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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弹记言记谱课题工作报

t己言记谱的目的罗是想给评弹曲艺，用国际音标和五线谱等现代技术，写下科

学的记录，配合录音 p 成为确切而完备的文献资料。此法如属可行 p 将来推广到各

地各种方言曲艺，提高记录水平 9 保存传统文化。这在"序言"中己经讲了。

尝试记录，先要选择资料。选择要求萝定下六条: 1 、一盒录音带，六十分钟;

不要说唱兼备 9 唱多于说:文臼兼备 9 臼多于文; 3、演员要有男有女 9 都是流派

的创始人; 4、故事要以苏州为背景，不要外地故事; 5、要传统资料 p 不要现代宣

传品; 6、音乐要单纯优美 p 不要大型伴奏。

起初以为这六条要求是很平常的声想不到这是一个难题。当时，评弹录音带奇

缺，能买到的都是宣传品。想请艺人为本课题特约唱录，代价太贵。图书馆里找不

到合适的资料，因为原来不重视收集，"文化大革命"中又作为"四!臼"市毁弃了。

走访苏州l亲友家，还有些零星资料，借来翻录，集中以后进行选择，最后选定一个

录音带:朱雪琴的《潇湘夜雨》和徐云志、侯莉君的《三笑@备弄相会》。朱、徐、

侯都是大名鼎鼎的流派创始人。这盒录音带符合六条要求。可是 18 带经过翻录有些

走音，而且两面接合处有些脱落。记吉记谱时候，为了弥补脱落，大费用早。

1987 年 10 月，苏州举行评弹艺术节。苏州、上海、江苏、浙江，以及香港和澳

大利亚的评弹艺人和业余名家 p 齐集苏州，共同演出。闭幕式上各个流派都有代表

人物登台，尤为精彩。我和内人张允和一同从北京去苏州，欣赏演出，借此机会收

集资料。可是收集资料仍有困难。在苏州、i没有借到家庭中用的录像设备。苏州电视

台不售录像带，好不容易得到一盒转录的闭幕式录像带，效果不太满意。后来我又

把它转录，准备北京和香港各留一份。

在苏州，同吴语专家石汝杰先生共商记言方式，考虑各种技术问题，给记言记

谱作了初步的准备。苏州之行使我感觉到，评弹艺术节虽然是一时之盛，而评弹艺

术已经到了需要抢救的地步!

qJ
9
μ

咱
E
·
·
·
·
·
A



囚

关于约请一位吴语研究者合作记言，我心中有两个条件:一是生在苏州I ，二是

现在住在苏州。约请了三位都未成功。最后得到苏州大学石改杰先生同意合作。他

是语言学者，专门研究吴语，有多种吴语著作，现在担任苏州大学语言学和吴语方

言课程 9 不久即将去日本讲学。

还要一位音乐家，要长于听音记谱的。也是经过三次失败，最后成功。住在北

京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作曲家张以达先生，欣然同意合作。张先生是生长在苏州的。

这两位学识和经验丰富的专家，听了我谈了课题意义之后，都表示对课题有兴

趣 9 不是勉强合作 p 这是很难得的。他们都是大忙人，业余工作，一在苏州罗一在

北京，以我为中介，往来通信磋商，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可以说是杀鸡用牛刀，

小题大做了。

五

分别记录完毕以后，我请石汝杰先生和夫人陈榴竞女士到北京来。石、张和我

三方当面共同研究，解决最后遗下的几个问题?商定把两种各别的记录合一起来的

方式。

五线谱和简谱只能手抄。汉字、音标和字母，手抄不清楚。石汝杰夫人陈榴竞

女士在电踏上打字，再用手工补上小符号 9 使字迹明朗 p 解决誉清问题。

但是最后还有一道工序:要把电脑打的汉字、音标和字母，剪成一小块一小块，

在记谱纸的空白处对齐贴上，完成合一的稿子。再复印成十份，作如下的分配:

1 、送一份给中央元老陈云 9 他是评弹的提倡者。

2、送一份给评弹创作者和研究者周良。

3、送一份给苏州i评弹研究会，这个学会目前处于困难中。

4-6 石汝杰、张以达、周有光各留一份。

7、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保留一份，并作以后复印的底稿。

8、送一份给文化部资料室。

9-10 两份准备出版书籍时用。

评弹记言记谱的尝试告一段落，下一步希望能把稿件出版，并把记言记谱方法

推广出去。

周有光

1988 年 3 月 31 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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