金
钱满地抛”一句一致性不强。从折度上来说，演唱的折度比念白的
折度少些，演唱时音高的变化比较平缓，衔接性较好，具有平滑性；
从音域变化上看，演唱和念白音域大体一致。分句而言，“不提东方
倒也罢吧”一句唱、白总体走势基本一致，呈下降趋势，但念白起
伏较大；“秋香听见哈哈笑”一句一致性稍差，但起收点基本一致，
念白时折度较多，音高变化明显；“田里生活我拿手”到“耥稻好
像上楼梯”，唱、白模式基本一致，但念白折度变化比演唱明显；
“割稻似像刘海洒金钱满地抛”一句为长句，唱、白模式一致性较
差，两者相比，演唱旋律模式较为平滑；从“可笑你热天穿纱还嫌
热”到“还不是绣花枕头一包草”，唱、白模式基本一致，折度也
基本一致。

３ ２ ５ ２　 《秋香送茶》选段唱、白音域比较
本节研究模式同前文，相关数据处理的方法可参考３ １ ５ ２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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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秋香送茶》选段演唱与念白的句域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即
按句分别计算演唱和念白的句域，再根据数据求出演唱、念白的句
域差值，即句域差，并根据相关数据作出演唱音域和念白音域的对
比图。统计结果见表３ ３５。

表３ ３５　 《秋香送茶》选段唱、白句域统计表
唱句 不 秋 田 有 莳 车 耥 割

句域（唱） ３８８ ２６３ ２４７ １４３ ２２１ １８３ １８７ １７９

句域（白） ２９６ ２９１ ２３９ ２４９ ２０９ ２４３ ２４２ ３０１

句域差 ９２ － ２８ ８ － １０６ １２ － ６０ － ５５ － １２２

唱句 可 到 绫 穿 还 段域 均值
句域（唱） ２８１ １９６ ２８１ ３５３ ３６２ ４３９ ２５３

句域（白） ２１７ ２７５ ３１２ ３０７ ２５４ ３９４ ２６４

句域差 ６４ － ７９ － ３１ ４６ １０８ ４５ － １１

根据表３ ３５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２９　 《秋香送茶》选段唱、白句域对比图

表３ ３５显示：《秋香送茶》选段演唱的频率域略大于念白的频
率域，演唱音域为４３９ Ｈｚ，念白音域为３９４ Ｈｚ，相差４５ Ｈｚ，说明总
体而言演唱时音域稍宽，这主要是因为演唱时唱句音域差异大，有
的明显提高，有的则明显缩小。统计显示演唱句域大于念白句域的有
６句，演唱句域小于念白句域的有７句，演唱句域的均值为２５３ Ｈｚ，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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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念白句域的均值２６４ Ｈｚ，相差１１ Ｈｚ，这说明对分句而言，演唱的
句域与念白的句域相当，变化不大。但从图形来看，演唱句域的曲线
变化较大，相比较而言，念白句域的曲线变化较小，整个选段的演唱
句域变化性大于念白，说明演唱时频率域有所扩大，以此来突出音乐
性。需要指出的是，清板部分多数唱句演唱音域小于念白，表现了老
簧调清板演唱时音域变化不大的特点。综合前文来看，老簧调活泼轻
快的特点至少在时长和音域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表现。

下面分析《秋香送茶》选段演唱、念白字域的变化情况。为比
较演唱、念白字域变化的情况，我们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处理，数据
处理方法同《庵堂相会》选段，此处不再赘述。数据处理结果见
表３ ３６。

表３ ３６　 《秋香送茶》选段演唱、白字域比较表（单位：Ｈｚ）
唱词 不 提 东 方 倒 也 罢

字域（唱） １７ １６１ ９８ １０２ １６９ １６３ ５７

字域（白） ２６ ６８ ６５ ２２９ ７０ １１２ ９７

字域差 － ９ ９３ ３３ － １２７ ９９ ５１ － ４０

唱词 秋 香 听 见 哈 哈 笑
字域（唱） １００ ７９ ２９ ７７ １７１ ２１ ９４

字域（白） ４９ ９９ ８１ １５８ ２ ４４ ２１２

字域差 ５１ － ２０ － ５３ － ８１ １６９ － ２３ － １１８

唱词 田 里 生 活 我 拿 手
字域（唱） ５４ ６７ ６１ ３５ ９５ ２７ ８１

字域（白） ４１ ８２ ３７ １９６ １２７ ８３ １３８

字域差 １３ － １５ ２４ － １６１ － ３２ － ５６ － ５７

唱词 有 的 做 得 比 男 人 好
字域（唱） ７５ ５９ ４４ ９ １３ １７ ３４ ４７

字域（白） １０５ ９７ ２９ １１９ ３７ １０６ １４８ １１５

字域差 － ３０ － ３８ １５ － １１０ － ２４ － ８９ － １１４ － ６８

唱词 莳 秧 鸟 叫 六 棵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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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字域（唱） ５２ １４５ ５７ ９２ １８ ２０ ８１

字域（白） ２４ １１８ ９２ １１０ ２９ ５４ ８４

字域差 ２８ ２７ － ３５ － １８ － １１ － ３４ － ３

唱词 车 水 车 到 浪 花 漂
字域（唱） ６３ ６２ ３８ ５４ ２４ ４１ ５２

字域（白） ６６ １３２ ３５ １７０ ６９ １１８ １７

字域差 － ３ － ７０ ３ － １１６ － ４５ － ７７ ３５

唱词 耥 稻 好 像 上 楼 梯
字域（唱） ４６ ４５ ３２ ４５ ５９ １４ ９９

字域（白） ４３ １０３ ３３ ７３ ３５ １４６ ９

字域差 ３ － ５８ － １ － ２８ ２４ － １３２ ９０

唱词 割 稻 似 像 刘 海 洒 金 钱 满 地 抛
字域（唱） １６ ２０ ２９ ２６ ６３ ２５ １０ ３９ ５７ ３２ ３４ ３５

字域（白） ３０ １２２ １４０ ４５ ８７ １２３ １５２ ２５ ６４ １０８ １５２ ３４

字域差 － １４ － １０２ － １１１ － １９ － ２４ － ９８ － １４２ １４ － ７ － ７６ － １１８ １

唱词 可 笑 你 热 天 穿 纱 还 嫌 热
字域（唱） ４０ １７ １０３ ３３ ５３ ５１ ２１ ７１ ２１ ８１

字域（白） ５４ １１２ ５６ ４１ １２８ ３８ １３７ ７９ ６０ ３７

字域差 － １４ － ９５ ４７ － ８ － ７５ １３ － １１６ － ８ － ３９ ４４

唱词 到 冬 天 身 穿 皮 袄 像 只 煨 灶 猫
字域（唱） ３２ ３３ ６７ ４３ １０９ ４５ １４ １２ ４３ １０７ ４１ ４７

字域（白） １５８ ７７ １３２ ７５ １６７ ２８ ８３ ９１ １２３ ５７ ４０ ７７

字域差 － １２６ － ４４ － ６５ － ３２ － ５８ １７ － ６９ － ７９ － ８０ ５０ １ － ３０

唱词 绫 罗 皮 袄 好 虽 好
字域（唱） ５７ ９０ １４０ １５ １３４ ２３ ８４

字域（白） ７８ ８５ ４１ ５５ ７１ ２７ ２４８

字域差 － ２１ ５ ９９ － ４０ ６３ － ４ － １６４

唱词 穿 了 你 格 身 上 啊
字域（唱） ４３ ４２ １２９ ４１ ９９ ２３４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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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字域（白） ２６ ３２ ５９ ２６ ５５ ２４０ ６９

字域差 １７ １０ ７０ １５ ４４ － ６ ３６

唱词 还 不 是 绣 花 枕 头 一 包 草
字域（唱） １０３ ２３ ６３ １１９ １０８ ５２ １２２ １３４ １４５ ８８

字域（白） ７０ ４８ ５４ ９４ １３３ １５８ １２６ １０５ ２２ １２７

字域差 ３３ － ２５ ９ ２５ － ２５ － １０６ － ４ ２９ １２３ － ３９

根据表３ ３６字域差值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３０　 《秋香送茶》选段唱、白字域差值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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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３０显示，《秋香送茶》选段演唱时多数唱字音域小于念白音域，
突出了老簧调的节奏活泼的特点。表３ ３７是根据表３ ３６所作的具体统计。

表３ ３７　 《秋香送茶》选段唱、白字域关系统计表
唱句 唱＞白唱＜白唱句唱＞白唱＜白唱句唱＞白唱＜白
不 ４ ３ 车 ２ ５ 到 ３ ９

秋 ２ ５ 耥 ２ ４ 绫 ３ ４

田 ２ ５ 割 ２ １０ 穿 ５ １

有 １ ７ 可 ３ ７ 还 ５ ５

莳 ２ ５

总计 唱＞白：３６字 唱＜白：７０字

统计显示：演唱字域大于念白字域的共计３６字，小于念白字域
的共计７０字，演唱时以字域缩小为主，与上文对句域的统计基本一
致。从总体上来看，演唱字域小于念白字域的占多数，这说明就单
字而言本选段演唱时，多数字域变小。这主要是因为演唱时唱字调
型走势以平为主，造成了字域调节空间缩小。与《庵堂相会》选段
相比，本选段的音域变化相对不太明显，特别是清板唱段，音域范
围有所收窄，使得演唱时节奏更加明快。

３ ３　 《红楼梦》 选段声学实验研究

３ ３ １　 曲目介绍
《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具有独特的艺术魅

力。建国后，多个地方剧种对小说《红楼梦》进行改编，将其搬上
戏曲舞台，其中比较有名的有越剧《红楼梦》、京剧《黛玉葬花》、
昆剧《红楼梦》、锡剧《红楼梦》等。锡剧《红楼梦》１９５８年江苏
省锡剧团演出，吴白稥、木水编，许应、田夫导演，姚澄、沈佩华、
王兰英等主演。主要故事情节从荣国府贾母做寿起，到宝玉与宝钗
成婚，宝玉出走为止，共十场。本书选的是第三场《葬花》的选段，
讲述宝玉来寻黛玉，见黛玉正独自愁苦，自叹自怜。本选段所用的

２２１ 　 锡剧女声唱腔声学实验研究



主要曲调为“簧调开篇”，是锡剧较老的唱腔之一，速度缓慢，长于
表达古代人的情感生活。簧调开篇的曲式结构一般为：第１句起调，
第２句落调，第３句长三腔，第四句收板。本选段的前４句是簧调
开篇，从第５句转入了簧调慢板。选段简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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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２ 《红楼梦》选段唱、白时长比较
本节研究《红楼梦》选段演唱和念白的时长变化情况，研究方

法同前文。本选段唱、白时长统计结果见表３ ３８。
表３ ３８　 《红楼梦》选段唱、白音节时长对照表（单位：毫秒）

唱词 开 帘 满 眼 是 残 残ｙ 英 飘 坠 尘
演唱２２１０ ２４５０ １６９７ ６３３０ ３４５５ １８５９ ５０５８ ３４４６ １５５０ １３５７ ８９５

念白 ５７６ ４９５ ４３６ ４１６ ６３２ ４４６ ４１７ ５７７ ４８７ ４７７

差值１６３４ １９５５ １２６１ ５９１４ ２８２３ １４１３ ３０２９ ９７３ ８７０ ４１８

唱词尘ｙ 泥 谁 过 过ｙ 问 荷 锄 锄ｙ 来 做
演唱１５３７ １８７９ ２９１１ １７４９ ５０７０ １６１１ １２２９ ２４１７ １５９７ ２７７９ １０１５

念白 ４６４ ６６５ ４３３ ６０６ ５８５ ４９４ ３２１ ４４１

差值 １４１５ ２２４６ １３１６ １００５ ６４４ １９２３ ２４５８ ５７４

唱词做ｙ 葬 花 花ｙ 花ｙ 花ｙ 花ｙ 花ｙ 花ｙ 花ｙ 人
演唱１０２４ ５１３２ １０１４ １４４５ ９５１ ３６９２ ２６０３ ３６３７ ３９４２ ２３６１ ２３７５

念白 ４７２ ６５３ ５７３

差值 ４６６０ ３６１ １８０２

唱词人ｙ 人ｙ 人ｙ 人ｙ 人ｙ 不 关 爱 爱ｙ 觅 闲
演唱１１７３ １３０２ １６７５ ２７８４ ３０５５ ７０１ １９０７ ７６８ １５４８ ２１５４ ２７３８

念白 １２３ ３９９ ３３３ １９６ ５０５

差值 ５７８ １５０８ ４３５ １９５８ ２２３３

唱词 愁 愁ｙ 恨 你 鲜 妍 明 媚 是 天 天ｙ

演唱１８５９ ５０９２ １５４５ ５９７ １５２７ １２４３ １１１２ １０１０ ２６６３ ３４４４ ２７７８

念白 ４８５ ６０８ ３７９ ５７０ ３８３ ４０９ ４３５ ３９７ ４２７

差值１３７４ ９３７ ２１８ ９５７ ８６０ ７０３ ５７５ ２２６６ ３０１７

唱词 生 忍 受 了 霜 剑 风 刀 苦 逼 凌
演唱３４８８ １３４１ １３２４ １５７４ ７５４ ４９９ ７３５ ４０９ ２１６２ ２４２１ ９４３

念白 ４７７ ５９４ ３１０ ３８８ ５８７ ４０１ ４５７ ３１５ ４０４ １１１ ４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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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差值３０１１ ７４７ １０１４ １１８６ １６７ ９８ ２７８ ９４ １７５８ ２３１０ ５０７

唱词 红 可 消 香 可 断 难 觅 心 中 一
演唱１１９１ ９９６ ２３１４ １３３６ １３０１ ９９４ １００６ ２６９ ７０４ ５０１ ２０３３

念白 ４３０ ３６８ ５６３ ４３７ ３２８ ４２５ ３９８ １９２ ４４７ ４３４ ９６

差值 ７６１ ６２８ １７５１ ８９９ ９７３ ５６９ ６０８ ７７ ２５７ ６７ １９３７

唱词 点 真 愿 生 双 翅 随 你 飞 飞ｙ 飞
演唱１９４１ ６７７ １２１６ ９７５ １３６８ ９５１ １６０８ １７０９ ２８０８ ６４３３ ２０２３

念白 ２８４ ３０４ ３４５ ４６３ ４２４ ５４９ ４１８ ２６４ ４９０ ３６９

差值１６５７ ３７３ ８７１ ５１２ ９４４ ４０２ １１９０ １４４５ ２３１８ １６５４

唱词 到 到ｙ 了 天 尽 头 头ｙ 处 有 长 长ｙ

演唱 ６４２ ８７５ １８１７ １６４７ １５１４ １３０７ １３６０ １７４０ ２８４３ １９１５ １６３６

念白 ２１７ ５０５ ４９１ ４５４ ２９７ ５０８ ６１０ ５３０

差值 ４２５ １３１２ １１５６ １０６０ １０１０ １２３２ ２２３３ １３８５

唱词长ｙ 春
演唱２８４４ ２９８５

念白 ７８６

差值 ２１９９

表３ ３８显示，与念白相比，无论是开篇部分，还是慢板、散板
部分，《红楼梦》选段演唱时单字全部显示为时长变长，而且时长延
长的比较多，这与上文《庵堂相会》和《秋香送茶》的统计结果有
明显不同。本选段节选自《葬花》，情节本身较为感伤，为突出这种
感伤基调，拖腔就成为最具表现力的手段，而拖腔在声学特征上表
现为时长明显增加。观察发现，演唱时长最长的字为“眼”，出现在
簧调开篇部分，时长达６３３０毫秒，相当于６秒多。表中数据显示，
本选段的多数唱字演唱时长超过１０００毫秒，尤其是开篇部分的前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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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唱字时长都比较长，这说明“簧调开篇”唱速明显偏慢，这种
时长特点与人物伤感的心理相适应。下面再从分句时长和字均时长
方面作比较分析。

表３ ３９　 《红楼梦》选段唱、白分句时长比较表（单位：毫秒）
唱句 开 飘 荷 不 你 忍 红 难 愿 飞
演唱２６５０４ １８５５８ ４７２０３ １８３１１ １７８６１ １２１６３ ８１３３ ７１３２ １７０６７ ２５１４８

念白 ３４１８ ３７０９ ３５３９ ２６４９ ３４７７ ４００３ ２５５０ ２１５６ ２９５４ ４７６８

差值２３０８６ １４８４９ ４３６６４ １５６６２ １４３８４ ８１６０ ５５８３ ４９７６ １４１１３ ２０３８０

总长均长 总长２ 均长２ 总长３ 均长３
演唱１９８０８０ １９８０８ １１０５７８ ２７６４４ ８７５０４ １４５８４

念白３３２２３ ３３２２ １３３１５ ３３２９ １９９０８ ３３１８

差值１６４８５７ １６４８６ ９７２６３ ２４３１５ ６７５９６ １１２６６

　 　 说明：“总长２”、“均长２”统计的是簧调开篇四句的数据，“总长３”、
“均长３”统计的是簧调慢板部分的唱句。

根据表３ ３９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３１　 《红楼梦》选段唱、白分句时长比较图

表３ ３９显示， 《红楼梦》选段念白总时长为３３２２３毫秒，即
３３ ２２３秒，演唱为１９８０８０毫秒，演唱比念白多出１６４８５７毫秒，演
唱唱句的平均时长为１９８０８毫秒，念白唱句的平均时长为３３２２毫
秒，两者差距也非常之大。单就开篇部分而言，演唱句均时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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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６４４毫秒，念白句均时长为３３２９毫秒，相比之下演唱时长尤长，
唱速尤慢。分句而言，每一唱句的演唱时长也都明显长于念白时长，
尤其是第三句“荷锄来做葬花人”更是长出许多，跟《庵堂相会》
选段中“一人走路冷清清”的时长表现一致。图３ ３１也显示第三句
时长明显长于其他唱句，若排除本句，演唱在时长上同样表现为两端
长，中间短。表３ ４０是《红楼梦》选段唱、白分句字均时长数据。

表３ ４０　 《红楼梦》选段唱、白分句字均时长比较表

唱句开 飘 荷 不 你 忍 红 难 愿 飞字均字均
２

字均
３

演唱３３１３ ２０６２ ２２４８ ２０３５ １９８５ １２１６ １３５５ １０１９ ２１３３ １７９６ １９６１ ２３５３ １６２０

念白４８８ ５３０ ５０６ ３７８ ４３５ ４００ ４２５ ３０８ ４２２ ２５１ ４３７ ４７６ ４１５

差值２８２５ １５３２ １７４２ １６５７ １５５０ ８１６ ９３０ ７１１ １７１１ １５４５ １５２４ １８７７ １２０５

　 　 说明：“字均２”统计的是开篇四句的数据，“字均３”统计的是慢板部分
的数据。

根据表３ ４０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３２　 《红楼梦》选段唱、白分句字均时长对比图

分句字均时长得出的结果与上文类似，不同的是，唱句字均时
长最长的是第一句“开帘满眼是残英”，之所以出现与分句时长不同
结果，是因为“荷锄来做葬花人”一句出现很多因拖腔而衍生的唱
字，而计算字均时长时是把这些字作单独的字来计算的。相比较而
言，无论分句时长还是字均时长，念白时相差不大，而演唱时相差
较大，两者的时长曲线也呈不同的状态，念白几为直线，而演唱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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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比较明显跳跃性。
就入声字而言，念白时的入声字“不”的时长为１２３ 毫秒、

“逼”的时长为１１１毫秒，两字时长均明显小于本句其他字的时长，
但是演唱时“不”的时长达到７０１毫秒，“逼”甚至达到２４２１毫秒，
明显大于念白时长，入声特征完全消失。且“逼”字的时长还明显
大于本句中其他字的时长，是所在唱句中时长最长的字。可见，在
《红楼梦》选段中入声字在念白时还有一定的表现，但到了演唱时入
声特征完全消失了，这也间接反映了锡剧曲调“簧调开篇”和“簧
调慢板”的曲调缓慢的特点。
３ ３ ３　 《红楼梦》选段念白音高研究
本节研究模式同前文，首先通过音高走势图分析《红楼梦》选

段的音高特点。本选段的念白音高走势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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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３３　 《红楼梦》选段念白音高走势图

观察发现，《红楼梦》选段念白句尾的字调走势多跟本调一致，
多为降升调或平调，这一点与《庵堂相会》选段、《秋香送茶》选
段的念白表现较为一致。从音高走势来看，多数节奏群仍然受降势
音高的影响，如“开帘”、“飘坠尘泥”、“心中”、“飞到了”等，但
也有不少节奏群的音高走势受到念白的旋律调节，呈现平势或升势。
下面分析《红楼梦》选段念白字调模式，本选段唱字单念调型归属
如下：

阴平字【５５】：开英飘花关鲜天霜风刀消香心中真双飞春
阳平字【１１３】：帘残尘泥谁问锄来人闲愁恨妍明媚凌红难愿随

头长是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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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上字【４１２】：苦可点
阳上字【２２４】：满眼你有了忍
阴去字【５２３】：坠过荷做葬受剑断翅到处爱
阴入字【５】：不逼一觅
将上述字与念白音高调型走势逐一比对，所得统计结果如下：

表３ ４１　 《红楼梦》选段念白字调与本调调型关系统计表
唱词 一致或基本一致 不一致或相反
开帘满眼是残英 开帘英是 满眼残
飘坠尘泥谁过问 飘坠尘泥问 谁过
荷锄来做葬花人 锄来做 荷葬花人
不关爱觅闲愁恨 不闲愁恨 关爱觅
你鲜妍明媚是天生 鲜天 你妍明媚是生
忍受了风剑霜刀苦逼凌 霜苦逼凌 忍受了风剑刀
红可消香可断 消香断 红可１ 可２

难觅心中一点真 心一点真 难觅中
愿生双翅随你飞 翅飞 愿生双随你
飞到了天尽头处有长春 飞到尽有春 了天头处长
总计：７６字 ３６字，占４７％ ４０字，占５３％
开篇：２８字 １６字，占５７％ １２字，占４３％

从音高走势图和统计结果来看，《红楼梦》选段念白时处于唱句
末尾的字多数保持原调型，如“英、问、恨、凌、断、真、飞、
春”，仅有个别字调型改变，如“人、生”。这些处于句尾的字在音
节节奏上多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多数念同单字。从统计结果来
看，整个选段字型保持一致或基本一致的３６字，占４７％；不一致或
相反的４０字，占５３％，两者相当。这个统计结果跟《庵堂相会》
选段、《秋香送茶》选段比较一致。单就开篇部分而言，一致或基本
一致的占５７％；不一致或相反的占４３％，跟总体情况差别不大。这
说明“簧调开篇”在念白字调与本调的关系上与“老式簧调”、“老
簧调”没有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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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通过音高上线、中线、下线数据及其走势图来分析《红楼
梦》选段念白的音高走势规律，数据处理方法同前文，此处不再赘
述。数据处理结果见表３ ４２。

表３ ４２　 《红楼梦》选段念白音高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词 开 帘 满 眼 是 残 英

ＭＡＸ （白） ４３２ ３６９ ２５７ ３３３ ３８１ ２６０ ３１２

ＭＩＮ （白） ３８７ ２３５ １７７ ２５７ ２１８ １７９ ２３１

ＡＶＥ （白） ４０１ ２８５ ２１６ ３２２ ２９３ ２１１ ２８７

唱词 飘 坠 尘 泥 谁 过 问
ＭＡＸ （白） ３５３ ２７８ ３１１ ２７５ ２４９ ３５５ ２３１

ＭＩＮ （白） ２９５ １９７ ２０７ １７２ １７１ ３２７ １７０

ＡＶＥ （白） ３２１ ２２４ ２３７ ２０１ ２０１ ３３６ １９１

唱词 荷 锄 来 做 葬 花 人
ＭＡＸ （白） ３３３ ２７４ ２７２ ３１２ ３９８ ３６６ ２７６

ＭＩＮ （白） ２２３ ２０６ ２１５ １９２ ２０２ ２９２ １６８

ＡＶＥ （白） ２５４ ２３６ ２３３ ２２３ ２８１ ３２７ ２０６

唱词 不 关 爱 觅 闲 愁 恨
ＭＡＸ （白） ４７６ ４３９ ３４８ ３５６ ３７１ ３００ ２５３

ＭＩＮ （白） ４５４ ２２３ ３２９ ２２２ ２２４ ２０６ １７２

ＡＶＥ （白） ４７１ ３２９ ３３９ ２９７ ２８５ ２４２ １９８

唱词 你 鲜 妍 明 媚 是 天 生
ＭＡＸ （白） ３５６ ４２８ ３９６ ２９９ ３１９ ２８０ ４４５ ３８０

ＭＩＮ （白） ２７２ ３４８ ２５６ ２２２ ２３９ ２２０ ３８０ ２０５

ＡＶＥ （白） ３１０ ３８５ ２９７ ２５６ ２８７ ２５３ ３９２ ２６７

唱词 忍 受 了 霜 剑 风 刀 苦 逼 凌
ＭＡＸ （白） ２６３ ２５０ ２７３ ４４８ ３６０ ３５９ ３３６ ３７５ ３９４ ３１３

ＭＩＮ （白） １７８ ２３８ １８６ ３５８ ２２６ ２８８ ２３８ ３３１ ３６２ １９２

ＡＶＥ （白） ２０８ ２４５ ２２６ ３９６ ２８８ ３２６ ２７７ ３５２ ３８１ 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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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唱词 红 可 消 香 可 断

ＭＡＸ （白） ２５０ ２９２ ２８６ ３６６ ３５７ ３１０

ＭＩＮ （白） １７７ １８７ ２５２ ３１１ ３２４ １８９

ＡＶＥ （白） ２０９ ２３９ ２６７ ３４６ ３４２ ２２７

唱词 难 觅 心 中 一 点 真
ＭＡＸ （白） ２７１ ２９８ ３８２ ３６５ ３４６ ３０８ ３０９

ＭＩＮ （白） ２０３ ２５９ ２９６ ２３７ ２９２ ２０２ ２６４

ＡＶＥ （白） ２３１ ２８６ ３５４ ２８６ ３２４ ２４７ ２８５

唱词 愿 生 双 翅 随 你 飞
ＭＡＸ （白） ３２７ ４００ ４１９ ３６０ ２４４ ２８８ ３４９

ＭＩＮ （白） ２３３ ２７３ ３３８ ２３８ １９０ ２１４ ２８７

ＡＶＥ （白） ２９２ ３３４ ３７７ ２９５ ２１４ ２５５ ３１１

唱词 飞 到 了 天 尽 头 处 有 长 春
ＭＡＸ （白） ３３４ ３２９ ２９３ ４７８ ３１１ ３２６ ３６２ ４０４ ３０８ ３１６

ＭＩＮ （白） ２８５ ２５４ ２１４ ３９７ ２４０ １８３ ２３１ ２２２ １６７ ２８３

ＡＶＥ （白） ３０３ ２７９ ２４８ ４２４ ２８１ ２３６ ２８８ ２９６ ２４０ ２９４

根据表３ ４２数据作图如下（转页见图）。
观察图３ ３４，可以发现《红楼梦》选段念白的音高起收模式不

同于上文的《秋香送茶》选段和《庵堂相会》选段，本选段音高起
收模式主要为平起平收和高起低收，以平起平收为主。具体而言，
“开帘满眼是残英”高起低收，音高呈降—升—降—升走势；“飘坠
尘泥谁过问”高起低收，音高曲线呈现降—升—降走势；“荷锄来做
葬花人”平起平收，音高曲线呈升—降走势； “不关爱觅闲愁恨”
高起低收，音高曲线呈降势；“你鲜妍明媚是天生”起收相当，音高
曲线呈升—降—升—降走势；“忍受了霜剑风刀苦逼凌”起收平稳，
音高曲线总体上呈升—降—升—降走势； “红可消香可断”起收平
稳，音高曲线呈升—降走势；“难觅心中一点真”低起高收，音高曲
线总体上呈现升—降走势；“愿生双翅随你飞”起收较平，音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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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３４　 《红楼梦》选段念白音高三线走势图

呈升—降—升走势；收句“飞到了天尽头处有长春”平起平收，音
高曲线呈降—升—降—升—降—升走势。从上面分句的分析结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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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平起平收的较多，音高走势曲线则比较多样，受字调、节奏群、
念白旋律等多重因素制约，规律性不明显。表３ ４３是本选段音高中
线的折度的统计。

表３ ４３　 《红楼梦》选段念白音高中线折度统计表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开（７） ３ 不（８） １ 红（６） １ 愿（７） ２

飘（７） ４ 你（８） ５ 难（７） ４ 飞（１０） ５

荷（７） ２ 忍（１０） ６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１ ２ ３ １ ５ ２ ６ １

２ ２ ４ ２

统计结果显示，《红楼梦》选段的唱句念白折度为１ ～ ６个，与
上文《庵堂相会》选段和《秋香送茶》选段的折度统计不同，本选
段的折度分布较为均匀，折度为５个和６个的两句为长句，短句多
为１ ～ ４个折度。

为进一步分析《红楼梦》选段的起收音高变化情况，采用前文
的数据处理方法对《红楼梦》选段念白音高中线数据进行处理，数
据处理结果见表３ ４４。

表３ ４４　 《红楼梦》选段念白分句音高中线起收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中 收唱句起 中 收唱句起 中 收
开 ４０１ ２８８ ２８７ 你 ３１０ ３０６ ２６７ 难 ２３１ ２８８ ２８５

飘 ３２１ ２４４ １９１ 忍 ２０８ ２９３ ２２７ 愿 ２９２ ２９７ ３１１

荷 ２５４ ２５２ ２０６ 红 ２０９ ２７２ ２２７ 飞 ３０３ ２８９ ２９４

不 ４７１ ３０９ １９８

全部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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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最大值 ４７１ ３０９ ３１１ 均值３００ ２８４ ２４９ 区间２６３ ６５ １２０

最小值 ２０８ ２４４ １９１

开篇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最大值 ４７１ ３０９ ２８７ 均值３６２ ２７３ ２２１ 区间２１７ ６５ ９６

最小值 ２５４ ２４４ １９１

根据表３ ４４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３５　 《红楼梦》选段念白音高起收模式总图

表３ ４４显示：《红楼梦》选段念白起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
别为４７１ Ｈｚ和２０８ Ｈｚ，收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为３１１ Ｈｚ和
１９１ Ｈｚ，起点音高均值的变化范围（２６３ Ｈｚ）明显大于收点音高均值
变化范围（１２０ Ｈｚ），相差１４３ Ｈｚ。单就开篇四句而言，起点音高均
值变化范围２１７ Ｈｚ明显大于收点音高均值变化范围９６ Ｈｚ，相差１２１
Ｈｚ，与总体表现较一致。这个结果同《庵堂相会》选段和《秋香送
茶》选段念白音高起收变化也是比较一致的。本选段念白起收音高
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起点音高均值上线的提高，同时下线也有一定
程度的下降，这说明作为念白的首字音高变化范围较大，而收字的
音高变化范围较小，同时也说明簧调开篇和簧调慢板念白音高起收
点模式上与前文其他选段没有明显区别。图３ ３６是《红楼梦》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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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白音高起收模式分图。

图３ ３６　 《红楼梦》选段念白音高起收模式分图

图３ ３６显示：《红楼梦》选段念白音高起收模式以降和平为
主，个别表现为升势。开篇部分的４句呈现出起点高，收点低的特
点，与总体趋势一致，起收模式以降为主。表３ ４５是《红楼梦》选
段念白起收模式的具体统计情况。

表３ ４５　 《红楼梦》选段念白分句音高起收模式统计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开 ４０１ ２８７ １１４ 降 忍 ２０８ ２２７ － １９ 平
飘 ３２１ １９１ １３０ 降 红 ２０９ ２２７ － １８ 平
荷 ２５４ ２０６ ４８ 降 难 ２３１ ２８５ － ５４ 升
不 ４７１ １９８ ２７３ 降 愿 ２９２ ３１１ － １９ 平
你 ３１０ ２６７ ４３ 降 飞 ３０３ ２９４ ９ 平

模式 降 平 升
句数 ５ ４ １

比例 ５０％ ４０％ １０％

表３ ４５显示：《红楼梦》念白音高起收模式以降势和平势为主，
降势５句，占５０％；平势４句，占４０％，出现上升模式的仅１句，
且上升的幅度较小。分开来看，开篇部分的前４句全部呈现降势，
表现了簧调开篇低沉哀怨的特点。除开篇以外的后６句起收模式以
平势为主，共有４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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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４　 《红楼梦》选段演唱音高研究
本节分析《红楼梦》选段演唱的音高特点，请看本选段演唱音

高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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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３７　 《红楼梦》选段演唱音高走势图

　 　 观察发现，与《庵堂相会》选段和《秋香送茶》选段明显不
同，《红楼梦》选段演唱的旋律模式变化相当明显，几乎每一个字都
有音高抖动，且音高抖动部分多是围绕一条直线上下波动，频率较
快。本选段的长句在音高上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每一唱句的最
后一个字音域都比较低。唱句句尾下降与本选段的唱腔特点明显相
关，因为本选段场面十分悲伤，所以句尾音高多下降，以突出其感
伤的氛围；同时，字音延长，拖腔，音高抖动三者相互协调，共同
为表现人物情感服务。单就开篇四句而言，与总体趋势表现一致，
这一方面说明了演唱的音高特点与人物情感的表达直接相关，另
一方面说明了簧调开篇和簧调慢板在演唱音高上有很多共同点。
两者虽然一致性较强，但还是有一些区别。从总体音高走势曲线
来看，开篇部分“开帘满眼是残英”、“飘坠尘泥谁过问”、“不关
爱觅闲愁恨”非常相似，都是经过两次下降，前面一次稍短，后
面一次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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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分析演唱字调与本调的关系。我们根据图３ ３７，将演唱的
每一个字的字调调型与单念字调型进行比对，所得统计结果见
表３ ４６。

表３ ４６　 《红楼梦》选段演唱字调与本调调型关系统计表
唱词 一致或基本一致 不一致或相反
开帘满眼是残英 开 帘满眼是残英
飘坠尘泥谁过问 飘坠尘泥谁过问
荷锄来做葬花人 来 荷锄做葬花人
不关爱觅闲愁恨 爱 不关觅闲愁恨
你鲜妍明媚是天生 鲜 你妍明媚是天生
忍受了风剑霜刀苦逼凌 霜刀 忍受了风剑苦逼凌
红可消香可断 红可消香可断
难觅心中一点真 中真 难觅心一点
愿生双翅随你飞 生双随 愿翅你飞
飞到了天尽头处有长春 天 飞到了尽头处有长春
总计：７６字 １２字，占１６％ ６４字，占８４％
开篇部分：２８字 ３字，占１１％ ２５字，占８９％

从音高走势图和统计结果来看，与念白相比，演唱音高模式发
生了较大变化，绝大多数字失去了原调型模式。从统计结果来看，
整个选段字型演唱调型与单念时保持一致或基本一致仅１２字，占
１６％，且是这１６％的字基本都是平调，实际上并不一定与本调相关，
而可能是暗合了演唱的旋律。不一致或相当的６４字，占８４％；开篇
部分的前４句，不一致或相反的比例更高，占８９％，这说明演唱时
旋律基本上不受单字调型影响，而是服从唱腔旋律。这个时候听众
对字音的把握就主要靠声韵了，字调所起的作用明显降低，产生感
人力量的主要是旋律变化。

下面统计《红楼梦》选段演唱的音高上线、中线和下线数据，
并根据数据作出每一唱句的三条音高走势图，数据处理结果见表
３ ４７ （见第１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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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４７　 《红楼梦》选段演唱音高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词 开 帘 满 眼 是 残 残ｙ 英

ＭＡＸ （唱） ４４３ ４５９ ２９０ ４０３ ５４８ ４２７ ４２５ ４３４

ＭＩＮ （唱） ４２０ ３５１ ２７１ ３１３ ３４７ ３０１ １９１ ２９７

ＡＶＥ （唱） ４３３ ３８８ ２８０ ３４７ ４５４ ３５９ ２７５ ３５９

唱词 飘 坠 尘 尘ｙ 泥 谁 过 过ｙ 问
ＭＡＸ （唱） ４３０ ４１６ ３２２ ３５７ ２６９ ５４６ ４３９ ４１６ ２４１

ＭＩＮ （唱） ２４３ ２９５ ２７８ ２１７ １９７ ３５２ ３００ １９６ １９５

ＡＶＥ （唱） ３５２ ３３７ ３０８ ２８２ ２２５ ４５３ ３７１ ２７３ ２０９

唱词 荷 锄 锄ｙ 来 做 做ｙ 葬 花 花ｙ 花ｙ 花ｙ

ＭＡＸ （唱） ４３３ ５４１ ４７４ ４１６ ４４４ ５４０ ５０５ ４３６ ４１９ ３１９ ３１６

ＭＩＮ （唱） ３６５ ４０１ ３４４ ２６５ ４０７ ４０９ ３１６ ２５５ ２９７ ２７０ １９５

ＡＶＥ （唱） ４０４ ４６２ ４０５ ３２８ ４２５ ４６１ ３６９ ３４０ ３５０ ２９６ ２４０

唱词 花ｙ 花ｙ 花ｙ 花ｙ 人 人ｙ 人ｙ 人ｙ 人ｙ 人ｙ

ＭＡＸ （唱） ２２６ ４３６ ５５６ ４３２ ３２４ ３３２ ３１９ ２６５ ３２１ ２６５

ＭＩＮ （唱） １８９ ３５０ ２６３ ２６９ ２５６ ２７０ ２６２ １９８ ２１２ １９５

ＡＶＥ （唱） ２０８ ４０５ ３９４ ３６８ ３０１ ２９９ ２９３ ２２８ ２４９ ２１７

唱词 不 关 爱 爱ｙ 觅 闲 愁 愁ｙ 恨
ＭＡＸ （唱） ４３７ ４８３ ３２１ ３６３ ２６８ ５４４ ４２２ ４１８ ２２５

ＭＩＮ （唱） ３４３ ３１１ ２７４ ２２４ １９９ ３４５ ２８７ １９０ ２００

ＡＶＥ （唱） ３９７ ３８４ ３０４ ２８２ ２２５ ４５２ ３５２ ２７１ ２１３

唱词 你 鲜 妍 明 媚 是 天 天ｙ 生
ＭＡＸ （唱） ４５６ ５９４ ５６６ ４３３ ５６２ ６６４ ５０３ ３５８ ４４３

ＭＩＮ （唱） ４１９ ４７７ ３５５ ４１７ ４７９ ３６２ ３１３ １９５ ２９９

ＡＶＥ （唱） ４３４ ５３８ ４５２ ４２６ ５１１ ５２０ ３９０ ２５４ ３５７

唱词 忍 受 了 霜 剑 风 刀 苦 逼 凌
ＭＡＸ （唱） ４２９ ５５９ ４３２ ５１１ ４４３ ４３９ ３６２ ５０７ ３５５ ２２２

ＭＩＮ （唱） ４０７ ４１９ ２９６ ４６８ ４１３ ３１４ ３５１ ２６０ ２０１ １９６

０４１ 　 锡剧女声唱腔声学实验研究



（续表）
ＡＶＥ （唱） ４１９ ４６０ ３５１ ４８１ ４２９ ３５９ ３５３ ３４６ ２４８ ２０７

唱词 红 可 消 香 可 断
ＭＡＸ （唱） ２７８ ３２５ ５９６ ４６０ ４４６ ３３８

ＭＩＮ （唱） ２２７ ３０１ ３０５ ３４９ ３００ ２８８

ＡＶＥ （唱） ２６６ ３１４ ４１０ ４０６ ３３５ ３１２

唱词 难 觅 心 中 一 点 真
ＭＡＸ （唱） ３２５ ３６３ ４５２ ３５６ ４１６ ３６８ ３２２

ＭＩＮ （唱） ２７９ ３５２ ２８９ ３３９ ２６０ ２９３ ２８２

ＡＶＥ （唱） ３１０ ３５７ ３６４ ３４９ ３２４ ３１４ ３０２

唱词 愿 生 双 翅 随 你 飞 飞ｙ

ＭＡＸ （唱） ３３３ ３２２ ５３６ ４５２ ４２９ ３６３ ６５７ ５３５

ＭＩＮ （唱） ２５３ ３０９ ４５１ ３８９ ３４２ ３０７ ５１４ ４０５

ＡＶＥ （唱） ２７２ ３１４ ４７９ ４２１ ３８６ ３３８ ５６５ ４６０

唱词 飞 到 到ｙ 了 天 尽 头 头ｙ 处 有 长
ＭＡＸ （唱） ３７０ ２５２ ３０８ ３４２ ５６４ ４８０ ３１５ ４１４ ３５６ ５３８ ４２８

ＭＩＮ （唱） ２６２ ２２９ ２７８ ２９４ ４７６ ３５１ ２５８ ３０８ ２０４ ３４３ ２９８

ＡＶＥ （唱） ３０８ ２３５ ２９５ ３１３ ４９５ ４０８ ２９７ ３３０ ２６５ ４４２ ３６２

唱词 长ｙ 长ｙ 春
ＭＡＸ （唱） ４２１ ３５３ ３４４

ＭＩＮ （唱） ２９８ １９８ ２０１

ＡＶＥ （唱） ３５５ ２５３ ２６１

根据表３ ４７数据作图如下（转页见图）。
观察表３ ４７和图３ ３８可以发现，《红楼梦》选段演唱音高具有

一些比较明显的特点。与上文的分析一致，第１句到第６句的音高
曲线基本上有两次降势，第７句和第８句音高中线走势相似，都是
先升后降。具体而言，“开帘满眼是残英”、“飘坠尘泥谁过问”两
句唱腔较舒缓，旋律呈现一定的起伏，但起收点大致相当，起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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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３８　 《红楼梦》选段演唱音高三线走势图

高，其中首句呈降—升—降—升走势，尾部抬起，第２句的前４字
和后３字都呈音高下倾走势；“荷锄来做葬花人”为长三调，此句拖

２４１ 　 锡剧女声唱腔声学实验研究



腔特别明显，因拖腔而衍生的唱字较多，整句音高曲线呈现两次下
降趋势；“不关爱觅闲愁恨”与上句音高走势相似，但拖腔没有上句
明显，起点高于收点；“你鲜妍明媚是天生”、“忍受了风刀霜剑苦
逼凌”音高起伏较大，其中音高频率最高的“是”字频率值近７００
Ｈｚ；“红可断香可消”、“难觅心中一点真”两句呈降势，音高走势
相似，先升后降，音高中线平滑； “愿生双翅随你飞”起点低于收
点，音高呈现逐步抬高趋势，句中的“飞”字的音高也近７００ Ｈｚ；
最后一句“飞到了天尽头处有长春”为收句，音高曲线变化明显，
出现多次起伏，但最后几字仍然呈现降势。本选段选自《黛玉葬
花》，黛玉内心伤感，自顾自怜，场面催人泪下，这样的内容与“簧
调开篇”和“簧调慢板”的表现力正好契合。相比较而言，《庵堂相
会》选段、《秋香送茶》选段采用的是“老式簧调”和“老簧调”，
表现的内容比较活泼、愉悦，因此在时长模式和音高模式上与本选段
都有明显不同。下表为《红楼梦》选段演唱音高中线的折度统计。

表３ ４８　 《红楼梦》选段演唱音高中线折度统计表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开（８） ３ 不（９） ２ 红（６） １ 愿（７） ３

飘（９） ２ 你（９） ４ 难（７） １ 飞（１４） ８

荷（２１） ９ 忍（１０） ５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１ ２ ３ ２ ５ １ ９ １

２ ２ ４ １ ８ １

统计结果显示，本选段的唱句演唱时折度为１ ～ ９个，折度为１，
２，３个的句数都是２句，折度为４，５，８，９个的句数都是１句，其
中折度为８，９个的是因为衍生的唱字较多，即便在这８，９个折度
的唱句中，有的折度起伏也还是比较小的，所以总体看来，演唱的
音高曲线走势比较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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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文对《红楼梦》选段演唱音高数据及音高走势图的分析，
已经可以看出《红楼梦》选段在旋律上的一些特点。下面通过分析
《红楼梦》选段演唱的音高起收模式，进一步分析本选段的旋律特
点。相关数据处理结果见表３ ４９。

表３ ４９　 《红楼梦》选段演唱分句音高中线起收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中 收唱句起 中 收唱句起 中 收
开 ４３３ ３６２ ３５９ 你 ４３４ ４３１ ３５７ 难 ３１０ ３３２ ３０２

飘 ３５２ ３１２ ２０９ 忍 ４１９ ３６５ ２０７ 愿 ２７２ ４０４ ４６０

荷 ４０４ ３３５ ２１７ 红 ２６６ ３４１ ３１２ 飞 ３０８ ３３０ ２６１

不 ３９７ ３２０ ２１３

全部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最大值 ４３４ ４３１ ４６０ 均值３６０ ３５３ ２９０ 区间１６８ １１９ ２５３

最小值 ２６６ ３１２ ２０７

开篇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最大值 ４３３ ３６２ ３５９ 均值３９７ ３３２ ２５０ 区间 ８１ ５０ １５０

最小值 ３５２ ３１２ ２０９

根据表３ ４９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３９　 《红楼梦》选段演唱音高起收模式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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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３９显示，《红楼梦》选段演唱时音高中线起收模式多呈降
势。统计显示：演唱时起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为４３４ Ｈｚ和２６６ Ｈｚ，
与念白相比下线有所抬高，而上线有所降低（念白时的上、下线分
别为４７１ Ｈｚ和２０８ Ｈｚ）；收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为４６０ Ｈｚ和２０７
Ｈｚ，与念白相比（念白时的上、下线分别为３１１ Ｈｚ和１９１ Ｈｚ），上
下线均有所抬高，下线抬高明显主要是受唱句“愿生双翅随你飞”
的收字影响。演唱时起点音高均值的变化范围（１６８ Ｈｚ）明显小于
收点音高均值变化范围（２５３ Ｈｚ），差异的原因在于收点音高均值上
线的提高和均值下线的降低。如果不统计“飞ｙ”的音高，则收点音
高变化范围为１５２ Ｈｚ，仍略小于起点变化范围。就开篇的４句而言，
起点音高变化范围为８１ Ｈｚ小于收点音高变化范围１５０ Ｈｚ，主要是因
为首句的收点音高比较高，若排除此句，起点音高变化范围仍大于
收点。本选段的开篇４句因为唱句较少，所以不具有很典型的代
表性。

《红楼梦》选段音高起收数据的结果跟《庵堂相会》选段比较
相似，但与《秋香送茶》选段相有明显不同。图３ ３９ （见第１４４
页）清晰地显示了《红楼梦》选段演唱时的音高中线起点音高变化
范围和收点音高变化范围。图３ ４０是《红楼梦》选段演唱音高中线
起收模式的具体表现。

图３ ４０　 《红楼梦》选段演唱音高起收模式分图

图３ ４０显示，多数唱句音高起收模式为降势，个别唱句为升势
或平势。就前４句而言与图３ ３９的起收点音高变化相似，都是起点
窄，收点宽。为从数据上统计起收点音高均值变化情况，采取了与
前文同样的处理方法，即起点与落点相差３０ Ｈｚ以上（包括３０ Ｈｚ）
的为降或升，３０ Ｈｚ以内为平，统计结果见表３ ５０ （见第１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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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５０　 《红楼梦》选段演唱分句音高起收模式统计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开 ４３３ ３５９ ７４ 降 忍 ４１９ ２０７ ２１２ 降
飘 ３５２ ２０９ １４３ 降 红 ２６６ ３１２ － ４６ 升
荷 ４０４ ２１７ １８７ 降 难 ３１０ ３０２ ８ 平
不 ３９７ ２１３ １８４ 降 愿 ２７２ ４６０ － １８８ 升
你 ４３４ ３５７ ７７ 降 飞 ３０８ ２６１ ４７ 降

全部
模式 降 平 升
句数 ７ １ ２

比例 ７０％ １０％ ２０％

开篇
模式 降 平 升
句数 ４ ０ ０

比例 １００％ ０％ ０％

表３ ５０显示，《红楼梦》选段演唱时音高起收模式以降势为主，
共７句，占７０％；其次为升势，共２句，占２０％，就前４句而言，
全部呈现降势，而且降的幅度也比较大。与念白相比，选段的后６
句有比较明显的变化，表现为降势的句子明显增加，而表现为平势
的句子有所降低。本选段出现上升模式的有２句，比念白多出１句，
表现为升势的唱句与念白也有所变化，并非同一句。
３ ３ ５　 《红楼梦》选段唱、白音高比较
本节对《红楼梦》选段的演唱、念白进行音高比较分析，探讨

二者之间的关系。与前文相同，比较的主要内容着眼于两个方面，
一是唱、白音高走势的比较，一是唱、白音域的比较。

３ ３ ５ １　 《红楼梦》选段唱、白音高走势比较
《红楼梦》选段念白、演唱音高走势比较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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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４１　 《红楼梦》选段唱、白音高走势对比图

　 　 图３ ４１显示，《红楼梦》选段念白字调的调型与演唱字调的调
型差异明显，只有少数字的调型走势基本一致，如“开、眼、残、
谁、来、鲜、是、生、了、风、香、难、真、飞、天、尽、处、长”
等，但这些调型基本一致的字中，平声字占了多数。从整体上看，
本选段念白和演唱单字调型模式不一致的字占大多数，这说明本选
段演唱与念白受到不同的旋律模式制约，各有自身的规律性；虽然
本选段演唱和念白单字调型走势不尽一致，但是有不少节奏群甚至
唱句的总体音高走势却很相似，例如“飘坠尘泥”、“忍受了风霜刀
剑苦逼凌”、“天尽头处”等，这些节奏群或唱句都有音高下降趋
势，说明两者有共同的旋律制约因素。本选段在演唱时时长延长明
显，有很多拖腔之处，唱字的音高上下抖动性增强，唱字在拖腔时
音高围绕中线的上下波动既增加了音乐感，也是生理调节的需要。
本选段与《庵堂相会》和《秋香送茶》相比，拖腔使用明显增多，
不像前两个选段只有首尾唱句或中间的过渡句才出现音高抖动现象，
说明了“簧调开篇”和“簧调慢板”的唱腔风格与“老式簧调”和
“老簧调”有明显不同。

为进一步统计念白与演唱的旋律变化情况，我们将念白的音高均
值模式与演唱的音高均值模式进行对比，请看图３ ４２ （见第１５０页）。

图３ ４２显示，从总体趋势上看，《红楼梦》选段多数念白的音
高中线走势与演唱的音高中线走势存在一致性，少数唱句起字和收
字模式不尽一致；从折度上来说，演唱的折度与念白的折度相当，
说明演唱虽然拖腔明显，衍生出不少唱字，但音高走势较为平滑，
折度并未明显增加。从总体上看，《红楼梦》选段演唱时旋律起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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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４２　 《红楼梦》选段唱、白音高中线对比图

大于念白，这与前文《庵堂相会》选段和《秋香送茶》选段有所不
同；从音域变化上看，演唱时音高中线基本处于念白音高中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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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说明演唱时音域明显抬高，与《庵堂相会》选段、《秋香送
茶》选段相比，本选段的演唱音域提高幅度较大。就分句而言，“开
帘满眼是残英”一句唱、白总体走势基本一致，呈下降趋势，但演
唱起伏略大。“飘坠尘泥谁过问”一句音高走势一致性略差，但起收
点基本一致，演唱时音高有两次下降。“荷锄来做葬花人”是本段高
潮部分，所以演唱时拖腔明显，旋律多次起伏，但最后音高渐低，
曲调哀伤。“不关爱觅闲愁恨”一句演唱时有一次明显起伏，念白和
演唱都是高起低收。“你鲜妍明媚是天生”演唱、念白基本一致，演
唱音高高于念白。“忍受了霜剑风刀苦逼凌”一句，旋律起伏大致相
当，但起收模式不一致，念白是平起平收，而演唱则是高起低收。
“红可消香可断”一句唱、白音高模式基本一致，演唱音高高于念
白。“难觅心中一点真”念白音高起伏较明显，波折较多，演唱音高
较平滑。“愿生双翅随你飞”唱、白音高走势基本一致，演唱时唱句
后部有拖腔，以便过渡到最后一句收尾。“飞到了天尽头处有长春”
唱、白模式基本一致，演唱由于拖腔有多次起伏。

３ ３ ５ ２　 《红楼梦》选段唱、白音域比较
本节从音域角度分析《红楼梦》选段唱、白旋律特点。首先是

对每一唱句的句域变化情况进行统计，相关统计结果见表３ ５１。
表３ ５１　 《红楼梦》选段唱、白分句音域比较表（单位：Ｈｚ）

唱句 开 飘 荷 不 你 忍 红 难 愿 飞段域均值
句域（唱） ３５７ ３５２ ３６７ ３５４ ４６９ ３６３ ３７０ １９２ ４０４ ３６５ ４７５ ３５９

句域（白） ２５５ １８５ ２３０ ３０４ ２３９ ２７１ １８９ １８０ ２２９ ３１１ ３１１ ２３９

差值 １０２ １６７ １３７ ５０ ２３０ ９２ １８１ １２ １７５ ５４ １６４ １２０

根据表３ ５１数据作图如下（转页见图）：
表３ ５１显示，就整个选段而言，演唱的频率域明显大于念白的频

率域，演唱为４７５ Ｈｚ，念白为３１１ Ｈｚ，两者相差１６４ Ｈｚ，这个统计结果
比《庵堂相会》选段（唱、白差１０４ Ｈｚ）、《秋香送茶》选段（唱、白
差４４ Ｈｚ）都要高，说明《红楼梦》选段演唱句域提高得非常明显。
不仅如此，《红楼梦》选段演唱句域的均值为３５９ Ｈｚ，也明显大于念白
句域的均值２３９ Ｈｚ，两者相差１２０ Ｈｚ，而《庵堂相会》选段的演唱句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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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４３　 《红楼梦》选段唱、白句域对比图

均值比念白句域均值小６ Ｈｚ，《秋香送茶》选段的演唱句域均值比念白
句域均值小１２ Ｈｚ，其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单就开篇部分而言，经计
算，前４句的演唱、念白的音域分别为３６７ Ｈｚ和３０８ Ｈｚ，前４句的演
唱、念白句域均值分别为３５８ Ｈｚ和２４４ Ｈｚ，演唱音域都大于念白音域。
从均值来看，开篇部分的差异与总体差异比较一致，这也说明了“簧
调开篇”与“老式簧调”、“老簧调”在音域方面有明显区别。本选段
分句句域与选段的整体表现大体一致，演唱句域明显大于念白句域的
有９句，演唱句域与念白句域相当的有１句，没有出现演唱句域小于
念白句域的唱句。从图３ ４３来看，演唱句域曲线变化性较大，主要是
因为“难觅心中一点真”一句的句域明显收缩，而“你鲜妍明媚是天
生”一句句域又明显扩大，其他唱句句域则基本处于一条直线上，特
别是前４句，演唱的音域一致性非常明显，这说明了簧调开篇唱句音
域的稳定性。相比较而言，《红楼梦》选段念白句域线则基本在演唱
句域之下，曲线变化性较明显，但少有演唱的陡升陡降。

下面按唱字统计《红楼梦》选段的唱、白字域变化情况。为统
计比较念白、演唱字域变化情况，我们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处理，处
理方法同前文。请看表３ ５２的统计结果。

表３ ５２　 《红楼梦》选段唱、白字域比较表（单位：Ｈｚ）
唱词 开 帘 满 眼 是 残 英

字域（唱） ２２ １０８ １９ ９０ ２０１ １２６ １３７

字域（白） ４４ １３４ ８１ ７６ １６３ ８２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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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字域差 － ２２ － ２６ － ６２ １４ ３８ ４４ ５６

唱词 飘 坠 尘 泥 谁 过 问
字域（唱） １８６ １２２ ４４ ７２ １９４ １３９ ４６

字域（白） ５８ ８１ １０３ １０３ ７８ ２７ ６１

字域差 １２８ ４１ － ５９ － ３１ １１６ １１２ － １５

唱词 荷 锄 来 做 葬 花 人
字域（唱） ６８ １４０ １５１ ３７ １８８ １８１ ６８

字域（白） １１１ ６８ ５７ １１９ １９６ ７３ １０８

字域差 － ４３ ７２ ９４ － ８２ － ８ １０８ － ４０

唱词 不 关 爱 觅 闲 愁 恨
字域（唱） ９４ １７２ ４６ ６９ １９９ １３５ ２６

字域（白） ２２ ２１７ １９ １３４ １４７ ９４ ８１

字域差 ７２ － ４５ ２７ － ６５ ５２ ４１ － ５５

唱词 你 鲜 妍 明 媚 是 天 生
字域（唱） ３７ １１７ ２１１ １６ ８４ ３０２ １８９ １４４

字域（白） ８４ ８０ １４０ ７７ ８１ ６１ ６４ １７５

字域差 － ４７ ３７ ７１ － ６１ ３ ２４１ １２５ － ３１

唱词 忍 受 了 霜 剑 风 刀 苦 逼 凌
字域（唱） ２２ １４０ １３６ ４４ ３０ １２４ １１ ２４７ １５４ ２６

字域（白） ８５ １２ ８７ ９０ １３４ ７１ ９８ ４４ ３２ １２１

字域差 － ６３ １２８ ４９ － ４６ － １０４ ５３ － ８７ ２０３ １２２ － ９５

唱词 红 可 消 香 可 断
字域（唱） ５１ ２４ ２９１ １１２ １４６ ４９

字域（白） ７３ １０４ ３３ ５５ ３４ １２１

字域差 － ２２ － ８０ ２５８ ５７ １１２ － ７２

唱词 难 觅 心 中 一 点 真
字域（唱） ４５ １１ １６３ １７ １５７ ７５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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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字域（白） ６８ ３９ ８６ １２７ ５４ １０７ ４５

字域差 － ２３ － ２８ ７７ － １１０ １０３ － ３２ － ４

唱词 愿 生 双 翅 随 你 飞
字域（唱） ８０ １３ ８５ ６３ ８７ ５５ １４３

字域（白） ９４ １２８ ８１ １２１ ５３ ７４ ６２

字域差 － １４ － １１５ ４ － ５８ ３４ － １９ ８１

唱词 飞 到 了 天 尽 头 处 有 长 春
字域（唱） １０８ ２３ ４８ ８８ １２９ ５７ １５２ １９６ １３１ １４３

字域（白） ４９ ７５ ７８ ８１ ７１ １４３ １３１ １８１ １４１ ３３

字域差 ５９ － ５２ － ３０ ７ ５８ － ８６ ２１ １５ － １０ １１０

根据表３ ５２中字域差作图如下：

图３ ４４　 《红楼梦》选段唱、白字域差值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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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３ ５２所做的统计数据如下：
表３ ５３　 《红楼梦》选段唱、白字域关系统计表

唱句唱＞白唱＜白唱句唱＞白唱＜白唱句唱＞白唱＜白
开 ４ ３ 你 ５ ３ 难 ２ ５

飘 ４ ３ 忍 ５ ５ 愿 ３ ４

荷 ３ ４ 红 ３ ３ 飞 ６ ４

不 ４ ３

总计 唱＞白：３９字 唱＜白：３７字
开篇 唱＞白：１５字 唱＜白：１３字

统计显示，演唱字域大于念白字域的共计３９字，小于念白句域
的共计３７字，与上文对句域的统计不尽一致，句域统计显示演唱句
域都大于念白句域，而单字字域统计显示两者相当，几乎各占一半，
这说明演唱时单字字域提高的幅度比较大，而减小的幅度则相对较
小，才会产生上述结果；同时还说明《红楼梦》选段演唱时，字域
变化性较大，主要是一些字的频率上线提高明显。这个统计结果与
《庵堂相会》选段、《秋香送茶》选段明显不同，这两个选段都是演
唱音域小于念白音域的字占大多数，这说明不同的曲调在唱字的音
域变化上也有着明显不同，“老式簧调”、“老簧调”节奏明快、活
泼，因此演唱时字域以收缩为主，而“簧调开篇”和“簧调慢板”
节奏偏慢、情调感伤，因此字域扩大和字域收缩的字数相当，且字
域扩大的唱字扩大的幅度比较大。

３ ４　 《嫁媳》 选段声学实验研究

３ ４ １　 曲目介绍
锡剧《嫁媳》取材于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吴趼人的《二十年

目睹之怪现状》。《嫁媳》具有很深的反封建的力度，受到观众普遍
欢迎，并成为锡剧优秀传统剧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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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的大概内容是说苟才为了光耀门楣，不惜花费五千两
银子，给年轻寡妇胡瑞莲请来了贞节匾，并以家法教训胡瑞莲要严
守妇道。不料此时京城钦差大人突然前来查办江南一批捐班买缺的
官吏，其中也有苟才之名。苟才左思右想，找到了一个两全齐美的
办法，既能免于查办，又能升官发财。于是他不顾一切，又将胡瑞
莲下嫁于钦差大人做第六房姨太太。

《嫁媳》是１９８８年由江苏电视台拍摄的首部锡剧电视戏曲片，
流传甚广。本剧的主演是沈佩华的弟子卞雁敏（现就职于江苏省戏
剧学校）。本选段是胡瑞莲亡夫周年之际，苟才为她请来了贞节匾，
胡瑞莲迎接贞节匾的一段唱词。选段所使用的曲调是簧调慢板，黄
调慢板演唱时音域宽，唱腔婉转，速度缓慢，抒情，细腻，一般用
于深情、回忆、沉思、叙述等情景。簧调慢板除起调、落调之外，
中间往往插入清板。本选段的简谱如下：

３ ４ ２　 《嫁媳》选段唱、白时长比较
本节研究《嫁媳》选段演唱和念白的时长变化情况。我们首先

按单字统计念白和演唱时的单字音节时长，然后将两者进行比较，
计算出差值等相关数据，并根据相关数据作图。《嫁媳》选段唱、白
时长数据统计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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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５４　 《嫁媳》选段唱、白音节时长对照表（单位：毫秒）
唱词 夫 君 一 死 守 灵 灵ｙ 前 终 朝 每
演唱１９７９ ２２４８ １３２７ ４４７０ ２９７９ ２０３１ ４８６１ ４０４６ １５８９ １５６０ ８０９

念白 ６２２ ５３８ １４８ ６８０ ６１２ ４７６ ６３４ ４６３ ５２１ ４４４

差值１３５７ １７１０ １１７９ ３７９０ ２３６７ １５５５ ３４１２ １１２６ １０３９ ３６５

唱词 日 日ｙ 泪 泪ｙ 涟 涟 公 公 他 为 我
演唱１６０４ ４０７ １０３１ １５７４ ２８９５ ７５９ ７４８ ７２４ １３１８ ７０７ ６１３

念白 ３４３ ４８３ ２７４ ３１１ ３５３ ２３９ ４９１ ３３１ ４３１

差值１２６１ ５４８ ２６２１ ４４８ ３９５ ４８５ ８２７ ３７６ １８２

唱词 奏 请 贞 节 匾 匾ｙ 是 喜 是 是ｙ 悲
演唱 ７０６ ５４９ １４３１ １２２３ ６７４ ８７２ １６４４ １５１１ １５３９ １３８５ ７２５

念白 ３４９ ４５５ ３７０ １９３ ２８８ ４３７ ５８９ ４３７ ２８８

差值 ３５７ ９４ １０６１ １０３０ ３８６ １２０７ ９２２ １１０２ ４３７

唱词悲ｙ 恰 恰ｙ 难 难ｙ 言
演唱 ７９８ １１３４ １５００ １６４８ ４８８３ ３３２０

念白 ２７２ ３８１ ４８３

差值 ８６２ １２６７ ２８３７

表３ ５４显示，与念白相比，《嫁媳》选段演唱时单字全部显示
为时长变长，而且时长延长的数值比较大，这与《红楼梦》选段一
致，而不同于《庵堂相会》选段和《秋香送茶》选段。数据显示本
选段演唱时时长最长的唱字“灵ｙ”达到４８６１毫秒，时长最短的
“日ｙ”也达到了４０７毫秒，而且其作为入声字的特征也已完全消失，
其前的本字时长更是达到了１６０４毫秒。本选段使用曲调为簧调慢
板，时长上的上述特点表现了其缓慢抒情的特点。此外，本选段情
节本身同样较为感伤，所以适合使用缓慢抒情的曲调。这种曲调以
表现人物心理见长，情感细腻，能够达到以情动人的目的。下面比
较本选段的唱、白分句时长和字均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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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５５　 《嫁媳》选段唱、白分句时长比较表（单位：毫秒）
唱句 夫 终 公 是 总长 均长
演唱 ２３９４２ １２２２７ ９５６５ ２００８８ ６５８２２ １６４５６

念白 ３７１１ ２８３９ ３４９９ ２８８７ １２９３６ ３２３４

差值 ２０２３１ ９３８８ ６０６６ １７２０１ ５２８８６ １３２２２

据表３ ５５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４５　 《嫁媳》选段唱、白分句时长对比图

统计显示：《嫁媳》选段念白总时长为１２９３６ 毫秒，演唱为
６５８２２毫秒，演唱比念白多出５２８８６毫秒；演唱唱句平均时长１６４５６
毫秒，念白唱句平均时长３２３４毫秒，演唱比念白多出１３２２２毫秒。
从分句来看，每一唱句的演唱时长都长于念白时长，尤其是第一句
“夫君一死守灵前”更是长出２０２３１毫秒。可见，本选段演唱时长明
显长于念白时长，与《红楼梦》选段在时长方面的表现相似，表现
了“簧调开篇”和“簧调慢板”婉转悠扬、一唱三叹的特色。表
３ ５６是分句时长统计结果。

表３ ５６　 《嫁媳》选段唱、白分句字均时长比较表（单位：毫秒）
唱句 夫 终 公 是 字均
演唱 ２９９３ １３５９ ８７０ １８２６ １６８８

念白 ５３０ ４０６ ３５０ ４１２ ４１７

差值 ２４６３ ９５３ ５２０ １４１４ １２７１

８５１ 　 锡剧女声唱腔声学实验研究



据表３ ５６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４６　 《嫁媳》选段唱、白分句字均时长对比图

图表显示，《嫁媳》选段唱、白分句字均时长的表现跟分句总长
表现一致。相比较而言，无论分句时长还是字均时长，念白时相差
不大，而演唱时相差较大，两者的时长曲线也呈不同的状态，念白
几为直线，而演唱时则为曲线，且两头高，中间低。
３ ４ ３　 《嫁媳》选段念白音高研究
本节分析《嫁媳》选段念白的音高特点，首先分析其音高走势图。

图３ ４７　 《嫁媳》选段念白音高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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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媳》选段一共四句唱词，图３ ４７显示，念白句尾的字调有
两种，一种是平调，一种是近似２１３的曲折调，跟本调比较接近。
从音高走势图上看，本选段的四句唱词前半部分基本都有音高下倾
趋势，而后半句有两句音高下倾，两句较为平稳。下面分析本选段
的字调调型与本调的关系，《嫁媳》选段唱词字调归属如下：

阴平字【５５】：夫君终朝公他贞悲
阳平字【１１３】：灵前泪涟为难言是
阴上字【４１２】：死守请匾喜
阳上字【２２４】：每我
阴去字【５２３】：奏
阴入字【５】：一恰节
阳入字【２３】：日
将上述字与念白调型逐一比对，所得统计结果见表３ ５７。

表３ ５７　 《嫁媳》选段字调与本调调型关系统计表
唱词 一致或基本一致 不一致或相反
夫君一死守灵前 一死守灵前 夫君
终朝每日泪涟涟 泪 终朝每日涟涟
公公他为我奏请贞节匾 奏贞 公公他为我请节匾
是喜是悲恰难言 是１ 喜难言 是２ 悲恰
总计：３１字 １２字，占３９％ １９字，占６１％

从表３ ５７看，《嫁媳》选段字型保持一致或基本一致的１２字，
占３９％；不一致或相反的１９字，占６１％，不一致的占多数。说明
《嫁媳》选段念白时旋律对单字调型的调节比较明显，但是因为唱字
比较少，这个统计数据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并不具有典型
的代表性。

下面通过音高数据来分析《嫁媳》选段的念白音高特点，数据
处理结果见表３ ５８ （见第１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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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５８　 《嫁媳》选段念白音高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词 夫 君 一 死 守 灵 前

ＭＡＸ （白） ４３４ ３５４ ３８０ ２９８ ３３７ ３５２ ２３２

ＭＩＮ （白） ３５４ ２６６ ３３２ １９６ ２９４ ２１８ １７４

ＡＶＥ （白） ３９７ ３０９ ３５９ ２２８ ３１５ ２７３ １９１

唱词 终 朝 每 日 泪 涟 涟
ＭＡＸ （白） ３８７ ３２９ ３９６ ２８３ ２９１ ２２６ ２５６

ＭＩＮ （白） ２７７ ２１４ ３５２ １８８ ２２３ １５５ ２２５

ＡＶＥ （白） ３３４ ２５４ ３６３ ２２４ ２４２ １９６ ２４９

唱词 公 公 他 为 我 奏 请 贞 节 匾
ＭＡＸ （白） ４３５ ３７９ ３０９ ２３８ ２６３ ３７０ ３５８ ３８９ ３５５ ２８７

ＭＩＮ （白） ３３５ ２９０ ２１６ １８４ １９６ ３４５ ２０４ ３５７ １５６ ２７０

ＡＶＥ （白） ４０１ ３２７ ２５７ ２０９ ２２６ ３５２ ２５９ ３７４ ２５３ ２７５

唱词 是 喜 是 悲 恰 难 言
ＭＡＸ （白） ２９１ ３０６ ２５１ ２９６ ３７７ ２７２ ２４７

ＭＩＮ （白） ２３４ ２１９ １７８ ２４４ ２８３ １９９ １８４

ＡＶＥ （白） ２５５ ２５０ ２１７ ２６５ ３３２ ２２７ ２０５

根据表３ ５８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４８　 《嫁媳》选段念白音高三线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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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发现，《嫁媳》选段念白的４句唱词，从起点和收点来看，
全部都是起点高，收点低，前３句表现明显，最后一句起点比收点
略高。总体上念白音高曲线走势仍为下降和平缓两种，第１句和第２
句两句的音高下倾趋势较明显，第３句前半句呈降势，后半句起伏
较大，第４句起收点较平稳，音高三线大体上是先升后降。表３ ５９
是对《嫁媳》选段的音高中线的折度统计。

表３ ５９　 《嫁媳》选段念白音高中线折度统计表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夫（７） ４ 公（１０） ５

终（７） ５ 是（７） ３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３ １ ４ １

５ ２

统计结果显示，本选段的念白折度为３ ～ ５个，折度分布较为分
散，因为仅有４句唱词，不容易显示出规律性。这里仅做一个数据
上的统计，以便后文进行比较。

下面分析《嫁媳》选段念白音高的起收变化情况，本选段念白
音高的起收数据见表３ ６０。

表３ ６０　 《嫁媳》选段念白分句音高中线起收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中 收 唱句 起 中 收
夫 ３９７ ２９６ １９１ 公 ４０１ ２９３ ２７５

终 ３３４ ２６６ ２４９ 是 ２５５ ２５０ ２０５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最大值 ４０１ ２９６ ２７５ 均值 ３４７ ２７６ ２３０

最小值 ２５５ ２５０ １９１ 区间 １４６ ４６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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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表３ ６０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４９　 《嫁媳》选段念白起收模式图

表３ ６０显示：《嫁媳》选段念白起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
为４０１ Ｈｚ和２５５ Ｈｚ，收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为２７５ Ｈｚ和１９１
Ｈｚ，唱句作为念白时起点音高均值的变化范围（１４６ Ｈｚ）大于收点
音高均值变化范围（８４ Ｈｚ），两者相差６２ Ｈｚ。虽然本选段的统计句
数较少，但统计结果仍与《庵堂相会》选段、《秋香送茶》选段、
《红楼梦》选段的念白音高中线数据统计一致。本选段念白音高起收
变化范围的差异主要是因为起点音高均值上线提升幅度较大，这说
明念白时唱句首字对旋律有较大调节作用。图３ ４９显示， 《嫁媳》
选段的四句唱词念白起收模式基本都呈降势，高起低收，表３ ６１是
具体的统计数据。

表３ ６１　 《嫁媳》选段念白分句音高起收模式统计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夫 ３９７ １９１ ２０６ 降 公 ４０１ ２７５ １２６ 降
终 ３３４ ２４９ ８５ 降 是 ２５５ ２０５ ５０ 降

模式 降 平 升势
句数 ４ ０ ０

比例 １０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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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６１显示，《嫁媳》选段四句唱词念白音高起收模式全部为
降势，但下降的幅度略有不同。前文《庵堂相会》选段、《秋香送
茶》选段和《红楼梦》选段的念白也基本上都是以降势为主，但是
比例没有本选段高。本选段只有四句，所以在统计数据上并不能完
全说明问题，但是起收模式的这种降势为主的倾向符合锡剧念白音
高起收的规律。
３ ４ ４　 《嫁媳》选段演唱音高研究
本节分析《嫁媳》选段演唱的音高特点。首先分析《嫁媳》选

段的音高走势图，音高走势图的做法同前文。

图３ ５０　 《嫁媳》选段演唱音高走势图

图３ ５０显示，《嫁媳》选段演唱时由于字音延长比较明显，所
有唱句均出现了唱字音高上下波动现象，但相比之下，没有《红楼
梦》选段音高波动的持续时间长。从音高走势来看，第１句和第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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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均出现两次音高下倾趋势，两次下倾都是以节奏群为界限的。第２
句整体上呈现下倾趋势，音高逐步走低，表现痛苦悲伤的情感。第４
句在节奏也是分成两部分的，两个部分的尾点也都下降。下面统计
《嫁媳》选段演唱唱字音高走势与本调调型的关系。统计结果见
表３ ６２。

表３ ６２　 《嫁媳》选段演唱字调与本调调型关系统计表
唱　 　 词 一致或基本一致 不一致或相反

夫君一死守灵前 夫君一死守灵前
终朝每日泪涟涟 终朝每日泪涟涟
公公他为我奏请贞节匾 公公他奏 为我请贞节匾
是喜是悲恰难言 是１ 悲 是２ 喜恰难言
总计：３１字 ６字，占１９％ ２５字，占８１％

从表３ ６２来看，《嫁媳》整个选段演唱时字型保持一致或基本
一致的仅６字，占１９％；不一致或相反的２５字，占８１％。不一致的
占绝大多数，说明演唱时旋律对单字调型的调节更为明显，这个统
计结果也与前文《庵堂相会》选段、《秋香送茶》选段、《红楼梦》
选段的演唱调型走势统计结果一致。

下面通过具体数据分析《嫁媳》选段的音高走势规律。数据处
理结果见表３ ６３。

表３ ６３　 《嫁媳》选段演唱音高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词 夫 君 一 死 守 灵 灵ｙ 前

ＭＡＸ （唱） ４４１ ５０４ ３５０ ４１０ ４９４ ４７７ ３８５ ３４７

ＭＩＮ （唱） ３２９ ３７０ ２９０ ２３７ ３０２ ２６１ １７６ ２２２

ＡＶＥ （唱） ３９３ ４２５ ３１０ ２９５ ３９９ ３４５ ２６４ ２７１

唱词 终 朝 每 日 日ｙ 泪 泪ｙ 涟 涟
ＭＡＸ （唱） ４４９ ５４３ ４３３ ３４７ ２６８ ２９８ ３７０ ３０９ １９４

ＭＩＮ （唱） ３４７ ３４４ ３７３ ２１３ ２４８ ２５８ ２１７ １５５ １６２

ＡＶＥ （唱） ３９８ ４３０ ３９８ ２８４ ２５９ ２８２ ２８８ ２２１ 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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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唱词 公 公 他 为 我 奏 请 贞 节 匾 匾ｙ

ＭＡＸ （唱） ３３２ ３５２ ２６４ ２３３ ２６６ ５２３ ３６４ ４１６ ３０１ ３０１ ２７８

ＭＩＮ （唱） ２５２ ２７５ １９１ １７６ ２１９ ３９５ ３４５ ２８８ １８０ ２４７ ２３９

ＡＶＥ （唱） ２８０ ３０４ ２２８ ２１６ ２４９ ４４２ ３５２ ３４２ ２２８ ２５８ ２５９

唱词 是 喜 是 是ｙ 悲 悲ｙ 恰 恰ｙ 难 难ｙ 言
ＭＡＸ （唱） ２８０ ３６２ ３１３ ２６８ １８１ ２０４ ３１６ ２６１ ２７１ ３５７ ３００

ＭＩＮ （唱） １７５ ２４５ ２１０ １７３ １７２ １５８ ２０７ １６２ ２４６ １５７ １５８

ＡＶＥ （唱） ２２６ ２８８ ２５６ ２１３ １７８ １７７ ２５１ ２１０ ２５９ ２５０ ２１１

根据表３ ６３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５１　 《嫁媳》选段演唱音高三线走势图

观察发现，《嫁媳》选段演唱时的音高走势有一定的规律性，基
本趋势都是两次升降，且都是第１字略低，第２字开始微升，第３
字下降，一直到第４个唱字止（第４字指唱词的第４字，包括第４
字的衍生字），从第５唱字又开始经历一轮下降趋势，直到句尾。从
起收点来看，都是起点高，收点低，前两句表现明显，最后两句倾
向于平起平收。这些现象从侧面说明《嫁媳》选段所使用的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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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调慢板”在音高走势的下倾方面接近自然话语，反衬出曲调伤感
的特色。总体上演唱音高走势仍比较平滑，中间略有些折度的变化。
《嫁媳》选段演唱音高中线的折度的统计结果如下：

表３ ６４　 《嫁媳》选段演唱音高中线折度统计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夫（７） ４ 公（１０） ４ 终（７） ３ 是（７） ４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３ １ ４ ３

统计结果显示，《嫁媳》选段演唱时的折度为３ ～ ４个，与念白
折度差别不大，因唱句较少，统计上不具有代表性。

下面分析《嫁媳》选段演唱音高中线的起收变化，数据处理方
法同前文。数据处理见表３ ６５。

表３ ６５　 《嫁媳》选段演唱分句音高中线起收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中 收 唱句 起 中 收
夫 ３９３ ３３８ ２７１ 公 ２８０ ２８７ ２５９

终 ３９８ ３０４ １７９ 是 ２２６ ２２９ ２１１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最大值 ３９８ ３３８ ２７１ 均值 ３２４ ２９０ ２３０

最小值 ２２６ ２２９ １７９ 区间 １７２ １０９ ９２

根据表３ ６５作图３ ５２ （见第１６８页）。
统计显示：《嫁媳》选段演唱起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为

３９８ Ｈｚ和２２６ Ｈｚ，收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为２７１ Ｈｚ和１７９ Ｈｚ，
演唱时起点音高均值的变化范围（１７２ Ｈｚ），比念白时有所扩大，且
明显大于收点音高均值变化范围（９２ Ｈｚ），两者相差８１ Ｈｚ。造成这
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同前文，即起点音高均值上线的明显提高。表
３ ６６是《嫁媳》选段演唱音高起收模式的具体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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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５２　 《嫁媳》选段演唱音高起收模式图

表３ ６６　 《嫁媳》选段演唱分句音高起收模式统计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夫 ３９３ ２７１ １２２ 降 公 ２８０ ２５９ ２１ 平
终 ３９８ １７９ ２１９ 降 是 ２２６ ２１１ １５ 平

模式 降 平 升
句数 ２ ２ ０

比例 ５０％ ５０％ ０％

与念白时相比，《嫁媳》选段的演唱音高起收模式主要表现为降
势和平势两种，各有两句，分别占５０％。略有不同的是第３句在念
白中表现为降势，而在演唱时由于起收音高差值缩小，呈现平势。
统计结果说明本选段的演唱音高模式与念白音高模式比较接近。
３ ４ ５　 《嫁媳》选段唱、白音高比较
本节对《嫁媳》选段的演唱、念白的音高特点进行比较分析。

与前文相同，比较的主要内容分两个方面，一是唱、白音高走势的
比较，一是唱、白音域的比较。

３ ４ ５ １　 《嫁媳》选段唱、白音高走势比较
本节直接利用音高走势图，比较《嫁媳》选段的演唱、念白音

高特点。首先将上文绘制《嫁媳》选段的念白和演唱音高走势图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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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进行比较，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本选段念白、演唱音高走
势比较图如下：

图３ ５３　 《嫁媳》选段唱、白音高走势对比图

通过《嫁媳》选段念白音高走势与演唱音高走势的比较，可以
发现念白字调的调型模式与演唱字调的调型模式存在一定程度的一

９６１第三章　 锡剧簧调选段声学实验研究　



致性，多数字的调型走势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从音高走势上看，
不少节奏群唱、白走势比较一致，例如“夫君一死”、“公公他”
等，这说明两者受到共同韵律机制的制约，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簧调慢板”的唱字调型更接近自然话语，叙事性较强；另外，《嫁
媳》选段在演唱时唱字的音高上下抖动性明显增强，几乎每一字都
有不同程度的拖腔现象，这与《红楼梦》选段演唱的音高表现存在
一致性，说明“簧调开篇”和“簧调慢板”在唱速上都比较慢，拖
腔现象明显，两者表达的都是感伤的情调。

为进一步统计《嫁媳》选段念白与演唱的旋律变化情况，我们
将念白的音高中线走势与演唱的音高中线走势进行对比，作图如下：

图３ ５４　 《嫁媳》选段唱、白音高中线对比图

图３ ５４显示，从总体趋势上看，念白的音高中线走势与演唱的
音高中线走势存在一致性，起收模式上基本都是高起低收，音高走
势基本上都经历两次降势；从折度上来说，演唱的折度数与念白的
折度数相当；从音域变化上看，前两句演唱时音高中线基本处于念
白的上方，后两句有高有低，总体相当。分句而言，“夫君一死守灵
前”一句唱、白总体走势基本一致，呈下降趋势，演唱、念白起点
基本重合，念白收点稍低。“终朝每日泪涟涟”一句总体看念白、演
唱都呈下降趋势，念白时折度变化稍大，演唱时曲线较为平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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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他为我奏请贞节匾”一句唱、白音高中线走势一致性很强，念白
时起点略高。“是喜是悲恰难言”一句为收句，拖腔较明显，从音高
上看，起收模式基本一致，但念白有较大起伏。

３ ４ ５ ２　 《嫁媳》选段唱、白音域比较
本节研究《嫁媳》选段唱、白的音域变化情况。首先对每一唱

句的唱、白句域数据进行相应处理，《嫁媳》选段唱、白句域数据处
理结果见表３ ６７。

表３ ６７　 《嫁媳》选段唱、白句域统计表（单位：Ｈｚ）
唱句 夫 终 公 是 段域 均值

句域（唱） ３２８ ３８８ ３４６ ２０５ ３８８ ３１７

句域（白） ２６０ ２４１ ２７９ ２００ ２８０ ２４５

差值 ６８ １４７ ６７ ５ １０８ ７２

根据表３ ６７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５５　 《嫁媳》选段唱、白句域对比图

表３ ６７显示，就整个选段而言，《嫁媳》选段演唱的频率域明
显大于念白的频率域，演唱为３８８ Ｈｚ，念白为２８０ Ｈｚ，两者相差
１０８ Ｈｚ；《嫁媳》选段演唱句域的均值为３１７ Ｈｚ，也明显大于念白句
域的均值２４５ Ｈｚ，两者相差７２ Ｈｚ，说明总体而言，演唱时音域较
宽。就每一唱句来说，与演唱的表现大体一致，演唱句域明显大于
念白句域的有３句，演唱句域与念白句域相当的有１句，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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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句域小于念白句域的唱句。这个统计结果与《红楼梦》选段的
统计结果非常相似，而与《庵堂相会》选段和《秋香送茶》选段的
统计明显不同。从图３ ５５来看，《嫁媳》选段演唱句域与念白句域
的曲线走势趋于一致，不同的是第２句的演唱句域提升幅度较大，
而第４句的句域提升幅度较小。相比较而言，念白的句域的曲线基
本在演唱句域之下，且曲线变化性不大。

为比较念白、演唱字域变化情况，我们对《嫁媳》选段相关音
高数据进行了处理，请看表３ ６８。

表３ ６８　 《嫁媳》选段唱、白字域比较表（单位：Ｈｚ）
唱词 夫 君 一 死 守 灵 前

字域（唱） １１２ １３４ ６０ １７３ １９２ ２１６ １２４

字域（白） ８０ ８８ ４８ １０３ ４４ １３４ ５８

字域差 ３２ ４６ １２ ７０ １４８ ８２ ６６

唱词 终 朝 每 日 泪 涟 涟
字域（唱） １０２ １９９ ６０ １３４ ４０ １５４ ３２

字域（白） １１１ １１５ ４４ ９５ ６８ ７１ ３１

字域差 － ９ ８４ １６ ３９ － ２８ ８３ １

唱词 公 公 他 为 我 奏 请 贞 节 匾
字域（唱） ８０ ７７ ７３ ５６ ４７ １２８ ２０ １２８ １２１ ５４

字域（白） １０１ ９０ ９３ ５４ ６６ ２５ １５３ ３２ １９９ １７

字域差 － ２１ － １３ － ２０ ２ － １９ １０３ － １３３ ９６ － ７８ ３７

唱词 是 喜 是 悲 恰 难 言
字域（唱） １０５ １１７ １０３ １０ １０９ ２５ １４３

字域（白） ５７ ８７ ７４ ５１ ９５ ７３ ６３

字域差 ４８ ３０ ２９ － ４１ １４ － ４８ ８０

根据表３ ６８字域差值数据作图如下（见第１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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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５６　 《嫁媳》选段唱、白字域差值分布图

　 　 据表３ ６８数据所作统计如下：
表３ ６９　 《嫁媳》选段唱、白字域关系统计表

唱句唱＞白唱＜白 唱句 唱＞白唱＜白 唱句 唱＞白唱＜白
夫 ７ ０ 公 ４ ６ 终 ５ ２

是 ５ ２

总计 唱＞白：２１字 唱＜白：１０字

统计显示，《嫁媳》选段演唱字域大于念白字域的共计２１字，
小于念白句域的共计１０字，与上文对句域的统计基本一致。这个统
计结果与《红楼梦》选段比较一致，而与《庵堂相会》选段和《秋
香送茶》选段有所不同。这说明本选段演唱时就单字而言，字域变
化以扩大为主，也有少数字域缩小的情况。字域扩大或缩小主要表
现为音高上线的变化。

３ ５　 《珍珠塔》 选段声学实验研究

３ ５ １　 曲目介绍
锡剧《珍珠塔》讲述河南大族方家被奸臣陷害，满门抄斩，只

有方卿母子逃出，流落坟堂，生活异常艰难。方卿千里迢迢赶去襄
阳向姑母方朵花求助。谁知道姑母为人势利，不仅不肯借贷还恣意
嘲笑方卿。方卿的表姐陈翠娥不满其母做法，一心苦留方卿，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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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执意拒绝，便假托赠送点心，把价值连城的珍珠塔暗藏于盒内，
让方卿带回。方卿姑爹陈培德得知后追赶劝留方卿，亦被婉拒，陈
培德便执意将女儿嫁与方卿，方卿深受感动，欣然应允。不想方
卿归途中遇到盗贼，珍珠塔落入强盗之手，但恰巧赃物为陈家所
获。翠娥见塔以为方卿已被谋害，悲痛成疾。最后，方卿中了状
元，官封七省巡按，他改扮成唱道情者前去见姑母。方朵花不改
前态，方卿便借唱道情加以讽刺。翠娥与方卿相见后互诉衷肠。
方卿恢复官身，令姑母十分难堪，为守前言，她只得头顶香盘，
跪接侄子。

本选段为陈翠娥所唱，曲调上采用的是黄调哭腔，又称哭调。
这种曲调一般表达悲切、哀伤的情感。唱腔缓慢，多在簧调慢板之
前或中间插入。本选段一共四句唱词：表弟呀，你千里迢迢来投亲，
实指望母子有靠得安生。谁知道母亲势力冷待你，逼得你数九寒天
离陈门。选段简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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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 ２　 《珍珠塔》选段唱、白时长比较
本节首先还是对念白和演唱的时长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方法与

前文同。首先按单字统计念白和演唱时的单字音节时长，并求出二
者差值，数据统计结果及分析如下：

表３ ７０　 《珍珠塔》选段唱、白音节时长对照表（单位：毫秒）
唱词 表 弟 呀 你 千 千ｙ 里 迢 迢 来 投
演唱１８９６ １７１７ ２１４５ ７５４ １１２１ ４４１ １５８６ １７１３ １４９７ １７０４ １５３５

念白 ４８９ ２９４ ３２２ ３５５ ５４５ ３３９ ３５９ ４５６ ４１７ ３０７

差值１４０７ １４２３ １８２３ ３９９ ５７６ １２４７ １３５４ １０４１ １２８７ １２２８

唱词 呀 亲 亲ｙ 实 指 望 母 子 有 靠 得
演唱１９８４ １２７５ ４６５０ ５５７ １１４６ １５１７ ７０８ ８０２ ７５６ ６０７ １０９２

念白 ５３２ ３６４ ２９６ ４４４ ４０５ ２２０ ３３２ ４４３ １６６

差值 ７４３ １９３ ８５０ １０７３ ３０３ ５８２ ４２４ １６４ ９２６

唱词得ｙ 安 安ｙ 生 谁 知 道 母 母ｙ 亲 势
演唱 ３７６ １３９２ ２７９１ ２７８５ １５９８ １６４４ ２８７８ １１９１ ３７３ １４２６ １６４９

念白 ３００ ３６４ ３６４ ２３８ ３１６ ３１９ ３６３ ５８４

差值 １０９２ ２４２１ １２３４ １４０６ ２５６２ ８７２ １０６３ １０６５

唱词 利 冷 待 待ｙ 你 逼 得 你 数 九 九ｙ

演唱１９１３ ２８０１ ２０９９ ９８８ １７４６ ３８６ １０２４ １２７６ ９９１ １１８１ １２５５

念白 ３２１ ３３２ ２８８ ３８０ １０５ １００ ３３５ ５０５ ４５１

差值１５９２ ２４６９ １８１１ １３６６ ２８１ ９２４ ９４１ ４８６ ７３０

唱词 寒 天 离 陈 陈ｙ 门
演唱１７１５ １２８２ １８２５ １３２９ ３５１１ １８７２

念白 ３４１ ３９８ ２９６ ５３４ ５３０

差值１３７４ ８８４ １５２９ ７９５ １３４２

表３ ７０显示，《珍珠塔》选段的演唱单字音节时长明显大于念
白，与《红楼梦》选段、《嫁媳》选段比较一致，而与《庵堂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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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段和《秋香送茶》选段有所不同。《珍珠塔》选段使用簧调哭调，
簧调哭调一般表达悲切、哀伤的感情。本选段的情节感伤，意境
凄惨，主人公内心充满同情和不满，而簧调哭调较好地表达了相
应的内容。《红楼梦》选段、《嫁媳》选段的情节基调与本选段相
似，同样比较感伤，因此在时长的表现上具有相似性，这也从侧
面说明锡剧唱腔“簧调开篇”、“簧调慢板”、“簧调哭调”在旋律
上具有一些共同特点。下面比较《珍珠塔》选段的分句时长和字
均时长。

表３ ７１　 《珍珠塔》选段唱、白分句时长比较表（单位：毫秒）
唱句 表 实 谁 逼 总长 均长
演唱 ２４０１７ １４５３１ ２０３０７ １７６４７ ７６５０２ １９１２５

念白 ４４１５ ３３３５ ３５０６ ３５９６ １４８５２ ３７１３

差值 １９６０２ １１１９６ １６８０１ １４０５１ ６１６５０ １５４１２

根据表３ ７１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５７　 《珍珠塔》选段唱、白分句时长对比图

统计显示，与念白相比，《珍珠塔》选段的演唱时的分句时长全
部变长，延长的幅度也比较大。从全段来看，《珍珠塔》选段念白总
时长为１４８５２毫秒，演唱为７６５０２毫秒，演唱比念白多出６１６５０毫秒，
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分句而言，每一唱句的演唱时长和句均时长都长
于念白。表３ ７２ （见第１７７页）是分句字均时长的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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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７２　 《珍珠塔》选段唱、白分句字均时长比较表（单位：毫秒）
唱句 表 实 谁 逼 字均
演唱 １７９０ １２１１ １６９２ １４７１ １５３０

念白 ３９１ ３３４ ３５１ ３６０ ３６２

差值 １３９９ ８７７ １３４１ １１１１ １１６８

根据表３ ７２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５８　 《珍珠塔》选段唱、白分句字均时长对比图

表３ ７２和图３ ５８显示，《珍珠塔》选段演唱分句字均时长明显
大于念白分句字均时长，与分句时长表现非常一致。相比较而言，
无论分句时长还是字均时长，念白时相差不大，而演唱时有较大起
伏，两者的时长曲线也呈不同状态，念白几为直线，而演唱时为
折线。

综上所述，《珍珠塔》选段在时长方面的表现与《红楼梦》选
段、《嫁媳》选段一致而与《庵堂相会》选段和《秋香送茶》选段
不同。说明锡剧不同曲调在时长方面有不同表现，而时长的变化主
要是由故事的情感基调决定的。
３ ５ ３　 《珍珠塔》选段念白音高研究
本节研究《珍珠塔》选段的念白音高特点，首先来看本选段的

念白音高走势图（见第１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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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５９　 《珍珠塔》选段念白音高走势图

　 　 图３ ５９显示，从节奏上来看，唱句的前３字为一个节奏群，多
呈现降势；第１句中“表弟呀”为呼语，引入唱句，也可看做独立
的唱句，“你千里迢迢来投亲”共８字，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其中节
奏群“千里迢迢”下降明显；第２句，“实指望”呈降势，后７字中
“母子有靠”呈降势，“得安生”三字较平稳；第３句，“谁知道”
走势与上句“实指望”非常相似，后７字总体呈降势；第４句，“逼
得你”呈降势，前２字为入声，时长较短，后７字总体上是下降的。
从各唱句的收字来看，独立性较强，主要有平调和曲折两种调型，
与《嫁媳》选段念白收字走势相似。下面统计《珍珠塔》选段念白
字调与本调的关系，本选段唱词字调归属如下：

阴平字【５５】：呀千亲安生知天
阳平字【１１３】：迢来投谁寒离陈门弟道利待
阴上字【４１２】：表指数九
阳上字【２２４】：你里母子有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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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去字【５２３】：望靠势
阴入字【５】：得逼
阳入字【２３】：实
将上述字与念白调型逐一比对，所得统计结果见表３ ７３。

表３ ７３　 《珍珠塔》选段念白字调与本调调型关系统计表
唱　 　 词 一致或基本一致 不一致或相反

表弟呀，你千里迢迢来投亲 弟千来亲 表呀你里迢迢投
实指望母子有靠得安生 有靠安 实指望母子得生
谁知道母亲势利冷待你 知势冷 谁道母亲利待你
逼得你数九寒天离陈门 得九离陈 逼你数寒天门
总计：４１字 １４字，占３４％ ２７字，占６６％

从表３ ７３看，整个选段调型保持一致或基本一致的１４字，占
３４％；不一致或相反的２７字，占６６％。调型不一致的字所占比例略
高，与《嫁媳》念白字调的统计相似，这说明《珍珠塔》选段念白
字调更多地受到念白旋律调节。

下面分析《珍珠塔》选段念白音高数据。本选段的音高数据处
理结果见表３ ７４。

表３ ７４　 《珍珠塔》选段念白音高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词 表 弟 呀

ＭＡＸ （白） ３７０ ３４６ ３５８

ＭＩＮ （白） ２０１ ２８６ ２４７

ＡＶＥ （白） ２９３ ３２４ ３０３

唱词 你 千 里 迢 迢 来 投 亲
ＭＡＸ （白） ３７７ ４１７ ３７７ ２５５ ２７５ ３２８ ２９６ ３１１

ＭＩＮ （白） ２７０ ３７９ ２４８ １９２ ２２０ ２４８ １８６ ２８３

ＡＶＥ （白） ３２４ ３９８ ２９９ ２２６ ２４７ ２７５ ２３２ ２９４

唱词 实 指 望 母 子 有 靠 得 安 生
ＭＡＸ （白） ２８０ ２８７ ２８９ ３６０ ３２５ ２９５ ３１５ ３３０ ３１５ ２９７

ＭＩＮ （白） ２１８ ２６５ ２０１ ３３５ ２５６ ２２８ １９７ ２０１ ２９４ 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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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ＡＶＥ （白） ２５３ ２７９ ２３２ ３４５ ２８１ ２４６ ２３０ ２７１ ３０６ ２４７

唱词 谁 知 道 母 亲 势 利 冷 待 你
ＭＡＸ （白） ２７０ ２６９ ２７２ ３３３ ３１９ ４１９ ３９０ ３２３ ３１３ ２６７

ＭＩＮ （白） １８７ ２５２ １９０ ３１６ ２３４ ３５８ ２３９ ２７６ １７９ ２３６

ＡＶＥ （白） ２２８ ２６３ ２２３ ３２２ ２６４ ３７８ ３０９ ２９５ ２３５ ２５６

唱词 逼 得 你 数 九 寒 天 离 陈 门
ＭＡＸ （白） ３２４ ３０８ ２６９ ４１５ ３５５ ２３７ ３０５ ３１４ ２８０ ３２０

ＭＩＮ （白） ２８１ ２７７ ２２６ ３６１ ２２２ １９１ ２６４ ２３６ １９６ ２０６

ＡＶＥ （白） ３０３ ２８６ ２４８ ３８７ ２７５ ２１８ ２８１ ２５９ ２３０ ２３１

根据表３ ７４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６０　 《珍珠塔》选段念白音高三线走势图

观察发现，第１句中“表弟呀”三字音高走势为升—降，“你千
里迢迢来投亲”总体呈现降势；第２句起点音高与收点音高相当，
前３字音高走势为先升后降，“母子有靠得安生”音高走势呈现降—
升—降趋势；第３句起点与收点音高基本持平，前３字音高走势为
升—降，“母亲势利冷待你”音高总体上呈现先升后降趋势；第４句
起点略高于收点，前３字音高走势呈现降势，后７字总体呈现降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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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唱句有３句是１０字句，第１句１１字，前３句的前３字音高走势
几乎是一样的，这说明１０字句的前３字在念白旋律上具有某种相似
性，而后半句则基本上沿袭前文７字句的念白旋律模式，以降势为
主。从折度来看，《珍珠塔》选段的念白折度相对较多，这因为本选
段的唱字较多，对唱句音高中线折度的统计结果如下：

表３ ７５　 《珍珠塔》选段念白音高中线折度统计表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表（１１） ５ 谁（１０） ６

实（１０） ５ 逼（１０） ４

折度统计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４ １ ６ １

５ ２

统计结果显示，《嫁媳》选段念白唱句折度为４ ～ ６个。本选段
的四句唱词，实际上也可以看做五句唱词，为作图方便将第１句、
第２句合在一起，“表弟呀”为起句，３字１个折度，“你千里迢迢
来投亲”７字４个折度。剩下３句均１０字，折度为５ ～ ６个。

下面分析《珍珠塔》选段念白音高的起收变化，相关数据处理
结果见表３ ７６。

表３ ７６　 《珍珠塔》选段念白分句音高中线起收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中 收 唱句 起 中 收
表 ２９３ ２９７ ２９４ 谁 ２２８ ２７７ ２５６

实 ２５３ ２６９ ２４７ 逼 ３０３ ２７２ ２３１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最大值 ３０３ ２９７ ２９４ 均值 ２６９ ２７９ ２５７

最小值 ２２８ ２６９ ２３１ 区间 ７５ ２８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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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３ ７６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６１　 《珍珠塔》选段念白音高起收模式图

表３ ７６显示：《珍珠塔》选段念白起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
别为３０３ Ｈｚ和２２８ Ｈｚ，收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为２９４ Ｈｚ和
２３１ Ｈｚ，念白时起点音高均值的变化范围（７５ Ｈｚ）略大于收点音高
均值变化范围（６３ Ｈｚ），两者相差１２ Ｈｚ，跟前文其他选段统计一
致，无明显差异，只是因为本选段唱句较少，起点音高均值变化范
围与收点音高均值变化范围的差值略小。图３ ６１显示念白音高起收
模式多比较平稳。表３ ７７是《珍珠塔》选段念白音高起收模式的具
体统计。

表３ ７７　 《珍珠塔》选段念白分句音高中线起收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表 ２９３ ２９４ － １ 平 谁 ２２８ ２５６ － ２８ 平
实 ２５３ ２４７ ６ 平 逼 ３０３ ２３１ ７２ 降

总４句
模式 降 平 升势
句数 １ ３ ０

比例 ２５％ ７５％ ０％

表３ ７７显示，《珍珠塔》选段念白音高起收模式以平势为主，
占７５％；其次为降势，占２５％。这个统计结果与前文对其他选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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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明显不同，原因主要在于本选段都是长句，字数为１０字或
１１字，如果去掉前３字，统计３字以后的音高起收模式，情况则会
大不相同。如果只看后面７字或８字，则都是起点音高明显大于收
点音高，起收模式为降势，这样一来就与前文其他选段的统计基本
一致了，具体数据可参看上文表３ ７４。这说明念白音高起收模式还
受到唱句字数的影响，也就是说与念白节奏关系密切。

３ ５ ４　 《珍珠塔》选段演唱音高研究
本节分析《珍珠塔》选段的演唱音高特点，请看《珍珠塔》选

段演唱音高走势图。

图３ ６２　 《珍珠塔》选段演唱音高走势图

从演唱音高走势图来看，《珍珠塔》选段演唱音高有两个突出特
点：一是音域偏高，不少唱字的音高上线保持高位；二是字音延长，
拖腔明显，音高上下波动，与《红楼梦》选段、《嫁媳》选段具有
相似性。就单句来看，第１句，“表弟呀”呈现降势，“你千里迢迢
来投亲”后衍生出“呀”字，音高呈现降势，“亲”字拖腔，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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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第２句，“实指望”三字与念白相似，先升后降，“母子有靠
得安生”先升后降；第３句，“谁知道”也是先升后降，后７字则随
演唱旋律高低起伏；第４句，前３字“逼得你”先升后降，“数九寒
天”、“离陈门”两个节奏群均呈现降势。下面分析《珍珠塔》选段
演唱字调与本调之间的关系。表３ ７８是具体统计结果。

表３ ７８　 《珍珠塔》选段演唱字调与本调调型关系统计表
唱　 　 词 一致或基本一致 不一致或相反

表弟呀，你潜力迢迢来投亲 呀里迢１ 来 表弟你千迢２ 投亲
实指望母子有靠得安生 实望有 指母子靠得安生
谁知道母亲势利冷待你 谁势 知道母亲利冷待你
逼得你数九寒天离陈门 离 逼得你数九寒天陈门
总计：４１字 １０字，占２４％ ３１字，占７６％

从表３ ７８看，《珍珠塔》选段演唱时整个选段字调调型保持一
致或基本一致的１０字，占２４％；不一致或相反的３１字，占７６％，
不一致的占多数。这个统计结果与前文其他选段基本一致，尤其是
与《庵堂相会》选段和《秋香送茶》选段更为接近。这说明《珍珠
塔》演唱时旋律对单字调型的调节比较明显，也从侧面说明“簧调
哭调”在演唱时旋律对字调调型的调节与其他唱腔并无明显区别。

下面分析《珍珠塔》选段演唱的音高数据及音高上线、中线、
下线的走势。相关数据处理结果见表３ ７９。

表３ ７９　 《珍珠塔》选段演唱音高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词 表 弟 呀

ＭＡＸ （唱） ５５９ ６１２ ４３７

ＭＩＮ （唱） ４９４ ３９４ ３９６

ＡＶＥ （唱） ５２９ ４７６ ４１４

唱词 你 千千ｙ 里 迢 迢 来 投 呀 亲亲ｙ

ＭＡＸ （唱） ５４０ ５４５ ４８９ ６７２ ６５４ ４２６ ６３８ ５５４ ３７８ ５７８ ６２８

ＭＩＮ （唱） ４８０ ４１０ ４６３ ５００ ４１０ ３０３ ４０２ ３７７ ２９２ ４６１ ３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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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ＡＶＥ （唱） ５０９ ４６８ ４８０ ５７０ ４９５ ３８０ ４８８ ４６３ ３２７ ５１５ ４７６

唱词 实 指 望 母 子 有 靠 得得ｙ 安安ｙ 生
ＭＡＸ （唱） ３４９ ４８９ ４７１ ３５１ ３９６ ４３７ ４７３ ４７２ ３２４ ４４７ ３５９ ４２８

ＭＩＮ （唱） ３３０ ３９８ ２２０ ２９０ ２５７ ２５５ ４０２ ２５５ ２９６ ３００ ２１５ ２３９

ＡＶＥ （唱） ３４４ ４２６ ３１８ ３１４ ３０８ ３４５ ４２７ ３６２ ３１１ ３７１ ２７０ ３０４

唱词 谁 知 道 母母ｙ 亲 势 利 冷 待待ｙ 你
ＭＡＸ （唱） ４３１ ６２６ ４７８ ３３２ ２４６ ３３５ ４５２ ３３８ ３２４ ６５９ ４８９ ４５６

ＭＩＮ （唱） ３０９ ４１７ ２９１ ２６０ ２１５ ２６３ ３１３ ２１０ ２６６ ４０１ ３５３ ３５３

ＡＶＥ （唱） ３７５ ５１１ ３６２ ２９２ ２３１ ３００ ３７６ ２５２ ２９９ ５１６ ４２０ ４０８

唱词 逼 得 你 数 九九ｙ 寒 天 离 陈陈ｙ 门
ＭＡＸ （唱） ３８１ ５４２ ５５０ ４３７ ６５５ ４４５ ３２７ ２７２ ６５１ ４２４ ４４６ ２２４

ＭＩＮ （唱） ３５１ ４３１ ４０４ ３４８ ４２８ ２６８ ２２２ １８５ ３６６ ２９０ １９９ １８３

ＡＶＥ （唱） ３６２ ４７８ ４７１ ３９２ ５１７ ３５７ ２７９ ２３１ ４７７ ３５９ ２９４ ２０６

根据表３ ７９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６３　 《珍珠塔》选段演唱音高三线走势图

５８１第三章　 锡剧簧调选段声学实验研究　



以上图表显示，从起点和收点来看，《珍珠塔》选段前３句为平起
平收，最后１句为高起低收，如果排除每一唱句的前３字，则第１句、
第２句起收点持平，第３句起点低于收点，第４句起点高于收点。从演
唱音高走势来看，后３句的前３字音高走势是一致的，都呈现倒Ｖ型。
如果排除前３字，第１句总体比较平稳，总体上没有明显的升降；第２
句总体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第３句则呈现升势；第４句经历两次下降
趋势。从频率值上看，本选段演唱的基频很高，多字音高的最大值超过
６００ Ｈｚ，整体上抬升了演唱的音域，这与前文其他选段的统计结果有所
不同。表３ ８０是对《珍珠塔》选段演唱音高中线折度的统计。

表３ ８０　 《珍珠塔》选段演唱音高中线折度统计表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表（１４） ７ 谁（１２） ５

实（１２） ６ 是（１２） ５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５ ２ ７ １

６ １

本选段拖腔明显，所以衍生出不少唱字。统计结果显示，本选
段的唱句演唱折度为５ ～ ７个，比前文其他选段略显偏多，这主要是
因为本选段的唱句字数较多。下面统计《珍珠塔》选段演唱的音高
起收变化情况，数据处理结果见表３ ８１。

表３ ８１　 《珍珠塔》选段演唱分句音高中线起收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中 收 唱句 起 中 收
表 ５２９ ４７２ ４７７ 谁 ３７５ ３６２ ４０８

实 ３４４ ３４２ ３０４ 逼 ３６２ ３６９ ２０６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最大值 ５２９ ４７２ ４７７ 均值 ４０３ ３８６ ３４９

最小值 ３４４ ３４２ ２０６ 区间 １８５ １３０ 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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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表３ ８１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６４　 《珍珠塔》选段演唱音高起收模式图

统计显示，《珍珠塔》选段演唱时起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
为５２９ Ｈｚ和３４４ Ｈｚ，收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为４７７ Ｈｚ和
２０６ Ｈｚ，演唱时起点音高均值的变化范围（１８５ Ｈｚ），比念白时明显
扩大（念白时为７５ Ｈｚ），收点音高均值变化范围（２７１ Ｈｚ）与念白
比也明显扩大（念白时为６３ Ｈｚ），起收点的音域扩大范围都是１１０
Ｈｚ左右，非常相近。单就本选段的起收点音域范围来看，起点音域
小于收点，两者相差８６ Ｈｚ。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逼得你
数九寒天离陈门”一句的收点音高明显偏低，如果排除此句，则起
收点音域相当。这个结果与《红楼梦》选段非常一致，而与前文其
他选段有明显不同。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否是因为本选段唱句字
数较多呢？如果排除前３字，则本选段的起收模式图如下：

图３ ６５　 《珍珠塔》选段演唱音高起收模式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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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排除了前３字的《珍珠塔》选段演唱音高中线走势图跟图
３ ６４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明显区别，说明造成本选段起点音域范
围小于收点音域范围的原因并不在于统计字数的多少，这可能是
“簧调哭调”的特殊之处。表３ ８２是对《珍珠塔》选段演唱音高起
收模式的具体统计。

表３ ８２　 《珍珠塔》选段演唱分句音高起收模式统计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表 ５２９ ４７７ ５２ 降 谁 ３７５ ４０８ － ３３ 升
势 ３４４ ３０４ ４０ 降 逼 ３６２ ２０６ １５６ 降

模式 降 平 升
句数 ３ ０ １

比例 ７５％ ０％ ２５％

从模式图来看，与念白时相比，《珍珠塔》选段的演唱音高起收
模式主要表现为平势和降势两种。统计结果显示，《珍珠塔》选段的
演唱音高起收模式有降势和升势两种，以降势为主，占７５％。这个
结果与念白有所不同，念白时以平势为主。但是如果统计念白时排
除唱句的前３字，统计结果就与演唱相似了，这说明念白时的旋律
更多地受到节奏群的制约，而演唱时则更多地受到唱句整体旋律的
制约。
３ ５ ５　 《珍珠塔》选段唱、白音高比较
本节比较《珍珠塔》选段的演唱、念白的音高特点。与前文相

同，比较的主要内容分两个方面，一是唱、白音高走势的比较，一
是唱、白音域的比较。

３ ５ ５ １　 《珍珠塔》选段唱、白音高走势比较
本节对比分析《珍珠塔》选段唱、白音高走势特点，首先请看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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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６６　 《珍珠塔》选段唱、白音高走势对比图

　 　 观察《珍珠塔》选段念白的音高走势与演唱的音高走势对比图，
可以发现不少字念白字调的调型与演唱字调的调型存在一致性。本
选段在演唱时因表达情感需要，拖腔现象明显，唱字的音高上下抖

９８１第三章　 锡剧簧调选段声学实验研究　



动性明显增强，几乎每一字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拖腔现象，与《红
楼梦》、《嫁媳》选段有共同特点，三者所要表达的人物情感具有相
似性。这些现象说明了“簧调开篇”、“簧调慢板”、“簧调哭调”在
音高上具有某些共同点，即他们都是时长变长，拖腔明显，音高上
下波动。

为进一步分析《珍珠塔》选段念白与演唱的音高变化情况，
我们将念白的音高中线模式与演唱的音高中线模式进行对比，作
图如下：

图３ ６７　 《珍珠塔》选段唱、白音高中线对比图

图３ ６７显示，从总体趋势上看，念白的音高中线走势与演唱的
音高中线走势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但一致性的趋势不如前文其
他选段。四句唱词的前３字有两句音高走势一致，两句不一致，若
排除前３字，四句唱词念白和演唱音高中线走势也是有的一致，有
的不一致。从音域范围看，演唱音域总体高于念白，而且高出的数
值较大；从折度上来说，演唱的折度数与念白的折度数大致相当，
演唱波折较明显，不如前文其他选段平滑。分句而言，“表弟呀”３
字唱、白总体走势不一致，演唱为降势，念白为升降式。“你千里迢
迢来投亲”总体看念白、演唱都是平势，演唱时折度变化稍大，念
白时曲线较平滑。“实指望母子有靠得安生”一句前３字唱、白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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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势较为一致，但后面几字一致性较差，演唱时起点略高。“谁知道
母亲势利冷待你”前３字音高走势基本一致，演唱音域变化性较大，
拖腔较明显，本句唱、白的整体音高走势较为一致。“逼得你数九寒
天离陈门”前３字唱、白音高走势不尽一致，一升一降，后面几字
音高走势基本一致，都经历两次下降，但演唱音高变化性较大。

３ ５ ５ ２　 《珍珠塔》选段唱、白音域比较
本节分析《珍珠塔》选段的唱、白音域特点。本选段唱、白句

域数据统计结果见表３ ８３。
表３ ８３　 《珍珠塔》选段唱、白句域统计表（单位：Ｈｚ）

唱句 表 实 谁 逼 段域 均值
句域（唱） ３８１ ２７３ ４４９ ４７２ ４８９ ３９４

句域（白） ２３１ １６３ ２４１ ２２３ ２４１ ２１５

差值 １５０ １１０ ２０８ ２４９ ２４８ １７９

根据表３ ８３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６８　 《珍珠塔》选段唱、白句域对比图

表３ ８３显示，就整个选段而言，演唱的频率域明显大于念白的
频率域，演唱音域为４８９ Ｈｚ，念白为２４１ Ｈｚ，两者相差２４８ Ｈｚ。此
外，演唱句域的均值为３９４ Ｈｚ，也明显大于念白句域的均值２１５ Ｈｚ，
两者相差１７９ Ｈｚ，这说明总体而言演唱时音域非常宽。演唱时每一
分句句域均大于念白句域，没有出现演唱句域小于念白句域的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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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这与前文对《庵堂相会》选段和《秋香送茶》选段的统计明
显不同。从图３ ６８来看，演唱句域的曲线与念白句域的曲线走势
的一致性很强，而前文上述选段的差异稍大。这种现象说明“簧
调哭调”在演唱音域上有比较明显的特点，即这个曲调的音域特
别高。

下面进一步统计《珍珠塔》选段的唱、白字域变化情况。数据
处理结果见表３ ８４。

表３ ８４　 《珍珠塔》选段唱、白字域比较表（单位：Ｈｚ）
唱词 表 弟 呀 你 千 里 迢 迢 来 投 亲

字域（唱） ６５ ２１８ ４１ ６０ １３５ １７２ ２４４ １２３ ２３７ １７７ １１７

字域（白） １６９ ５９ １１２ １０７ ３８ １２９ ６３ ５５ ８１ １０９ ２７

字域差 － １０４ １５９ － ７１ － ４７ ９７ ４３ １８１ ６８ １５６ ６８ ９０

唱词 实 指 望 母 子 有 靠 得 安 生
字域（唱） １９ ９０ ２５２ ６１ １３９ １８２ ７１ ２１７ １４７ １８９

字域（白） ６２ ２１ ８８ ２６ ６９ ６８ １１８ １２９ ２１ ８７

字域差 － ４３ ６９ １６４ ３５ ７０ １１４ － ４７ ８８ １２６ １０２

唱词 谁 知 道 母 亲 势 利 冷 待 你
字域（唱） １２２ ２０９ １８７ ７２ ７２ １４０ １２８ ５９ ２５８ １０３

字域（白） ８３ １８ ８２ １６ ８５ ６２ １５０ ４６ １３５ ３１

字域差 ３９ １９１ １０５ ５６ － １３ ７８ － ２２ １３ １２３ ７２

唱词 逼 得 你 数 九 寒 天 离 陈 门
字域（唱） ３０ １１１ １４７ ８９ ２２７ １０５ ８７ ２８５ １３４ ４１

字域（白） ４２ ３１ ４３ ５４ １３３ ４６ ４２ ７８ ８４ １１５

字域差 － １２ ８０ １０４ ３５ ９４ ５９ ４５ ２０７ ５０ － ７４

根据表３ ８４字域差值数据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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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６９　 《珍珠塔》选段唱、白字域差值分布图

　 　 根据表３ ８４数据所做具体统计如下：
表３ ８５　 《珍珠塔》选段唱、白字域关系统计表

唱句唱＞白唱＜白 唱句 唱＞白唱＜白 唱句 唱＞白唱＜白
你 ８ ３ 谁 ８ ２ 逼 ８ １

实 ８ ２

总计 唱＞白：３２字 唱＜白：８字

统计显示，《珍珠塔》选段演唱字域大于念白字域的共计３２字，
小于念白句域的共计８字，与上文对句域的统计基本一致：句域统
计显示所有唱句句域都大于念白句域，单字字域统计显示大部分唱
字字域大于念白字域。这说明本选段演唱时就单字而言，字域变化
性较大，主要是一些字的频率上线提高明显。这个统计结果与《嫁
媳》选段比较一致，而与其他选段不尽一致，说明“簧调哭调”在
字域的变化上更接近“簧调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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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６　 《寻儿记》 选段声学实验研究

３ ６ １　 曲目介绍
锡剧《寻儿记》的主要情节是：张文达一家在战乱之中被冲散，

他的妻子孙淑林带着两个儿子寄宿在客栈，因为大儿子病重无钱医
治更没有钱交店租，只得剪发到街市变卖，不想返回后两个儿子却
不见了，她只得流落他乡，到处寻找丈夫和儿子。其实，她的两个
儿子当时已分别被两家人收养，各自改姓换名，长大成家，并且做
了官。１８年后，孙淑林凭家传做“八珍汤”的绝技在常府做佣人，
见常天宝长相似亲儿朱砂贯，却又不敢相认。小儿周子卿夫妇确认
是生母，母子相逢，百感交集。周子卿多次劝哥哥常天宝母子相认
遭拒，愤而对簿公堂，恰巧张文达得官，审理此案，公堂上夫妻相
认，一家团聚。拒认亲母的常天宝夫妇终被判流放边疆，遭到应有
的惩罚。本选段使用的曲调是簧调中板，此调唱速中等，偏于叙事，
情感性不强。本选段简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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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６ ２　 《寻儿记》选段唱、白时长比较
本节分析《寻儿记》选段的唱、白时长特点。本选段的时长数

据统计结果见表３ ８６。
表３ ８６　 《寻儿记》选段唱、白音节时长对照表（单位：毫秒）

唱词 有 道 是 是ｙ 寿 礼 虽 薄 情 义 义ｙ

演唱１４００ １３３５ １９０７ ６４９ １２２０ ９６９ １４０１ ９１５ ２６０８ １８４２ ４４４６

念白 ４４３ ３４４ ５３９ ５７７ ４２５ ４７６ １４３ ５７９ ３８８

差值 ９５７ ９９１ １３６８ ６４３ ５４４ ９２５ ７７２ ２０２９ １４５４

唱词 重 重ｙ 退 回 礼 物 却 不 不ｙ 恭 周
演唱１４２０ ２６４６ １３２６ １３５９ ６６０ １８００ ８４３ １８３２ ２５４１ １８０２ ６２８

念白 ５８０ ４２８ ３４６ ３９３ １５０ ２７５ １２２ ３６１ ３７２

差值 ８４０ ８９８ １０１３ ２６７ １６５０ ５６８ １７１０ １４４１ ２５６

唱词 常 本 是 通 家 好 一 母 孕 育 亲
演唱 ６０７ ６６５ ５２６ １２６１ １４１７ １３７２ ４０６ ２０９８ １１９４ ７４０ ２４５７

念白 ４９９ ２８６ ４３９ ３７７ ３２３ ４５６ １１１ ４５１ ５６３ １６６ ５３９

差值 １０８ ３７９ ８７ ８８４ １０９４ ９１６ ２９５ １６４７ ６３１ ５７４ １９１８

唱词 弟 兄 莫 非 他 俩 伤 和 气 莫 非
演唱２４６９ １８２５ ３３７ ５９１ ６２９ ５６１ ７００ ６０９ ９１０ ３０４ ５９４

念白 １７６ ４６４ ２０３ １４８ ３０５ ４２３ ４３９ ３３８ ４２５ ２５８ ３６９

差值２２９３ １３６１ １３４ ４４３ ３２４ １３８ ２６１ ２７１ ４８５ ４６ ２２５

唱词非ｙ 寿 礼 看 看ｙ 不 中 实 难 猜 测
演唱１５０９ ６６７ １５８７ ９７５ １４３３ ２３４３ ８２３ ４４４ ８９１ ６１６ ４８７

念白 ４１４ ４０８ ３７３ １３２ ３２０ ３００ ３７７ ３３７ ４３３

差值 ２５３ １１７９ ６０２ ２２１１ ５０３ １４４ ５１４ ２７９ ５４

唱词 其 中 中ｙ 意 意ｙ 等 老 老ｙ 妈 妈 前
演唱１２８３ ８８８ ２９５ ６４４ ７３４ ６２２ ６５９ ６１０ ６７５ ６５９ １１４０

念白 ３６１ ３０１ ３８９ ３３１ ３２７ ２６６ １９５ ２９４

差值 ９２２ ５８７ ２５５ ２９１ ３３２ ４０９ ４６４ ８４６

唱词前ｙ 来 解 解ｙ 迷 迷ｙ 蒙 蒙ｙ 蒙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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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演唱１１９０ １６１９ ９１８ １３８０ １２１７ ４５０８ ６６０ １８８４ １３５２

念白 ３１４ ４６５ ３３０ ２８３

差值 １３０５ ４５２ ８８７ ３７７

表３ ８６显示，与《红楼梦》选段、《嫁媳》选段、《珍珠塔》
选段相似，《寻儿记》选段的演唱单字时长明显大于念白时长，略有
不同的是本选段演唱时长延长幅度不算太大，偏向于较慢的叙述口
吻。本选段使用的曲调为簧调中板，偏向于叙事，情感性不强，所
以在时长上表现为中等唱速，时长虽有延长，但幅度不大。以上分
析说明本选段演唱时长虽然延长比较明显，但是不同于其他选段时
长的延长，特别是中间的清板部分，与《庵堂相会》选段、《秋香
送茶》选段相比时长较长，但又不像《红楼梦》等选段演唱时时长
变得特别长，应该说本选段在唱速上是中等偏慢。下面对《寻儿记》
选段的分句时长和字均时长进行比较分析。

表３ ８７　 《寻儿记》选段唱、白分句时长比较表（单位：毫秒）
唱句 有 退 周 一 莫１ 莫２ 实 等 总长均长
演唱２２７５７ １２１６４ ６４７６ １１１８９ ４３３７ １０２３５ ６２８２ １９０９３ ９２５３３ １１５６７

念白 ４４９５ ２０７５ ２７５２ ２４６９ ２２８０ ２２７５ ２４９８ ２８０７ ２１６５１ ２７０６

差值１８２６２ １００８９ ３７２４ ８７２０ ２０５７ ７９６０ ３７８４ １６２８６ ７０８８２ ８８６１

根据表３ ８７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７０　 《寻儿记》选段唱、白分句时长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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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显示，《寻儿记》选段念白总时长为２１６５１毫秒，即２１ ６５２
秒，演唱为９２５３３毫秒，即９２ ５３３秒，演唱比念白多出７０８８２毫秒，
相当于多出了７０ ８８２秒，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就分句的时长均值来
看，演唱时平均每句时长１１５６７毫秒，念白时平均每句时长２７０６毫
秒，演唱比念白多出８８６１毫秒。从分句时长分布图来看，首句和尾
句的演唱时长明显比念白长得多，而中间的唱句则比较有规律，一
句时长偏长，一句时长偏短，呈现连续的Ｖ字型，这说明中间的唱
句演唱时在节奏上有明显间隔。表３ ８８是《寻儿记》选段唱、白分
句字均时长的分布情况。

表３ ８８　 《寻儿记》选段唱、白分句字均时长比较表（单位：毫秒）
唱句 有 退 周 一 莫１ 莫２ 实 等 字均
演唱 １７５１ １５２０ ９２５ １５９８ ６２０ １１３７ ６９８ １２７３ １２３４

念白 ４５０ ２９６ ３９３ ３５３ ３２６ ３２５ ３５７ ３１２ ３５５

差值 １３０１ １２２４ ５３２ １２４５ ２９４ ８１２ ３４１ ９６１ ８７９

根据表３ ８８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７１　 《寻儿记》选段唱、白分句字均时长对比图

图表显示，《寻儿记》选段演唱分句字均时长明显大于念白分句
字均时长，与分句时长略有不同的是最后一句的演唱字均时长表现
不同，虽然仍比念白时延长许多，但因为衍生的唱字较多，拉低了
字均时长。与演唱分句时长相比，演唱分句字均时长分布相对均匀，
中间的唱句时长与图３ ７０表现一致，都呈现连续的Ｖ字型。总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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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无论分句时长还是字均时长，念白时相差不大，而演唱时有较
大波折，两者的时长分布曲线也呈不同的状态，念白几为直线，而
演唱时为折线。

综上所述，《寻儿记》选段在时长方面的表现与《红楼梦》选
段、《嫁媳》选段、《珍珠塔》选段近似，而与《庵堂相会》选段和
《秋香送茶》选段不同。
３ ６ ３　 《寻儿记》选段念白音高研究
本节从音高角度分析《寻儿记》选段念白旋律特点，使用Ｐｒａａｔ

软件绘制并经Ｗｉｎｄｏｗｓ绘图软件修订的音高走势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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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７２　 《寻儿记》选段念白音高走势图

　 　 图３ ７２显示，从收字来看，《寻儿记》选段念白多为平调或曲
调，与前文其他选段念白收字特点比较一致。第１句“有道是寿礼虽
薄情义重”共１０字，这个１０字句的前３字音高走势与《珍珠塔》
选段中１０字句的前３字音高走势相似，呈现降势，句中的“寿礼”
二字的音高走势与第６句中“寿礼”相同，说明念白时的音高走势
受到连调的影响；第２句“退回礼物却不恭”前４字和后３字总体
上呈现降势，句中三个入声字“物、却、不”仍具备一定的阴入特
征，调高而短；第３句“周常本是通家好”中“周常”、“本是”、
“通家好”三个节奏群均呈现降势；第４句“一母孕育亲弟兄”中
的两个入声字“一、育”保留入声特征；第５句“莫非他俩伤和
气”低起高收，音高走势上具有一定的变化性；第６句“莫非寿礼
看不中”，句中“莫非”二字与上句中的“莫非”走势并不相同，
说明念白的音高走势不仅受到连调影响，同时也受到念白旋律的影
响；第７句“实难猜测其中意”前４字的音高走势与上句前４字的
音高走势近似；第８句为收句，“等”字在节奏上独立，保持本调
型，“老妈妈前来”音高上先升后降。以上的分析说明，念白旋律受
到多重因素制约，主要有字调本身的特征、连调规律、节奏规律，
以及唱句旋律等。下面统计《寻儿记》选段念白字调与本调的关系，
本选段的念白唱字字调归属如下：

阴平字【５５】：虽恭周通家兄非他伤中猜妈
阳平字【１１３】：道是情义重回常孕弟和难其前来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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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上字【４１２】：本好解等　
阳上字【２２４】：有礼母俩老
阴去字【５２３】：寿退气看意
阴入字【５】：薄物却不一测
阳入字【２３】：育莫实
将上述字与念白调型逐一比对，所得统计结果见表３ ８９。

表３ ８９　 《寻儿记》选段念白字调与本调调型关系统计表
唱　 　 词 一致或基本一致 不一致或相反

有道是寿礼虽薄情义重 道是寿重 有礼虽薄情义
退回礼物却不恭 回物却恭 退礼不
周常本是通家好 周常是通家好 本
一母孕育亲弟兄 一母亲兄 孕育弟
莫非他俩伤和气 非他 莫俩伤和气
莫非寿礼看不中 看中 莫非寿礼不
实难猜测其中意 猜中意 实难测其
等老妈妈前来解迷蒙 等妈１ 解 老妈２ 前来迷蒙
总计：６１字 ２８字，占４６％ ３３字，占５４％

从表３ ８９看，整个选段字型保持一致或基本一致的２８字，占
４６％；不一致或相反的３３字，占５４％。不一致的略多，但相差不
大，说明念白时旋律对多数单字调型进行了调节，但旋律走势也受
到单字调型的影响。

下面通过《寻儿记》选段的音高上线、中线、下线数据来讨论
念白音高特点。数据处理结果见表３ ９０。

表３ ９０　 《寻儿记》选段念白音高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词 有 道 是 寿 礼 虽 薄 情 意 重

ＭＡＸ （白） ３８６ ３２３ ２１６ ２３０ ２６０ ３８８ ２２４ ２２６ ３３７ ２７６

ＭＩＮ （白） ２６２ ２０７ １６６ １６８ １９４ ３５６ １９５ １６７ ２９３ １６０

ＡＶＥ （白） ３５５ ２３９ １９１ １９２ ２２５ ３６７ ２０５ １９５ ３１６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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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唱词 退 回 礼 物 却 不 恭

ＭＡＸ （白） ３６１ ２４２ ２０７ ２７０ ３８６ ３４０ ３２３

ＭＩＮ （白） ２５７ １８７ １６４ ２４５ ３３８ ２８０ ３００

ＡＶＥ （白） ３４２ ２１０ １８７ ２５１ ３６０ ３１７ ３１１

唱词 周 常 本 是 通 家 好
ＭＡＸ （白） ４２２ ２３６ ３７７ ２４１ ３８２ ３４２ ２９０

ＭＩＮ （白） ３８４ １７６ ３０２ １８４ ３２７ ３２５ １５４

ＡＶＥ （白） ４０７ ２０１ ３２７ ２０２ ３６７ ３３５ １９１

唱词 一 母 孕 育 亲 弟 兄
ＭＡＸ （白） ３７１ ２５８ ２６２ ３３６ ３９２ ２２１ ２８０

ＭＩＮ （白） ３１０ １８６ １８１ ２２８ ３２２ １８２ ２４６

ＡＶＥ （白） ３４７ ２１４ ２１６ ２９１ ３７５ ２０６ ２７２

唱词 莫 非 他 俩 伤 和 气
ＭＡＸ （白） ２４３ ３６９ ４１６ ３８１ ３８９ ２２８ ３３７

ＭＩＮ （白） １９４ ３６３ ４０３ １５８ ３１８ １８３ ３０４

ＡＶＥ （白） ２２２ ３６５ ４１０ ２３５ ３５５ １９９ ３２６

唱词 莫 非 寿 礼 看 不 中
ＭＡＸ （白） ２３９ ３２７ ２２９ ２７２ ３６２ ３８９ ３０２

ＭＩＮ （白） １８８ １８９ １６５ １８８ ３２４ ２７７ ２７７

ＡＶＥ （白） ２１０ ２６４ １９７ ２２９ ３４２ ３１７ ２９２

唱词 实 难 猜 测 其 中 意
ＭＡＸ （白） ２３３ ２４２ ３００ ２８６ ２１６ ３７２ ３２０

ＭＩＮ （白） １９８ １７３ ２７４ １７６ １７６ ３２７ １８５

ＡＶＥ （白） ２１４ ２１６ ２８５ ２１６ １９３ ３５２ ２３７

唱词 等 老 妈 妈 前 来 解 迷 蒙
ＭＡＸ （白） ３６７ ２５０ ３３６ ３３５ ２２６ ２６２ ３０４ ２２５ ２６８

ＭＩＮ （白） ２８１ １５７ ２９３ ２７４ １６６ １８９ ２７１ １７０ ２３７

ＡＶＥ （白） ３１７ １８６ ３１９ ３０６ １９８ ２２９ ２８５ １９６ 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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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３ ９０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７３　 《寻儿记》选段念白音高三线走势图

观察发现，从起点和收点来看，４句为高起低收，２句为平起平
收，２句为低起高收，与前文其他选段的统计略有不同。从音高走势
来看，第１句、第２句、第４句的前部音高走势非常相似，都呈现Ｖ
字型，后部则略有不同；第３句音高波折较多，总体上呈现降—升
—降—升—降的走势，后三字呈现降势；第５句前３字呈现升势，
后４字波动明显；第６句音高走势呈现升—降—升—降走势，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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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线相对平滑；第７句起点收点相当，音高走势呈现升—降—升—
降的走势；第８句有９字，音高走势呈现降—升—降—升—降—升
走势，音高波动较明显，但总体有下降趋势。对《寻儿记》音高中
线折度的统计结果如下：

表３ ９１　 《寻儿记》选段念白音高中线折度统计表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有（１０） ４ 周（７） ４ 莫１ （７） ４ 实（７） ４

退（７） ２ 一（７） ３ 莫２ （７） ３ 等（９） ５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２ １ ３ ２ ４ ４ ５ １

统计结果显示，《寻儿记》选段唱句念白折度为２ ～ ５个，以４
个折度为主，占５０％。一般说来，折度跟字数有一定关系，字数多，
折度多；但也不尽一致，如首句１０字４个折度，收句９字５个折度。

下面分析《寻儿记》选段念白音高的起收变化。首先对音高中
线数据做处理，数据处理结果见表３ ９２。

表３ ９２　 《寻儿记》选段念白分句音高中线起收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中 收唱句起 中 收唱句起 中 收
有 ３５５ ２４９ ２０４ 一 ３４７ ２７５ ２７２ 实 ２１４ ２４５ ２３７

退 ３４２ ２８３ ３１１ 莫１ ２２２ ３０２ ３２６ 等 ３１７ ２５５ ２５８

周 ４０７ ２９０ １９１ 莫２ ２１０ ２６４ ２９２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最大值 ４０７ ２９０ ３２６ 均值３０２ ２７０ ２６１ 区间１９３ ４１ １３５

最小值 ２１４ ２４９ １９１

根据表３ ９２数据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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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７４　 《寻儿记》选段念白音高起收模式总图

　 　 统计显示，《寻儿记》选段念白起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
为４０７ Ｈｚ和２１４ Ｈｚ，收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为３２６ Ｈｚ和１９１
Ｈｚ，念白时起点音高均值的变化范围（１９３ Ｈｚ）略大于收点音高均
值变化范围（１３５ Ｈｚ），两者相差５８ Ｈｚ。这个统计结果与《嫁媳》
选段的念白音高均值起收范围差值相当，不同于《珍珠塔》选段的
统计数据，这个差值在前文所有选段中（除《珍珠塔》选段外）是
最小的。下图是《寻儿记》选段念白音高起收模式的分图。

图３ ７５　 《寻儿记》选段念白音高起收模式分图

图３ ７５显示，《寻儿记》选段多数唱句念白的音高中线起收模
式呈现降势，也有呈现升势和平势的唱句。表３ ９３是《寻儿记》选
段念白音高起收模式的具体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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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９３　 《寻儿记》选段念白分句音高起收模式统计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有 ３５５ ２０４ １５１ 降 莫１ ２２２ ３２６ － １０４ 升
退 ３４３ ３１１ ３２ 降 莫２ ２１０ ２９２ － ８２ 升
周 ４０７ １９１ ２１６ 降 实 ２１４ ２３７ － ２３ 平
一 ３４７ ２７２ ７５ 降 等 ３１８ ２５８ ６０ 降

模式 降 平 升
句数 ５ １ ２

比例 ６２ ５％ １２ ５％ ２５％

表３ ９３显示，《寻儿记》选段的念白音高中线起收模式主要表
现为降势，有５句，占６２ ５％；其次为升势，共２句，占２５％；平
势仅１句，占１２ ５％。这个统计结果与上文的多数选段的相关统计
结果相似，基本都是以降势为主。
３ ６ ４　 《寻儿记》选段演唱音高研究
本节分析《寻儿记》选段演唱的音高特点，请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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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７６　 《寻儿记》选段演唱音高走势图

　 　 图３ ７６显示，首尾两句音高波动明显，这两句存在比较明显的
拖腔，中间出现拖腔的唱句时长有长有短，分布不均。整体上看，
本选段的拖腔既不像《红楼梦》选段、《嫁媳》选段、《珍珠塔》选
段那样字字拖腔，也不像《庵堂相会》选段、《秋香送茶》选段那
样只有非清板部分的唱句出现明显拖腔。可以说《寻儿记》选段在
拖腔方面基本上处于中间状态，不多也不少。就音高走势而言，多
数唱句出现音高下倾趋势，如第１ ～ ３句、第７句、第８句的总体音
高下倾表现得非常明显，其他唱句虽然没有明显的整体音高下倾趋
势，但是句中有不少节奏群也呈现下倾趋势。从图３ ７６还可以看
出，收字多数为平调，且音域较低，个别为降调，本选段演唱字调
与本调关系的统计结果见表３ ９４ （见第２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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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９４　 《寻儿记》选段演唱字调与本调调型关系统计表
唱　 　 词 一致或基本一致 不一致或相反

有道是寿礼虽薄情义重 道 有是寿礼虽薄情义重
退回礼物却不恭 回恭 退礼物却不
周常本是通家好 周家 常本是通好
一母孕育亲弟兄 一兄 母孕育亲弟
莫非他俩伤和气 非他 莫俩伤和气
莫非寿礼看不中 寿中 莫非礼看不
实难猜测其中意 实猜测 难其中意
等老妈妈前来解迷蒙 解 等老妈１ 妈２ 前来迷蒙
总计：６１字 １５字，占２５％ ４６字，占７５％

从表３ ９４看，整个选段字型保持一致或基本一致的１５字，占
２５％；不一致或相反的４６字，占７５％，不一致的占多数。与念白相
比，调型模式不一致或相反的比例有所上升（念白时不一致或相反
的比例占５４％）。说明演唱时的音高模式受单字调型影响变小，演
唱旋律对单字调型的调节作用加大。

下面分析《寻儿记》选段演唱的音高数据。数据处理结果见
表３ ９５。

表３ ９５　 《寻儿记》选段演唱音高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词 有 道 是 是ｙ 寿 礼 虽 薄 情

ＭＡＸ （唱） ４６６ ５６０ ４６１ ４０１ ３０３ ４０４ ４４５ ４４５ ５３０

ＭＩＮ （唱） ３９１ ４０５ ３３２ ３２３ ２５５ ２８５ ３３１ ３２５ ２９８

ＡＶＥ （唱） ４３２ ４７１ ３９０ ３６４ ２８０ ３４３ ３９５ ３７９ ３８６

唱词 义 义ｙ 重 重ｙ

ＭＡＸ （唱） ４４９ ３８９ ２９５ ３０１

ＭＩＮ （唱） ２２６ １６１ ２０９ ２３１

ＡＶＥ （唱） ３２９ ２５５ ２４８ 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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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唱词 退 回 礼 物 却 不 不ｙ 恭

ＭＡＸ （唱） ４５６ ５２７ ４６２ ３４６ ３７２ ４３０ ２７９ ２４３

ＭＩＮ （唱） ４０８ ３５２ ３９５ ２１６ ２９２ ２０６ １６３ １６２

ＡＶＥ （唱） ４３９ ４４６ ４３２ ２７８ ３３３ ３０１ ２１６ １９４

唱词 周 常 本 是 通 家 好
ＭＡＸ （唱） ４５０ ３６５ ５５７ ４６０ ４１０ ４４３ ３６０

ＭＩＮ （唱） ４１３ ３１５ ４４６ ３４６ ２４５ ３０３ ２４１

ＡＶＥ （唱） ４３７ ３４６ ５１３ ３９４ ３１０ ３８０ ３００

唱词 一 母 孕 育 亲 弟 兄
ＭＡＸ （唱） ２６９ ２９９ ２１６ １９２ ４５６ ２９８ ２４７

ＭＩＮ （唱） ２２１ １７８ １６７ １７０ ２２１ １７４ １６４

ＡＶＥ （唱） ２６２ ２４１ １８１ １８０ ３１９ ２２８ １９４

唱词 莫 非 他 俩 伤 和 气
ＭＡＸ （唱） ２３１ ２９１ ４５２ ３５９ ３７０ ３４８ ３２０

ＭＩＮ （唱） ２１２ ２５８ ３７９ ３３０ ２４５ ２７８ ２１４

ＡＶＥ （唱） ２２４ ２７０ ３９９ ３４５ ２９０ ３０１ ２４４

唱词 莫 非 非ｙ 寿 礼 看 看ｙ 不 中
ＭＡＸ （唱） ３６０ ３６０ ５２７ ３５３ ４５５ ４０５ ３７６ ２８８ ２９１

ＭＩＮ （唱） ２９４ ２９９ ３４１ ２９８ ２２６ ３０７ ２１９ ２３８ ２４６

ＡＶＥ （唱） ３４３ ３３８ ４２５ ３２７ ３１７ ３５１ ２８９ ２６３ ２６２

唱词 实 难 猜 测 其 中 中ｙ 意 意ｙ

ＭＡＸ （唱） ３５７ ４６２ ４４８ ３６６ ３９３ ２６１ ２２４ ２７４ ２８３

ＭＩＮ （唱） ３１０ ４２８ ４０３ ３３３ ２８２ １８３ ２１２ ２４５ ２３８

ＡＶＥ （唱） ３４２ ４４９ ４２５ ３４９ ３３０ ２２８ ２１８ ２６１ ２６２

唱词 等 老 老ｙ 妈 妈 前 前ｙ 来 解
ＭＡＸ （唱） ４０８ ２６６ ２７９ ３５５ ４０４ ２７２ ３６１ ２９５ ３２８

ＭＩＮ （唱） ３４５ ２１２ ２３８ ２９３ ３４６ ２１９ ２５０ １５９ ２４０

ＡＶＥ （唱） ３５９ ２４４ ２５８ ３２０ ３５８ ２４６ ２７４ ２２６ ２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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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唱词 解ｙ 迷 迷ｙ 蒙 蒙ｙ 蒙ｙ

ＭＡＸ （唱） ２８９ ２７７ ３９８ １９８ ２６５ ２２９

ＭＩＮ （唱） １７０ ２４７ １６９ １６８ １６７ １６２

ＡＶＥ （唱） ２２０ ２６６ ２４６ １７５ ２１２ １８９

根据表３ ９５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７７　 《寻儿记》选段演唱音高三线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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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显示，《寻儿记》选段演唱时的唱句音高走势基本上都呈现
下降趋势，但下降的模式有所不同，第１句、第２句、第６句的下
降模式是两次下降，有两个升降曲拱，整体音高走势是升—降—
升—降；第５句、第７句的音高走势总体上是升—降式的，只有一
次升降；第３句与第８句相似，音高走势呈现降—升—降—升—降
走势，但总体上看是下降的；第４句的音高走势分两个节奏群，都
呈现降势，起点略高于收点。从起点和收点来看，《寻儿记》选段
７句呈现降势，１句呈现平势。从频率值上看，本选段演唱时的频
率较高，不少字音高的最大值超过５００ Ｈｚ，整体上抬升了演唱的音
域，但是也有的唱句音域较低，可以说本选段的音域特点是高低
相间，有高有低。对本选段唱句音高中线的折度所做的统计结果
如下：

表３ ９６　 《寻儿记》选段演唱音高中线折度表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有（１３） ４ 周（７） ４ 莫１ （７） ４ 实（９） ２

退（８） ３ 一（７） ２ 莫２ （９） ４ 等（１５） ９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２ １ ３ １ ４ ４ ９ １

本选段首句和尾句拖腔明显，所以衍生出不少唱字，折度统计
显示，除尾句１５字９个折度外，本选段的演唱唱句折度为２ ～ ４个，
其中折度为４个的有４句，占５０％，折度为２个、３个的均为１句，
演唱时音高过渡较平滑，最后一句音高变化速率较快，但起伏不大，
整体呈降势。

下面通过音高中线数据来分析《寻儿记》选段演唱的起收特点，
数据处理结果见表３ ９７。

表３ ９７　 《寻儿记》选段演唱分句音高中线起收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中 收唱句起 中 收唱句起 中 收
有 ４３２ ３５０ ２７２ 一 ２６２ ２２９ １９４ 实 ３４２ ３１８ ２６２

退 ４３９ ３３０ １９４ 莫１ ２２４ ２９６ ２６２ 等 ３５９ ２５７ 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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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周 ４３７ ３８３ ３００ 莫２ ３４３ ３２４ ２４４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最大值 ４３９ ３８３ ３００ 均值３５５ ３１１ ２４０ 区间２１５ １５４ １１１

最小值 ２２４ ２２９ １８９

根据表３ ９７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７８　 《寻儿记》选段演唱音高起收模式总图

统计显示，《寻儿记》选段演唱起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为
４３９ Ｈｚ和２２４ Ｈｚ，收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为３００ Ｈｚ和１８９ Ｈｚ，
演唱时起点音高均值的变化范围（２１５ Ｈｚ）大于收点音高均值变化
范围（１１１ Ｈｚ），相差１０４ Ｈｚ，这个数据比念白的统计数据有比较明
显扩大，说明演唱时的音高下倾趋势进一步加强。统计结果也反映
了“簧调中板”的偏于叙事、情感平淡的特点。图３ ７９是《寻儿
记》选段演唱起收模式的分图。

图３ ７９　 《寻儿记》选段演唱音高起收模式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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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７９显示，《寻儿记》选段演唱时多数唱句音高中线起收
模式为下降。表３ ９８是《寻儿记》选段演唱音高起收模式的具
体统计：

表３ ９８　 《寻儿记》选段演唱分句音高起收模式统计表（单位：Ｈｚ ）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有 ４３２ ２７２ １６０ 降 莫１ ２２４ ２４４ － ２０ 平
退 ４３９ １９４ ２４５ 降 莫２ ３４３ ２６２ ８１ 降
周 ４３７ ３００ １３７ 降 实 ３４２ ２６２ ８０ 降
一 ２６２ １９４ ６８ 降 等 ３５９ １８９ １７０ 降

模式 降 平 升
句数 ７ １ ０

比例 ８８％ １３％ ０％

表３ ９７显示，从音高起收模式的统计表来看，很明显，《寻儿
记》选段的演唱音高起收模式以降势为主，共７句，约占８８％，这
个比例与念白时相比明显扩大。演唱音高起收模式表现平势仅１句，
没有表现为明显升势的唱句。而且，《寻儿记》选段演唱音高起收模
式中降势所占的比例也是本书所有选段中最高的，这说明“簧调中
板”演唱时在起收模式上与自然话语中陈述句接近。
３ ６ ５　 《寻儿记》选段唱、白音高比较
本节讨论《寻儿记》选段的演唱、念白的音高特点。与前文相

同，讨论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唱、白音高走势的比较，一
是唱、白音域的比较。

３ ６ ５ １ 《寻儿记》选段唱、白音高走势比较
本节利用音高走势图对《寻儿记》选段唱、白音高特点进行比

较。本选段念白、演唱音高走势比较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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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８０　 《寻儿记》选段唱、白音高走势对比图

　 　 图３ ８０显示，《寻儿记》选段念白的音高走势与演唱的音高走
势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异，首先是演唱时的拖腔明显，音高波动
性强；其次是演唱时的音高下倾趋势明显，句尾音高比较低；再次
是不少念白字调的调型与演唱字调的调型不一致，特别是有拖腔的
选段，因音高变化的速率加快，一致性较差。观察发现，演唱音高
走势和念白音高走势也存在比较一致的地方，如“莫非他俩伤和
气”、“实难猜测”等唱句或节奏群。此外，还有一些字演唱调型模
式与念白调型模式比较一致，如“却”、“周”等。

为进一步统计《寻儿记》选段念白与演唱的旋律变化情况，
我们将念白的音高中线模式与演唱的音高中线模式进行对比，作
图如下：

４１２ 　 锡剧女声唱腔声学实验研究



图３ ８１　 《寻儿记》选段唱、白音高中线对比图

　 　 图３ ８１显示，从总体趋势上看，《寻儿记》选段念白音高中线
走势与演唱音高中线走势存在较强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可能是受
字调本身或者连调的影响，也可能是其他因素。但两者也存在不一
致的地方，说明两者之间的旋律模式存在差异。从音域范围看，多
数唱句演唱音域高于念白；从折度上来说，演唱的折度与念白的折
度大致相当，但念白起伏性相对较大。分句而言，“有道是寿礼虽薄
情义重”前半句较一致，总体上均呈降势，念白时音域较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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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礼物却不恭”一句念白、演唱与前句类似，但本句唱、白的一致
性较强，只是念白前半句音域低于演唱；“周常本是通家好”和
“一母孕育亲弟兄”两句，唱、白音高走势也基本一致，但前句演唱
音域较高，后句念白音域较高；“莫非他俩伤和气”和“莫非寿礼
看不中”两句演唱音域变化较大，前句念白音高起伏较明显，演唱
则起伏不大，且前句演唱、念白音域相当，而后句念白音域低于演
唱音域；“实难猜测其中意”前半句唱、白音高走势基本一致，念白
音域低于演唱；收句“等老妈妈前来解迷蒙”演唱拖腔明显，音高
起伏次数较多，唱、白音高走势基本一致，念白收字略高，演唱高
起低收。

３ ６ ５ ２　 《寻儿记》选段唱、白音域比较
本节分析《寻儿记》选段的唱、白音域特点。相关数据统计结

果见表３ ９９。
表３ ９９　 《寻儿记》选段唱、白句域统计表（单位：Ｈｚ）

唱句 有 退 周 一 莫１ 莫２ 实 等 段域均值
句域（唱） ３９８ ３６４ ３１６ ２９２ ２３９ ３０８ ２７９ ２５０ ４０１ ３０６

句域（白） ２２８ ２２３ ３４４ ２１１ ２５８ ２２５ １９９ ２１０ ３４４ ２４９

句域差 １７０ １４１ － ２８ ８１ － １９ ８３ ８０ ４０ ５７ ５７

根据表３ ９９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８２　 《寻儿记》选段唱、白句域对比图

就整个选段而言，演唱的频率域略大于念白的频率域，演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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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为４０１ Ｈｚ，念白为３４４ Ｈｚ，两者相差５７ Ｈｚ，演唱句域的均值为
３０６ Ｈｚ，也略大于念白句域的均值２４９ Ｈｚ，两者同样相差５７ Ｈｚ，结
果非常一致，这说明总体而言演唱时的音域比念白略宽。分句音域
统计结果与总体音域的表现基本一致，演唱时有６句句域均大于念
白，有２句句域略小与念白，但差值不大。这个统计结果既不像《庵
堂相会》选段和《秋香送茶》选段那样演唱句域大于念白句域和演唱
句域小于念白句域的唱句句数基本相当，也不像《红楼梦》选段、
《嫁媳》选段、《珍珠塔》选段那样所有唱句都表现为演唱句域大于念
白句域，进一步说明了“簧调中板”的“中立”特征。从图３ ８２来
看，演唱句域的曲线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其中有两次下降。本选段念
白句域的走势与演唱略有不同，除第２句外，整体走势较平稳。相比
较而言，念白句域则基本在演唱句域之下，曲线变化性不大。

下面比较《寻儿记》演唱、念白字域变化情况。相关数据处理
结果见表３ １００。

表３ １００　 《寻儿记》选段唱、白字域比较表（单位：Ｈｚ）
唱词 有 道 是 寿 礼 虽 薄 情 义 重

字域（唱） ７６ １５５ １３０ ４８ １１９ １１４ １２０ ２３２ ２２３ ８７

字域（白） １２４ １１７ ５０ ６２ ６６ ３１ ２９ ５９ ４４ １１６

字域差 － ４８ ３８ ８０ － １４ ５３ ８３ ９１ １７３ １７９ － ２９

唱词 退 回 礼 物 却 不 恭
字域（唱） ４９ １７５ ６７ １３０ ８０ ２２４ ８１

字域（白） １０４ ５５ ４４ ２５ ４９ ６０ ２３

字域差 － ５６ １２０ ２３ １０５ ３１ １６４ ５８

唱词 周 常 本 是 通 家 好
字域（唱） ３７ ５０ １１１ １１４ １６５ １４１ １１９

字域（白） ３８ ５９ ７５ ３１４ ５５ １８ １３６

字域差 － １ － ９ ３６ － ２００ １１０ １２３ － １７

唱词 一 母 孕 育 亲 弟 兄
字域（唱） ４８ １２１ ４９ ２３ ２３６ １２５ ８３

字域（白） ６２ ７１ ８２ １０８ ７０ ４０ ３４

字域差 － １４ ５０ － ３３ － ８５ １６６ ８５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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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唱词 莫 非 他 俩 伤 和 气

字域（唱） １９ ３３ ７２ ２８ １２５ ７０ １０６

字域（白） ５０ ６ １３ ２２３ ７１ ４５ ３３

字域差 － ３１ ２７ ５９ － １９５ ５４ ２５ ７３

唱词 莫 非 寿 礼 看 不 中
字域（唱） ６６ ６１ ５５ ２２９ ９８ ５０ ４５

字域（白） ５１ １３９ ６５ ８４ ３８ １１２ ２５

字域差 １５ － ７８ － １０ １４５ ６０ － ６２ ２０

唱词 实 难 猜 测 其 中 意
字域（唱） ４７ ３４ ４４ ３４ １１２ ７８ ２８

字域（白） ３５ ６９ ２５ １１０ ４０ ４５ １３５

字域差 １２ － ３５ １９ － ７６ ７２ ３３ － １０７

唱词 等 老 妈 妈 前 来 解 迷 蒙
字域（唱） ６３ ５４ ６２ ５８ ５３ １３６ ８８ ３１ ３０

字域（白） ８６ ９３ ４３ ６１ ６０ ７３ ３４ ５４ ３１

字域差 － ２３ － ３９ １９ － ３ － ７ ６３ ５４ － ２３ － １

根据表３ １００字域差作图如下：

图３ ８３　 《寻儿记》选段唱、白字域差值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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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００和图３ ８３显示了《寻儿记》选段的唱、白字域变化情
况，从中可以看出，多数唱字演唱字域大于念白，前面几句唱字字域
扩大的幅度比较大。表３ １０１是《寻儿记》选段字域变化情况的统计：

表３ １０１　 《寻儿记》选段唱、白字域关系统计表
唱句唱＞白唱＜白 唱句 唱＞白唱＜白 唱句 唱＞白唱＜白
有 ７ ３ 一 ４ ３ 实 ４ ３

退 ６ １ 莫１ ５ ２ 等 ３ ６

周 ３ ４ 莫２ ４ ３

总计 唱＞白：３６字 唱＜白：２５字

统计显示，《寻儿记》选段演唱字域大于念白字域的共计３６字，
小于念白字域的共计２５字，与上文对句域的统计基本一致（句域统
计显示演唱句域多数大于念白句域，个别小于念白句域）。这说明就
单字而言，本选段演唱时字域变化性较大，同念白相比，有增有减。

３ ７　 《玲珑女》 选段一声学实验研究

３ ７ １　 曲目介绍
锡剧《玲珑女》由江苏省锡剧团演出。故事讲述的是原扬州总兵

白龙江之女白赛花，与松江书生赵云卿早有婚约。赵云卿前往投亲途
中不幸染病，于是他转托友人李文林去白府送信。李文林冒名顶替，
不料被白府害死。白总兵为攀高门，又将女儿另外许配给了沈国舅。
穿珠花姑娘李翠英获悉此事后，为了成全赵、白的婚姻，趁沈国舅娶
亲时，将白赛花的鼻子击破，谎说是“红沙大败日”，借破法为名，
将花轿打破，并携白赛花到五里亭去会未婚丈夫赵云卿。白总兵带人
追来，捉住两人，将赵云卿送官问罪。李翠英一心营救，前往扬州告
状，扬州府不敢受理，李翠英又与娘舅王德告往南京，路过栖霞山，
恰巧遇到海瑞私访，海瑞深知国舅势大，示意李翠英去告御状。最后
国太为了挽回皇家体面，准了状文，赵云卿、白赛花夫妻终于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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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玲珑女》的节选，国舅使坏，存心难为李翠英，唱词
是李翠英的内心思考。选段使用的曲调为“簧流水”，此曲调速度中
等，行腔干练，一般用于旁唱，内心思考，但也能表现紧张、激烈
的情绪，可接唱簧调或其他板腔。选段的简谱如下：

３ ７ ２　 《玲珑女》选段一唱、白时长比较
本节研究《玲珑女》选段一的演唱、念白时长特点。为研究

《玲珑女》选段一时长变化情况，首先按单字统计念白和演唱时的单
字音节时长，并计算其差值，数据处理结果及分析如下：

表３ １０２　 《玲珑女》选段一唱、白音节时长对照表（单位：毫秒）
唱词 这 个 个ｙ 老 贼 好 毒 狠 成 心
演唱 １９３ ５１６ １６８ ４６６ ９５２ ５１５ １３８６ ６７９ ４６７ ４９１

念白 １３２ ３１５ ４２９ ２３７ ３２４ １１６ ４６９ ４５６ ４２２

差值 ６１ ２０１ ３７ ７１５ １９１ １２７０ ２１０ １１ ６９

唱词 难 为 李 翠 英 正 宫 娘 娘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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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演唱 ４７４ ７７５ ４４３ ５１８ １２６３ ４２２ ４３７ ４８６ １１５０ ４９６

念白 ３０７ ３４５ ３２４ ３６２ ２３０ ２３８ １５３ ３３５ ３２７ ２７３

差值 １６７ ４３０ １１９ １５６ １０３３ １８４ ２８４ １５１ ８２３ ２２３

唱词 见 过 叫 我 怎 能 认 得 清 倒
演唱 ６０４ ３０４７ ４６８ ４７８ ４６４ ８５４ ６２９ １３３ １８２５ ２６４

念白 ２３１ ３４８ ３２８ ４０５ ２５７ ３８９ ４１７ １３４ ４２５ ２００

差值 ３７３ ２６９９ １４０ ７３ ２０７ ４６５ ２１２ － １ １４００ ６４

唱词 不 如 用 个 百 鸟 朝 凤 计 鉴
演唱 １０２ ３１３ ２１８ １８２ ２０３ ２４６ ５１８ ５１１ ７４４ ５２１

念白 １１２ ３３７ ３６３ ３１０ １３２ ４４０ ５０５ ２７３ ４０６ ３２１

差值 － １０ － ２４ － １４５ － １２８ ７１ － １９４ １３ ２３８ ３３８ ２００

唱词 貌 辨 色 把 事 行
演唱 ５３１ １１４８ ８３８ ６８７ ７６０ ４２７

念白 ５５４ ２６５ ２３７ ４０２ ５３３ ５５０

差值 － ２３ ８８３ ６０１ ２８５ ２２７ － １２３

表３ １０２显示，《玲珑女》选段一的演唱单字时长绝大多数明显
大于念白时长，少数字的演唱时长小于念白时长。演唱时长最长的
唱字是“过”字，３０４７毫秒，这个长度在前文时长延长的唱字中处
于中流。从总体上看，本选段演唱时虽然多数唱字时长变长，但是
幅度不大，在唱速上属于中等速度。《玲珑女》选段一使用曲调为簧
流水，簧流水速度中等，行腔干练。表现在时长方面，演唱时长虽
多数大于念白时长，但差值明显没有《红楼梦》、《珍珠塔》等选段
差值大。簧流水一般用于旁唱，内心思考，情感性不强，所以有的
唱字会出现演唱时长小于念白时长的现象，但整体上演唱时长仍大
于念白时长。下面通过分句时长和字均时长对《玲珑女》选段一的
时长特点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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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０３　 《玲珑女》选段一唱、白分句时长比较表（单位：毫秒）
唱句 这 成 正 叫 倒 鉴 总长 均长
演唱 ４８７６ ４４３０ ６６４１ ４８５０ ３３０３ ４９１１ ２９０１１ ４８３５

念白 ２０２３ ２４４６ １９０３ ２３５６ ３０７８ ２８６３ １４６６９ ２４４５

差值 ２８５３ １９８４ ４７３８ ２４９４ ２２５ ２０４８ １４３４２ ２３９０

根据表３ １０３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８４　 《玲珑女》选段一唱、白分句时长对比图

表３ １０３显示，《玲珑女》选段一念白总时长为２９０１１毫秒，演
唱为１４６６９毫秒，演唱比念白多出１４３４２毫秒。演唱分句句均时长
为４８３５毫秒，念白分句句均时长为２４４５毫秒，平均每句演唱时长
比念白时长多出２３９０毫秒。图３ ８４显示，分句演唱时长都长于念
白，但第５句“倒不如用个百鸟朝凤计”一句唱、白时长差异不大，
演唱时长只比念白时长多２２５毫秒。本选段演唱时长最长的是第３
句，这主要是由于本句最后一字“过”拖腔所致。本选段的分句时
长统计结果虽然与前文《红楼梦》选段、《嫁媳》选段以及《寻儿
记》选段都表现为演唱时长明显延长，但情况有所不同。上述选段
演唱时都是首尾句时长很长，而本选段时长分布则相对比较平均，
最长的出现在第３句，这从侧面说明“簧流水”演唱时一开始节奏
就比较快，像流水一样平稳，没有拖泥带水的感觉。下面是《玲珑
女》选段一的唱、白分句字均时长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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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０４　 《玲珑女》选段一唱、白分句字均时长比较表（单位：毫秒）
唱句 这 成 正 叫 倒 鉴 字均
演唱 ６１０ ６３３ ９４９ ６９３ ３３０ ７０２ ６３１

念白 ２８９ ３４９ ２７２ ３３７ ３０８ ４０９ ３２６

差值 ３２１ ２８４ ６７７ ３５６ ２２ ２９３ ３０５

根据表３ １０４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８５　 《玲珑女》选段一唱、白分句字均时长对比图

图表显示，《玲珑女》选段一分句字均时长与分句时长表现一
致，这说明本选段演唱时的拖腔较少，行腔干脆，如小溪流水一般，
少有拖沓。同样，在所有唱句中，第５句时长明显小于其他唱句的
时长，本句字均时长为３３０毫秒（其他唱句均在６００毫秒以上），导
致本句演唱字均时长与念白字均时长相近。本选段分句字均时长最
长的仍是第３句“正宫娘娘没见过”。相比较而言，无论分句时长
还是字均时长，念白时相差不大，而演唱时有较大起伏，两者曲
线也呈不同的状态，念白几为直线，而演唱时则多有波折，时高
时低。
３ ７ ３　 《玲珑女》选段一念白音高研究
本节分析《玲珑女》选段一的念白音高特点。首先使用Ｐｒａａｔ绘

制《玲珑女》选段一的音高走势图，然后用Ｗｉｎｄｏｗｓ画图软件修饰，
最终结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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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８６　 《玲珑女》选段一念白音高走势图

　 　 图３ ８６显示，《玲珑女》选段一念白音高走势的明显特点是第
１，３，４，５句起点都相对比较高，而后呈下降趋势。第１句“这个
老贼”呈下降趋势，因为“贼”为入声字，本身调高，从而使得尾
部抬升，“好毒狠”也呈现下降趋势；第２句中“成心难为”、“李
翠英”两个节奏群走势相近，都是低起高降；第３句中“正宫娘娘”
音高走势呈降势，“我未见过”音高走势先升后降；第４句中“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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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能”呈现降势；第５句“倒不如”三字走势同前文《珍珠
塔》选段的三字格走势接近，呈现倒Ｖ型，后７字音高总体走势下
降；第６句总体上有两个下降趋势，音高走势与第１句非常接近，
前半部分都是高降，因入声字抬升，后３字又呈现下降趋势。观察
发现，收字一般为平调或曲折调，与前文其他选段相似，多与本调
一致，只有第２句收字为降调。其他位置上的字调则明显受到念白
旋律调节。下面将念白的每一个字的字调调型走势与单字调型进行
比较，统计调型变化情况， 《玲珑女》选段一念白的字调调型归属
如下：

阴平字【５５】：心英宫清
阳平字【１１３】：狠成难为娘未能认如用朝貌事行
阴上字【４１２】：怎把好
阳上字【２２４】：老李我鸟
阴去字【５２３】：翠正见过叫倒凤计鉴辨
阴入字【５】：这得不百色个
阳入字【２３】：贼毒
将上述字与念白调型逐一比对，所得统计结果见表３ １０５。
表３ １０５　 《玲珑女》选段一念白字调与本调调型关系统计表
唱　 　 词 一致或基本一致 不一致或相反

这个老贼好毒狠 贼好毒狠 这个老
成心难为李翠英 成心难为李翠英
正宫娘娘我未见过 我未见过 正宫娘娘
叫我怎能认得清 清 叫我怎能认得
倒不如用个百鸟朝凤计 倒不如百鸟朝计 用个凤
鉴貌辨色把事行 鉴辨色把事行 貌
总计：４６字 ２２字，占４８％ ２４字，占５２％

从表３ １０５来看，整个选段字调调型保持一致或基本一致的２２
字，占４８％；不一致或相反的２４字，占５２％，两者所占比例相当。
这个统计结果与前文其他选段的念白调型统计结果基本一致，没有
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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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通过念白音高数据分析《玲珑女》选段一的音高特点，数
据处理结果见表３ １０６。

表３ １０６　 《玲珑女》选段一念白音高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词 这 个 老 贼 好 毒 狠

ＭＡＸ （白） ４３６ ３５８ ２４５ ３１４ ３６５ ３１４ ３１６

ＭＩＮ （白） ３９５ １９３ １７０ ２７９ ３０９ ２５９ ２０２

ＡＶＥ （白） ４１６ ２６４ ２０３ ３０１ ３３０ ２８１ ２４６

唱词 成 心 难 为 李 翠 英
ＭＡＸ （白） ２３５ ３７２ ２１８ ２７９ ２５４ ３９０ ３６１

ＭＩＮ （白） １８４ ２１７ １７６ １９２ ６７ ３２６ １８９

ＡＶＥ （白） ２１３ ３０８ １９５ ２３６ ２０２ ３５６ ２８２

唱词 正 宫 娘 娘 我 未 见 过
ＭＡＸ （白） ４４１ ３９９ ３５１ ２６５ ３５９ ２９０ ３６９ ３７８

ＭＩＮ （白） ３５５ ３６８ ２０３ ２２３ ２３６ ２３１ ３４９ １８８

ＡＶＥ （白） ４１６ ３８５ ２６１ ２４４ ２７５ ２６４ ３５６ ２３５

唱词 叫 我 怎 能 认 得 清
ＭＡＸ （白） ４３７ ３４５ ４２２ ３６１ ２７７ ３７５ ３３５

ＭＩＮ （白） ３５２ ２３５ ３５８ ２２３ １７４ １８５ ３１３

ＡＶＥ （白） ３８３ ３００ ３８３ ２８０ ２２３ ２８６ ３２４

唱词 倒 不 如 用 个 百 鸟 朝 凤 计
ＭＡＸ （白） ２７２ ２９８ ２３９ ３３０ ３４６ ４０８ ３６２ ２８３ ３２９ ３９１

ＭＩＮ （白） ２２９ ２８３ ２１６ ２３０ ２４５ ３８７ ２１２ ２０２ ２３４ ２０５

ＡＶＥ （白） ２４１ ２９３ ２２４ ２７５ ２９５ ３９４ ２４７ ２３１ ２７３ ２５１

唱词 鉴 貌 辨 色 把 事 行
ＭＡＸ （白） ５００ ２７１ ２４４ ３７０ ３７３ ４６９ ２９１

ＭＩＮ （白） ３７５ ２０６ １９０ ３１２ ２９７ ２１７ １９８

ＡＶＥ （白） ４５０ ２３９ ２１９ ３４９ ３２９ ２９１ ２２８

６２２ 　 锡剧女声唱腔声学实验研究



根据表３ １０６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８７　 《玲珑女》选段一念白音高三线走势图

观察发现，《玲珑女》选段一念白有４句为高起低收，１句为平
起平收，１句为低起高收，与《寻儿记》选段的统计大体相同。具
体而言，第１句的音高走势是降—升—降；第２句的音高走势波折
较多，呈现升—降—升—降—升—降的走势，相邻的字都有高低变
化；第３句音高走势为降—升—降；第４句音高走势为降—升—降
—升；第５句共１０字，前３字为倒Ｖ型，后７字音高走势为升—降
—升—降；第６句的音高走势为降—升—降。从总体来看，第１、第
３、第６唱句走势相似，第２、第５唱句走势相似。对《玲珑女》选
段一念白音高中线折度的统计结果如下（见第２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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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０７　 《玲珑女》选段一念白音高中线折度统计表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这（７） ２ 正（８） ２ 倒（１０） ５

成（７） ５ 叫（７） ３ 鉴（７） ２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２ ３ ３ １ ５ ２

统计结果显示，本选段的唱句念白折度为２ ～ ５个，以２个折度为
主，占５０％。一般说来，折度跟字数有一定关系，字数多，折度多，但
也不尽一致，如第２句７字５个折度，最后一句７字２个折度。

下面来分析《玲珑女》选段一念白的音高起收特点。相关数据
处理结果见表３ １０８。
表３ １０８　 《玲珑女》选段一念白分句音高中线起收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中 收唱句起 中 收唱句起 中 收
这 ４１７ ２９２ ２４６ 正 ４１７ ３０４ ２３５ 倒 ２４１ ２７２ ２５１

成 ２１３ ２５６ ２８２ 叫 ３８３ ３１１ ３２４ 鉴 ４５０ ３０１ ２２８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最大值 ４５０ ３１１ ３２４ 均值３５４ ２８９ ２６１ 区间２３７ ５６ ９６

最小值 ２１３ ２５６ ２２８

根据表３ １０８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８８　 《玲珑女》选段一念白音高起收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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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０８显示，《玲珑女》选段一念白起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
分别为４５０ Ｈｚ和２１３ Ｈｚ，收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为３２４ Ｈｚ和
２２８ Ｈｚ，起点音高均值的变化范围（２３７ Ｈｚ）明显大于收点音高均值
变化范围（９６ Ｈｚ），相差１４１ Ｈｚ。从念白音高起收模式图上也可以
清晰地看出起点音高变化范围明显大于收点，主要原因在于起点音
高上线明显高于收点。这个统计结果与前文的《庵堂相会》选段和
《红楼梦》选段的相关统计结果比较接近。表３ １０９是《玲珑女》
选段一的念白音高起收模式的具体统计。
表３ １０９　 《玲珑女》选段一念白分句音高起收模式统计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这 ４１７ ２４６ １７１ 降 叫 ３８３ ３２４ ５９ 降
成 ２１３ ２８２ － ６９ 升 倒 ２４１ ２５１ － １０ 平
正 ４１７ ２３５ １８２ 降 鉴 ４５０ ２２８ ２２２ 降

模式 降 平 升
句数 ４ １ １

比例 ６６％ １７％ １７％

表３ １０９显示，《玲珑女》选段一的念白音高起收模式主要表现
为降势，有４句，占６６％；其次为平势和升势，均为１句，各占
１７％。这个统计结果与前文其他选段的相关统计结果比较接近。略
有不同的是本选段表现为降势的起收频率差值较大。
３ ７ ４　 《玲珑女》选段一演唱音高研究
本节研究《玲珑女》选段一演唱的音高特点，研究主要从音高

走势和音高起收模式两方面进行。首先请看本选段的演唱音高走
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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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８９　 《玲珑女》选段一演唱音高走势图

　 　 图３ ８９显示，《玲珑女》选段一演唱存在拖腔现象，因拖腔有
些唱句的唱字音高上下波动明显，但与《红楼梦》选段、《嫁媳》
选段等存在明显拖腔的选段不同，本选段的拖腔数量较少，且时长
不长。从总体音高走势上看，多数唱句存在降势，也有的音高走势
趋于上升。第１句起点高于收点，总体上呈现降势；第２句音高起
伏不大，与念白的音高走势有些类似；第３句“正宫娘娘”的音高
走势与念白比较一致，都呈现降势，本句最后一字存在明显拖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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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句，音高线呈现降势，前３字降势明显；第５句中“倒不如”
三字平稳，不同于念白，后面７字的音高走势总体上也是下降的；
第６句前４字下降明显，后３字呈现升高趋势，但幅度不大。本选
段虽然有拖腔，但行腔比较干练，拖腔的过程中一般没有换气，拖
腔的模式与前文有所不同。下面根据图３ ８９统计演唱调型变化情
况，统计结果如下：

表３ １１０　 《玲珑女》选段一演唱字调与本调调型关系统计表
唱　 　 词 一致或基本一致 不一致或相反

这个老贼好毒狠 好 这个老贼毒狠
成心难为李翠英 为 成心难李翠英
正宫娘娘未见过 过 正宫娘娘未见
叫我怎能认得清 怎能得 叫我认清
倒不如用个百鸟朝凤计 不用个 倒如百鸟朝凤计
鉴貌辨色把事行 辨事 鉴貌色把行
总计：４５字 １１字，占２４％ ３４字，占７６％

从表３ １１０看，整个选段字型保持一致或基本一致的１１字，占
２４％；不一致或相反的３４字，占７６％。演唱时多数字的调型与单字
调型不一致，说明演唱时旋律对单字调型的调节明显，与前文其他
选段的统计结果比较一致。

下面统计《玲珑女》选段一演唱的音高上线、中线、下线数据，
相关数据处理结果见表３ １１１。

表３ １１１　 《玲珑女》选段一演唱音高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词 这 个 个ｙ 老 贼 好 毒 狠

ＭＡＸ （唱） ５０９ ４９７ ４５９ ５９３ ４９４ ４２１ ５７３ ４３２

ＭＩＮ （唱） ４６４ ３６２ ４３７ ４７８ ３６４ ３１１ ２７６ ２５９

ＡＶＥ （唱） ４９１ ４３３ ４４１ ５３５ ４２５ ３７６ ３７０ ３３６

唱词 成 心 难 为 李 翠 英
ＭＡＸ （唱） ３２０ ４１６ ３２１ ３９６ ２５０ ３０９ 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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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ＭＩＮ （唱） ２７６ ２９４ ２３１ ２３７ ２０５ ２６９ ２２７

ＡＶＥ （唱） ３０５ ３６２ ２６９ ３２４ ２３９ ２８９ ３２２

唱词 正 宫 娘 娘 未 见 过
ＭＡＸ （唱） ６２０ ５９７ ４９１ ４８４ ３３２ ４１２ ５２４

ＭＩＮ （唱） ５４２ ４６９ ４２１ ３６１ ２７４ ３６１ ３１４

ＡＶＥ （唱） ５８３ ５３５ ４５６ ４１６ ３１５ ３８８ ４２８

唱词 叫 我 怎 能 认 得 清
ＭＡＸ （唱） ５０７ ４１６ ２９６ ４０３ ３０２ ２７１ ４２０

ＭＩＮ （唱） ４０８ ２９８ ２２４ ２７６ ２１８ ２６７ ２１６

ＡＶＥ （唱） ４５９ ３５０ ２５９ ３３１ ２４３ ２６９ ２９１

唱词 倒 不 如 用 个 百 鸟 朝 凤 计
ＭＡＸ （唱） ４３９ ４２７ ３８２ ３８６ ５１８ ５１５ ３９１ ２９４ ４１２ ４５８

ＭＩＮ （唱） ３６８ ４０１ ３３６ ２５５ ４８８ ４３４ ３７６ ２２６ ３６９ ３４９

ＡＶＥ （唱） ３９３ ４２１ ３６５ ３５２ ５０４ ４６９ ３８３ ２６２ ３８１ ３８７

唱词 鉴 貌 辨 色 把 事 行
ＭＡＸ （唱） ５３６ ３８０ ４５９ ３０３ ４１１ ４９４ ４０４

ＭＩＮ （唱） ４１７ ３１５ ２５０ １６０ ３１０ ３５９ ３５４

ＡＶＥ （唱） ４６７ ３５９ ３３４ ２２３ ３４０ ４３０ ３７７

根据表３ １１１数据作图３ ９０ （见第２３３页）。
图表显示，从起点和收点来看，《玲珑女》选段一演唱音高４句

呈现降势，２句呈现平势。从音高走势来看，第１句总体呈现降势；
第２句音高起伏次数较多，呈现升—降—升—降—升的走势；第３句
总体下降，后２字抬升；第４句音高走势呈现降势；第５句音高走势
比较复杂，前３字呈倒Ｖ型，后８字的音高走势为升—降—升；第６
句的音高走势总体上为降—升。以上分析可见，《玲珑女》选段一多
数节奏群的音高走势有下降趋势，除第１句外，其他唱句都有尾部抬
升趋势，这是与其他选段不同的地方。从频率值上看，本选段演唱的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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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９０　 《玲珑女》选段一演唱音高三线走势图

率较高，有的字音高最大值超过６００ Ｈｚ，特别是第１句和第３句，频率
值很高，旋律高亢。本选段收句的最后一字时长缩短，有急收的效果，
突出了其干脆利落的特点。本选段音高中线折度的统计结果如下：

表３ １１２　 《玲珑女》选段一演唱音高中线折度统计表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这（８） ２ 正（８） １ 倒（１０） ３

成（７） ４ 叫（７） ３ 鉴（７） ２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１ １ ３ ２ ４ １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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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选段音调高亢，行腔干练，虽有拖腔，但仅有一个衍生字。
统计结果显示，本选段的唱句演唱折度为１ ～ ４个，其中折度为２个
和３个的各两句，折度为１个和４个的各１句。与念白相比，演唱音
域明显抬高，折度略微减少，音高走势较平滑。

下面分析《玲珑女》选段一演唱音高中线的起收变化，相关数
据处理见表３ １１３。
表３ １１３　 《玲珑女》选段一演唱分句音高中线起收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中 收唱句起 中 收唱句起 中 收
这 ４９１ ４２６ ３３６ 正 ５８３ ４４６ ４２８ 倒 ３９３ ３９２ ３８７

成 ３０５ ３０２ ３２２ 叫 ４５９ ３１５ ２９１ 鉴 ４６７ ３６２ ３７７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最大值 ５８３ ４４６ ４２８ 均值４５０ ３７４ ３５７ 区间２７８ １４４ １３７

最小值 ３０５ ３０２ ２９１

根据表３ １１３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９１　 《玲珑女》选段一演唱音高起收模式图

统计显示，《玲珑女》选段一演唱起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
别为５８３ Ｈｚ和３０５ Ｈｚ，收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为４２８ Ｈｚ和
２９１ Ｈｚ，起点音高均值的变化范围（２７８ Ｈｚ）明显大于收点音高均
值变化范围（１３７ Ｈｚ），相差１４１ Ｈｚ，起点音高变化范围较大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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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音高上线提高，音高下线大致相当。上述统计结果与《庵
堂相会》选段、《秋香送茶》选段、《嫁媳》选段、《寻儿记》选
段比较接近，不同于《红楼梦》选段和《珍珠塔》选段。本选段
演唱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音域较宽，这一点与《红楼梦》选
段、《珍珠塔》选段比较相似。本选段演唱音高中线起收模式具体
统计见表３ １１４。
表３ １１４　 《玲珑女》选段一演唱分句音高起收模式统计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这 ４９１ ３３６ １５５ 降 叫 ４５９ ２９１ １６８ 降
成 ３０５ ３２２ － １７ 平 倒 ３９４ ３８７ ７ 平
正 ５８３ ４２８ １５５ 降 鉴 ４６７ ３７７ ９０ 降

共６句
模式 降 平 升
句数 ４ ２ ０

比例 ６６ ７％ ３３ ３％ ０％

表３ １１４显示，《玲珑女》选段一演唱音高模式以降势为主，共
４句，占６６ ７％；其次为平势，共２句，占３３ ３％，没有出现尾点
高于起点的唱句。这个统计结果与上文多数唱段相似。
３ ７ ５　 《玲珑女》选段一唱、白音高比较
本节对《玲珑女》选段一的演唱、念白的音高特点进行系统比

较。比较的主要内容分两个方面，一是唱、白音高走势的比较，一
是唱、白音域的比较。

３ ７ ５ １　 《玲珑女》选段一唱、白音高走势比较
首先利用音高走势图对《玲珑女》选段一念白、演唱音高特点

进行比较。本选段念白、演唱音高走势比较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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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９２　 《玲珑女》选段一唱、白音高走势对比图

　 　 图３ ９２显示，《玲珑女》选段一的念白音高走势与演唱音高走
势存在很多一致性。首先，从总体走势上看，不少唱句的念白、演
唱音高走势是一致的，例如“这个老贼好毒狠”、“成心难为李翠
英”、“正宫娘娘未见过”、“鉴貌辨色把事行”，其他不太一致的唱
句中也有音高走势比较一致的组合，例如“叫我”、“倒不如”等。
本选段的唱、白音高走势的一致性也是前文其他选段比较少见的，
其他选段虽然也存在一致性，但不如本选段明显。即便如此，念白
的音高走势与演唱的音高走势仍然存在一些差异，一是演唱时有明
显拖腔，音高波动性强；二是演唱时的音高下倾趋势明显，句尾音
高比较低；三是不少字念白调型与演唱调型不一致，例如“叫我怎
能认得清”中的“能”字等。下面通过对比唱、白音高中线的走势
特点来分析二者的异同。

图３ ９３ （见第２３８页）显示：从总体趋势上看，《玲珑女》选
段一念白的音高中线走势与演唱音高中线走势一致性较强，但也有
不一致的地方。观察发现，每个唱句的前面几个字的一致性较强，
后面则略有变化。从音域范围看，多数唱句演唱音高均值高于念白，
但唱句中也有个别字的音高均值小于念白；从折度上来说，演唱的
折度数与念白的折度数大致相当。分句而言，“这个老贼好毒狠”前
３字和后３字音高走势比较一致，总体上均呈降势，念白时音域低于
演唱；“成心难为李翠英”念白、演唱一致性较强，主要差异在倒数
第二字上，念白的音高均值高于演唱，其他唱字均低于演唱；“正宫
娘娘我没见过”演唱、念白音高中线走势一致，念白音域低于演唱，
不同在收字，念白收得较低； “叫我怎能认得清”多数唱字保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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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９３　 《玲珑女》选段一唱、白音高中线对比图

致，仅第３字差异明显；“倒不如用个百鸟朝凤计”唱、白音高基本
一致，演唱音域高于念白；收句“鉴貌辨色把事行”前半句音高走
势基本一致，起点几乎重合，第４字念白音域高于演唱，第５字又
基本重合，念白收字较低，整体上唱、白一致性不如前面几句。

３ ７ ５ ２ 《玲珑女》选段一唱、白音域比较
本节分析《玲珑女》选段一的唱、白音域特点。相关数据统计

结果见表３ １１５。
表３ １１５　 《玲珑女》选段一唱、白句域统计表（单位：Ｈｚ）

唱句 这 成 正 叫 倒 鉴 段域 均值
句域（唱） ３３３ ２４５ ３４６ ２９０ ２９２ ３７６ ４６０ ３１４

句域（白） ２６６ ３２３ ２５３ ２６２ ２０６ ３１０ ４３４ ２７０

句域差 ６８ － ７８ ９３ ２８ ８６ ６６ ２６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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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表３ １１５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９４　 《玲珑女》选段一唱、白句域比较图

观察图表发现，就整个选段而言，《玲珑女》选段一演唱的频率
域略大于念白的频率域，演唱音域为４６０ Ｈｚ，念白为４３４ Ｈｚ，两者
相差２６ Ｈｚ，演唱句域的均值为３１４ Ｈｚ，也略大于念白句域的均值
２７０ Ｈｚ，两者相差４４ Ｈｚ，说明总体而言演唱时音域略宽。与前文其
他选段相比，本选段的演唱音域偏高。分句音域与整体的表现基本
一致，演唱时有５句句域均大于念白，只有第２句演唱句域小于念
白句域。从图３ ９４来看，演唱句域的曲线总体上较平稳，第２句句
域明显较低，收句音域有所抬高。相比较而言，念白句域基本在演
唱句域之下，收句音域也有明显抬高。

为比较念白、演唱字域变化情况，我们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处理。
数据处理结果见表３ １１６。

表３ １１６　 《玲珑女》选段一唱、白字域比较表（单位：Ｈｚ）
唱词 这 个 老 贼 好 毒 狠

字域（唱） ４４ １３５ １１５ １３１ １１０ ２９７ １７３

字域（白） ４１ １６５ ７５ ３５ ５６ ５５ １１４

字域差 ３ － ３０ ４０ ９６ ５４ ２４２ ５９

唱词 成 心 难 为 李 翠 英
字域（唱） ４４ １２２ ９０ １５９ ４５ ４０ ２２３

字域（白） ５１ １５６ ４２ ８７ １８７ ６４ １７２

字域差 － ７ － ３４ ４８ ７２ － １４２ － ２４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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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唱词 正 宫 娘 娘 未 见 过

字域（唱） ７８ １２８ ７１ １２３ ５８ ５０ ２１０

字域（白） ８６ ３１ １４８ ４２ ５９ ２０ １９０

字域差 － ８ ９７ － ７７ ８１ － １ ３０ ２０

唱词 叫 我 怎 能 认 得 清
字域（唱） ９８ １１８ ７２ １２８ ８４ ４ ２０３

字域（白） ８４ １１１ ６３ １３８ １０３ １９０ ２２

字域差 １４ ７ ９ － １０ － １９ － １８６ １８１

唱词 倒 不 如 用 个 百 鸟 朝 凤 计
字域（唱） ７１ ２６ ４７ １３１ ３０ ８２ １６ ６８ ４２ １０９

字域（白） ４３ １５ ２３ １０１ １０１ ２１ １４９ ８１ ９５ １８６

字域差 ２８ １１ ２４ ３０ － ７１ ６１ － １３５ － １３ － ５３ － ７７

唱词 鉴 貌 辨 色 把 事 行
字域（唱） １１９ ６４ ２０８ １４２ １０１ １３５ ４９

字域（白） １２５ ６５ ５４ ５８ ７６ ２５２ ９４

字域差 － ６ － １ １５４ ８４ ２５ － １１７ － ４５

根据表３ １１６字域差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９５　 《玲珑女》选段一唱、白字域差值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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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显示，《玲珑女》选段一演唱时有的字域扩大，有的字域缩
小，扩大的略多，但是多数字域扩大或缩小的数值并不大。表３ １１７
为对唱、白字域差值的具体统计。

表３ １１７　 《玲珑女》选段一唱、白字域关系统计表
唱句唱＞白唱＜白 唱句 唱＞白唱＜白 唱句 唱＞白唱＜白
这 ６ １ 正 ４ ３ 倒 ５ ５

成 ３ ４ 叫 ４ ３ 鉴 ３ ４

总计 唱＞白：２５字 唱＜白：２０字

统计显示，演唱字域大于念白字域的共计２５字，小于念白句域
的共计２０字，两者大致相当。上文统计显示演唱音域高于念白音
域，这说明造成演唱音域高于念白音域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有些句的
句域上线大幅提高或者句域下线大幅降低。从前文的分析来看，上
线大幅提高的可能性大，而下线一般没有多少下降的空间。这个结
果既不像《庵堂相会》选段和《秋香送茶》选段字域缩小的唱字占
多数，也不像《红楼梦》选段、《珍珠塔》选段字域扩大的占多数，
而是处于中游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曲调“簧流水”的行腔
特点。

３ ８　 《玲珑女》 选段二声学实验研究

３ ８ １　 曲目介绍
本唱段选自锡剧《玲珑女》，这出戏的主要内容我们在上文已经

介绍，可参考３ ７ １，此处不再赘述。
本选段所使用的曲调为簧调“行路板”。行路板也称行路快板，

一般用于走路时的演唱，节奏可快可慢，也可男女对唱，中间可插
簧流水，最后一句也可接唱簧调。选段的简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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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８ ２　 《玲珑女》选段二唱、白时长比较
本节研究《玲珑女》选段二的唱、白时长特点。为研究《玲珑

女》选段二时长变化情况，首先按单字统计念白和演唱时的单字音
节时长，并计算差值，相关数据统计结果及分析如下：

表３ １１８　 《玲珑女》选段二唱、白音节时长对照表（单位：毫秒）
唱词 白 府 小 姐 真 可 可ｙ 怜
演唱 ３７７ ８１５ ５３０ ４３６ ４４１ ５１４ ４０５ ５５１

念白 １８８ ２９５ ４３９ ３４３ ３０５ ４４９ ３１１

差值 １８９ ５２０ ９１ ９３ １３６ ６５ ２４０

唱词 未 婚 丈 夫 归 了 天
演唱 ４６５ ５１３ ４２８ ５０７ ４６７ ８８２ １４０６

念白 ４４８ ３７１ ３６２ ４１８ ３２３ ３２２ ３９４

差值 １７ １４２ ６６ ８９ １４４ ５６０ １０１２

唱词 孝 服 未 除 重 婚 配 配ｙ 配ｙ

演唱 ５６０ ６８９ ５２７ ５５９ ５２０ ６５１ ６６２ ５４５ １８５７

念白 ６０６ ２４３ ４５２ ４７６ ４８８ ３３８ 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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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差值 － ４６ ４４６ ７５ ８３ ３２ ３１３ ４０３

唱词 白 老 爷 全 然 不 顾 亡 婿 婿ｙ 面
演唱 １９６ ２５２ ４１０ ４０９ ３７５ １４２９ １０９９ ６９６ １６２６ １２３６ ２８６７

念白 １３４ ２２９ ３７０ ４３８ ４１４ １１３ ３１９ ４５６ ５１５ ４６４

差值 ６２ ２３ ４０ － ２９ － ３９ １３１６ ７８０ ２４０ １１１１ ２４０３

表３ １１８显示，《玲珑女》选段二只有三个字演唱时长小于念白
时长，除此之外的所有唱字演唱时长都明显大于念白。演唱时时长
最长的字是最后一句的最后一字“面”，时长为２８６７毫秒。表中数
据显示除第１句外的其他三句尾字时长明显变长，均为本句时长最
长的字，拖腔多出现在尾部。总体而言，本选段演唱时唱速中等。
下面通过分句时长和字均时长分析《玲珑女》选段二唱、白时长
特点。

表３ １１９　 《玲珑女》选段二唱、白分句时长比较表（单位：毫秒）
唱句 白１ 未 孝 白２ 总长 均长
演唱 ４０６９ ４６６９ ６５７１ １０５９４ ２５９０３ ６４７６

念白 ２３３０ ２６３８ ２８６１ ３４５３ １１２８２ ２８２０

差值 １７３９ ２０３１ ３７１０ ７１４１ １４６２１ ３６５６

根据表３ １１９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９６　 《玲珑女》选段二唱、白分句时长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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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显示，《玲珑女》选段二演唱总时长为２５９０３毫秒，念白总
时长为１１２８２毫秒，演唱比念白多出１４６２１毫秒。观察《玲珑女》
选段二分句时长分布图，可以发现本选段分句时长的突出特点是演
唱时时长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在唱速上表现为由快到慢，这与前文
其他选段有比较明显的不同。表３ １２０是《玲珑女》选段二分句字
均时长的统计表。
表３ １２０　 《玲珑女》选段二唱、白分句字均时长比较表（单位：毫秒）
唱句 白１ 未 孝 白２ 字均
演唱 ５０９ ６６７ ７３０ ９６３ ７４０

念白 ３３３ ３７７ ４０９ ３４５ ３６４

差值 １７６ ２９０ ３２１ ６１８ ３７６

根据表３ １２０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９７　 《玲珑女》选段二唱、白分句字均时长对比图

图表显示，《玲珑女》选段二念白前三句的分句字均时长与句均
时长表现一致，最后一句有所不同，念白分句时长有缓升趋势，而
分句字均时长最后一句则出现下降，这是因为本句唱字较多，导致
分句总长较长而字均时长较短。本选段的演唱分句字均时长与上文
基本一致。无论是分句时长还是分句字均时长，演唱时的时长变化
都要比念白略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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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８ ３　 《玲珑女》选段二念白音高研究
本节分析《玲珑女》选段二的念白音高特点。首先分析本选段

念白的音高走势图，音高走势图的绘制方法同前文。

图３ ９８　 《玲珑女》选段二念白音高走势图

图３ ９８显示，阴平调一般能保持原调型，其他调类尤其是曲折
调受到念白旋律的调节多数不能保持原调型。与前文其他选段相似，
处于句尾的唱字多为平调或曲调。从音高走势来看，本选段的４句
唱词规律性不明显，不像前文的有些唱段有比较明显的降势。具体
而言，第１句唱字调型多为降调或平调，音高走势较平稳，起收点
相当；第２句起点低于收点，多数唱字调型为降调或平调，音高整
体走势处于高位；第３句节奏上呈现二二三式，音高走势有下降趋
势，但尾部又略升；第４句音高保持低位，从“白”字到“然”字
音高走势平缓，后面几字有下降趋势。下面统计本选段的念白字调
调型变化情况，《玲珑女》选段二念白单字调归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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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平字【５５】：真婚夫归天
阳平字【１１３】：怜未除重爷全然亡面丈
阴上字【４１２】：府小姐可
阳上字【２２４】：老了
阴去字【５２３】：配顾婿孝
阴入字【５】：服不
阳入字【２３】：白
将上述字与念白调型逐一比对，所得统计结果见表３ １２１。
表３ １２１　 《玲珑女》选段二念白字调与本调调型关系统计表
唱　 　 词 一致或基本一致 不一致或相反

白府小姐真可怜 真 白府小姐可怜
未婚丈夫归了天 婚归天 未丈夫了
孝服未除重婚配 孝未除婚 服重配
白老爷全然不顾亡夫面 不顾面 白老爷全然亡婿
总计：３１字 １１字，占３５％ ２０字，占６５％

从表３ １２１看，整个选段调型保持一致或基本一致的１１字，占
３５％；不一致或相反的２０字，占６５％。不一致的所占比例较高，统
计结果与前文多数选段一致。

下面分析《玲珑女》选段二的音高数据。数据处理结果见
表３ １２２。

表３ １２２　 《玲珑女》选段二念白音高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词 白 府 小 姐 真 可 怜

ＭＡＸ （白） ２９３ ３４２ ３４９ ３０２ ３４７ ３３１ ２８４

ＭＩＮ （白） ２２７ ２９５ ２１４ ２１６ ３０１ １０１ ２７０

ＡＶＥ （白） ２５０ ３３２ ２９６ ２６０ ３３２ ２３０ ２８０

唱词 未 婚 丈 夫 归 了 天
ＭＡＸ （白） ２７５ ３９４ ３１９ ３２４ ３９７ ３５３ ３１５

ＭＩＮ （白） ２０１ ３７５ １７４ ２２３ ３３３ １６８ 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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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ＡＶＥ （白） ２２８ ３８３ ２３２ ２６９ ３５７ ２５５ ２８９

唱词 孝 服 未 除 重 婚 配
ＭＡＸ （白） ３１６ ２８１ ３６６ ２４３ ２２９ ３８４ ３１４

ＭＩＮ （白） ２５５ ２１２ ２３７ １８３ １７８ ３６１ １７０

ＡＶＥ （白） ２７９ ２４１ ２８５ ２０４ ２０１ ３７３ ２２５

唱词 白 老 爷 全 然 不 顾 亡 婿 面
ＭＡＸ （白） ２５６ ２３３ ２４２ ２５４ ３２５ ４０１ ４４７ ２３５ ３６５ ２８２

ＭＩＮ （白） ２０３ ２２０ １８７ １９８ ２２３ ３８１ ２２３ １８２ ３２８ １８６

ＡＶＥ （白） ２２４ ２２５ ２１５ ２２５ ２６６ ３９１ ２９２ ２０７ ３４２ ２０９

根据表３ １２２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９９　 《玲珑女》选段二念白音高三线走势图

观察发现，与前文的其他选段不同，《玲珑女》选段二音高三
线走势没有明显的规律性。从总体来看，第１和第２唱句走势相似，
第３和第４唱句走势相近。第１句音高线呈现升—降—升—降—升，
但总体上起伏不大；第２句音高线呈现升—降—升—降—升走势，
与第１句相似，但音高起伏性较大；第３句音高线呈现升—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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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走势，倒数第２字音高偏高；第４句音高线呈现升—降—升—
降走势，与第３句接近，但起伏较大，升降的拐点也不一样。从起
点和收点来看，４句唱句音高走势表现得都相对稳定，起收点大体处
于同一音区，变化性不明显，与上文其他选段的统计结果明显不同。
从折度来看，大致有３ ～ ４个折度，与前文其他选段无明显区别。本
选段念白音高中线折度的统计结果如下：

表３ １２３　 《玲珑女》选段二念白音高中线折度统计表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白１ （７） ４ 孝（７） ４

未（７） ４ 白２ （１０） ３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３ １ ４ ３

统计结果显示，本选段的唱句念白折度为３ ～ ４个，以４个折度
为主，共３句。本选段只有４句唱词，因此折度的统计代表性不强。

下面考察《玲珑女》选段二念白音高中线的起收特点。相关数
据处理结果见表３ １２４。
表３ １２４　 《玲珑女》选段二念白分句音高中线起收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中 收 唱句 起 中 收
白１ ２５０ ２８３ ２８０ 孝 ２７９ ２５８ ２２５

未 ２２８ ２８８ ２８９ 白２ ２２４ ２６０ ２０９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最大值 ２７９ ２８８ ２８９ 均值 ２４５ ２７２ ２５１

最小值 ２２４ ２５８ ２０９ 区间 ５５ ３０ ８０

根据表３ １２４数据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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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００　 《玲珑女》选段二念白音高起收模式图

　 　 统计显示，《玲珑女》选段二念白起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
为２７９ Ｈｚ和２２４ Ｈｚ，收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为２８９ Ｈｚ和２０９
Ｈｚ，念白时起点音高均值的变化范围（５５ Ｈｚ）略小于收点音高均值
变化范围（８０ Ｈｚ），两者相差２５ Ｈｚ。从图３ １００可以看出，与收点
相比，起点变化范围略窄。这个现象是前文其他选段没有出现过的。
上文统计的所有选段，念白时的起点音高变化范围都大于收点，最
少的起点比收点大１２ Ｈｚ，最多的起点比收点大１４３ Ｈｚ。这可能是因
为本选段涉及唱句较少所致，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下表是对
《玲珑女》选段二念白起收模式的具体统计数据。
表３ １２５　 《玲珑女》选段二念白分句音高起收模式统计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白１ ２５０ ２８０ － ３０ 升 孝 ２７９ ２２５ ５４ 降
未 ２２８ ２８９ － ６１ 升 白２ ２２４ ２０９ １５ 平

降 平 升
句数 １ １ ２

比例 ２５％ ２５％ ５０％

表３ １２５显示，《玲珑女》选段二的念白音高起收模式平、升、
降都有，分布相对比较均匀。与其他唱段不同的是，本选段升势所占
比例较大。鉴于本选段的唱句较少，因此这个统计只能代表本选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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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实际情况则需要对更多唱句的分析。
３ ８ ４　 《玲珑女》选段二演唱音高研究
本节讨论《玲珑女》选段二的演唱音高特点。首先分析本选段

的演唱音高走势图。

图３ １０１　 《玲珑女》选段二演唱音高走势图

从《玲珑女》选段二的演唱音高走势图来看，演唱时的音高走
势与念白相比规律性增强。总体上有两种模式：先升后降和降势，
前３句总体上是先升后降，后一句是降势。从唱字来看，尾字时长
明显延长，后３句的尾字有音高抖动现象，最后１句的唱字拖腔比
较明显，入声字“不”已经完全丧失入声的特征，同时也出现音高
抖动现象。从字调上看，多数字丧失原调型，仅个别字仍与原调型
保持一致。从首字看，多数较短，调型以平为主；从收字看，以略
降和平为主。下表统计《玲珑女》选段二的演唱字调与本调调型的
关系。演唱唱字字调归属参见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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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２６　 《玲珑女》选段二演唱字字调与本调调型关系统计表
唱　 　 词 一致或基本一致 不一致或相反

白府小姐真可怜 小姐 白府真可怜
未婚丈夫归了天 了 未婚丈夫归天
孝服未除重婚配 孝服未除重婚配
白老爷全然不顾亡夫面 白全顾 老爷然不亡婿面
总计：３１字 ６字，占１９％ ２５字，占８１％

从表３ １２６看，整个选段字型保持一致或基本一致的仅６字，
占１９％；不一致或相反的２５字，占８１％，不一致或相反的所占比
例明显较高。这个统计结果与前文其他选段一致，而且本选段不一
致或相反的唱字所占比例较高。这说明本选段演唱时旋律对单字调
型的调节非常明显，字调调型往往因为旋律而改变。

下面分析《玲珑女》选段二演唱的音高上线、中线和下线数据，
数据处理结果见表３ １２７。

表３ １２７　 《玲珑女》选段二演唱音高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词 白 府 小 姐 真 可 可ｙ 怜

ＭＡＸ （唱） ２２９ ３３５ ３７５ ４７９ ４４６ ３６６ ３６０ ３５８

ＭＩＮ （唱） ２１１ ２２２ ２７５ ３８４ ３６３ ２８５ ３２１ ２９１

ＡＶＥ （唱） ２１８ ２６０ ３３５ ４４０ ４１６ ３３８ ３４１ ３２２

唱词 未 婚 丈 夫 归 了 天
ＭＡＸ （唱） ３６６ ４８４ ４８３ ３５５ ３７６ ３５３ ２６１

ＭＩＮ （唱） ２９５ ２９５ ３９０ ２９０ ２６０ ２４２ １８１

ＡＶＥ （唱） ３３６ ３６７ ４３６ ３２３ ３１４ ３０１ ２２３

唱词 孝 服 未 除 重 婚 配 配ｙ 配ｙ

ＭＡＸ （唱） ２９６ ２８９ ３５９ ５４５ ４５２ ３４９ ２７０ ２８２ ３６７

ＭＩＮ （唱） ２４９ ２１２ ３１６ ４３９ ３５４ ２５５ ２０７ ２４０ ２３９

ＡＶＥ （唱） ２６４ ２５３ ３４４ ４９９ ４１６ ２９３ ２４４ ２６２ ２９３

唱词 白 老 爷 全 然 不 顾 亡 婿 婿ｙ 面
ＭＡＸ （唱） ２９５ ３５３ ３４７ ２９８ ３７７ ４１３ ３２６ ２２５ ３０２ ２７４ ２８４

ＭＩＮ （唱） ２１３ ３３１ ２８３ ２２５ ３２９ ２４７ １９１ ２１０ ９１ ２１８ ２１０

ＡＶＥ （唱） ２６５ ３４０ ３１５ ２８２ ３５３ ３２９ ２３８ ２２０ ２１９ ２３９ 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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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３ １２７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１０２　 《玲珑女》选段二演唱音高三线走势图

图３ １０２显示，从总体走势上看，《玲珑女》选段二前３句音高
走势非常一致，都是由低到高再到低，高点出现在第３字或第４字，
第４句如果排除前面３字，单看后面７字的音高走势与前３句也比较
一致。本选段的第１句、第２句都是达到高点后逐步走低，第３句、
第４句都是达到高点后走低，尾部又略微抬升。这种音高中线走势
上的一致性说明《玲珑女》选段二演唱时的旋律基本保持一致，行
腔上变化性较小。从频率值上看，本选段演唱的频率最高点超过５００
Ｈｚ，最低点低于１００ Ｈｚ，音域较宽。本选段演唱音高中线走势相对
平滑，折度也相对较少，见表３ １２８。

表３ １２８　 《玲珑女》选段二演唱分句音高中线折度统计表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白１ （８） １ 孝（９） ３

未（７） ３ 白２ （１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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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１ １ ４ １

３ ２

表３ １２８显示，第１句１个折度，第２句、第３句３个折度（放
宽一点看，也只有１个折度），第４句有４个折度。相比较而言，在
本书所统计的锡剧选段演唱音高中线里，本选段的演唱音高中线相
对比较平滑，折度数上也比较少。

下面分析《玲珑女》选段二的演唱音高中线起收模式。数据处
理结果见表３ １２９。
表３ １２９　 《玲珑女》选段二演唱音高中线起收模式统计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中 收 唱句 起 中 收
白１ ２１８ ３３４ ３２２ 孝 ２６４ ３１９ ２９３

未 ３３６ ３２９ ２２３ 白２ ２６５ ２７８ ２５３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最大值 ３３６ ３３４ ３２２ 均值 ２７１ ３１５ ２７３

最小值 ２１８ ２７８ ２２３ 区间 １１８ ５６ ９９

根据表３ １２９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１０３　 《玲珑女》选段二演唱音高起收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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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显示，《玲珑女》选段二演唱起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
分别为３３６ Ｈｚ和２１８ Ｈｚ，收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为３２２ Ｈｚ
和２２３ Ｈｚ，演唱时起点音高均值的变化范围（１１８ Ｈｚ）略大于收
点音高均值变化范围（９９ Ｈｚ），相差１９ Ｈｚ，两者差异不大。这
个统计结果与念白相比，略有不同，念白统计数据是起点小于收
点２５ Ｈｚ。表３ １３０是对《玲珑女》选段二演唱音高起收模式的
具体统计数据。

表３ １３０　 《玲珑女》选段二演唱分句音高起收模式统计表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白１ ２１８ ３２２ － １０４ 升 孝 ２６４ ２９３ － ２９ 平
未 ３３６ ２２３ １１３ 降 白２ ２６５ ２５３ １２ 平

模式 降 平 升
句数 １ ２ １

比例 ２５％ ５０％ ２５％

表３ １３０显示，同念白相比，《玲珑女》选段二的演唱音高起收
模式也有平、升、降三种，但所占比例略有改变，演唱时平势所占
比例提高，升势所占比例下降，即便如此，与前文的其他选段相比，
降势所占的比例仍然明显偏少。
３ ８ ５　 《玲珑女》选段二唱、白比较
本节对《玲珑女》选段二的演唱、念白的音高特点进行比较。

与前文相同，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唱、白音高走势的
比较，一是唱、白音域的比较。

３ ８ ５ １ 《玲珑女》选段二唱、白音高走势比较
首先我们利用音高走势图对《玲珑女》选段二念白、演唱音高

特点进行比较。本选段念白、演唱音高走势比较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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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０４　 《玲珑女》选段二唱、白音高走势对比图

　 　 从《玲珑女》选段二的念白与演唱音高走势对比图来看，二者
不尽一致，念白表现比较平稳，演唱则富有变化性，且音高下降趋
势比较明显。但也有个别节奏群的唱、白音高走势基本一致，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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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府”、“丈夫”。就单字调型而言，唱、白多数字调调型不一致，
个别字调比较一致，与前文其他选段相比，不一致的比例明显增多；
就音高起收模式而言，演唱起点比较低，有的甚至略低于念白，调型
也有所改变，收点调型也略有变化，但以平缓为主，相比之下，演唱
的收字时长明显变长。为进一步统计念白与演唱的音高走势情况，我
们将念白的音高中线与演唱的音高中线进行对比，作图如下：

图３ １０５　 《玲珑女》选段二唱、白音高中线对比图

图３ １０５显示，从总体趋势上看，《玲珑女》选段二念白的音高
中线走势与演唱的音高中线走势多不一致，这说明本选段的念白和
演唱旋律模式有较大差异，但也有一致的地方，例如第１句、第３
句的开头２字，第１句的后面３字。从音域范围看，演唱音高中线
多高于念白，但也有一些字的音高均值小于念白；从折度上来说，
多数唱句演唱折度数比念白折度数要少，演唱时音高多为平滑过渡，
而念白则有一些波折。分句而言，“白府小姐真可怜”一句前２字走
势基本一致，但念白从第３字开始下降，而演唱继续抬升，两者走
势出现不一致，念白起收点基本持平，演唱则呈升势；“未婚丈夫归
了天”一句念白、演唱差异明显，第２字音高均值相当，其他唱字
则时高时低；“孝服未除重婚配”一句前３字走势一致，第４字开始
演唱、念白呈相反走势；“白老爷全然不顾亡婿面”一句演唱折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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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前半句，念白的折度则出现在后半句。
３ ８ ５ ２　 《玲珑女》选段二唱、白音域比较
本节分析《玲珑女》选段二的唱、白音域特点。相关数据统计

结果见表３ １３１。
表３ １３１　 《玲珑女》选段二唱、白句域统计表（单位：Ｈｚ）

唱句 白１ 未 孝 白２ 段域 均值
句域（唱） ２６７ ３０２ ３３８ ３２２ ４５５ ３０７

句域（白） ２４８ ２２９ ２１４ ２６６ ３４７ ２３９

差值 １９ ７３ １２４ ５６ １０８ ６８

根据表３ １３１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１０６　 《玲珑女》选段二唱、白句域对比图

图表显示，就整个选段而言，《玲珑女》选段二演唱的频率域
大于念白的频率域，演唱音域为４５５ Ｈｚ，念白为３４７ Ｈｚ，两者相差
１０８ Ｈｚ。就分句句域的均值而言，演唱句域的均值为３０７ Ｈｚ，略大
于念白句域的均值２３９ Ｈｚ，两者相差６８ Ｈｚ，说明总体而言演唱时
音域比念白有所扩大。从图３ １０６来看，虽然演唱句域位于念白
句域之上，但唱、白句域走势略有不同，演唱句域曲线总体上先
升后略降，而念白则是先降后略升。

下面分析《玲珑女》选段二的唱、白字域特点。相关数据处理
结果见表３ １３２ （见第２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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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３２　 《玲珑女》选段二唱、白字域比较表（单位：Ｈｚ）
唱词 白 府 小 姐 真 可 怜

字域（唱） １８ １１３ １００ ９４ ８４ ８１ ６７

字域（白） ６６ ４７ １３５ ８６ ４６ ２３１ １４

字域差 － ４８ ６６ － ３５ ８ ３８ － １５０ ５３

唱词 未 婚 丈 夫 归 了 天
字域（唱） ７１ １８８ ９３ ６６ １１６ １１１ ８０

字域（白） ７４ １９ １４５ １０１ ６３ １８５ ４１

字域差 － ３ １６９ － ５２ － ３５ ５３ － ７４ ３９

唱词 孝 服 未 除 重 婚 配
字域（唱） ４７ ７７ ４３ １０７ ９８ ９４ ６３

字域（白） ６１ ７０ １２９ ６１ ５１ ２３ １４４

字域差 － １４ ７ － ８６ ４６ ４６ ７１ － ８１

唱词 白 老 爷 全 然 不 顾 亡 婿 面
字域（唱） ８１ ２３ ６４ ７４ ４８ １６６ １３５ １５ ２１２ ７４

字域（白） ５２ １４ ５５ ５６ １０２ ２０ ２２４ ５３ ３７ ９６

字域差 ２９ ９ ９ １８ － ５４ １４６ － ８９ － ３７ １７５ － ２２

根据表３ １３２中字域差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１０７　 《玲珑女》选段二唱、白字域差值分布图

图表显示，《玲珑女》选段二演唱字域大于念白字域的字数与演
唱字域小于念白字域的字数大致相当，从图３ １０７来看，演唱字域
扩大或缩小的幅度明显不同。表３ １３３ （见第２５９页）是具体的统计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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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３３　 《玲珑女》选段二唱、白字域关系统计表
唱句 唱＞白 唱＜白 唱句 唱＞白 唱＜白
白１ ４ ３ 孝 ４ ３

未 ３ ４ 白２ ６ ４

唱＞白 １７ 唱＜白 １４

统计显示，《玲珑女》选段二演唱字域大于念白字域的共计１７
字，小于念白句域的共计１４字，两者相当。而上文统计显示演唱音
域高于念白音域，这说明造成演唱音域高于念白音域的主要原因可
能是有些字的字域提高的幅度比较大，而降低的幅度比较小。从图
３ １０７中数值可以看出，演唱字域大于念白字域的值有的比较大，而
念白字域大于演唱字域的值则整体偏小。这个统计结果与前文其他
选段的统计相似。

３ ９　 《玉蜻蜓》 选段声学实验研究

３ ９ １　 曲目介绍
锡剧《玉蜻蜓》是根据明朝嘉靖年间徐时行的故事改编的。故事

的主要情节是苏州富家公子申贵升与法华庵女尼智贞相恋，以玉蜻蜓
为信物，约定终身。其后，因申父母在世之时曾与吏部尚书张国勋家
指腹为婚，张为谋取申府家产，送女儿上门完婚。申贵升却坚守与智
贞的婚约，弃家出走，至庵中与智贞结为夫妇。几年后，其妻申大娘
得知，便率侍仆搜庵，贵升受惊，一病身亡。此时智贞已怀有身孕，
最后产下一子，因畏人言，便将玉蜻蜓及血诗一首藏于婴儿之身，命
老佛婆送往申家。但老佛婆在路上受惊，竟将孩子抛弃桥头。豆腐店
店主朱小溪恰好路过，便将婴儿抱回抚养。不久豆腐店毁于大火，因
生活困苦，朱小溪无奈将孩子卖给苏州离任知府徐上珍，徐因无子而
视其为己出，将其改名为徐时行，后又按徐氏排行取名为元宰。

１６年后，元宰乡试中魁，得血诗等物，方知生母名为智贞，便

９５２第三章　 锡剧簧调选段声学实验研究　



至庵堂认母，请灵归家。张国勋父女定计夺子，并逼智贞自杀，元
宰誓与生母同生死，不肯复姓归宗。后来申大娘想到智贞与自己其
实同为封建婚姻所害，最终和智贞认为姐妹，合家团聚。

本选段是申贵升离家出走多年后，申大娘思念丈夫的唱词，选
段演唱时使用“反弓簧调”，这种曲调是根据戏中特殊的场合、情绪
的需要，女唱男腔。本选段的简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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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９ ２　 《玉蜻蜓》选段唱、白时长比较
本节研究《玉蜻蜓》选段的演唱、念白时长特点，研究方法同

前文，不再赘述。首先来看相关统计数据。
表３ １３４　 《玉蜻蜓》选段唱、白音节时长对照表（单位：毫秒）

唱词 画 楼 绣 阁 阁ｙ 阁ｙ 寂 无 无ｙ 声 半
演唱２３９１ ５５５４ １９２７ ５９９８ ３３９２ ５９２８ ３５７４ ２３９５ ５５９８ ３９９７ １６５４

念白 ５３１ ４９２ ５２８ １３７ ３６３ ４８５ ５５６ ３６９

差值１８６０ ５０６２ １３９９ ５８６１ ３２１１ １９１０ ３４４１ １２８５

唱词 帘 竹 影 伴 伴ｙ 病 病ｙ 人 可 叹 我
演唱１４８０ ８７１ ２０３３ １０１７ １６２９ １００７ １８８１ １０７１ １６４２ １６３７ ２３０７

念白 ４６５ ２１２ ４０３ ３５６ ３１２ ４８６ ３８２ ２８７ ５５４

差值１０１５ ６５９ １６３０ ６６１ ６９５ ５８５ １２６０ １３５０ １７５３

唱词 堂 堂 堂ｙ 吏 部 部ｙ 千 金 女 只 落
演唱１５２９ ５２６ ８５１ ７７３ ７６４ １１７０ ８５５ ２３７７ １１１４ ８２１ ８３８

念白 ３８５ ３７３ ３０４ ３０３ ５０７ ２９５ ２９９ １５８ ２２６

差值１１４４ １５３ ４６９ ４６１ ３４８ ２０８２ ８１５ ６６３ ６１２

唱词 得 含 冤 冤ｙ 衔 恨 苦 苦ｙ 一 一ｙ 生
演唱 ５２９ １５９４ ５２６ ６８２ ２８４０ ２２５５ １１５９ １６２２ ２１２８ ５２２３ ３０５７

念白 ３５０ ４５４ ４４９ ３８１ ４５５ ３３９ １５０ ５１３

差值 １７９ １１４０ ７９ ２４５９ １８００ ８２０ １９７８ ２５４４

唱词生ｙ 官 人 啊 啊ｙ 你 既 然 狠 心
演唱２０５３ １６３２ １６２０ １８１３ ６９２ ６４７ ７７６ １０８６ ７１４ ８０６

念白 ４５９ ３２２ ３５９ ３００ ３３２ ３１４ ３６０ ４４５

差值 １１７３ １２９８ １４５４ ３４７ ４４４ ７７２ ３５４ ３６１

唱词 抛 我 七 年 年ｙ 整 整ｙ 又 何 何ｙ 必
演唱 ７６７ ５５８ ２３４２ １２９２ ４１３３ ８５３ ３７５４ ８０６ １６１８ ７５４ １９９８

念白 １５２ ３２５ ３０２ ３２６ ４１１ ４２４ ３８６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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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差值 ６１５ ２３３ ２０４０ ９６６ ４４２ ３８２ １２３２ １８３９

唱词 常 与 为 妻 聚 聚ｙ 梦 梦ｙ 境 你 既
演唱１７５５ １４８６ ７０４ １７３７ １０７６ １７６２ １０７６ １７２７ ８７７ ６７８ ７９７

念白 ４８９ ２８２ ４６１ ５５５ ５５６ ３４８ ４２７ ３８１ ３５０

差值１２６６ １２０４ ２４３ １１８２ ５２０ ７２８ ４５０ ２９７ ４４７

唱词 与 为 妻 聚 梦 境 又 为 何 何ｙ 话
演唱 ５５５ ４３６ ７２３ ８３３ ２０８６ １６１６ １２４３ １４３３ ９１０ １５３４ ７４４

念白 ２０７ ２９５ ４９４ ４６９ ３００ ３８７ ４５９ ３３７ ４４１ ３５５

差值 ３４８ １４１ ２２９ ３６４ １７８６ １２２９ ７８４ １０９６ ４６９ ３８９

唱词 无 半 点 就 动 身 你 来 无 踪 迹
演唱 ５０９ ６６１ ５１０ ２２６３ ２１１７ ６６２ ６４３ ８０３ ４７２ １０８０ ３６０

念白 ３９２ ２２２ ３６２ ４３６ ２８９ ４３３ ３４５ ４６４ ３０２ ３２９ ２１７

差值 １１７ ４３９ １４８ １８２８ １８２９ ２２９ ２９８ ３３９ １７０ ７５１ １４３

唱词 去 无 影 我 魂 牵 梦 萦 萦ｙ 病
演唱１４０３ １５２６ １３９０ ６８０ １４６６ １４０６ ７９３ １２２６ ７５８ １３３２

念白 ５３９ ３４０ ３８８ ３７１ ５５３ ５１０ ３６８ ４５０ ３６１

差值 ８６４ １１８６ １００２ ３０９ ９１３ ８９６ ４２５ ７７６ ９７１

唱词 更 深 只 怕 你 回 心 转 意 归 来
演唱１３６７ １６５５ ４２５ １１３０ １２２３ ７５３ ９２７ ９７８ ６１１ １５５２ １９９５

念白 ３３４ ５１１ １８４ ２８３ ４５５ ４３１ ４８０ ２９６ ３５６ ３６１ ３６２

差值１０３３ １１４４ ２４２ ８４７ ７６８ ３２２ ４４７ ６８２ ２５５ １１９１ １６３３

唱词 时 时ｙ 只 见 灵 台 不 见 见ｙ 人 人ｙ

演唱４３７４ ５２０７ ８１６ ２２６４ ３１３４ １９０５ ２７６２ １８３５ ５０６１ ９２５ ４５００

念白 ５５０ １５８ ３４８ ３５１ ４１４ １１３ ４２６ ６７７

差值３８２３ ６５８ １９１６ ２７８３ １４９１ ２６４９ １４０９ ２４８

表３ １３４显示，《玉蜻蜓》选段的演唱单字时长全部大于念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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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而且差值比较大。有的唱字有明显的拖腔。本选段在时长上明
显延长，符合人物内心情感的表达需要，体现了人物内心的悲苦。
本选段在时长方面的特点类似前文的《红楼梦》选段、《嫁媳》选
段、《珍珠塔》选段和《寻儿记》选段，因为这些选段表达的人物
情感比较相似。下面通过分句时长和字均时长比较《玉蜻蜓》选段
唱、白时长的特点。

表３ １３５　 《玉蜻蜓》选段唱、白分句时长比较表（单位：毫秒）
唱句 画 半 可 只１ 官 你１ 又１ 你２

演唱 ４０７５３ １２６４２ １５５４５ ２５３２７ ５７５７ １７７３０ １７３７７ ７７２４

念白 ３０９２ ２６０２ ３６８８ ３４７４ １１４０ ３２６６ ４０８６ ２８８４

差值 ３７６６１ １００４０ １１８５７ ２１８５３ ４６１７ １４４６４ １３２９１ ４８４０

唱句 又２ 你３ 我 只２ 只３ 总长 均长
演唱 １２５８６ ７６７４ １０６８２ １９１７５ ２３２０２ ２１６１７４ １６６２９

念白 ３７２５ ２９２３ ３４５８ ３７５９ ２４８８ ４０５８５ ３１２２

差值 ８８６１ ４７５１ ７２２４ １５４１６ ２０７１４ １７５５８９ １３５０７

根据表３ １３５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１０８　 《玉蜻蜓》选段唱、白分句时长对比图

统计显示， 《玉蜻蜓》选段念白总时长为４０５８５毫秒，演唱为
２１６１７４毫秒，演唱比念白多出１７５５８９毫秒。演唱句均时长１６６２９毫
秒，念白句均时长３１２２毫秒，演唱比念白长１３５０７毫秒。从唱、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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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句时长图来看，演唱时首尾唱句时长明显长于其他唱句，且末尾
三句时长逐渐变长。相比较而言念白时长差异相对较小，演唱时分
句时长差异明显。这个时长统计结果与《寻儿记》选段比较接近。
下表是《玉蜻蜓》选段分句字均时长的统计结果。

表３ １３６　 《玉蜻蜓》选段唱、白分句字均时长比较表（单位：毫秒）
唱句 画 半 可 只１ 官 你１ 又１ 你２

演唱 ４０７５ １４０５ １２９５ １８０９ １４３９ １４７７ １３３７ ９６５

念白 ４４２ ３７２ ３６９ ３８６ ３８０ ３２７ ４０９ ３６１

差值 ３６３３ １０３３ ９２６ １４２３ １０５９ １１５０ ９２８ ６０４

唱句 又２ 你３ 我 只２ 只３ 字均
演唱 １１４４ ９５９ １１８７ １７４３ ２５７８ １６６３

念白 ３７２ ３６５ ４３２ ３７６ ３５５ ３７６

差值 ７７２ ５９４ ７５５ １３６７ ２２２３ １２８７

根据表３ １３６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１０９　 《玉蜻蜓》选段唱、白分句字均时长对比图

图表显示，无论是分句时长还是字均时长，演唱时都长于念
白。从分句字均时长来看，与分句时长的统计结果一致，演唱时
平均每字长１６６３毫秒，念白时平均每字长３７６毫秒，相差１２８７毫
秒，略有不同的是中间唱句演唱时的字均时长差异性变小。相比
较而言，无论分句时长还是字均时长，念白时相差不大，而演唱
时首尾起伏较大，两者的时长曲线也呈不同的状态，念白几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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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而演唱时则波动明显，呈现Ｕ型。
３ ９ ３　 《玉蜻蜓》选段念白音高研究
本节分析《玉蜻蜓》选段的念白音高特点。请看本选段的念白

音高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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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１０　 《玉蜻蜓》选段念白音高走势图

　 　 图３ １１０显示，《玉蜻蜓》选段念白时绝大部分的字调调型为降
调，其次为平调或者曲折调，调型为升调的比较少。从音高走势来
看，有的节奏群呈现下降趋势，如“半帘”、“竹影”、“可叹我”、
“只落得”、“只怕你”、“归来时”、“只见灵台”、“不见人”等；有
的节奏群走势平稳，例如“伴病人”、“又何必”；也有些节奏群的
音高走势没有明显规律。总体上，念白的唱句音高走势规律性不强，
受到单字、连调、旋律多重因素的影响。

下面分析念白字调型与本调调型的关系，《玉蜻蜓》选段念白的
字调调型归属如下：

阴平字【５５】：声千金冤生官啊心妻身踪牵深归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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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平字【１１３】：画楼无帘伴病人堂吏部含衔恨然狠年又何常为
梦话就动来魂萦回意时灵台聚

阴上字【４１２】：可苦整转点
阳上字【２２４】：影我女你与
阴去字【５２３】：绣半叹既境去更怕见
阴入字【５】：阁竹只得一七必迹不
阳入字【２３】：寂落
将上述字与念白调型逐一比对，所得统计结果如下：

表３ １３７　 《玉蜻蜓》选段念白字调与本调调型关系统计表
唱　 　 词 一致或基本一致 不一致或相反

画楼绣阁寂无声 画楼声 绣阁寂无
半帘竹影伴病人 影伴病人 半帘竹
可叹我堂堂吏部千金女 吏部 可叹我堂堂千金女
只落得含冤衔恨苦一生 只衔恨苦 落得含冤一生
官人啊你既然狠心抛我七年整 官既抛我年整 人啊你然狠心七
又何必常与为妻聚梦境 又聚梦境 何必常与为妻
你既与为妻聚梦境 你梦境 既与为妻聚
又为何话无半点就动身 又为何话就动身 无半点
你来无踪迹去无影 你 来无踪迹去无影
我魂牵梦萦病更深 我梦萦更 魂牵病深
只怕你回心转意归来时 怕意归来时 只你回心转
只见灵台不见人 只见不见人 灵台
总计：１０８字 ４８字，占４４％ ６０字，占５６％

从音高走势图和统计结果来看，念白时调型比较全，降、平、
曲、升都有，但以降调为主。就入声字而言，多数都为降调，与原
调不同，时长略短；就降升调而言，有的变为降调，有的变成其他
调型。从表３ １３７看，整个选段字型保持一致或基本一致的４８字，
占４４％；不一致或相反的６０字，占５６％。不一致的所占比例略高，
说明念白时以旋律调节单字调型为主，但旋律走势也受到单字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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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下面分析《玉蜻蜓》选段演唱音高数据，请看表３ １３８。
表３ １３８　 《玉蜻蜓》选段音高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词 画楼绣阁寂无声
ＭＡＸ （白）３５１ ２５８ ３６６ ３７２ ２９２ ２２１ ３０２
ＭＩＮ （白） ２３９ １８２ ２０３ ３０１ ２２４ １５８ ２６１
ＡＶＥ （白） ２７６ ２１９ ２７７ ３４２ ２６５ １９４ ２７９
唱词 半帘竹影伴病人

ＭＡＸ （白）４０４ ２３９ ３６７ ２９３ ３１６ ３１１ ２１５
ＭＩＮ （白） ３３７ １７９ ３０９ １８３ ２１１ １８５ １５８
ＡＶＥ （白） ３７１ ２０３ ３３７ ２２６ ２４６ ２３５ １８６
唱词 可叹我堂堂吏部千金女

ＭＡＸ （白）３１４ ２７８ ２３５ ２５７ ２９９ ３５３ ２３７ ３８２ ３３２ １９３
ＭＩＮ （白） ２６４ ２２６ １７８ １８９ １９６ ２６５ １９３ ３３４ １９４ １８４
ＡＶＥ （白） ２９０ ２５４ ２０７ ２１３ ２４６ ２９９ ２１０ ３５４ ２５９ １８８
唱词 只落得含冤衔恨苦一生

ＭＡＸ （白）４３６ ３１６ ３３２ ２８８ ３６５ ３３８ ２５９ ３７５ ３１７ ３１３
ＭＩＮ （白） ４０５ ２３５ ２０６ ２１７ ２０９ ２３１ １９４ ３０３ １８６ ２６８
ＡＶＥ （白） ４２６ ２７１ ２５４ ２４９ ２９５ ２６３ ２２０ ３２４ ２６５ ２８６
唱词 官人啊你既然狠心抛我七年 整

ＭＡＸ （白）４０８ ３８２ ２７４ ３２３ ３８９ ３２７ ３６１ ３１７ ３８８ ２６７ ３９３ ２８９ ３２２

ＭＩＮ （白） ３５７ ２６０ ２０６ ２２８ ３３２ ２３４ ２４１ ２１８ ３７９ ２１９ ３７２ ２１６ １８１

ＡＶＥ （白） ３９４ ３１３ ２３５ ２７２ ３５１ ２６７ ３０４ ２５８ ３８５ ２３８ ３８４ ２３９ ２３０

唱词 又何必常与为妻聚梦境
ＭＡＸ （白）３３８ ２５７ ３３６ ２８０ ３４５ ２６１ ３８６ ３３４ ２７２ ３３５
ＭＩＮ （白） ２０３ １８２ ２４４ ２０８ ２２５ １９０ ２２２ ２４４ ２０８ １９０
ＡＶＥ （白） ２５２ ２１９ ３０８ ２４０ ３０３ ２２４ ３１６ ２９０ ２３１ ２４０
唱词 你既与为妻聚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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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ＭＡＸ （白）２８８ ４２３ ３３５ ２５９ ３５９ ２５３ ３４１ ３４０
ＭＩＮ （白） ２３８ ３２８ ２２４ １７４ ３１７ １９７ ２８６ １９１
ＡＶＥ （白） ２５９ ３７８ ２７３ ２１６ ３３４ ２２３ ３０４ ２４４
唱词 又为何话无半点就动身

ＭＡＸ （白）３５３ ３５７ ２５０ ３６８ ２２１ ３６８ ３５５ ３２４ ３１０ ３１９
ＭＩＮ （白） ２２６ ２４０ １８８ ２４６ １９７ ３５６ １９９ ２０９ １７１ ２５３
ＡＶＥ （白） ２９１ ２９２ ２０９ ２８４ ２１２ ３６２ ２５７ ２５６ ２１３ ２９０
唱词 你来无踪迹去无影

ＭＡＸ （白）４３７ ２４９ ３０７ ４０７ ３８０ ３９５ ２３０ ３０２
ＭＩＮ （白） ２４７ １８５ ２３１ ３３９ ２１４ ３５０ １９１ ２３７
ＡＶＥ （白） ２９５ ２１３ ２７０ ３７７ ２８８ ３６７ ２０７ ２８３
唱词 我魂牵梦萦病更深

ＭＡＸ （白）３２０ ２４９ ３７８ ３３３ ３１９ ２５４ ３６８ ３５９
ＭＩＮ （白） ２４２ １８１ ３３１ ２３５ ２０６ １８４ １８２ ２９２
ＡＶＥ （白） ２７０ ２１１ ３５９ ２７２ ２４９ ２１３ ２６８ ３１７
唱词 只怕你回心转意归来时

ＭＡＸ （白）３８５ ２９６ ２６４ ２６１ ３７０ ３６６ ３４９ ３７８ ３０９ ２３５
ＭＩＮ （白） ２９４ ２２７ １９７ １７３ ３１３ ３４１ ２０９ ３５６ ２１７ １７２
ＡＶＥ （白） ３３０ ２５６ ２３０ ２２３ ３４５ ３５８ ２４４ ３７１ ２４６ １９５
唱词 只见灵台不见人

ＭＡＸ （白）５０６ ３７９ ２３９ ３００ ４２１ ３３７ ２４０
ＭＩＮ （白） ４９５ ２３２ １８７ １７２ ４１２ ２６１ １８３
ＡＶＥ （白） ５０１ ３１８ ２１１ ２３６ ４１８ ２９７ ２０４

根据表３ １３８数据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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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１１　 《玉蜻蜓》选段念白音高三线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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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 １１１显示，虽然从前文绘制的《玉蜻蜓》选段总体音高走
势图来看没有明显的规律性，但从音高“三线”走势上来看，则呈
现出一定的规律性。首先，从整体上看，第１ ～ ６句，第９ ～ １２句前
半句的模式都是由高到低再升高，呈Ｖ型，略有不同的是有的是大
Ｖ，有的是小Ｖ，即组成Ｖ型的字数有所区别。但是从总体上看，
《玉蜻蜓》选段音高“三线”走势一致性不强，有的波折多些，如
第５，６句；有的波折少些，如第１，２，１２句；有的尾部下降，如
第２，３，１１，１２句；有的尾部抬升，如第１，４，８，９，１０句。从
起点和收点来看，本选段一般是起点高于收点或持平，基本没有收
点高于起点的情况。从折度上看，则多少不等，本选段念白音高中
线折度的具体统计结果如下：

表３ １３９　 《玉蜻蜓》选段念白音高中线折度统计表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画（７） ３ 只１ （１０） ５ 你２ （８） ５ 我（８） ３

半（７） １３ 官（１３） ７ 又２ （１０） ５ 只２ （１０） ４

可（１０） ４ 又１ （１０） ７ 你３ （８） ５ 只３ （７） ２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２ １ ４ ２ ５ ４ ７ ２

３ ３

统计结果显示，本选段的念白折度为２ ～ ７个，以５个折度为
主，共４句。第５句、第６句分别为１３字句和１０字句，折度都为
７个；第１１句为１０字句，仅４个折度，说明折度同时受到单字调
型、连调调型和旋律调型的影响。就本选段而言，以１０字句居
多，也有８字句或７字句，所以从折度上来看，比上文其他选段的
折度略多。

下面通过音高中线数据分析《玉蜻蜓》选段念白唱句的音高起
收变化。相关数据处理结果见表３ 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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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４０　 《玉蜻蜓》选段念白分句音高中线起收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中 收唱句起 中 收唱句起 中 收
画 ２７６ ２６５ ２７９ 官 ３９４ ２９８ ２３０ 你３ ２９５ ２８７ ２８３

半 ３７１ ２５８ １８６ 又１ ２５２ ２６２ ２４０ 我 ２７０ ２７０ ３１７

可 ２９０ ２５２ １８８ 你２ ２５９ ２７９ ２４４ 只２ ３３０ ２８０ １９５

只１ ４２６ ２８５ ２８６ 又２ ２９１ ２６７ ２９０ 只３ ５０１ ３１２ ２０４

最大值 ５０１ ３１２ ３１７ 均值３３０ ２７６ ２４５ 区间２４９ ６０ １３１

最小值 ２５２ ２５２ １８６

根据表３ １４０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１１２　 《玉蜻蜓》选段念白音高起收模式总图

统计显示：《玉蜻蜓》选段念白起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为
５０１ Ｈｚ和２５２ Ｈｚ，收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为３１７ Ｈｚ和１８６ Ｈｚ，
起点音高均值的变化范围（２４９ Ｈｚ）明显大于收点音高均值变化范
围（１３１ Ｈｚ）。从念白起收模式总图上也可以清晰地看出起点变化范
围较大，收点变化范围较窄，起点约为收点的一倍。造成念白起点
均值范围大于收点均值变化范围的原因在于起点上线的明显抬高。
下面分析念白音高起收模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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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１３　 《玉蜻蜓》选段念白音高起收模式分图

　 　 图３ １１３显示，《玉蜻蜓》选段念白起收模式以降势和平势为
主，本选段起收模式的具体统计结果见表３ １４１。

表３ １４１　 《玉蜻蜓》选段念白分句音高起收模式统计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画 ２７６ ２７９ － ３ 平 你２ ２５９ ２４４ １５ 平
半 ３７１ １８６ １８５ 降 又２ ２９１ ２９０ １ 平
可 ２９０ １８８ １０２ 降 你３ ２９５ ２８３ １２ 平
只１ ４２６ ２８６ １４０ 降 我 ２７０ ３１７ － ４７ 升
官 ３９４ ２３０ １６４ 降 只２ ３３０ １９５ １３５ 降
又１ ２５２ ２４０ １２ 平 只３ ５０１ ２０４ ２９７ 降

降 平 升
句数 ６ ５ １

比例 ５０％ ４２％ ８％

表３ １４１显示，《玉蜻蜓》选段念白音高起收模式有降、平、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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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降势６句，占５０％；平势５句，占４２％；升势仅１句，占
８％。这个统计结果与前文多数选段一致。
３ ９ ４　 《玉蜻蜓》选段演唱音高研究
本节分析《玉蜻蜓》选段的演唱音高特点。首先来分析本选段

的演唱音高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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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１４　 《玉蜻蜓》选段演唱音高走势图

　 　 从《玉蜻蜓》选段的演唱音高走势图来看，本选段演唱时有两
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拖腔非常明显，除了有些唱句句前的个别唱字
外，几乎字字拖腔，字字都存在基频抖动现象；二是唱腔的音域特
别高，除了“我魂牵梦萦病更深”一句之外，其他唱句基本都有音
高特别高的唱字，这一点从下文的演唱音高数据表上也能体现出来。
除了以上两点之外，还有一个前文不少唱段演唱时都具有的特点，
即降势音高。本选段的多数唱句和节奏群存在明显的音高下倾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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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半帘竹影伴病人”、“可叹我堂堂吏部”、“只见灵台不见人”
等等。就单句而言，第１句“画楼绣阁”呈现降势，“寂无声”音
高抬升；第２句整体下降，突出感伤氛围；第３句“可叹我堂堂吏
部”音高下倾，“千金女”三字音高又明显提升，与下句悲惨氛围
形成对比；第４句整体音高走势呈现降势，情调悲切；第５句“官
人啊”为呼语，音高下降，“你既然”三字音高较低，“狠心抛我七
年”音高走势下降，“整”字独立性强，起突出强调作用；第６句～
第９句都是前面几字音高走低，且较为平稳，后面突然升高后又逐
渐下降；第１０句音高走势较平稳，唱字调型几乎都是平调，音高没
有明显变化；第１１句“只怕你”３字音高较低，之后先升后降，
“时”字单唱，拖腔明显；第１２句“只见灵台”和“不见人”音高
均呈现下降，最后一字“人”以低音收尾。

下面统计演唱时字调与本调调型的关系，唱字本调归属参见前
文，本项统计结果见表３ １４２。

表３ １４２　 《玉蜻蜓》选段演唱字调与本调调型关系统计表
唱　 　 词 一致或基本一致 不一致或相反

画楼绣阁寂无声 画 楼绣阁寂无声
半帘竹影伴病人 影 半帘竹伴病人
可叹我堂堂吏部千金女 可叹千女 我堂１ 堂２ 吏部金
只落得含冤衔恨苦一生 含冤一 只落得衔恨苦生
官人啊你既然狠心抛我七年整 官啊我年 人你既然狠心抛七整
又何必常与为妻聚梦境 必常 又何与为妻聚梦境
你既与为妻聚梦境 妻 你既与为聚梦境
又为何话无半点就动身 为何身 又话无半点就动
你来无踪迹去无影 去影 你来无１ 踪迹无２

我魂牵梦萦病更深 深 我魂牵梦萦病更
只怕你回心转意归来时 只 怕你回心转意归来时
只见灵台不见人 只见１ 灵台不见２ 人
总计：１０８字 ２５字，占２４％ ８３字，占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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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音高走势图看，演唱时拖腔非常明显，多数唱字音高上下波动。
从表３ １４２看，整个选段字型保持一致或基本一致的２５字，占２４％；
不一致或相反的８３字，占７６％。不一致的所占比例明显偏高，说明念
白时多数字的调型已经偏离本调，有的甚至多次改变调型走势。

下面分析《玉蜻蜓》选段的音高三线（上线、中线、下线）走
势特点，数据处理结果见表３ １４３。

表３ １４３　 《玉蜻蜓》选段演唱音高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词 画楼绣阁阁ｙ 阁ｙ 寂无无ｙ 声

ＭＡＸ （唱）３９８ ５１９ ３４３ ４０８ ３７７ ２７１ ３３４ ３３５ ５０８ ４３３
ＭＩＮ （唱） ３５７ ２６４ ２７７ ３１２ ２４２ ２０４ ２１５ ３０９ １９９ ２９２
ＡＶＥ （唱） ３８１ ３８０ ３０７ ３６０ ３１１ ２３７ ２８７ ３２３ ３２４ ３６４
唱词 半帘竹影伴伴ｙ 病病ｙ 人

ＭＡＸ （唱）５７０ ６５０ ５３７ ４５６ ３６５ ４５９ ３６７ ２７０ ２３６
ＭＩＮ （唱） ４２９ ４２５ ４３９ ２６４ ３２２ ２６３ ２３１ ２０５ １９６
ＡＶＥ （唱） ４９６ ５３５ ４９２ ３４２ ３５１ ３４２ ３０１ ２４０ ２１４
唱词 可叹我堂堂堂ｙ 吏部部ｙ 千金女

ＭＡＸ （唱）４７３ ４１３ ３４４ ２１６ ２６８ ３１３ １８５ ２２６ ２６２ ６０８ ５７７ ４５７
ＭＩＮ （唱） ２９５ ２６３ ２２１ １９０ ２２３ １９７ １６４ １９３ ２０２ ５２７ ３５０ ３６１
ＡＶＥ （唱） ３７４ ３３４ ２５９ ２０６ ２５４ ２４８ １７３ ２１３ ２１６ ５４８ ４９０ ４１３
唱词 只落得含冤冤ｙ 衔恨苦苦ｙ 一一ｙ

ＭＡＸ （唱）５１３ ４８４ ４０９ ３２０ ３２８ ４６０ ３１６ ２２１ ３５５ ３２０ ３３６ ４３９
ＭＩＮ （唱） ４０８ ３９５ ２９３ １９３ ２８５ ３３９ １８５ １９７ ２６３ １８９ ２９８ ２０５
ＡＶＥ （唱） ４６４ ４４２ ３４５ ２６５ ３０８ ３８５ ２６１ ２０７ ３１０ ２５４ ３１８ ３０３
唱词 生生ｙ 官人啊啊ｙ

ＭＡＸ （唱）３５１ ２６９ ６３５ ６４８ ５３０ ４９０

ＭＩＮ （唱） １９６ １５７ ４４５ ４８３ ４０１ ３９９

ＡＶＥ （唱） ２６６ ２０６ ５５４ ５５４ ４６３ ４３６

唱词 你既然狠心抛我七年年ｙ 整整ｙ

ＭＡＸ （唱）３６１ ４４４ ４６４ ６００ ５８８ ４３５ ５７８ ６４６ ５１１ ４９６ ４４９ ４７０
ＭＩＮ （唱） ３２９ ３９７ ３３７ ５３２ ３５８ ４０１ ４７９ ３５９ ３０３ ２０１ ４０４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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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ＡＶＥ （唱） ３５４ ４２６ ３９７ ５５１ ４５６ ４２０ ５０８ ４７７ ３７３ ３０２ ４２６ ３６７
唱词 又何何ｙ 必常与为妻聚聚ｙ 梦梦ｙ 境

ＭＡＸ （唱）３２０ ３７３ ２４３ ２９０ ４８２ ６５４ ３５４ ４８５ ２４９ ３９７ ３７１ ２７１ ２２１

ＭＩＮ （唱） ２０８ １８４ １９５ ２３６ ３４７ ２９４ ２３２ ３０７ ２１４ ２６１ ２２８ １９４ １９３

ＡＶＥ （唱） ３０４ ２６６ ２２２ ２５７ ４１３ ５０４ ３４１ ３６７ ２３０ ３２１ ２９７ ２３９ ２０９

唱词 你既与为妻聚梦境
ＭＡＸ （唱）３２０ ３７９ ３４２ ２７６ ３４５ ４４９ ６６１ ４２７
ＭＩＮ （唱） ３０４ ３１１ ２７３ ２２４ ３０６ ３９４ ４１４ ２９７
ＡＶＥ （唱） ３１６ ３５５ ３０６ ２５７ ３２３ ４２９ ５１４ ３５０
唱词 又为何何ｙ 话无半点就动身

ＭＡＸ （唱）３２５ ５４０ ４３４ ４７８ ２７３ ３１６ ５５４ ４２７ ４２２ ３２１ ３２１
ＭＩＮ （唱） ２２７ ３４７ ２９０ ３０４ ２１２ ２８９ ４７４ ２８５ ２６１ ２７３ ２７５
ＡＶＥ （唱） ３０７ ４５０ ３７８ ４１３ ２５８ ３０６ ５１７ ３６２ ３１７ ３０８ ３００
唱词 你来无踪迹去无影

ＭＡＸ （唱）３２３ ２６８ ３２２ ６３４ ４３７ ５０１ ４１６ ３５０
ＭＩＮ （唱） ２７９ ２４６ ３０９ ４５１ ４２４ ３０２ ２５６ ２１２
ＡＶＥ （唱） ３０６ ２６５ ３１２ ５３１ ４２８ ３７２ ３２７ ２６６
唱词 我魂牵梦萦萦ｙ 病更深

ＭＡＸ （唱）３６５ ２５４ ３３０ １９７ ２２８ ３６３ ２７３ ２５３ ２８２
ＭＩＮ （唱） ２７４ １８８ ２０４ １６４ １９５ ２４８ １７２ １９８ ２０２
ＡＶＥ （唱） ３１８ ２２９ ２６５ １７４ ２１０ ３０４ ２２３ ２１４ ２２４
唱词 只怕你回心转意归来时时ｙ

ＭＡＸ （唱）３１３ ４１４ ３２３ ４２２ ５９４ ６８７ ５３７ ４７２ ３１０ ４８３ ４２８
ＭＩＮ （唱） ３０６ ３３９ ２２６ ３３７ ４２１ ４６４ ４１９ ３４７ ２１８ ３７９ ３０２
ＡＶＥ （唱） ３０９ ３５５ ２８０ ４０８ ４７１ ６１０ ４５８ ４１１ ２６３ ４３４ ３５１
唱词 只见灵台不见见ｙ 人人ｙ

ＭＡＸ （唱）４３３ ４４８ ３３５ ２２５ ３３３ ３４８ ４４２ ２１７ ３１８
ＭＩＮ （唱） ３９０ ３１２ ２００ １９６ ２０２ ２９６ ２０３ １８９ １６８
ＡＶＥ （唱） ４１０ ３８１ ２７３ ２１０ ２７２ ３２２ ３０１ ２０８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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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３ １４３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１１５　 《玉蜻蜓》选段演唱音高三线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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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显示，同上文的分析一样，《玉蜻蜓》选段演唱音高的显著
特点是频率波动范围极大，不少唱句音高的最大值超过６００ Ｈｚ，有
的唱句甚至出现两次极值超过６００ Ｈｚ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前文的
《珍珠塔》选段也出现过。本选段不少唱句的音高上线非常高，与
《珍珠塔》选段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总体音高三线走势来看，跟
上文分析基本一致，多数唱句或唱句中的节奏群显示为降势，但有
的比较平稳，有的唱句尾部急剧抬升，例如第３句。对于演唱时唱
句的音高走势特点这里就不再一一描述了，可参考前文。从音高中
线起点和收点来看，本选段演唱一般是起点高于收点或持平，仅第３
句收点高于起点。从折度上来看，演唱时的曲线走势要比念白平滑
些，折度相对少一些，也有的唱句因衍生的唱字较多，使其折度变
多。《玉蜻蜓》选段演唱音高中线折度的统计见表３ １４４。

表３ １４４　 《玉蜻蜓》选段演唱音高中线折度统计表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唱句 折度
画（１０） ４ 只１ （１４） ６ 你２ （８） ３ 我（９） ４

扮（９） ３ 官（１６） ７ 又２ （１１） ５ 只２ （１１） ５

可（１２） ４ 又１ （１３） ６ 你３ （８） ２ 只３ （９） ３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折度 句数
２ １ ４ ２ ６ ２

３ ３ ５ ２ ７ １

统计结果显示，本选段的唱句演唱折度为２ ～ ７个，与念白比较
一致，但不同的是，念白是以５个折度为主，而演唱时的折度则分
布较为平均，３个折度的稍多。与念白相比，演唱时衍生出不少唱
字，因此多数唱句的唱字多于念白，但是折度却并未增加，有的唱
句反而减少，从这点来看，本选段演唱时旋律的变化较为平滑，而
念白时波动性较强。下面分析《玉蜻蜓》选段演唱音高中线的起收
变化，数据处理结果见表３ １４５ （见第２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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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４５　 《玉蜻蜓》选段演唱分句音高中线起收数据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中 收唱句起 中 收唱句起 中 收
画 ３８１ ３２７ ３６４ 官 ５５４ ４６２ ３６７ 你 ３０６ ３５１ ２６６

半 ４９６ ３６８ ２１４ 又１ ３０４ ３０５ ２０９ 我 ３１８ ２４０ ２２４

可 ３７４ ３１１ ４１３ 你 ３１６ ３５６ ３５０ 只２ ３０９ ３９５ ３５１

只１ ４６４ ３１０ ２０６ 又２ ３０７ ３５６ ３００ 只３ ４１０ ２８９ ２２４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起 中 收
最大值 ５５４ ４６２ ４１３ 均值３７８ ３３９ ２９１ 区间２５０ ２２２ ２０７

最小值 ３０４ ２４０ ２０６

根据表３ １４５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１１６　 《玉蜻蜓》选段演唱音高起收模式总图

统计显示，《玉蜻蜓》选段演唱起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
为５５４ Ｈｚ和３０４ Ｈｚ，收点音高均值的上、下线分别为４１３ Ｈｚ和２０６
Ｈｚ，起点音高均值的变化范围（２５０ Ｈｚ）与收点音高均值变化范围
（２０７ Ｈｚ）相差４３ Ｈｚ。从图３ １１６上也可以清晰地看出起收的范围大
致相当，但是与前文其他选段相比，无论是起点还是收点其自身的
变化区间都是比较大的。从音高均值来看，演唱时起点音高均值的
最大值和最小值均高于相应的收点音高均值，造成整体上呈下降趋
势。下面具体观察每一唱句的音高起收模式，并做相关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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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１７　 《玉蜻蜓》选段演唱音高起收模式分图

　 　 从图３ １１７来看，多数唱句音高呈现降势，也有一些唱句音高
起收模式为平或降。下表是《玉蜻蜓》选段演唱音高中线的起收模
式的具体统计。

表３ １４６　 《玉蜻蜓》选段演唱分句音高起收模式统计表（单位：Ｈｚ）
唱句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唱 起 收 起收差模式
画 ３８１ ３６４ １７ 平 你１ ３１６ ３５０ － ３４ 升
半 ４９６ ２１４ ２８２ 降 又２ ３０７ ３００ ７ 平
可 ３７４ ４１３ － ３９ 升 你２ ３０６ ２６６ ４０ 降
只１ ４６４ ２０６ ２５８ 降 我 ３１８ ２２４ ９４ 降
官 ５５４ ３６７ １８７ 降 只２ ３０９ ３５１ － ４２ 升
又１ ３０４ ２０９ ９５ 降 只３ ４１０ ２２４ １８６ 降

模式 降 平 升
句数 ７ ２ ３

比例 ５８％ １７％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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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４６显示，《玉蜻蜓》选段的演唱音高起收模式有平、降、
升三种，降势７句，占５８％；平势２句，占１７％；升势３句，占
２５％。与念白相比，平势减少，升势增加。这个统计结果显示了
“反弓簧调”有些唱句句尾音域抬高，有突出强调的作用。
３ ９ ５　 《玉蜻蜓》选段唱、白比较
本节研究《玉蜻蜓》选段的演唱、念白音高特点。研究内容主要

有两个方面，一是唱、白音高走势的比较，一是唱、白音域的比较。
３ ９ ５ １　 《玉蜻蜓》选段唱、白音高走势比较
首先利用音高走势图对《玉蜻蜓》选段唱、白音高特点进行比

较。本选段念白、演唱音高走势比较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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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１８　 《玉蜻蜓》选段唱、白音高走势对比图

　 　 观察《玉蜻蜓》选段的念白与演唱音高走势对比图，发现两者
有一些共同点：一是有的唱句或节奏群的音高走势存在较强的一致
性，例如“竹影”、“可叹我”、“千金女”、“官人啊”、“只见灵台”
等；二是有的单字调型走势基本一致，如“牵”、“病”、“灵”。但
两者也存在明显不同的地方：一是多数单字调型不一致；二是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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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句或节奏群音高走势不一致，演唱时唱句的音高下倾趋势明显，
而念白时则表现各异；三是演唱时存在明显拖腔现象，音高抖动明
显；四是从音域上看，演唱时音域很宽，高低变化明显，有的唱字
音域很高，而念白比较平稳，音域居中。为进一步分析《玉蜻蜓》
念白与演唱的音高特点，我们将念白的音高中线走势与演唱的音高
中线走势进行对比，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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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１９　 《玉蜻蜓》选段唱、白音高中线对比图

　 　 图３ １１９显示，从总体趋势上看，念白的音高中线走势与演唱
的音高中线走势有的一致，有的不一致，不一致的占多数，这与上
文的统计结果一致。说明《玉蜻蜓》选段的念白和演唱旋律模式既
有明显不同，也存在共同的制约机制。从音域范围看，总体上演唱
音域高于念白音域，但也有一些唱字的音高均值小于念白，与其他
选段相比，本选段的音域很高，有的唱字演唱时音高均值超过６００
Ｈｚ。从折度上来说，多数唱句的演唱折度数比念白折度数要少，演
唱时的音高走势呈现平滑过渡，而念白时则平仄分明。分句而言，
“画楼绣阁寂无声”一句前半句较为一致，后面几字不尽一致；“半
帘竹影伴病人”一句第２字演唱、念白差异明显，从第３字开始大
体呈下降趋势；“可叹我堂堂吏部千金女”、“只落得含冤衔恨苦一
生”、“官人啊”、“你既然狠心抛我七年整”唱、白走势一致性较
强，前两句多数地方音域也大体相当，后两句演唱音域高于念白；
“又何必常与为妻聚梦境”、“你既与为妻聚梦境”两句演唱、念白
走势大体一致，后句倒数第３字的走势相反，一高一低；“又为何话
无半点就动身”前半句走势不一致，后半句比较一致；“你来无踪迹
去无影”演唱、念白走势基本一致，倒数第二字出现不同；“我魂牵
梦萦病更深”前半句大体一致，后半句出现差异；“只怕你回心转意
归来时”、“只见灵台不见人”演唱、念白走势大体一致，个别字存
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３ ９ ５ ２　 《玉蜻蜓》选段唱、白音域比较
本节主要从两个方面分析《玉蜻蜓》选段唱、白音域特点，一

是句域比较，二是字域比较。首先，为从总体上把握演唱与念白的
音域变化情况，对每一唱句的句域变化情况进行统计，统计结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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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４７。
表３ １４７　 《玉蜻蜓》选段唱、白句域统计表（单位：Ｈｚ）

唱句 画 半 可 只１ 官 你１ 又１ 你２

句域（唱） ３２１ ４５４ ４４４ ３５６ ２４８ ４４５ ４７０ ４３７

句域（白） ２１４ ２４６ ２０４ ２５０ ２０２ ２１１ ２０４ ２５０

句域差 １０７ ２０８ ２４０ １０６ ４６ ２３４ ２６６ １８８

唱句 又２ 你３ 我 只２ 只３ 段域 均值
句域（唱） ３４２ ４２３ ２０１ ４６８ ２８１ ５３０ ３７６

句域（白） １９７ ２５３ １９８ ２１２ ３３４ ３４８ ２２９

句域差 １４５ １７０ ３ ２５６ － ５３ １８２ １４７

根据表３ １４７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１２０　 《玉蜻蜓》选段唱、白句域对比图

就整个选段而言，《玉蜻蜓》选段演唱的频率域大于念白的频率
域，演唱音域为５３０ Ｈｚ，念白为３４８ Ｈｚ，两者相差１８２ Ｈｚ。就分句句
域的均值而言，演唱句域的均值为３７６ Ｈｚ，同样大于念白句域的均
值２２９ Ｈｚ，两者相差１４７ Ｈｚ，说明总体而言演唱时音域比念白要宽
得多。从图３ １２０来看，演唱句域线基本全在念白之上，仅最后一
句的演唱句域小于念白句域，从曲线走势来看，演唱曲线变化性较
大，高低起伏明显，相比之下，念白虽然也有起伏，但幅度明显小
于演唱。此外，念白的最后一句音域突然上升，这主要跟本句的首

８８２ 　 锡剧女声唱腔声学实验研究



字“只”（为阴入字）的音域有关。下面对《玉蜻蜓》选段唱、白
字域进行比较。首先请看唱、白字域统计表。

表３ １４８　 《玉蜻蜓》选段唱、白字域比较表（单位：Ｈｚ）
唱词 画 楼 绣 阁 寂 无 声

字域（唱） ４１ ２５６ ６６ ９６ １１９ ２７ １４２

字域（白） １１２ ７７ １６３ ７１ ６８ ６３ ４１

字域差 － ７１ １７９ － ９７ ２５ ５１ － ３６ １０１

唱词 半 帘 竹 影 伴 病 人
字域（唱） １４１ ２２６ ９７ １９２ ４３ １３７ ４０

字域（白） ６７ ６１ ５９ １１１ １０５ １２６ ５７

字域差 ７４ １６５ ３８ ８１ － ６２ １１ － １７

唱词 可 叹 我 堂 堂 吏 部 千 金 女
字域（唱） １７８ １５１ １２３ ２７ ４５ ２１ ３３ ８１ ２２８ ９６

字域（白） ５１ ５２ ５７ ６８ １０３ ８９ ４４ ４８ １３８ ９

字域差 １２７ ９９ ６６ － ４１ － ５８ － ６８ － １１ ３３ ９０ ８７

唱词 只 落 得 含 冤 衔 恨 苦 一 生
字域（唱） １０４ ８９ １１６ １２７ ４３ １３１ ２４ ９２ ３７ １５５

字域（白） ３１ ８１ １２６ ７１ １５６ １０７ ６６ ７１ １３１ ４５

字域差 ７３ ８ － １０ ５６ － １１３ ２４ － ４２ ２１ － ９４ １１０

唱词 官 人 啊
字域（唱） １８９ １６５ １２９

字域（白） ５１ １２２ ６８

字域差 １３８ ４３ ６１

唱词 你 既 然 狠 心 抛 我 七 年 整
字域（唱） ３２ ４７ １２７ ６８ ２３０ ３４ ９９ ２８６ ２０８ ４６

字域（白） ９５ ５７ ９２ １２０ ９９ ９ ４８ ２１ ７４ １４１

字域差 － ６３ － １０ ３５ － ５２ １３１ ２５ ５１ ２６５ １３４ －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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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唱词 又 何 必 常 与 为 妻 聚 梦 境

字域（唱） １１２ １８９ ５４ １３５ ３５９ １２２ １７９ ３５ １４３ ２８

字域（白） １３５ ７６ ９２ ７２ １２１ ７１ １６３ ９０ ６４ １４５

字域差 － ２３ １１３ － ３８ ６３ ２３８ ５１ １６ － ５５ ７９ － １１７

唱词 你 既 与 为 妻 聚 梦 境
字域（唱） １６ ６８ ６８ ５２ ３９ ５５ ２４７ １２９

字域（白） ５０ ９６ １１１ ８５ ４２ ５６ ５６ １４９

字域差 － ３４ － ２８ － ４３ － ３３ － ３ － １ １９１ － ２０

唱词 又 为 何 话 无 半 点 就 动 身
字域（唱） ９８ １９３ １４４ ６１ ２７ ８０ １４２ １６２ ４８ ４６

字域（白） １２７ １１７ ６１ １２２ ２４ １２ １５５ １１５ １３９ ６６

字域差 － ２９ ７６ ８３ － ６１ ３ ６８ － １３ ４７ － ９１ － ２０

唱词 你 来 无 踪 迹 去 无 影
字域（唱） ４４ ２３ １３ １８３ １３ １９８ １６１ １３９

字域（白） １９１ ６５ ７６ ６８ １６６ ４６ ３８ ６５

字域差 － １４７ － ４２ － ６３ １１５ － １５３ １５２ １２３ ７４

唱词 我 魂 牵 梦 萦 病 更 深
字域（唱） ９１ ６７ １２６ ３２ ３３ １０１ ５５ ８０

字域（白） ７９ ６９ ４８ ９８ １１３ ６９ １８６ ６８

字域差 １２ － ２ ７８ － ６６ － ８０ ３１ － １３１ １２

唱词 只 怕 你 回 心 转 意 归 来 时
字域（唱） ８ ７４ ９７ ８５ １７３ ２２３ １１８ １２５ ９２ １０３

字域（白） ９１ ６９ ６７ ８８ ５７ ２４ １４０ ２２ ９３ ６３

字域差 － ８３ ５ ３０ － ３ １１６ １９９ － ２２ １０３ － １ ４０

唱词 只 见 灵 台 不 见 人
字域（唱） ４３ １３７ １３５ ２９ １３１ ５２ ２８

字域（白） １１ １４６ ５２ １２８ ９ ７６ ５７

字域差 ３２ － ９ ８３ － ９９ １２３ － ２４ － ２９

０９２ 　 锡剧女声唱腔声学实验研究



根据表３ １４８字域差值数据作图如下：

图３ １２１　 《玉蜻蜓》选段唱、白字域差值分布图

从表３ １４８和图３ １２１来看，虽然无论从总体而言还是分句而
言，演唱的音域一般都大于念白，但是从字域上来看，情况有所不
同，有的唱字演唱字域大于念白，有的小于念白。表３ １４９是《玉
蜻蜓》选段唱、白字域差的具体统计数据。

表３ １４９　 《玉蜻蜓》选段唱、白字域关系统计表
唱句 唱＞白唱＜白唱句唱＞白唱＜白唱句唱＞白唱＜白
画 ４ ３ 你１ ６ ４ 我 ４ ４

半 ５ ２ 又１ ６ ４ 只２ ６ ４

可 ６ ４ 你２ １ ７ 只３ ３ ４

只１ ６ ４ 又２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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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唱句 唱＞白唱＜白唱句唱＞白唱＜白唱句唱＞白唱＜白
官 ３ ０ 你３ ４ ４

总计 唱＞白：５９字 唱＜白：４９字

统计显示，演唱字域大于念白字域的共计５９字，小于念白字域
的共计４９字，演唱字域高于念白的略多。上文统计显示演唱音域明
显高于念白音域，这说明造成演唱音域高于念白音域的主要原因是
有些字的音域提高的幅度比较大，而降低的幅度比较小。从表中数
值可以看出，演唱字域大于念白字域的值多数比较大，而念白字域
大于演唱字域的值则整体偏小。

注释
［１］　 赵元任在《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第９４页）指出：“语调

跟字调可以并存，他们两者的关系，是个代数和。因为代数里有正有负，
正的加正的越加越大，负的加负的越加越负；正的加负的，他就相消了，
看是哪一个多一点儿，他就望哪一边儿”。后来，吴宗济、沈炯、曹剑芬
等对赵元任的理论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讨论。

［２］　 关于声调折度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是刘俐李先生首先提出的，可参看
《汉语声调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７２—２８７页。

［３］　 参见孙中《锡剧音乐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２００４，第９５页。
［４］　 参见高云峰《声调感知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４，第

５４—５７页。
［５］　 参见《语言学论丛》第十一辑，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１９８３年，第７０—８５页。
［６］　 参见《中国语言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第５９—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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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锡剧念白实验比较研究

前文对锡剧女声唱腔不同曲调的选段分别进行了基本的实验分
析，得到了一些基础数据和基本结论，这为本章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前
提条件。本章将在前文的基础上就不同曲调的念白声学特点进行对
比分析，以期得出更为深入的结论。

念白是戏曲的组成部分，一出戏曲往往都有念白夹杂其中。念
白既不同于演唱，也不同于普通的话语，而是戏曲的一种特定艺术
表现形式。我们认为念白实际上接近诗歌朗诵，念白的特殊节奏及
韵律形式可能是古代诗歌朗诵的遗留，而现代人对古代诗歌的朗诵
可能已经不同于古代，从戏曲的念白朗诵形式可以窥见古代诗歌朗
诵之一斑，特别是戏曲中五字句和七字句的念白，更能说明问题。
锡剧作为地方戏曲的一种，也常常使用念白。本文要研究的念白只
有个别唱句是夹杂在戏曲当中的念白，更多的是把唱词当做念白来
朗诵。据本文的发音合作人闻丽君老师介绍，学习锡剧咬字清晰是
关键，首先要念准字音，其次要念准节奏，而且一般要从念白学起。
她说锡剧的唱词都可以当做念白来读，因此本文所有选段的唱词都
录有念白形式，这就是本文念白实验研究材料的来源。

本章将从三个角度（即时长、旋律、音域）对锡剧念白的声学
特征进行比较分析，相应地分为三个小节。

４ １　 锡剧念白时长比较研究

时长是戏曲旋律的重要表现形式，对时长长短的调节不仅可以
使戏曲具有明显的节奏感，使之悦耳动听，而且也能表现丰富的人
物情感。但是相比之下，念白的人物情感明显没有演唱丰富，它有
特定的韵律结构，时长模式也相对比较固定，特别是其中的５字句
和７字句。上文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念白的时长模式较有规律。



这里首先来谈谈节奏问题。节奏、停顿跟时长相关，本书讨论
的节奏问题实际是指念白的停顿模式。中国戏曲词格（唱词模式）
主要有两种，即使用长短句式的词律体（如昆曲）和使用对称句
式的诗律体（如京剧）。锡剧词格以诗律体为主，兼有词律体。表
现在唱词上锡剧运用最多的词格是７字句和１０字句（１０字句一般
也可看做３ ＋ ７的结构），也有一些辅助的５字句、６字句、８字句
和１２字句，其中７字句是典型的诗律体，１０字句兼容诗律体和词
律体。念白时锡剧５字句的节奏模式一般为二三式，合于诗律；７
字句的节奏模式一般为四三式，小的节奏可划分为二二一二式；
１０字句的节奏模式则有三四三和三三四式（专用于大陆调）两种，
实际上前一种是兼套式，即前３字一个节奏，后７字仍和独立的７
字句节奏模式保持一致。锡剧的这种节奏模式与古体诗词的朗诵
模式基本上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戏曲，尤其是历史悠久
的成熟的戏曲念白的朗读模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古体诗词的
朗诵模式是一致的。下面通过实验来观察锡剧词格的节奏模式，
首先来看５字句的节奏模式，以下是念白例句“我也勿愿呀”的
语图和时长数据。

图４ １　 锡剧念白５字句节奏语图示例
说明：图中汉字下的数字代表此字的时长，单位是毫秒。下文同此。

锡剧５字句采用的节奏模式一般是二三式，从语图可以看出
“也”和“勿”之间有一个很短的停顿，而其他唱词之间基本上是
合在一起的。从时长上看，句中停顿前的唱词“也”和句尾停顿前
的唱词“呀”的时长均较长，这与自然话语韵律边界上音节延长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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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一致［１］。
锡剧中７字句占绝大多数，本文的选段基本上都有７字句，７字

句在念白时大的节奏一般是四三式，小的节奏是二二一二式（停顿
的时长有别），大的停顿节奏为ＸＸＸＸ ／ ／ ＸＸＸ，小的停顿节奏为
ＸＸ ／ ／ ＸＸ ／ ／ Ｘ ／ ＸＸ，即前面两个间隔稍长，后面一个间隔稍短，但这
只是相对而言，请看以下两句唱词的语图和时长数据。

图４ ２　 锡剧念白７字句节奏语图示例一

图４ ３　 锡剧念白７字句节奏语图示例二

语图显示，第１句大的节奏上表现为前４字与后３字之间的间
隔，小的节奏上“瞒了”、“爹娘”后都有间隔，其中“瞒了”后的
间隔较大，这是因为后字“爹”前有一个塞音无声段，“与”后间
隔本来就短，加之后面是一个擦音，所以在语图上没有显示；第２
句大的节奏上表现为前４字和后３字之间的间隔，小的节奏上“前
门”、“勿走”后均有间隔，因为前一间隔前“门”字是鼻音尾，而
间隔后“勿”字声母又是擦音，因此语图不明显，“勿”字后有间
隔是因为“勿”本身是入声，有急收的效果，且“走”字是塞擦
音，前面有塞音段，所以显示有间隔，第二个“走”字后间隔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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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从数据来看，间隔前的“了”、“娘”、“门”、“走１”等字时长
均相对较长，符合节奏停顿规律。这些语图和数据显示的结果都只
是相对的，只能作为判断节奏的辅助手段，判断节奏的主要手段还
是要凭听感，因为语图上间隔时间和字音时长还受到前后字的声韵
和音节时长的影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７字句的大节奏是很明显的，
这跟诗歌的朗诵节奏基本一致，小的节奏上只是在听感上有细微表
现，具体情况有所不同。

６字句在锡剧中比较少见，其节奏模式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三三
式，小的方面则表现为一二一二式，停顿的节奏一般为：Ｘ ／ ＸＸ ／ ／ Ｘ ／
ＸＸ，即前３字与后３字之间停顿较长，３字之中第１字与后２字之
间停顿较短，有时不明显，例如：

图４ ４　 锡剧念白６字句节奏语图示例一

图４ ５　 锡剧念白６字句节奏语图示例二

上面两句均为６字句，语图显示前３字与后３字之间有明显间
隔，三字之中除“面净净” （“净”在锡剧中声母是擦音［ｓ］）之
外，又各有间隔。从时长来看，第１句表现不明显，主要是受到字
音时长的影响；第２句表现较为典型，间隔前的字时长相对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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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字句也是锡剧中的辅助句式，使用相对较少，其节奏比较灵
活，主要受词语组合的影响，多数８ 字句的节奏模式多数为Ｘ ／
ＸＸＸＸ ／ ＸＸＸ，这种节奏实际是１ ＋ ７式，也就是说第１字独立性强，
后７字则符合７字句的节奏模式。例如：

图４ ６　 锡剧念白８字句节奏语图示例一

图４ ７　 锡剧念白８字句节奏语图示例二

语图显示，以上两句第１字后有一个稍小的间隔，第５字后有
一个较大的间隔，第１句的节奏表现得较为典型，第２句“魂牵”
后还有一个小的间隔，“病”后也有一个小间隔，这说明节奏还跟词
语组合密切相关，大的节奏里面套着小的节奏。这里我们可以借用
赵元任关于语调的“波浪”理论来做类比［２］，字是句子节奏的最小
组成部分，结构紧密的词和词组是稍大的节奏单位，结构较为松散
的词组是较大的节奏单位，句子是更大的节奏单位，大的节奏里面
总是套着小的节奏单位，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锡剧中相对比较常用的１０字句的节奏，１０字
句的大节奏一般表现为ＸＸＸ ／ ／ ＸＸＸＸ ／ ／ ＸＸＸ，即３ ＋ ７的兼套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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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奏一般是：ＸＸＸ ／ ／ ＸＸ ／ ＸＸ ／ ／ Ｘ ／ ＸＸ。例如：

图４ ８　 锡剧念白１０字句节奏语图示例一

图４ ９　 锡剧念白１０字句节奏语图示例二

这两个１０句第３字后有明显停顿，第５字后也有短暂停顿，其
他位置的停顿则比较灵活，一般依据组合而定，最后３字往往比较
松散，特别是唱句处于段尾时。从数据上看，第１句第３字“是”
和第５ 字“三”时长相对较长，第２ 句第３ 字“他”和第５ 字
“请”明显长于其他字。处在段尾的唱句节奏往往有所不同，节奏通
常比较松散，间隔较多，例如《寻儿记》选段结尾“等老妈妈前来
解迷蒙”一句，见图４ １０。

此句有多处间隔，“等”字后有一停顿，主要是因为紧随其后的
“老妈妈”是一个组合，无法拆开，“来”后有一较长停顿，后３字
之间又各有停顿，主要因为是收句，语速较为缓慢。从时长看，
“等”字时长长于其后４字，“来”字时长长于前面３字，“解”、
“迷”２字时长也较长，符合节奏停顿的规律。

８９２ 　 锡剧女声唱腔声学实验研究



图４ １０　 锡剧念白９字句节奏语图示例

１２字句很少见，本文的所有选段中仅１句，即《庵堂相会》
选段中的“三月三到灵城庙里去把香焚”。此句语图及时长数据
如下：

图４ １１　 锡剧念白１２字句节奏语图示例

此句的节奏模式为：三月三／ ／到／ ／灵城庙里／ ／去／把香焚，基本
上是按照词语的组合模式来进行停顿。从时长数据上来看，表现不
是十分明显。

以上讨论锡剧念白的节奏及其跟时长的关系问题，下面我们探
讨一下不同曲调念白的时长问题，首先来对比一组时长数据。表
４ １ （见第３００页）中“唱速”是指所用曲调演唱时的基本速度，
如“老式簧调”的唱速是中速稍快［３］，“白速”是我们根据时长均
值归纳出来的念白时的基本速度。“基调”是指本选段主要的情感
基调，如《秋香送茶》选段的基调是“欢快”。备注一栏描述唱腔
曲调的适用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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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１　 锡剧念白时长比较总表（单位：毫秒）
选段 曲调 ＭＡＸ ＭＩＮ ＡＶＥ 总长 唱速 白速 基调 备注
庵 老式簧调５６２ ８７ ３４４ ６２２３１ 中速中稍快愉悦活泼、欢快
秋 老簧调 ５９６ ９２ ３５６ ３８４５１ 中稍快中稍快愉悦活泼、欢快

红
簧调开篇６６５ １２３ ４７６ １３３１５ 慢速 慢速 感伤多用于抒情

簧调慢板７８６ ９６ ４１５ １９９０６ 慢速 慢速 感伤抒情、沉思、
诉苦

嫁 簧调慢板６８０ １４８ ４２５ １２９３６ 慢速 慢速 感伤抒情、沉思、
诉苦

珍 簧调哭腔５８４ １００ ３６２ １４８４９ 慢速中稍慢悲伤 悲苦场面
寻 簧调中板５８０ １１１ ３５５ ２１６４９ 中稍快中稍快平淡 长于叙事
玲一 簧流水 ５５４ １１２ ３２６ １４６６８ 中速 快速 气愤 灵活多变
玲二 行路板 ６０６ １１３ ３６４ １１２８２ 较快中稍慢感伤走路时演唱
玉 反弓簧调６７７ １１３ ３７６ ４０５８９ 慢速中稍慢感伤 用于老旦

　 　 说明：ＭＡＸ表示时长最大值，ＭＩＮ表示时长最小值，ＡＶＥ表示字均时长，
第一列用首字代表不同选段。白速为念白速度的简称。

据冯勇强、初敏等（２００１）对汉语自然语流中将近１９万个音节
的时长统计，汉语音节的平均时长为２４５毫秒，最短的４９毫秒，最
长的８０４毫秒，９９ ５％的音节时长处于１００毫秒和５００毫秒之间［４］。
而本书统计所有选段念白音节时长最短的８７毫秒，时长最长的７８６
毫秒，平均时长为３８０毫秒，比自然话语的平均时长多１３５毫秒。
对比来看，锡剧念白音节时长总体上明显高于自然话语的音节时长，
念白语速小于自然话语。表４ １中时长的最小值基本上都是选段中
的入声字，如《庵堂相会》选段中的“得”，《秋香送茶》选段中的
“格”，《红楼梦》选段中的“一”，《嫁媳》选段中的“一”，《珍珠
塔》选段中的“得”，《寻儿记》选段中的“不”和“一”，《玲珑
女》选段一中的“不”， 《玲珑女》选段二中的“不”， 《玉蜻蜓》
选段中的“不”。这说明在锡剧念白中入声字在时长方面仍然有比较
明显的表现，所有选段中时长最短的只有８７毫秒，而方言中表现为
促声的入声字时长一般在１００毫秒左右。就时长最大值而言，《庵堂
相会》选段是“霜”字，《秋香送茶》选段是“笑”字，《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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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段是“谁”字和“春”字，《嫁媳》选段是“死”字，《珍珠塔》
选段是“势”字，《寻儿记》选段是“重”字，《玲珑女》选段一是
“貌”字，《玲珑女》选段二是“婿”字，《玉蜻蜓》选段是“人”
字。这些字在句中的分布没有明显的规律性，但多跟字音本身的时
长相关，且多为鼻音或者本身调型为曲折调的字，说明念白唱字时
长受单字时长的影响。就时长的均值而言，则跟腔调本身的速度和
情感基调有一定关系，例如同为慢速、情调感伤的《红楼梦》选段
和《嫁媳》选段时长均值高于其他选段，分别是４７６毫秒（慢板部
分为４１５毫秒）和４２５毫秒；《珍珠塔》选段、《玉蜻蜓》选段、
《玲珑女》选段二情调感伤，时长均值也相对较长，时长均值在３６２
毫秒～ ３７６毫秒之间，语速上属于中速稍慢；《庵堂相会》选段、
《秋香送茶》选段、《寻儿记》选段基调较为活泼或者是叙述的口
吻，时长均值在３４４毫秒到３５６毫秒之间，语速上属于中速稍快；
《玲珑女》选段一采用“簧流水”，灵活多变，本选段的语速较快，
时长均值为３２６毫秒，属于快速。从前人总结的唱速和我们根据时
长归纳的白速的对比来看，两者大致相当，但也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因为毕竟是两种旋律形式。此外，簧调慢板分别出现在《红楼梦》
选段和《嫁媳》选段，它们的时长均值接近，分别为４１５毫秒和
４２５毫秒，这反映了相同曲调在念白时长上表现比较一致。

以上从唱段的角度讨论时长跟唱腔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以锡剧
中使用最多的７字句为例进一步探讨念白时长跟唱腔之间的关系。

表４ ２　 锡剧念白７字句时长比较表
选段 句数 均值标准差离散度 曲调 语速 基调

庵堂相会 １９ ３４６ ３４ ０ １０ 老式簧调 中稍快 活泼
秋香送茶 ８ ３６８ ３９ ０ １１ 老簧调 中稍快 欢快
红楼梦 ６ ４３９ ７８ ０ １８ 簧调开篇／慢板 慢速 感伤
嫁媳 ３ ４４９ ５７ ０ １３ 簧调慢板 慢速 感伤
寻儿记 ６ ３４２ ３１ ０ ０９ 簧调中板 中稍快 平淡
玲珑女一 ５ ３３１ ４８ ０ １５ 簧流水 快速 气愤
玲珑女二 ３ ３７３ ３１ ０ ０８ 行路板 中稍慢 感伤
玉蜻蜓 ３ ３９０ ３７ ０ １０ 反弓簧调 中稍慢 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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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２显示，７字句的时长表现跟上文的统计基本一致。从均值
上看，《红楼梦》选段、《嫁媳》选段基调感伤，语速慢，时长均值较
长，分别为４３９毫秒和４４９毫秒；《玲珑女》选段二、《玉蜻蜓》选段
基调感伤，语速中稍慢，分别为３７３毫秒和３９０毫秒；《庵堂相会》选
段、《秋香送茶》选段、《寻儿记》选段基调，或活泼、欢快，或平
淡，语速中稍快，分别为３４６毫秒、３６８毫秒和３４２毫秒；《玲珑女》
选段一基调表现为气愤，语速较快，平均每字３３１毫秒。《红楼梦》选
段、《嫁媳》选段、《玲珑女》选段一标准差和离散度较大，它们的语
速分别处于两端，即快速和慢速，说明这些选段中７字句的念白时长
变化性比其他唱句大些。《庵堂相会》选段、《秋香送茶》选段、《寻
儿记》选段、《玲珑女》选段二、《玉蜻蜓》选段语速中等，念白时长
也相对比较平稳，标准差和离散度相差不大，离散度在０ ０８ ～ ０ １１之
间。这些现象说明同为７字句的念白时长实际上受到了唱腔的影响，
唱腔对７字句的念白时长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当然时长因素还要
受到单字的影响，但这种规律性的表现至少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４ ２　 锡剧念白音高比较研究

音高是旋律的主要表现方式之一。音高主要包括了调型变化、
音高走势和音域区间三个方面的内容。前文我们已经对各个唱段念
白的调型变化、音高走势以及音域特点分别做了初步的统计和分析。
下面我们首先将前文不同唱段念白字调变化情况的统计数据进行对
比，分析不同曲调的念白调型变化的异同。我们将前文分别统计的
念白单字调型与本调的比较结果汇总如下：

表４ ３　 锡剧念白字调与本调调型关系统计总表

唱段 一致或基本
一致

相反或不
一致 唱段 一致或基本

一致
相反或不
一致

庵堂相会 ５１％ ４９％ 寻儿记 ４６％ ５４％

秋香送茶 ４９％ ５１％ 玲珑女一 ４８％ ５２％

红楼梦 ４７％ ５３％ 玲珑女二 ３５％ ６５％

嫁媳 ３９％ ６１％ 玉蜻蜓 ４４％ ５６％

珍珠塔 ３４％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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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计算，锡剧念白字调调型受到单字调型的影响的唱字平均约
占４４％，但不同唱段有所不同，最少的３４％，最多的为５１％；同时
念白的旋律也对单字调型进行了调节，这一部分约占５６％，略高于
字调一致或基本一致的情况，但不同唱段同样有所不同，最少的占
４９％，最多的占６６％。这两项统计结果说明，念白音高走势在一定
程度上受到单字调型的影响，同时为了适应念白旋律，多数字调调
型发生了改变。

下面我们来比较不同选段的音高走势情况，这里需要寻找一个
便于比较的切入点，因为选段较多，唱句较多，不可能进行全面的
系统比较，而且这样比较也非常混乱，意义不大。鉴于７字句是锡
剧中最常用的句式，而且所有选段中仅《珍珠塔》选段没有，因此
我们选用７字句作为比较的对象。本文所有选段中７字句一共５２
句，这５２句的音高中线走势总图如下：

图４ １２　 锡剧７字句念白音高中线走势图

图４ １２显示，起点音高的变化范围最大，收点音高的变化范围
最小，总体上音高走势呈现高—低—高—低—高—高—低的态势，
这种走势特点与上文的７字句节奏规律暗合，说明节奏与音高之间
存在一定的关系。从曲线折度上看，下线变化不大，上线则有比较
明显的变化，这说明念白时的旋律调节主要靠音高上线的调整。表
４ ４ （见第３０４页）是对５２句唱句相关音高数据的分析统计，第１
行中的１、２、３、４、５、６、７分别代表第１字到第７字，第１列最大
值、最小值、平均值、标准差是根据５２个数值计算的结果，最后１
列的标准差是根据本行数据计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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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４　 锡剧念白７字句音高数据统计表（单位：Ｈｚ）

唱句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标准差
最大值 ５０１ ３８３ ４４１ ３５４ ４２１ ４３４ ３２９ ５４

最小值 ２００ ２０１ １８７ ２０１ １８７ １９４ １８１ ８

平均值 ３２３ ２７４ ２９９ ２６１ ２９３ ２８３ ２５３ ２２

标准差 ８７ ４３ ７４ ３５ ６８ ６７ ４５

表４ ４显示，总体而言，第１到第７字的最大值变化性较大，
标准差为５４；第１到第７字的最小值变化性很小，标准差只有８；第
１到第７字平均值的标准差处于中间位置，为２２。单看第１到第７字
的标准差，则第１字、第３字、第５字、第６字的标准差较大，第２
字、第４字、第７字的标准差较小，也就是说音域变化范围越大，
标准差就越大，显示了不同选段在音高上线上的明显差异。

下面统计相邻两字的音高差值（差值计算用前字减去后字），通
过数据粗略分析念白的音高走势。表４ ５中正值、负值两行中的数
字代表字数。另据王士元、林焘（１９８４）对相邻两个音节的感知实
验研究表明，后一音节的起点音高高于前一音节１５ Ｈｚ时，前一阴平
音节被判断为阳平的比例占８０％，如果提高到２５ Ｈｚ，则比例达
１００％ ［５］。此处我们借鉴这个研究的结果将差值小于２０ Ｈｚ （不论正
负）的大致认为是平势，把大于２０ Ｈｚ认为是降势或升势，当然这只
是一个大概范围，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要想设定精确的数值还有
赖于更多的听感实验。

表４ ５　 锡剧念白７字句邻字音高差值统计表

唱字 １ ～ ２ ２ ～ ３ ３ ～ ４ ４ ～ ５ ５ ～ ６ ６ ～ ７

正值 ３１ ２１ ２９ １４ ３１ ２９

负值 １５ ２７ １６ ２８ １８ ２０

＜ ２０ Ｈｚ ６ ４ ７ １０ ３ ３

观察表４ ５发现，相邻两字之间音高差值有正有负，也有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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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Ｈｚ的，说明音高走势有降有升也有平。从总体上看，第１和第２
字之间以降势为主，第２和第３字之间以升势为主，第３和第４字之
间以降势为主，第４和第５字之间以升势为主，第５和第６字、第６
和第７字之间都是以降势为主，说明最后３字总体上呈现降势。单
从数值来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第１ ～ ２，３ ～ ４，５ ～ ６，６ ～ ７字，
负值字数分别为１５，１６，１８，２０字，大致相当，逐步增多；第２ ～
３，４ ～ ５则是负值最多的位置，分别为２７字、２８字；小于２０ Ｈｚ呈
现平势的字则变化不定，但都在１０字以内。这些现象说明锡剧念白
音高走势总体上呈现高低变化态势，旋律高低起伏，朗读起来抑扬
顿挫，富有音乐性，同时也与上文的７字句节奏暗合。

演唱时，起收模式在锡剧戏曲唱腔中比较讲究，一般都有比较特
殊的要求，以起音和收音的音高来调节旋律模式。念白的起收模式，
现有文献中则没有记载，因为跟演唱有一定的联系，这里也稍微做一
些讨论。本文所涉及各选段的起收模式及其所占比例见表４ ６。

表４ ６　 锡剧念白音高起收模式统计总表
选段 总句数 降势 比例 平势 比例 升势 比例

庵堂相会 ２４ １４ ５８％ ４ １７％ ６ ２５％

秋香送茶 １３ １０ ７７％ ３ ２３％ ０ ０％

红楼梦慢板 ６ １ １７％ ４ ６７％ １ １７％

红楼梦开篇 ４ 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嫁媳 ４ 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珍珠塔 ４ １ ２５％ ３ ７５％ ０ ０％

寻儿记 ８ ５ ６２ ５％ １ １２ ５％ ２ ２５％

玲珑女一 ６ ４ ６６ ７％ １ １６ ７％ １ １６ ７％

玲珑女二 ４ １ ２５％ １ ２５％ ２ ５０％

玉蜻蜓 １２ ６ ５０％ ５ ４２％ １ ８％

表４ ６显示，所有选段中念白音高起收模式都有降势，所占比
例从１７％ ～ １００％不等。降势所占比例较低的是《红楼梦》选段慢
板、《珍珠塔》选段和《玲珑女》选段二，除此之外的其他选段降
势所占比例都相对较高。就平势而言，除《珍珠塔》选段、 《玲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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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选段二、《红楼梦》选段慢板和《玉蜻蜓》选段外，其他唱段
的平势均少于降势，所占比例较小。此外，只有《红楼梦》的开篇
和《嫁媳》选段没有平势。就升势而言，除《玲珑女》选段一、
《玲珑女》选段二和《红楼梦》慢板以外，其他唱段升势在三种起
收模式中所占比例都是最小的，所占比例最大的为２５％，此外还有
不少选段没有升势。以上分析说明，锡剧念白起收模式以降势为主，
以平势为辅，以升势作为调节手段，音高起收模式既跟自然话语韵
律模式具有相关性，同时又受到念白旋律模式的调节。另外，同样
使用簧调慢板，《红楼梦》选段和《嫁媳》选段的起收模式明显不
同，说明念白音高起收模式跟不同曲调之间没有明显关系。

４ ３　 锡剧念白音域比较研究

不同的戏曲形式往往有不同的音域模式，有的音域宽，听起来
高亢嘹亮，有的音域较低，听起来婉转低沉。同一剧种，往往有不
同曲调，这些不同曲调适用于不同情感表达的需要。而音域的高低
也能体现人的情感态度的变化，所以不同曲调往往也有不同的音域
表现。本节讨论锡剧不同唱腔的念白音域变化情况。首先，我们统
计了锡剧不同选段的念白音域数据，见表４ ７。

表４ ７　 锡剧不同唱段念白音域统计表（单位：Ｈｚ）
选段 最大值最小值 音域 平均值 唱腔 白速 基调

庵堂相会 ４７８ １３７ ３４１ ２８７ 老式簧调中稍快 欢快
秋香送茶 ４７６ ８２ ３９４ ２８５ 老簧调 中稍快 欢快

红楼梦 ４７６ １６８ ３０８ ２６１ 簧调开篇 慢速 感伤
４７８ １６６ ３１２ ２９１ 簧调慢板 慢速 感伤

嫁媳 ４３５ １５５ ２８０ ２７８ 簧调慢板 慢速 感伤
珍珠塔 ４１９ １７９ ２４０ ２７８ 簧调哭腔中稍慢 悲伤
寻儿记 ４９８ １５４ ３４４ ２６９ 簧调中板中稍快 平淡
玲珑女一 ５００ ６７ ４３３ ２８９ 簧流水 快速 气愤
玲珑女二 ４４７ １０１ ３４６ ２７１ 行路板 中稍慢 感伤
玉蜻蜓 ５０６ １５８ ３４８ ２７７ 反弓簧调中稍慢 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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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７显示，从音域一列来看，《秋香送茶》选段和《玲珑女》
选段一音域较宽，部分原因在于这两个选段的音域下线较低，从所
有数据的音高均值来看，这两个选段跟其他选段基本一致。相比之
下，《玲珑女》选段一曲调为簧流水，表达相对激越的情感基调，速
度快，音域值最大；《珍珠塔》选段唱腔为簧调哭调，表达悲伤的情
调，速度较慢，音域值最小。从极值来看，所有选段中的最大值出
现在《玉蜻蜓》选段，音高为５０６ Ｈｚ，最小值出现在《玲珑女》选
段一，音高值为６７ Ｈｚ，所有选段念白的音域变化范围为４３９ Ｈｚ，总
体上来说，这个音域的变化范围还是比较宽的。就音域而言，一般
情况下女声高于男声。据刘俐李等（２００７）对１４个方言点１４位女
发音人的声调音域上线的统计发现，女声正常说话的调域上线均在
３７０ Ｈｚ以下，平均为３０１Ｈｚ［６］。而本文所涉及选段的音域上线都超
过４００ Ｈｚ。从所有选段的音高均值来看，差异不大，最大２９１ Ｈｚ，
最小２６１ Ｈｚ，差别为３０ Ｈｚ，说明锡剧念白在音域的均值上一致性较
强。下面通过念白句域来分析锡剧音域的变化。请看表４ ８。

表４ ８　 锡剧不同选段念白分句音域统计总表（单位：Ｈｚ）

庵堂相会

爷 我 逼 正 空 若 三 昨 今 头
２７５ ２５５ ２９０ ３１３ ２７１ ２４２ ３０１ ２７８ ２６１ ２５６

一１ 瞒 前 假 庵 一２ 抬 春 哪 只１

２４６ ２４０ ２７４ ２０９ ２１７ ２７６ ２２４ ２６５ ２３１ ２６９

里 到 一３ 上 下 穿 只２

１４８ ２３３ ２１０ ２９５ ２２９ ２６３ ２８４

秋香送茶

不 秋 田 有 莳 车 耥 割 可 到
２９６ ２９１ ２３９ ２４９ ２０９ ２４３ ２４２ ３０１ ２１７ ２７５

绫 穿 还
３１２ ３０７ ２５４

红楼梦
开 飘 荷 不 你 忍 红 难 愿 飞
２５５ １８５ ２３０ ３０４ ２３９ ２７１ １８９ １８０ ２２９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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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嫁媳
夫 终 公 是
２６０ ２４１ ２７９ ２００

珍珠塔
表 实 谁 逼
２３１ １６３ ２４１ ２２３

寻儿记
有 退 周 一 莫１ 莫２ 实 等
２２８ ２２３ ３４４ ２１１ ２５８ ２２５ １９９ ２１０

玲珑女１
这 成 正 叫 倒 鉴
２６６ ３２３ ２５３ ２６２ ２０６ ３１０

玲珑女２
白１ 未 孝 白２

２４８ ２２９ ２１４ ２６６

玉蜻蜓

画 半 可 只１ 官 你１ 又１ 你２ 又２ 你３

２１４ ２４６ ２０４ ２５０ ２０２ ２１１ ２０４ ２５０ １９７ ２５３

我 只２ 只３

１９８ ２１２ ３３４

表４ ８中所有唱句一共８９句，这８９句的句域作图如下：

图４ １３　 锡剧念白分句句域分布图

图表显示，８９句的念白句域变化没有明显的规律性，有低有高，
句域最低的是《庵堂相会》选段中的“里面两只石栏凳”一句，句
域为１４８ Ｈｚ；句域最高的是《寻儿记》中的“周常本是通家好”一
句，句域为３４４ Ｈｚ。本文所有选段的念白句域均值是２４６ Ｈｚ。为进
一步明确锡剧念白音域的实际情况，我们对所有唱段中的７字句的
句域变化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７字句的句域分布情况见图４ １４
（见第３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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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１４　 锡剧选段７字句念白句域分布图

图４ １４显示，７字句的句域变化情况跟其他唱句基本一致，也
没有因为不同选段或曲调呈现比较明显的规律性。７字句的句域均值
为２５１ Ｈｚ，这些唱句句域数值的标准差是４０ Ｈｚ，这说明它们之间有
一定的差异性，但差异不大。图４ １４中念白的句域呈现高低起伏变
化，说明念白时的音域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调节，以突出其抑扬顿
挫的听感特征。

综上所述，锡剧念白的音域总体上要高于自然话语的正常音域，
不同曲调念白的音域变化比较一致。也就是说音域的变化跟不同曲
调没有明显关系。

注释
［１］　 相关研究参见曹剑芬《音节时长伸缩与话语韵律结构》。
［２］　 赵元任（１９８０）指出：“字调是叠加在语调之上的，很像小波纹跨在大浪

上，其结果是这两种音高变化的代数和”，参见赵元任《语言问题》，商
务印书馆，１９８０，第９４页。

［３］　 锡剧不同曲调的唱速参见孙中《锡剧音乐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
２００４，第７９页。

［４］　 参见冯勇强、初敏、贺琳、吕士楠《汉语话语音节时长统计分析》，《新
世纪的现代语音学———第五届全国现代语音学学术会议论文集》，２００１，
第６６—６９页。

［５］　 相关内容参见《中国语言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第５９—６９页。
［６］　 参见刘俐李等《江淮方言声调实验研究和折度分析》，巴蜀书社，２００７，

第３１１—３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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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锡剧演唱实验比较研究

前文我们对锡剧不同唱腔的念白实验结果进行了比较研究，本章
我们将对锡剧簧调系统的演唱实验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演唱是各种
戏曲必有的语言艺术，一种戏曲形式如果没有了“唱”的部分，就
不能成为戏曲。不论是从直觉上还是从上文的初步统计结果来看，
演唱明显不同于念白，它具有自己的时长模式、音高走势和音域范
围，但是两者实际上存在一定的关联，比如它们的唱词基础是一致
的，演唱的拖腔也只不过是对某个唱字字音的延长，比较特殊的情
况下会加进“呀、啊”之类的唱词。有的唱腔中的唱段特别是清板
部分（如《庵堂相会》选段、《秋香送茶》选段），演唱和念白的旋律
实际上是比较接近的，两者更直接的关系是演唱中有时直接使用念白。

本章仍然从三个角度对锡剧演唱的声学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即
时长、音高、音域，相应地分为三节。

５ １　 锡剧演唱时长比较研究

时长对戏曲演唱具有重要作用：节奏紧凑，时长短促，往往表
现欢快的情调；拖腔明显，时长变长，往往产生一唱三叹的效果等
等。前文的统计已经初步显示出了音节时长对表现人物情感的重要
作用，演唱唱字的时长不仅跟自身时长有关，更重要的跟曲调风格
密切相关。不同的曲调具有不同的旋律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在时长
方面有突出表现。

演唱不同于念白，虽然也有节奏问题，但是比较复杂，演唱的
节奏往往既受字词组合的影响，又受到唱腔旋律的调节，因此也难
以跟念白的节奏进行比较。有鉴于此，本节不再详细讨论演唱节奏
问题。这里主要比较一下不同唱段的字音时长表现，探讨字音时长
跟唱腔曲调之间的关系。首先来看统计结果。



表５ １　 锡剧不同选段演唱时长比较总表（单位：毫秒）
选段 唱腔 ＭＡＸ ＭＩＮ ＡＶＥ 总长 唱速 基调 备注

庵堂相会老式簧调３００３ １２２ ４８０ ８９７７１ 中速 愉悦活泼、欢快
秋香送茶 老簧调 ２０７８ ６９ ４０３ ４４３４７ 中稍快愉悦活泼、欢快

红楼梦
簧调开篇６３３０ ７０１ ２３５２ １１０５７８ 慢速 感伤多用于抒情

簧调慢板６４３３ ２６９ １６２０ ８７５０３ 慢速 感伤抒情、沉思、
诉苦

嫁媳 簧调慢板４８８３ ４０７ １６８８ ６５８２１ 慢速 感伤抒情、沉思、
诉苦

珍珠塔 簧调哭腔４６５０ ３７３ １５３０ ７６５００ 慢速 悲伤 悲苦场面
寻儿记 簧调中板４５０８ ２９５ １２３４ ９２５３３ 中稍快平淡 长于叙事
玲珑女一 簧流水 ３０４７ １０２ ６３１ ２９０１２ 中速 气愤 灵活多变
玲珑女二 行路板 ２８６７ １９６ ７４０ ２５９０２ 较快 感伤走路时演唱
玉蜻蜓 反弓簧调５９９８ ３６０ １６６３ ２１６１７７ 慢速 感伤 用于老旦

表５ １显示，不同唱腔的时长差异比较明显，不同唱段的字均
时长与听感上对唱速的感觉基本一致。《红楼梦》、《嫁媳》、《珍珠
塔》、《玉蜻蜓》四个选段，唱速为“慢速”，其字均时长均在１５００
毫秒以上，这四个选段表达的均是比较悲伤的情感。字均时长最长
的是《红楼梦》选段的开篇部分，为２３５２毫秒。 《庵堂相会》选
段、《秋香送茶》选段表达愉悦情感，场面活泼、欢快，所以唱速较
快。但唱速也有与传统的描写不一致的地方，比如《玲珑女》选段
二传统认为唱速较快，实际上是中速偏慢，比较符合感伤的基调。
此外《庵堂相会》选段、《秋香送茶》选段唱速较快，部分原因是
由于其中采用了大量的清板。综上所述，大体上可以说唱腔的情感
基调决定了唱速的快慢，偏感伤则唱速慢，偏愉悦则唱速快。另外，
《红楼梦》选段慢板部分的字均时长为１６２０毫秒，与本选段的开篇
部分字均时长有明显区别，但是和《嫁媳》选段的字均时长基本一
致，因为两者使用的曲调都是簧调慢板，这说明相同的曲调在时长
模式上基本一致。

以上是从总体上对锡剧不同唱腔的时长特点进行的分析，下面
我们着眼于唱句，从分句时长上来对不同曲调的时长做进一步的比
较。表５ ２ （见第３１２页）是锡剧选段的分句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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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　 锡剧不同选段演唱分句时长统计总表（单位：毫秒）

庵堂相会

爷 我 逼 正 空 若 三 到 昨 今
８８１１ ６１９７ ５６５３ １９２７ ２８６９ ２７３２ １２３３ ３５９７ ２６５６ ３６９１

头 一１ 瞒 前 假 庵 一２ 抬 春 哪
２５７１ ２４９８ ２５７０ ３４６７ ２８４２ ７０９８ １９５４７ ５７５１ ２８９５ ２９１６

只１ 里 到 一３ 上 下 穿 只２

２８１８ ３４８９ ２５６９ ２７３８ ３９８２ ５０１２ ２９１８ ７１２０

秋香送茶

不 秋 田 有 莳 车 耥 割 可 到
５７５６ ２７７９ ２７２１ ２３７８ ２５８２ ２６５４ ２６１９ ３３６４ ３５８８ ３４６３

绫 穿 还
２５８７ １９７８ ７８８５

红楼梦
开 飘 荷 不 你 忍 红 难 愿 飞
２６５０４ １８５５８ ４７２０３ １８３１１ １７８６１ １２１６３ ８１３３ ７１３２ １７０６７ ２５１４８

嫁媳
夫 终 公 是
２３９４２ １２２２７ ９５６５ ２００８８

珍珠塔
表 实 谁 逼
２４０１７ １４５３１ ２０３０７ １７６４７

寻儿记
有 退 周 一 莫１ 莫２ 实 等
２２７５７ １２１６４ ６４７６ １１１８９ ４３３７ １０２３５ ６２８２ １９０９３

玲珑女一
这 成 正 叫 倒 鉴
４８７６ ４４３０ ６６４１ ４８５０ ３３０３ ４９１１

玲珑女二
白１ 未 孝 白２

４０６９ ４６６９ ６５７１ １０５９４

玉蜻蜓

画 半 可 只１ 官 你１ 又１ 你２ 又２ 你３

４０７５３ １２６４２ １５５４５ ２５３２７ ５７５７ １７７３０ １７３７７ ７７２４ １２５８６ ７６７４

我 只２ 只３

１０６８２ １９１７５ ２３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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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５ ２所作各选段演唱分句时长分布模式见下图：

图５ １　 锡剧演唱分句时长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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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１显示，《庵堂相会》选段、《秋香送茶》选段、《红楼梦》
选段、《嫁媳》选段、《寻儿记》选段、《玉蜻蜓》选段，这６个选
段的时长分布模式相近，基本上都是两头长、中间短，其中《庵堂
相会》中间有一个时长突起，这个突起的唱句是长三调，长三调拖
腔明显，时长延长特别明显。与其他选段不同，《红楼梦》选段前４
句为簧调开篇，演唱时长均比较长，时长最高值出现在第３句，这
一句为长三调。《珍珠塔》选段和《玲珑女》选段一的时长分布相
对比较平均，这两个选段采用的唱腔分别是簧调哭腔和簧流水。《玲
珑女》选段二的时长模式比较特别，时长逐步走高，最后一句１０
字，时长相对较长。本选段的唱腔是行路板，情感基调上基本上是
平叙，最后一句表达了愤怒的情感。

以上分析说明锡剧不同曲调演唱时的时长表现有比较明显的差
异，锡剧演唱的时长特点跟情感表达和曲调特点相关。另外，唱句
字数的不同也会影响到时长，为排除唱字对时长的影响，下面我们
选择唱词中的７字句来做一个对比分析，７字句的时长数据已经包含
在表５ ２中了，这里就不再列出，不同选段７字句的时长模式见
下图。

图５ ２　 锡剧演唱７字句时长分布图

图５ ２显示，锡剧演唱时同为７字句的时长模式是很不相同的，
只有《庵堂相会》选段（图中不同选段之间有间隔）和《秋香送
茶》选段（图中第二部分）中的清板部分演唱时长基本一致，而且
这两个选段清板部分时长明显短于其他选段，这突出了其活泼、欢
快的基调。《玲珑女》选段二（图中倒数第三部分）时长分布相对
均匀，突出了“簧流水”行腔干练，均匀短促，如小河流水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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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腔特点。图中第三部分为《红楼梦》选段，本选段的唱句时长都
比较长，其中最长的一句是长三调，本句也是所有唱句中时长最长
的。图中最后一部分为《玉蜻蜓》选段的唱句，选段中的第一句时长
也很长。对比来看，《庵堂相会》选段中的长三调和《红楼梦》选段
的长三调虽然都是本句中时长最长的唱句，但两者的时长绝对值却有
明显差异。此外，《玉蜻蜓》选段中第一句虽然不是长三调，但时长
却很长，这说明不同的情感基调对唱句时长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锡剧演唱的时长跟曲调关系密切，
不同的曲调表达的人物情感不同，因此时长模式也不相同，表达感
伤的情感时，速度缓慢，时长较长；表达愉悦、活泼的情感时，速
度较快，时长较短。从唱段分句的时长模式来看，多数唱段首尾部
分时长明显偏长，中间部分时长相对较短，体现了起句和收句的时
长特点。

５ ２　 锡剧演唱音高比较研究

音高走势是旋律的重要表现之一，演唱的音高走势体现着旋律
的起伏变化。前文我们已经对念白的音高走势做了初步的比较分析，
本节从演唱的音高入手，继续探讨锡剧的演唱旋律特点。首先，我
们将前文分别统计的演唱单字调型与本调的比较结果汇总如下：

表５ ３　 锡剧演唱字调与本调调型关系统计总表

唱段 一致或基本
一致

相反或不
一致 唱段 一致或基本

一致
相反或不
一致

庵堂相会 ３０％ ７０％ 寻儿记 ２５％ ７５％

秋香送茶 ３３％ ６７％ 玲珑女一 ２４％ ７６％

红楼梦 １６％ ８４％ 玲珑女二 １９％ ８１％

嫁媳 １９％ ８１％ 玉蜻蜓 ２４％ ７６％

珍珠塔 ２４％ ７６％

从表５ ３来看，演唱时的字调调型仅很少的一部分受到单字调
型的影响（即便是在一致或基本一致的数据当中，其实也包含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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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很可能暗合了演唱旋律的字），这一部分约占２４％，不同唱段
有所不同，最少的１６％，最多的为３３％；同时多数单字调调型受到
旋律的调节而改变了调型模式，这一部分约占７６％，明显高于字调
一致或基本一致的比例，但不同唱段有所差异，最少的占６７％，最
多的占８４％。这两项统计结果说明，演唱时单字调型走势明显受到
演唱旋律的制约，旋律对音高走势起了很大的调节作用，而单字调
型本身则对旋律走势影响较小。

下面我们来比较不同选段的音高走势情况，本节仍然选择唱词
为７字的７字句进行比较，但与念白不同的是，有的７字句在演唱
时有拖腔的情况，凡是换气后的字音延长在语图上有比较明显的断
裂，我们将它们视为不同字，这一点前文已经说明。为统计和作图
的方便，本节把演唱时增加衬字和拖腔过长的７字句排除在外，这
样总共得到３０个样本，这３０个样本句的音高走势总图如下。

图５ ３　 锡剧７字句演唱音高走势图

图５ ３显示，与念白一致的是起点音高的变化范围最大，从第２
字到第３字有音域收缩趋势，第４字又有所扩大，从第４字开始逐
步收缩，到第７字和第８字有一个例外的高点，出现这两个高点的
句子是《红楼梦》选段中的“愿生双翅随你飞”一句，此句的突然
提高使本选段由低沉转入高亢，进而进入收句，除去上面提到的一
句外，收点音高的变化范围较小，与念白一致。但是总体上音高走
势没有呈现念白时高—低—高—低—高—高—低的态势，而是呈现
下降趋势。从曲线折度上看，下线变化不大，上线则有比较明显的
变化，这说明演唱时的旋律调节同样也主要靠音高上线的改变。这
些分析说明锡剧之所以婉转、细腻，可能与其音高走势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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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自然话语的语句韵律的下倾趋势暗合有关。表５ ４是对３０句唱
句相关音高数据的统计，第１行中的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分别代表第１字到第９字，第１列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是根据
３０个数值进行计算的结果。最后１列的标准差是根据本行数据进行
计算的结果。

表５ ４　 锡剧演唱７字句相关音高数据统计表（单位：Ｈ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标准差

最大值 ５８３ ５３５ ５１３ ５３５ ４６７ ４５３ ５６５ ４６０ ２９３ ８２

最小值 ２１８ ２３０ １８１ １８０ ２０７ ２２８ １９４ １９４ １７９ １９

平均值 ３６７ ３６８ ３６０ ３３１ ３１７ ３２２ ２８９ ２８２ ２３２

表５ ４显示，就平均值而言，从第１字到第９字基本上是逐步
下降的，这印证了上文中演唱时总体音高呈下降趋势的直觉；就标
准差而言，音高上线的标准差为８２，下线的标准差只有１９，这同样
印证了上文关于音高下线变化不大，而音高上线变化范围较大，演
唱时音高上线对戏曲的旋律调节作用大的说法，这一点与念白是一
致的。下面我们分析一下邻字音高的关系，因演唱时不同于念白，
且拖腔的字数不定，本节只统计第１字到第７字的变化趋势。统计
结果见表５ ５。

表５ ５　 锡剧演唱７字句邻字音高关系统计表
邻字 １ ～ ２ ２ ～ ３ ３ ～ ４ ４ ～ ５ ５ ～ ６ ６ ～ ７ ７ ～ ８ ８ ～ ９

正值 １２ １６ １８ １８ １１ ２０ ９ ４

负值 １３ ９ ８ ８ １２ ４ ３ ２

＜ ２０ Ｈｚ ５ ５ ３ ４ ７ ６ ２ ２

观察表５ ５发现，相邻两字之间音高差值有正有负，也有部分
小于２０ Ｈｚ的，说明音高走势有降有升也有平，但是从数据上看有一
定的规律性：第１字、第２字和第５字、第６字之间基本一致，都是
降、升句数相当；其他唱句都是降势句数大于升势句数，整体上看
以降势为主，特别是第６字、第７字之间明显呈现降势，体现了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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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收尾以降为主的特点；小于２０ Ｈｚ呈现平势的字则变化不定，但数
目都比较少，均在７字以内。这些现象说明锡剧演唱音高走势总体
上呈现降势，旋律时有起伏，体现了婉转绮丽的特点。

演唱时，起收模式在锡剧戏曲唱腔中比较讲究，往往以起音和
收音的音高来调节旋律模式。上面所讨论的内容已经有所涉及，并
得到了一些初步的结果，下面我们再详细比较起点、收点的音高差
异。本文所涉及各选段演唱的起收模式及其所占比例见下表。

表５ ６　 锡剧演唱音高中线起收模式统计总表
选段 总句数 降势 比例 平势 比例 升势 比例

庵堂相会 ２４ ７ ２９％ ７ ２９％ １０ ４２％

秋香送茶 １３ １０ ７７％ ３ ２３％ ０ ０％

红楼梦慢板 ６ ３ ５０％ １ １７％ ２ ３３％

红楼梦开篇 ４ 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嫁媳 ４ ２ ５０％ ２ ５０％ ０ ０％

珍珠塔 ４ ３ ７５％ ０ ０％ １ ２５％

寻儿记 ８ ７ ８７ ５％ １ １２ ５％ ０ ０％

玲珑女一 ６ ４ ６６ ７％ ２ ３３ ３％ ０ ０％

玲珑女二 ４ １ ２５％ ２ ５０％ １ ２５％

玉蜻蜓 １２ ７ ５８％ ２ １７％ ３ ２５％

表５ ６显示，锡剧演唱时起收模式以降势为主，除了《玲珑女》
选段二的降势为２５％ （本选段只有４句，唱句少，并不具有代表
性）和《庵堂相会》选段的２９％以外，其他均在５０％以上，与念白
相比，呈现降势的数量明显增加。总体而言，演唱时表现为平势的
略高于表现为升势的句数，有两个唱段（其中一个是《红楼梦》选
段的开篇部分）没有平势，但有五个唱段没有升势。就不同唱段而
言，三种起收模式所占比例各不相同。《红楼梦》选段开篇、《珍珠
塔》选段、《寻儿记》选段降势所占比例最高，在７５％以上，这几
个选段场面伤感，表达的都是悲伤的情感，说明不同曲调与起收模
式有一定关系，但是从总体上看，这种关系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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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这里统计的是首字与收字的音高关系，而有的选段从第２字开始
呈现比较规律的变化，前文对分段的音高走势的分析已经有所显示。
以上分析说明，锡剧演唱起收模式以降势为主，平势和升势大致相
当，而平势所占比例略高于升势。

５ ３　 锡剧演唱音域比较研究

锡剧演唱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婉转、明丽，以情动人，富有江南
特色，这种特点在音域上同样会有所表现。前文我们对念白的音域
变化情况作了统计分析，本节将分析不同唱段演唱时的音域变化情
况。锡剧不同唱腔的演唱音域数据见表５ ７。

表５ ７　 锡剧不同选演唱音域统计总表（单位：Ｈｚ）
选段 最大值最小值音域平均值 唱腔 白速 基调

庵堂相会 ５７９ １３４ ４４５ ３０９ 老式簧调 中稍快 活泼
秋香送茶 ５３７ ９８ ４３９ ２９６ 老簧调 中稍快 欢快

红楼梦
５５６ １８９ ３６７ ３３２ 簧调开篇 慢速 感伤
６６４ １９５ ４６９ ３６５ 簧调慢板 慢速 感伤

嫁媳 ５４３ １５５ ３８８ ２８５ 簧调慢板 慢速 感伤
珍珠塔 ６７２ １８３ ４８９ ３８９ 簧调哭腔 中稍慢 悲伤
寻儿记 ５６０ １５９ ４０１ ３０９ 簧调中板 中稍快 平淡
玲珑女一 ６２０ １６０ ４６０ ３７６ 簧流水 快速 气愤
玲珑女二 ５４５ ９１ ４５５ ３１１ 行路板 中稍慢 感伤
玉蜻蜓 ６８７ １５７ ５３０ ３４１ 反弓簧调 中稍慢 感伤

从音域来看，《玉蜻蜓》选段和《珍珠塔》选段音域较大，分
别是５３０ Ｈｚ和４８９ Ｈｚ，主要是因为这两个选段的音域上线极高，分
别达到６８７ Ｈｚ和６７２ Ｈｚ。《珍珠塔》选段采用的曲调是簧调哭调，本
选段的音域下线１８３ Ｈｚ，处于所有选段中第３的位置，而整个选段
的音高均值为３８９ Ｈｚ，是所有选段中最高的，这说明簧调哭调这种
曲调的主要特点是音域高且宽。其他音域高而宽的唱腔还有《玲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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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选段一。《玉蜻蜓》选段虽然音域最宽，但是它的音高均值却
处于中流，这说明本选段的唱字音域差异性较大，个别唱字的音域
极高，但整体上音域偏中。《红楼梦》选段慢板部分，音高上线６６４
Ｈｚ，下线１９５ Ｈｚ，它的音高均值为３６５ Ｈｚ，处于偏高的位置，而
《嫁媳》选段也是使用的簧调慢板，其相应的数据却比较低，这说明
簧调慢板的“慢”主要表现在时长方面。以《庵堂相会》选段、
《秋香送茶》选段、《玲珑女》选段二、《寻儿记》选段为代表老式
簧调、老簧调、行路板、簧调中板的音域高度和宽度相差不大，均
处于中流的位置。以上的分析说明，演唱时不同曲调跟音域的变化
范围没有直接对应关系，音域变化主要是为了适应不同人物情感表
达的需要。下面我们从所有选段的分句句域来分析锡剧演唱音域的
变化，分句音域统计结果见下表。

表５ ８　 锡剧不同选段演唱分句音域总表（单位：Ｈｚ）

庵堂相会

爷 我 逼 正 空 若 三 昨 今 头
２９６ １６８ ３５２ １７５ １４３ ２１３ ２３７ ２２８ ２５６ ２９０

一１ 瞒 前 假 庵 一２ 抬 春 哪 只１

１７２ ２９４ ２０２ ２４４ ３５５ ３７１ ３９６ １６３ １５２ ２６８

里 到 一３ 上 下 穿 只２

１７７ １６３ １６３ ３３７ ２６６ ２６８ ３４４

秋香送茶

不 秋 田 有 莳 车 耥 割 可 到
３８８ ２６３ ２４７ １４３ ２２１ １８３ １８７ １７９ ２８１ １９６

绫 穿 还
２８１ ３５３ ３６２

红楼梦
开 飘 荷 不 你 忍 红 难 愿 飞
３５７ ３５２ ３６７ ３５４ ４６９ ３６３ ３７０ １９２ ４０４ ３６５

嫁媳
夫 终 公 是
３２８ ３８８ ３４６ ２０５

珍珠塔
表 实 谁 逼
３８１ ２７３ ４４９ ４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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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寻儿记
有 退 周 一 莫１ 莫２ 实 等
３９８ ３６４ ３１６ ２９２ ２３９ ３０８ ２７９ ２５０

玲珑女一
这 成 正 叫 倒 鉴
３３３ ２４５ ３４６ ２９０ ２９２ ３７６

玲珑女二
白１ 未 孝 白２

２６７ ３０２ ３３８ ３２２

玉蜻蜓

画 半 可 只１ 官 你１ 又１ 你２ 又２ 你３

３２１ ４５４ ４４４ ３５６ ２４８ ４４５ ４７０ ４３７ ３４２ ４２３

我 只２ 只３

２０１ ４６８ ２８１

与念白相同，上表中所有唱句一共８９句，这８９句的句域作图
如下：

图５ ４　 锡剧演唱分句音域分布图

图表显示，８９句的演唱句域的变化性明显比念白句域的变化性
大，各个选段的句域也有所不同，有的整体较高，有的高低起伏不
定。所有唱句中，句域最高的４７２ Ｈｚ，最低的１４３ Ｈｚ，差距很大。
从图中可以看出，前两个选段即《庵堂相会》选段（除长三调及其
前后句外）、《秋香送茶》选段中间的清板部分音域相对较低，这与
其接近念白的说唱性质是分不开的；第３个选段即《红楼梦》选段
的句域分布比较均匀，整体偏高，其中前４句开篇部分音域分布整
齐，与其他唱句差异不大；第５个选段即《珍珠塔》选段句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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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性较强，所有选段中句域最高的唱句即出现在本选段中，即
“谁知道母亲势利冷待你”一句；最后一个选段即《玉蜻蜓》选段，
它的分句句域整体偏高，也有一定的起伏性。另外，《庵堂相会》选
段中长三调与《红楼梦》选段中长三调表现很一致，音域都比较高，
基本处于同一位置。总之，可以说分句音域的高低起伏对人物情感
的表达起到了重要作用。图５ ５是所有唱段中的唱词为７字的分句
句域变化情况。

图５ ５　 锡剧演唱７字句音域分布图

从图５ ５来看，７字句的句域变化情况跟图５ ４整体变化趋势基
本一致，《庵堂相会》选段、《秋香送茶》选段非清板部分的音域较
高，清板部分音域相对较低；其他唱段整体音域较高，但各个唱句
之间起伏不定，没有明显的规律性，仅《红楼梦》前面４句的开篇
部分分句音域基本持平，《玲珑女》选段二音域呈现逐步走高趋势。
图５ ５中演唱分句句域高低起伏的变化，正是适应了旋律调节的需
要和情感表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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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锡剧女声唱腔综合实验研究

６ １　 锡剧女声唱腔的时长研究

在第四、五两章我们对锡剧念白和演唱的时长特点分别做了分
析，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另外，我们还在前文分别对每一唱段的
唱、白时长作了对比研究，本节将分散的研究结果综合起来，对不
同唱腔唱、白时长特点做一个比较，探讨一下不同曲调的唱、白时
长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对前文所有选段每一唱字的念白时长与演
唱时长的比例关系汇总如下，请看表６ １。

表６ １　 锡剧不同选段唱字唱、白时长关系统计表
选段 唱＞白 唱＜白 唱≈白
庵堂相会 ６６ ５％ ２７ ５％ ６％

秋香送茶 ４３％ ４３％ １４％

红楼梦 １００％ ０％ ０％

嫁媳 １００％ ０％ ０％

珍珠塔 １００％ ０％ ０％

寻儿记 １００％ ０％ ０％

玲珑女一 ８３％ １３％ ４％

玲珑女二 ９０％ １０％ ０％

玉蜻蜓 １００％ ０％ ０％

　 　 说明：“唱≈白”指唱、白时长差值在１０毫秒以内（包括１０毫秒）的字，
“唱＞白”或“唱＜白”指唱、白时长差值在１０毫秒以上（不包括１０毫秒）
的字。



从表６ １来看，不同选段在唱字时长变化上基本上可以分为三
类：一类为演唱时唱字时长全部变长的选段，包括《红楼梦》选段、
《嫁媳》选段、《珍珠塔》选段、《寻儿记》选段和《玉蜻蜓》选段，
这类唱段人物情感都比较悲伤，属于伤感类；一类为演唱时唱字时
长多数大于念白时长或与念白时长相当的选段，包括《庵堂相会》
选段和《秋香送茶》选段，这类唱段多描述欢快场面，属于愉悦类；
一类是演唱时唱字时长绝大部分大于念白时长的选段，包括《玲珑
女》选段一和《玲珑女》选段二，这类唱段多为叙事，人物情感没
有起落，属于平淡类。这些选段都与相应的曲调对应，实际上也反
应锡剧不同曲调的时长特点。

上面的这个统计虽然能够从宏观上把握锡剧的时长特点，但略
显粗疏。下面对锡剧的时长特点作进一步的统计分析，请看表６ ２。

表６ ２　 锡剧不同选段念白、演唱时长比较总表（单位：毫秒）

选段 唱腔
念白

ＭＡＸ ＭＩＮ ＡＶＥ

演唱
ＭＡＸ ＭＩＮ ＡＶＥ

基调 备注

庵堂相会老式簧调５６２ ８７ ３４４ ３００３ １２２ ４８０ 活泼 活泼、欢快
秋香送茶老簧调 ５９６ ９２ ３５６ ２０７８ ６９ ４０３ 欢快 活泼、欢快

红楼梦
簧调开篇６６５ １２３ ４７６ ６３３０ ７０１ ２３５３ 感伤 多用于抒情
簧调慢板７８６ ９６ ４１５ ６４３３ ２６９ １６２０ 感伤抒情、沉思、诉苦

嫁媳 簧调慢板６８０ １４８ ４２５ ４８８３ ４０７ １６８８ 感伤抒情、沉思、诉苦
珍珠塔簧调哭腔５８４ １００ ３６２ ４６５０ ３７３ １５３０ 悲伤 悲苦场面
寻儿记簧调中板５８０ １１１ ３５５ ４５０８ ２９５ １２３４ 平淡 长于叙事
玲珑女一簧流水 ５５４ １１２ ３２６ ３０４７ １０２ ６３１ 气愤 灵活多变
玲珑女二行路板 ６０６ １１３ ３６４ ２８６７ １９６ ７４０ 感伤 走路时演唱
玉蜻蜓反弓簧调６７７ １１３ ３７７ ５９９８ ３６０ １６６３ 感伤 用于老旦

平均值 ６２９ １１０ ３８０ ４３８０ ２８９ １２３４ 平均值

首先从最后一行来看，无论最大值、最小值还是平均值，演唱都
明显大于念白。但是从具体选段的数据来看，却有所不同：最大值方
面，念白时的最大值都在５５０毫秒以上，最长的７８６毫秒，这个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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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超过一般单念时的单字音节时长。演唱时的音节时长最长为６４３３毫
秒，有６秒多，实际上如果算上换气以后的字音时长，演唱时单字音
节时长还要长得多。图６ １是《红楼梦》选段中字音时长为６４３３毫秒
的衍生字“飞”的语图，实际上延长的是“飞”的韵母［ｉ］的音。

图６ １　 《红楼梦》选段中“飞”字的演唱语图

如果加上衍生音节的时长，那么整个拖腔音节时长可以很长，
例如《红楼梦》选段中“荷锄来做葬花人”中“花”演唱时长达到
１９６５４毫秒，有１９秒之多。

从唱字时长的最小值来看，念白时长的最小值在９２ ～ １４８毫秒
之间，平均时长是１１０毫秒，这基本上反映的是入声字的时长特征，
说明念白时入声字的时长特征还部分保留着。演唱则有所不同，只
有《庵堂相会》选段、《秋香送茶》选段、《玲珑女》选段一还保留
入声字的时长特征，其他选段的入声字演唱时基本都已经舒声化，
实际上变化的不仅是时长，韵母的入声特征也随之消失，例如下面
《寻儿记》选段“退回礼物却不恭”中的入声字“不”（见图６ ２）。
此字不仅演唱时时长舒声化，韵母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图６ ２　 《寻儿记》选段中“不”字的演唱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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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念白和演唱的时长均值（ＡＶＥ）一列来看，所有唱段的念白单
字时长均值在３２６ ～ ４７６毫秒之间变化，变化区间是１５０毫秒。实际上
单从念白字均时长来看，也能够对不同曲调起到一定程度的区别作用，
活泼、欢快的时长相对较短，感伤、忧郁的时长相对较长。这个特点在
演唱时表现得更加明显，前文已经做过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下面以图示方式讨论一下各个选段的唱、白时长，请看下图。

图６ ３　 锡剧唱、白分句时长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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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３显示，首先，单看念白时长，基本上都相对平稳，有些起
伏的地方多是因为唱句字数不一；单看演唱时长，《庵堂相会》选段、
《秋香送茶》选段、《红楼梦》选段、《嫁媳》选段、《寻儿记》选段、
《玉蜻蜓》选段基本都是唱句首尾时长很长，中间时长相对较短，其
中《庵堂相会》选段和《红楼梦》选段演唱时长线上均有一个峰状突
起，这个突起正是长三调，说明长三调的突出特点是拖腔。《珍珠塔》
选段、《玲珑女》选段一、《玲珑女》选段二的演唱时长表现有所不
同，它们所使用的曲调分别是簧调哭腔、簧流水和行路板，选段中间都
没有插入清板，所以时长基本上根据曲调旋律和唱字多少进行调整。其
次，从念白、演唱时长对比来看，念白比较平稳、演唱则起伏较大。再
次，演唱时长特点跟曲调风格密切相关，比如《庵堂相会》选段、《秋
香送茶》选段因老式簧调、老簧调欢快、活泼，中间清板近似念白，因
此时长走势比较一致，而《红楼梦》选段则因曲调感伤，簧调慢板部分
的清板时长表现也与上述两个选段不同，时长走势波动明显。

６ ２　 锡剧女声唱腔的音高研究

第四章、第五章已经分别讨论了锡剧念白、演唱的音高特点，
并对不同选段和不同曲调的唱、白音高特点做了一些基础的比较工
作。本节拿前文的数据结果做一个综合的比较，进一步分析锡剧女
声唱腔的唱、白音高特点。首先我们将前文统计的唱、白字调调型
与本调关系的相关数据整合如下：

表６ ３　 锡剧唱、白字调与本调调型关系统计总表

唱段
念白

一致或基本
一致

相反或不
一致

演唱
一致或基本
一致

相反或不
一致

庵堂相会 ５１％ ４９％ ３０％ ７０％

秋香送茶 ４９％ ５１％ ３３％ ６７％

红楼梦 ４７％ ５３％ １６％ ８４％

嫁媳 ３９％ ６１％ １９％ ８１％

珍珠塔 ３４％ ６６％ ２４％ ７６％

寻儿记 ４６％ ５４％ ２５％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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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唱段
念白

一致或基本
一致

相反或不
一致

演唱
一致或基本
一致

相反或不
一致

玲珑女一 ４８％ ５２％ ２４％ ７６％

玲珑女二 ３５％ ６５％ １９％ ８１％

玉蜻蜓 ４４％ ５６％ ２４％ ７６％

平均值 ４４％ ５６％ ２４％ ７６％

表６ ３显示，所有选段演唱时的调型保持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字
数所占比例与念白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缩小，相反，演唱时的调型
不一致或相反的字数所占比例与念白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
是各个选段扩大或缩小的比例是不同的，说明演唱时不同的选段对
字调调型的调整有所不同：演唱时对字调调型调整较多的选段有《红
楼梦》选段、《嫁媳》选段、《玲珑女》选段二，都在８０％以上；其余
选段在６７％ ～ ７６％之间。从统计结果来看，不同曲调或人物情感基调
对唱字调型的调节没有发现明显的规律性。

前文我们分别统计了锡剧选段唱、白音高中线的折度，这里我
们将相关数据整理如下：

表６ ４　 锡剧唱、白音高中线折度统计总表

唱段 念白
总字数 总折度 系数

演唱
总字数 总折度 系数

庵堂相会 ２１２ １０７ １ ９８ ２１８ ６８ ３ ２１

秋香送茶 １０８ ５５ １ ９６ １１０ ４４ ２ ５０

红楼梦 ７７ ３３ ２ ３３ １００ ３８ ２ ６３

嫁媳 ３１ １７ １ ８２ ３１ １５ ２ ０７

珍珠塔 ３１ ２０ １ ５５ ５０ ２３ ２ １７

寻儿记 ６１ ２９ ２ １０ ７５ ３２ ２ ３４

玲珑女一 ４６ １９ ２ ４２ ４７ １５ ３ １３

玲珑女二 ３１ １５ ２ ０７ ３５ １１ ３ １８

玉蜻蜓 ９８ ５３ １ ８５ １３０ ５２ ２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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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表中总字数是指构成音高中线的总字数（演唱时包括衍生字），总
折度是指选段所有唱句折度的总合，系数是总字数与总折度的比值，表示平均
多少个字构成１个折度。

表６ ４数据显示，念白时的折度多于演唱时的折度，念白折度
系数在１ ５５ ～ ２ ４２之间，演唱时折度系数在２ ０７ ～ ３ ２１之间。经计
算念白时平均系数为２ ０１，演唱时为２ ６４。这个统计数据说明念白
音高的高低变化较陡峭，上下波动较为明显，平仄较为分明，而演
唱时的音高变化较平缓，多沿曲线变动，唱腔较为圆润。折度系数
的差异不仅说明了唱、白之间音高走势的差异，而且也表明不同
选段的念白之间的折度差异和演唱之间的折度差异。经计算念白
折度数据之间的离散度为０ １２，演唱折度数据之间的离散度为
０ １６，这说明念白之间折度系数比较接近，而演唱之间的折度系
数相对分散。

下面我们将不同选段的念白音高起收模式和演唱音高起收模式
进行比较，进一步分析唱、白的音高旋律特点。首先将前文分散的
唱、白模式图集中在图６ ４ （见第３３０页）中。

图６ ４显示，单看念白音高中线的起收点音高变化范围，起点
的音高变化范围基本上都大于收点，个别选段起收点的音高变化范
围相当或起点略小于收点，因为唱句较少，不具有代表性；单看演
唱音高中线的起收点音高变化范围，多数选段起点音高变化范围大
于收点，有两个选段起点音高变化范围小于收点音高变化范围，有
一个选段起收点音高变化范围相当，唱句较少，也不具有代表性。
从演唱和念白的对比来看，首先，多数选段演唱起点的音高变化范
围大于念白，变化的原因多为音高上线的提高，仅《红楼梦》选段
的演唱起点音高变化范围小于念白，说明本选段的特点是起点较平
稳，但本选段演唱收点音高变化范围却明显大于念白，这主要是由
有一句的收点音高很高造成的；其次，多数选段演唱收点音高变化
范围也大于念白，《秋香送茶》选段演唱收点音域变化范围小于念
白，体现出演唱时比较明显的降势音高，当然，也有个别唱段演唱
收点音高变化范围与念白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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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４　 锡剧唱、白音高起收模式对比图

　 　 下面通过具体数据统计锡剧念白、演唱的起收模式，相关数据
见表６ ５ （见第３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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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５　 锡剧唱、白音高起收模式总表

唱段
念白

降 平 升
句数比例句数比例句数比例

演唱
降 平 升

句数比例句数比例句数比例
庵 １４ ５８％ ４ １７％ ６ ２５％ ７ ２９％ ７ ２９％ １０ ４２％

秋 １０ ７７％ ３ ２３％ ０ ０％ １０ ７７％ ３ ２３％ ０ ０％

红１ １ １７％ ４ ６７％ １ １７％ ３ ５０％ １ １７％ ２ ３３％

红２ 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嫁 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５０％ ２ ５０％ ０ ０％

珍 １ ２５％ ３ ７５％ ０ ０％ ３ ７５％ ０ ０％ １ ２５％

寻 ５ ６３％ １ １３％ ２ ２５％ ７ ８８％ １ １３％ ０ ０％

玲一 ４ ６７％ １ １７％ １ １７％ ４ ６７％ ２ ３３％ ０ ０％

玲二 １ ２５％ １ ２５％ ２ ５０％ １ ２５％ ２ ５０％ １ ２５％

玉 ６ ５０％ ５ ４２％ １ ８％ ７ ５８％ ２ １７％ ３ ２５％

　 　 说明：表中用第１字代表相关选段；百分比四舍五入取整数，“红１”代表
慢板部分，“红２”代表开篇部分，下同。

表６ ５显示：单看念白，锡剧选段念白音高起收模式以降势为
主，多数所占比例都在５０％以上，平势、升势相对较少，而升势所
占比例最少（《庵堂相会》选段、《寻儿记》选段、《玲珑女》选段
二除外）。这个统计数据说明锡剧选段念白的音高起收模式跟自然话
语有相似之处。比较而言，锡剧选段演唱音高起收模式仍以降势为
主，但平势所占比例相比较而言有所增加，升势所占比例仍然最少。
这说明锡剧在演唱风格上倾向于降势音高，比较符合自然话语的韵
律模式。这种音高模式使听众能够比较自然放松的欣赏，这也是锡
剧婉转、动人的原因之一。但是这只是就总体而言，不同的选段因
采用不同曲调会在音高起收模式的比例上有所不同。

６ ３　 锡剧女声唱腔的音域研究

关于锡剧唱、白字域问题，前文已经做了详细的比较分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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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将在前文基础上再对这个问题做一些综合的比较研究。首先，前
文分别统计了不同选段的念白音域和演唱音域，这里我们将相关数
据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见表６ ６。

表６ ６　 锡剧唱、白音域比较总表（单位：Ｈｚ）

选段
念白

ＭＡＸ ＭＩＮ 音域ＡＶＥ

演唱
ＭＡＸ ＭＩＮ 音域ＡＶＥ

唱腔 基调

庵 ４７８ １３７ ３４１ ２８７ ５７９ １３４ ４４５ ３０９ 老式簧调活泼
秋 ４７６ ８２ ３９４ ２８５ ５３７ ９８ ４３９ ２９６ 老簧调 欢快
红１ ４７８ １６６ ３１２ ２９１ ６６４ １９５ ４６９ ３６５ 簧调慢板感伤
红２ ４７６ １６８ ３０８ ２６１ ５５６ １８９ ３６７ ３３２ 簧调开篇感伤
嫁 ４３５ １５５ ２８０ ２７８ ５４３ １５５ ３８８ ２８５ 簧调慢板感伤
珍 ４１９ １７９ ２４０ ２７８ ６７２ １８３ ４８９ ３８９ 簧调哭腔悲伤
寻 ４９８ １５４ ３４４ ２６９ ５６０ １５９ ４０１ ３０９ 簧调中板平淡
玲一 ５００ ６７ ４３３ ２８９ ６２０ １６０ ４６０ ３７６ 簧流水 气愤
玲二 ４４７ １０１ ３４６ ２７１ ５４５ ９１ ４５５ ３１１ 行路板 感伤
玉 ５０６ １５８ ３４８ ２７７ ６８７ １５７ ５３０ ３４１ 反弓簧调感伤
均值 ４７１ １３６ ３３５ ２７８ ６９６ １５２ ４４４ ３３１

从最大值来看，各选段的演唱音域最大值都高于念白；从最小
值来看，绝大多数演唱音域最小值都大于念白，仅《庵堂相会》选
段和《玲珑女》选段二的演唱音域最小值小于念白，《嫁媳》选段
唱、白最小值一致；从最大值的均值和最小值的均值来看（表中最
后一行），演唱时最大值的音域均值高于念白，演唱时最小值的均值
虽然也高于相应的念白，但差距不大，这说明演唱时音域的扩大主
要是靠音域上线的提高，而音域下线的提高有限；从唱、白音域和
唱、白音域均值两列来看，演唱都高于念白，但是不同唱段提高幅
度有差异，这说明不同选段的音域变化情况有比较明显的差异，第
三章相关章节已经对此做了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第三章对不同选段的唱、白字域差值情况分别做了统计，这里
做一个综合的比较分析。我们将前文的相关统计数据汇集于表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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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７　 锡剧唱、白字域关系统计总表
选段

庵堂相会
秋香送茶
红楼梦
嫁媳
珍珠塔

唱＞白
７１

３６

３９

２１

３２

唱＜白
１１０

７０

３７

１０

８

选段 唱＞白 唱＜白
寻儿记 ３６ ２５

玲珑女一 ２５ ２０

玲珑女二 １６ １５

玉蜻蜓 ５９ ４９

表６ ７显示，《庵堂相会》选段、《秋香送茶》选段演唱大于念
白的字数少于演唱小于念白的字数，但是这并没有造成整个选段演
唱音域小于念白音域，而是相反。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这两个选
段的唱速较快，特别是清板部分，多数字演唱音域小于念白，演唱
风格接近说唱，因此音域变化不明显；二是演唱音域提高的唱字提
高的幅度比较大，造成整个选段的演唱音域大于念白。除了上述两个
选段外，其他选段都是演唱音域大于念白音域的字数略多，具体数目
有别，《珍珠塔》选段演唱大于念白字数比小于念白的字数多很多，
说明这个选段的音域很宽。除《珍珠塔》选段外的其他选段，演唱大
于念白的字数不算太多，《嫁媳》选段、《寻儿记》选段、《玉蜻蜓》
选段都是１０字左右的差异，说明这些选段字域变化上具有相似性。

６ ４　 锡剧女声唱腔的音强研究

音强是戏曲旋律的三大要素之一。与音强相关的声学参量是振
幅。振幅大，音强大；振幅小，音强小。音强的大小与戏曲的节奏、
节拍、快慢等关系密切。传统戏曲中称之为板眼的东西即是声音的
强弱。板眼是中国传统音乐中节拍形式的通称，是中国音乐节奏、
节拍、快慢、速度的枢纽。一般情况下，板位相当于今天国际通行
记谱法的强拍位置，眼位则相当于弱拍位置。中国传统戏曲的板眼
类别可分为“一板一眼”、“一板三眼”、“有板无眼”、“无板无眼”
等。一板或一眼都是节奏上的１拍。“一板一眼”的节拍形式，称为
“一眼板”（相当于２个拍），其板位在第１拍，眼位在第２拍。“一
板三眼”的节拍形式，称为“三眼板”（相当于４拍子），其板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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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拍，头眼在第２拍，中眼在第３拍，末眼在第４拍。“有板无
眼”的节拍形式，称为“流水板”（相当于１个拍子）。每拍皆为板
位，但不能理解为每拍都是强拍。“无板无眼”的节拍形式，称为
“散板”，亦即自由节拍形式。因为板眼问题主要是戏曲演唱时的特
点，跟念白关系不大，因此本节只简单地讨论一下锡剧演唱的板眼
问题。

锡剧老式簧调和老簧调采用的板眼形式都是一板一眼的结构，
据孙中《锡剧音乐研究》，老式簧调中的清板单句多为板起眼落，偶
句则为板起板落。Ｐｒａａｔ音强的数据默认设置为５０ｄＢ ～ １００ｄＢ，为更
明显地观察音强变化趋势，我们这个设置更改为３０ｄＢ ～ １００ｄＢ，本
节只做音强上的对比分析，不做数据上的统计。下图是《庵堂相会》
选段中清板唱句的音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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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５　 锡剧《庵堂相会》选段清板部分音强走势图

　 　 观察图６ ５，可以发现，单句基本上是板起眼落，偶句基本上是
板起板落，但也有个别唱句不符合这个特点。从分句的音强走势对
比来看，呈现一句弱一句强规律性间隔。老式簧调清板的强弱对比
结构突出了其活泼、欢快、节奏感强的鲜明特点。从节拍上来说，
老式簧调采用的一板一眼的形式，体现在音强是强弱相间，节奏分
明。锡剧老簧调的音强特点与此相似，这里就不在举例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簧调开篇和簧调慢板的音强特点，请看《红楼
梦》选段的音强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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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６　 锡剧《红楼梦》选段音强走势图

　 　 图６ ６显示，簧调开篇和簧调慢板在音强上有一个显著特点，
音强的变化范围特别宽，有的唱字音强特别高，有的唱字音强又特
别低，这种明显的音强高低变化能够鲜明地体现人物内心的悲哀苦
楚。另外簧调开篇和簧调慢板在音强上还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一是除了“愿生双翅随你飞”一句外，收字的音强都很低；二是所
有唱句的音强都有比较明显的高低变化，这两个特点也是为了突出
表现人物内心的伤感与心理起伏；三是整体音强以弱势为主。簧调
开篇和簧调慢板的节拍是一板三眼，即以弱拍为主，一个强拍带三
个弱拍。这些特点在上面的音强走势图上都有明显表现，此类音强
特点与簧调开篇、慢板所要表现的内容是一致的。本选段中长三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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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句“荷锄来做葬花人”在音强上与其他唱句无明显区别，只是相
比之下，音强曲线的波动较多。

下面我们再分析一下簧流水的音强特点，簧流水在节拍的形式
上是有板无眼，请看《玲珑女》选段一的音强走势图。

图６ ７　 锡剧《玲珑女》选段一音强走势图

图６ ７显示，锡剧簧流水在唱句的音强走势上具有与上述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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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段明显不同的特点，簧流水选段的音强比较平稳，像小溪流水一
样流畅，没有拖泥带水的感觉。只有最后一句，因为是收句，音强
较高，且变化较明显，其他选段唱字的音强都没有多大的差别。簧
流水实际上使用的是戏曲中的流水板，流水板采用“有板无眼”的
节拍形式，相当于１拍，只有板位没有眼位，但不能理解为每拍都
是强拍，如《玲珑女》选段一的唱字基本上都是比较平稳的强拍，
但是收句则有比较明显的弱拍。簧流水在音强上的这个特点鲜明地
体现了它行腔干练、节奏流畅的特点。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锡剧曲调的节拍形式在
音强上有较为明显的体现，板眼与音强基本对应，但在总体一致的
基础上有时也会做出适当的调整，以适应人物情感表达和旋律行进
的要求。上文分析了三个选段的音强特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
他选段的音强与节拍的关系与之大同小异，这里就不再分析了。

１４３第六章　 锡剧女声唱腔综合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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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地方曲艺文化十分发达的国度，戏曲这种特殊的文艺
形式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给人以美的享受。人们常说
嘴里“哼着小曲儿”，那是一种多么令人陶醉的境界。然而随着时代
的进步，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地方文艺形式多数正在逐渐走向没落，
很多剧种正在面临生存、延续的困境。如今，作为新一代的青年已
经越来越不爱听戏，更别说欣赏戏曲的奥妙了。面对如此困境，很
多地方戏曲工作者尝试革新，因为只有创新才有发展，这本身并没
有什么问题，然而有些地方小戏却在“创新”中失去特色，变得不
伦不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地方戏曲的生命力往往在于其地
方特色和民族特色。那么地方戏曲的特色究竟在哪里呢？我们知道
戏曲是语言艺术、音乐艺术和表演艺术的结合体，这其中的音乐、
表演是戏曲音乐工作者的事情，语言则是语言学者应当关注的事情，
当然戏曲工作者也关注语言问题，只是关注的角度有所不同。

目前语言学者对戏曲语言的研究多是从音韵角度进行的，他们
更多地关注押韵、字调的问题，只有零星的研究是从语音实验的角
度分析戏曲唱腔的问题，所以本书所做的这项研究富有开创性，这
种研究目前还处于试验阶段，难免有许多不足之处。对于戏曲来说，
最重要的是旋律问题，动人的旋律往往能够使人在内心深处受到感
染，从而给人以美的享受。戏曲的旋律直接跟时长、音高、音强相
关，因此，本书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探讨了戏曲的旋律问题。

首先是时长问题。我们从音节时长的角度分析了锡剧念白和演
唱的时长特点。本书涉及到的簧调曲调主要有１０个（其中长三调是
嵌在其它典调中分析的）。从本书的分析来看，以各个选段为代表的
１０个曲调在念白时长方面没有明显区别，也就是说念白时长受念白
旋律控制，而基本上不因曲调的改变而有所不同，这是主要趋势。
但是也有个别曲调念白时的时长特点跟其他曲调略有不同，主要是



那些感伤的曲调在念白时长上显得略长。演唱则明显不同，不同情
感基调曲调在演唱时有不同的时长模式：悲苦、感伤的曲调演唱时
缓慢而悠长；活泼、愉悦的曲调演唱时短促而轻快。另外，演唱时
有不少唱句存在拖腔，戏曲中的拖腔主要有两个表现形式，一是时
长的延长，一是音高的抖动。

其次是音高问题。音高是构成戏曲旋律的最重要因素，也是本
书着重讨论的问题。本书分别讨论了演唱、念白时的字调跟本调之
间的关系。虽然这种讨论还略显粗疏，对个别字调一致与否的归类
也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本项研究是基于宏观的数据统计，不计较
“一城一池”的得失，因此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的。本书
的研究发现，相比之下，念白字调受本调的影响更大，演唱时则很
少受到本调的影响。本调对念白字调的影响约在４４％左右，对演唱
字调的影响则下降到了２４％左右，而且本调对所有曲调念白字调的
影响相对比较平均，演唱则不同，含清板较多的曲调因为唱腔更接
近说唱，受字调的影响相对多些，悲伤的曲调或者激越的曲调受字
调的影响要相对小些。从音高走势来看，演唱和念白的多数唱句和
唱句中的节奏群都呈现音高下降趋势，与自然话语中陈述句的音高
走势暗合。当然演唱和念白的音高走势还要受到各自旋律模式的调
节，表现往往有所不同。相比之下，念白的音高中线走势折度较多，
变化的幅度相对较大，演唱则比较平滑，音高陡升陡降的现象较少，
这也是演唱唱腔之所以婉转、动听的原因之一。研究发现，演唱时
的整体音域往往高于念白，有的还高很多，尤其是基调悲伤的曲调，
音域尤高，音高的最大值可以接近７００ Ｈｚ，不同的曲调演唱时由于
情感表达的需要其音域的表现往往不同。研究发现，演唱时音域的
变化主要是通过音域上线的改变得以实现，当然个别情况下音高下
线也可以降得很低，这就是戏曲演唱时的所谓“升上去、降下来”，
“能屈能伸”才能体现演唱的功底。本书的发音人告诉我们，簧调是
锡剧中最难唱的，这主要是因为它的音域变化比较大，曲调的转换
比较多。

最后，关于音强的问题。音强是戏曲旋律的三要素之一，本书
只在第六章的一个小节中讨论了关于戏曲的音强问题，这方面的研
究还只是初步的，因为没有数据的分析和验证。研究发现，音强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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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的节拍有比较密切的关系，锡剧演唱时的板起眼落、板起板落
之类的节拍问题在音强方面都有所表现，当然在大的趋势下也可以
灵活的改变。本书主要选择了三个选段分析了锡剧唱腔的音强问题，
这三个选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节拍分别是“一板一眼”、“一板三
眼”、“有板无眼”。我们发现这三种节拍的音强有着明显不同的表
现，各自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一板一眼的老式簧调（清板部分），
单句板起眼落，偶句板起板落，音强大致与之对应，分别表现为起
字强收字弱和起字强收字也强，分句总体音强则呈现出比较明显的
强弱相间律；一板三眼的簧调开篇和簧调慢板，音强变化区间很大，
唱句音强高低变化明显，收字音强较低，总体音强以弱势为主；有
板无眼的簧流水，音强走势比较平稳，无明显高低变化。上述音强
变化与锡剧曲调的风格特点呈现一定的对应关系，老式簧调的活泼
欢快，簧调开篇、簧调慢板和长三调的低沉缓慢，簧流水的平稳流
畅，都有所表现。

以上是本书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结论。戏曲的旋律问题看
似简单，其实复杂，本书只是从实验语音学的角度探讨了相关问题，
多数研究结论还处于描写层面。由于这项工作目前还没有多少成果
可以借鉴，因此很多思路和方法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一些结论还有
待于进一步的证实或证伪。本书的相关研究还比较肤浅，很不成熟，
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关于戏曲唱腔的声学研究还有很多
待开拓的方面，比如对曲调与字调配合关系的深入研究，对男女唱
腔的综合比较研究，对不同地方剧种的对比研究，等等。研究方法
上也有进一步开拓的地方，比如利用喉头仪从发声的角度对戏曲唱
腔的深入研究等。总之，戏曲的声学实验研究还有很多未竟的事业，
期待更多的语言学者能够深入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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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书是２００８年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跨学科重大项目“江
苏区域方言文化研究”（项目号：０８０９００８）的成果之一。该项目由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刘俐李教授主持，本人是课题组主
要成员。“江苏区域方言文化研究”旨在研究江苏地方方言文化，研
究内容主要包括江苏区域方言亲属称谓比较研究、江苏方言民俗词
语研究、江苏地方戏曲的声学实验研究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综
合语音实验室在刘俐李教授的带领下致力于语音实验技术的应用研
究，多年来在实验语音学与汉语方言学的结合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
索，并于２０１１年９月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成功召开了首届全国
实验方言学会议。近年来，实验室还在方言学与现代地理信息技术
的结合方面做了新的探索。戏曲的声学实验研究是实验室着眼于语
音实验技术应用的又一新领域。语言学者对地方戏曲的研究往往着
眼于传统音韵与声乐的配合关系，对戏曲旋律的声学相关物关注较
少。江苏地方戏曲种类繁多，资源丰富，为戏曲的声学实验研究提
供了天然的素材。基于上述背景，我们作了锡剧女声唱腔的声学实
验研究。

本书得以出版，尤其要感谢我的硕士导师刘俐李教授，自从
２００４年我入随园以来，恍惚之间已近８年，其间恩师耳提面命，既
为师又似母，促我不断成长。我应该感谢她毫无保留地将我这样一
个缺少天分的学生带进实验语音学的殿堂，使我最终能够忝列实验
语音学队伍。我应该感谢她对我的信任，将这项具有开拓性的研究
课题交给我来做，并有幸最终完成。我应该感谢她在课题研究过程
中给予的不懈指导，本书的研究几乎没有先例，从选题到内容框架
都是在与导师讨论中完成的……

感谢江苏省戏剧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他们热心地帮助联系发音
合作人，使得本书的研究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感谢本书的发音合作



人闻丽君女士，她专心投入的工作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声学实验研究是一项精细的工作，要处理的数据复杂多变，耗

时费力，有时还收不到理想效果，需要在研究中不断地变换思路和
方法。本书正是在不断的探索中完成的，难免有很多不足之处和需
要改进的地方。这里要特别感谢现就职于上海大学的彭玉康师兄，
他为本书的初稿做了校对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还要特别感谢本
书的责任编辑李佳女士的出色工作，她在审稿的过程中指出了很多
失误的地方。

感谢远在家乡和近在身边的亲人。当我失落时，他们默默的鼓
励我，支持我，始终不离不弃，我无以回报，唯愿他们平安幸福。
感谢所有关心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他们是我人生的财富。

最后还要感谢南京师范大学“语言科技创新及工作平台建设”
所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感谢南京师范大学语言科技研究所所长李葆
嘉教授对后辈的提携。

侯　 超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于随园

９４３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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