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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方言“声韵调”因素对广东音乐曲调风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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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试从方言声韵调因素�其中特别是声调因素对广东音乐曲调风格的影响�论述
粤方言声调音高趋向变化对形成广东音乐华丽秀美、委婉抒情曲调风格的内在联
系。通过普通话与粤方言声调调类、调值的对照比较�进而分析粤方言声调的语言
特征�使广东音乐的曲调变化�按照方言特定的语音标准连接构成特定的典型音调�
并在此基础上�构成在音阶、调式方面的特点�从而形成广东音乐独特的曲调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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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Dialect’s Tone�Rhythm�and Accent
on the Tune Style of Cantonese Music

Ju Wen－yu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influence of the dialect’s tone�rhythm�and accent�espe-
cially the former two factors�on the tune style of Cantonese music．It also expounds the inter-
n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nclination and change of the tone�accent�and pitch of Cantonese
dialect and the gorgeous�elegant�and lyric tune style of Cantonese music．Compared the dif-
ferent tone sorts and tone pitches of mandarin’s and Cantonese’s�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lin-
gu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ne and the rhythm of Cantonese dialect�which cause the tune of
Cantonese music to alter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 phonetic standard�and on such basis�to
build up some features on scale and mode and form a special tun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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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纪念粤乐大师吕文成先生诞辰105周年之
际�人们怀着崇高的敬意�深切缅怀这位技艺高
超、多才多艺的广东音乐演奏家、演唱家、作曲家
及乐器改革家毕生对粤乐的形成、流传和发展所

作出的卓越贡献。是他和先辈同人一起不断探
索、开拓创新、执著追求�才使广东音乐开一代新
风�从一个新兴的地方乐种�而后流传海内外一跃
成为我国民族音乐百花园中一件难得的艺术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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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吕文成先生是推动广东音乐流传和发展的杰
出代表。翻开近百年的广东音乐艺术发展史�人
们愈发感到吕文成先生的卓越贡献是多方面的�
无论在器乐演奏、粤曲演唱、乐曲创作以及在乐器
改革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峰�为我
们后人留下了难得而丰厚的艺术遗产。为了使先
辈们开创的民族音乐事业得以更好的继承、弘扬
和发展�本人仅就广州方言声韵调因素对广东音
乐曲调风格的影响进行初步探讨。

研究音乐和语言的关系�是揭示各民族音乐
奥秘的重要途径之一。音乐是一种表达情感的音
响艺术�民族器乐作品通过演奏中的声情变化表
达再现出作品的意图和风貌�从而达到艺术感染
的目的。在表演艺术中�不同的表达方式和方法
会取得不同的艺术效果。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在
演唱演奏中所发出的音响必须符合与这种音响相

关的语言的特点和规律。民族音乐理论家杨荫浏
先生在研究明清戏曲发展的《南北曲》中�曾明确
提出“唱法”与“字”的声韵调三个因素有关。“声
是声母�即字头�与歌唱时的出音有关。韵是韵
母�即字尾�与歌唱时的收音有关。两者合起来构
成歌唱时的咬字问题。调是字调�即声调�与字音
的高低升降有关�与音乐的关系最为密切。” ［1］以
上论述明确指出了唱法与语言声韵调因素的密切

联系。这对现代民间演唱在发音归韵、吐字行腔
等方面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在民族器乐演奏
中�特别是民间风格乐曲�实际上是民间音乐中的
无言歌。不少民族器乐作品的曲调和素材�大多
是从民间演唱（包括民歌、戏曲、说唱等）的母体中
衍生变化发展而成的。器乐演奏虽然不同于声乐
演唱�没有字词的表露和制约�但在器乐演奏的整
个发音过程中�所发音响的乐音运动形态以及乐
曲旋律的声情变化�都是通过演奏中的不同技法
发出不同的声音变化来表达的。而各种不同的声
情变化和语言的声韵调因素有着极为密切的联

系。因此�声韵调因素必然对民族器乐的演奏技
法产生重要影响。

广东音乐是二十世纪初至20年代日渐流传
于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广州方言地区�而现今已
流行全国以至海内外的一种民间器乐。广东音
乐以风格独特的音乐语言�华丽秀美、委婉抒情
的旋律打动听众的心扉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广
东音乐浓郁的地方风格特色是和粤方言的语音

特征分不开的�尤其与当地的民间演唱有着极为
密切的联系。这是我们研究广东音乐曲调风格
和演奏技法的基本出发点。

一、方言声调影响广东音乐的曲调风格
各地民间器乐的风格特点大多是受方言声

调因素影响而形成一种特定的音乐形态。具体
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器乐作品本身的曲调风
格�即曲调的音高趋向及其变化和乐音的连接组
合及旋法特点；其二是器乐演奏中的发音、收音、
音响共鸣状态以及乐音的运动形态和演奏方式

等。在音乐作品中�乐音之间按照一定的思维方
式、逻辑关系和语言音调等要求依次组织在一
起�形成曲调线。其中一个基本要素�即曲调在
音高趋向变化上的运动形态。这种以音高趋向
变化为主体的乐音运动形态�是受声调的四声趋
向影响和制约的。所谓声调是指汉语单个字音
的音高趋向和不同字音之间相对的音高关系。
粤方言是在古代《广韵》的基础上发展变化形成
的一种地方语言�和古代以《中原音韵》为基础发
展变化形成的北方语言有很大差别。除了声、韵
不同外�在声调变化上的区别尤为明显。以普通
话为标准的北方语音分阴、阳、上、去四声�而粤
方言分平、上、去、入四声�每声各分阴、阳两类�
其中入声分阴入、中阴入和阳入三类�共九个声
调。为了便于说明普通话与粤方言的声调差异�
下面按照现代语言学的五度调值标准�将普通话
与粤方言声调进行对照比较�如下列图（一）、
（二）所示：一（根据徐世荣编著《普通话语音知
识》中所列各地方言与普通话语音调类、调值比
较表摘录制图）。［2］

通过对照不难看出�普通话与粤方言的声调
差异主要在于调类和调值不同。调类是声调的
类别名称�调值是声调音高趋向变化的实际运动
形态。图中实线箭头为普通话声调运动形态�虚
线箭头为粤方言声调运动形态。两相比较�普通
话四个声调调类、调值区别明显�平、升、曲、降不
易相混�音高趋向偏中高位�所发语音比较直快。
而粤方言的声调变化则更为丰富而复杂多样。
归结起来其语音特征主要表现为：

（一）在九个声调类别中�不同调类之间的调
值变化高低错落、长短不一、丰富多彩。为广东
音乐的乐音连接和曲调进行的高低起伏、华丽多
姿创造了良好的先决条件。

（二）在九个声调类别中�各调类自身调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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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起止变化却相对较小�即音距均不超过三度
音高。阴类调的音高趋向偏中高位�而阳类调则
偏中低位。这又为广东音乐在乐音连接和曲调
进行中表达平和委婉、深沉细腻的情绪提供了方
便与可能。语言是音乐的基础�汉语字音的表义
功能决定了各地方言声调的音高趋向变化�从而
影响音乐旋律进行中乐音的连接和组合�因此说
方言的声调变化是构成不同地区音乐风格的基

本依据。各地方言都有各自不同的语音标准和
规范�广东音乐正是在粤方言声调语音特征的影
响下�在方言歌曲（如粤讴、木鱼、南音等）和戏曲
（如粤剧）发音归韵、吐字行腔的基础上�使旋律

的音高趋向变化�按照方言特定的语音标准连接
构成特定的典型音调�从而显现出广东音乐华丽
秀美、激扬明快、深沉细腻、委婉抒情的曲调风
格。明代王世贞在《曲藻》中评说古代南北曲时
曾明确提出：“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
而声情多” ［3］的观点�一语道出了南北曲调风格
的差异�这和现今广东方言歌曲、说唱、粤剧中多
讲求“一音多韵”、回音装饰、滑动平缓趋向明显
的滑音连接以及华丽多姿、灵活多变的旋法是一
脉相承的。此外�在方言声调的影响下�广东音
乐的风格特点还表现在常用的音阶、调式、音律
和特性音等方面�使其形成独特的曲调风格。

　　二、广东音乐的音阶调式、音律和特性音
如果说构成乐曲曲调风格的基本要素之一

在于曲调在音高上的运动形态�而在音高关系中
形成规律性特点的则在于音程和调式。当我们
欣赏或唱奏一首乐曲时�常会明显地感到曲中各
音之间的进行�总是有着某种内在的音动律相互
制约�并处在固定的音程关系之中。当这些高低
不同的乐音围绕某一中心音有规律地运动�即形
成了“调式”。而调式中各音按其音高顺序由主

音到主音（上行或下行）排列起来�就称为“音
阶”。［4］广东音乐的音阶源于广东民间音乐古音
阶�这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中比较多见的一种音
阶组合形式。在广东音乐中�比较典型而有代表
性的音阶调式基本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5·6·1
23为五声骨干音�增加7·4两个音高富于变化
的偏音为装饰性辅助音�组成以官、徵调式为主
具有大调性质的七声音阶。与潮州音乐的“轻三
六”和汉乐的“硬线”调相近。其中�徵调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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