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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谱说明

一、唱腔与伴奏部分亦以忠实记录说唱实况为目的。

二、在作为记谱依据的录音磁带中， «备弄相会》及《潇湘夜雨》均由三弦与琵

琶拌奏。但因于篇幅，仅刊单行伴奏谱。因之 F 根据这两种乐器为不同角色伴奏时

所处的地位的不同，而选择记谱。即:在《备弄相会》中，为唐寅所记的是三弦伴

奏谱，为秋香所记的是琵琶伴奏谱，而在《潇湘夜雨》中，则全部用琵琶伴奏谱。

三、从整体来说，以唱腔记谱为主，在《备弄相会》中，唱腔与伴奏录用"单

行流水或谱法 99，即伴奏的记谱以不损害唱腔的完整为原则而有所简略。在《潇湘夜

雨》中罗亦遵循上述原则，但在各上下旬的句尾，加记为两行谱，上一行为伴奏谱，

以此可窥弹词演唱与伴奏的复调对位关系。

四、由于弹词的唱腔基本上是一种上下旬结构的很自由的"吟诵体 999 其节奏便

有其有趣的特点，这里录用"曲(句〉式结构的记谱法 FFF 尽量忠实地记录其节奏。

稍详述之，便是:

1 、各句的起唱，根据词意的不同，有的在板上起唱，有的在眼上起唱。亦有以

抢板形式起唱的现象 o

2、各句的行腔，基本是在一板一眼的格式中，但也不乏见嵌入一板二眼的格式。

3、各句的结字音，则均在板上落。

因此，谱中便出现了以 2/4 节拍为主，辅以 3/4、1/4 节拍的形式。

五、弹词的过门(不论是上句过门，还是下旬过门，均是在很严格的节奏板式

基础上的变奏〈在作为上首的三弦伴奏中，尤为显明)，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这一点，在记谱中也尽量体现出来。

六、弹词的演唱方法是很丰富的，在这二个篇目中便有摄腔、带腔、撮腔、叠

腔、日军腔、顿挫腔等等。为了便于从语音学的角度分析研究，这里尽量以实际音记

谱(断腔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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