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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苗族基督教歌谱之我见

—与《波拉苗谱与黔西北苗族》的作者
、

评介者商榷

东 丹 干 (苗族 )

在贵州苗族西部区信奉基督教的苗胞中
,

至今仍保持着一 种以老苗文字母为唱名的 歌 谱

(可 简称
“苗谱

”
)
。

它已七
、

八十年的历史
,

与老苗文一 样
,

是 19 0 5一 1 91 5年间
,

苗族知识

分子和英国传教士伯格里等人创立的
。

先后多次在云南昭通及 日木大量制版印刷
,

特别是 19 8 8

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 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
,

在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重印了大量苗文

苗谱 《平L ZC少》 (颂主圣歌 ) 歌集
。

这种歌谱
,

在信教苗胞 中
,

熟悉的 人不少
,

本 不 想

花更多精力去介绍
。

只因上述论文的作者潘壁帧和评介者张忠孝同志对这种谱式作了不正确

的介绍和不正确的评介
,

尤其是该论文于 19 9 0年 5 月开的贵州省民族音乐研究会 年 上 宣 读

后
,

受到赞赏
,

颁发了宣读证 ; 下半年被湖北《艺术与时代》刊物登载 ; 19 9 1年元少!
,

贵州民放

音乐研 究会学术论文发奖大会上又给该论文颁发了三等奖 ; 同年 6 月
,

该论文又被在广州 开

的国际民族音乐学会上选中宣读
。

不 良影响日益扩散
。

为还其木来面「I
,

避免以诈传诈
,

特

提不 同看法
,

一

与之商榷
。

交通闭塞
,

生产落后
,

社会经济发展极其缓慢
,

从而致使 苗族文化也长期停留在原始状态之

中
, 口头文学发展变化不大

,

这是其一 ; 其二
、

由
止

于苗族历 史
_

}: 长期被歧视
,

受压迫
,

造成

了他们 内聚力和外拒力极大的心理素质
,

从而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同汉族保持着 一 定 距 离

—
即未被同化

。

换言之
,

即由上述种种历史原因
,

才铸成了 苗族 .沟巫词巫歌和风俗习惯各

个方面仍保持着古老传统局面
。

这一古老传统文化状祝
,

正 为我们今天探讨楚文化
一

与苗族文

化
、

楚国与苗族之间的渊源关系提供了可靠的论证材料
。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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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
“
苗谱的翻派和在苗族杜会生活中的作用

” 的问题

( 1 ) 所谓
“ 苗族有一部多年保留的乐谱

”

的提法不确切
,

极易被误认为是一部苗放的

器乐曲谱
,

或苗族的声乐曲谱
。

其实这种谱式
,

只 是为 记译基督教的 《赞美诗 》
,

或其他篆

督教歌曲而创立的一种歌谱
。

基督教会中
,

宗派林立
,

各派所编译的 《赞美诗 》歌木
,

竟达

数十种之多
,

采用的诗 (歌词 ) 和曲调
,

多源于西方
,

如《普天颂赞》
、

《颂主诗集 》
、

《颂

主圣歌 》
、

《新颂主诗集》
、

《圣诗选集 》
、

《宣道诗 》
、

《颂赞诗歌》
、

《诗歌 》
、

《灵

粮诗歌》
、

《救恩颂赞得胜歌 》
、

《晨星短歌》
、

《杖竿短歌集》
、

《教会短歌》等
。

(见

《赞美诗新编)}) 其中不少赞美诗译文虽异
,

原文则相同
。

但不论是原文线谱或译 成 汉 文 简

讲
,

对信教的苗胞来说
,

均不识其音
,

不解其意
。

于是就产生了 以苗文字母为唱名的歌谱
,

配合译为苗文的歌词
,

便译印出苗文 《颂主圣歌 》等歌集了 ( 《烦主圣歌 )) 共 2 75 首
,

齐 唱

25 2首
,

四部合唱23 首 )
。

除此而外
,

未见用此谱式记录
、

整理
、

创作及出版任何苗族音乐
。

( 2 ) 所谓
“苗谱在所有苗胞区域流行

” 更不符事实
。

不信教的苗族地区的人民是不使

用和流行这种歌谱的
。

( 3 ) 所谓
“ ‘

苗谱溯源
’

中的
‘
T

’

是措重物的柞棍
,

柞棍多为儿子
、

男人所用
,

以柞柳
‘
T

’

为儿子的声母有深刻的意义
,

以 儿子的声母
‘
T

’

为第一个唱名
,

其理义就在其 中了
。

这是牵强附会的
。

实际上
“ T ” 是老苗文的第十八个声母

,

读作
“得 ” ,

与新苗文的
“
d
”

发

音相同
,

它除与韵母
“ v ”

拼成
“ 儿子 ” 的音节外

,

还可与许多韵母拼成许多音节
,

构成 许

多词汇
。

它不是苗文的第一个字母
,

也不是为音乐的第一个唱名而设计的
。

更不因它是
“

儿

子 ” 的声母
, “几子 ” 又是主要劳力

,

才将它置于第一个唱名
。

很明显
,

它只 因发音为
“得

” ,

才得以作为
“ d 。 ” 的符号

。

它的理义与苗文的 “ 儿子
” “男人 ” 、 “

柞棍
”

无关
,

亦无任仁

深刻意义
。

( 4 ) 所谓苗胞
“

用此苗谱为用 苗文翻译过来 的赞美诗谱曲 (作曲)
” 也不符合实际

。

因赞美诗 《颂主圣歌》本身就有原谱原词
,

只是翻译为苗谱苗词而已
,

恨本不有在
“
潜曲

”

(作曲) 之事
。

( 5 ) 所谓
“

苗族喜歌善舞⋯⋯所以
‘

苗谱
’

(颂主圣歌 ) 总与池们伴而不 离
,

劳动后以

歌舞自娱
” 。

也不符实际
。

苗族人民的确
“

喜歌善舞
” ,

但喜的是苗歌
,

善的是苗舞
, “

伴

而不离
” 的

、 “

劳动之余歌舞自娱
” 的也是苗歌苗舞

,

《颂主圣歌 》只是部份信教苗胞在宗

教活动中
,

或宗教活动以外的个别场合中使用
,

它不属苗歌苗舞
。

正如用汉语译 唱 《赞 美

诗 》
,

也不能说 《赞美诗》是汉族歌曲一样
。

( 6 ) 所谓
“此谱的创造

,

客观上提高了苗族人民的文化知识⋯⋯对 苗族社会进步和发

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

它使苗族知道了中国是 自己的国家
,

自己是中国人
” 。

也不符合事实
。

对苗族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是基督教会帮助苗族创办医院为标志的医 药 卫 生 事

业 ; 创立文字
、

创办学校为标志的教育事业 ; 在苗寨中建立足球队为标志的体育事业⋯⋯
。

而这些与苗谱似无大关系
。

什么
“知道了中国是自己的国家

” 、 “

自己是中国人
” ,

苗谱(颁

主圣歌) 中根本没有这些词句
。

这是夸大之词
,

不合实际
。



(二) 关于
“

苗谱常见形态
”
中的I’q 应

这部份的问题更多
, 一

E 病更大
。

自
’

先不该用五线诸和简谱的常规理论去套 着 解 释
,

不

然
,

越解释越糊涂
。

如 ;

( 1 ) 所谓
“拍号 : 同简谱拍号所在位置

、

但用来表示的符号不同简谱
。

2 / 4
、

2 / 2
、

3 / 4
、

4 / 4
、

6 / 4
、

3 / 8
、

6 / 8
、

9/ 8 拍子
,

均用
‘
J不

’

表示
” 。

这种 t’破译 ,, 完全是错误的
。

首先
,

苗谱用不着象简谱
、

线谱那样需要在曲首标明拍号
,

苗谱的节拍
,

可在歌谱中一

目了 然
。 “

简谱拍号所在的位置
”

_

止的
‘
J不

’

根本不是苗谱的拍号
。

假如真的是 2 / 4

—
9/ 8

八种节拍均用
“ J不” 一个符号表示

,

岂不是极端混乱而不能演唱了吗 ? 还称得上什么谱 ?

实际上
“
J不” 是两个字母

, “ J
”

是第七个声母
,

发音为
“诗

” ,

与新苗文声母
“ s h ”

相同 ; “不” 是第三个韵母
,

发
“

昂” 音
,

与新 苗文的 “ 。
ng

”

相同
,

它们相拼出相当于 汉 语

的 “商 ” 音
, “

J不” 意为
“ 调子 ” 。

如 “ E bJ不
”

即 “ b E 调 ” ,

与简谱的 “ I=
毛
E

”

和线谱

的
“

”

相同
。

至于 “
降记号写在英文字毋的右

_

{二角
”

的问题并不
一

奇怪
,

因 为

英语读 “降 E ” 为 “ E flat ”

( 2 ) 所谓
“ 3 / 2和 3/ 4

、

直译为 “
El 年

”

所致
。

4 / 4 拍子
,

用
‘

△
“ 3衬 不

’

表示
”

更是风马牛不 相 及 了

“
△

“
3 不J不” 这个词有 3 个音节

,

读音接近汉语
“梭让商

” ,

直译为 “ 四部曲调
,

“ 四部合唱
” ,

它根本不是拍号
。

。

实 际 上
” 意译 为

( 3 ) 所谓
“ ‘s :

一l一
:

一
’

名称为
‘

全音符
’ ”

是不对的
。

苗谱的
“
S

:

一 j一
:

一
” 固然相

当于简谱 4 / 4 拍子的
“ 5 一一 一

” ,

但不能说它是
“

全音符 ” ,

因为简
、

线谱的
“

全音符
” ,

·4 ,/# 拍·的·曲··唱· / 1’(i-1lI
2 / 2

/

一捧
··御昌

一
· 8

\
·的

一彝
···· /啪

。

耐?谱· “ S
:
- 卜

:

-

一下都只能唱 四拍
。

所以只能说它
一

氏协小节 四拍的记谱法
,

若称为 “全音符 ” ,

会造成混乱
。

( 4 ) 所谓
“ ‘

S
:
一

’

名称为
‘

二分音符
’ ” 同样不对

,

道理如前所述
。

尤其是 “ ‘
S

’

名 称

为
‘
四分音符

’ ” 更错
,

因为没有间隔号
,

是说明不了节拍和时值的
。

( 5 ) 所谓
“ ‘

S
:

一
’

名称为附点四分音符
’ ” 也不对

。

因该文已把
“ S

:
一 ” 称为

“

二分

音符 ” 了
,

那么 “ S
:

一
” 不就是 “二分音符 ” 加 附点吗 ? 为什么又不称

“ 附点二分音 符 ”

呢 ? (当然它也并非
“

附点二分音符
”

)
。

可见问题与前面一会儿说4 / 4 拍子用
“J不” 表示 ;

一会儿又说 4 / 4 拍子用
“
△

“ ” 3衬不
”

表示
,
以及说“ 3 / 4 同 2 / 4 拍子

; 3/ 8 同 2 / 4 拍子 ; 6 /s 同 6 / 4 拍

子⋯⋯ ” 一样
,

均属该文作者在理论上 自相矛盾
,

在思维
_

lt- 缺乏整体性 和规律性所致
。

苗谱只 论协小节有几拍
,

不论以 “ 四分
一

合符 ” 或 “
八分音符

” 为 一拍
,

所以不存在所谓
“
凡是八拍子歌曲

,

均以
‘
四分

一

合符
’

为 拍 来记 i普
” 。

也
一

不存在所谓
“
习8 拍子将

‘
{,日分 音

符
’

视为
‘

八分音符
’ ”

等 不科学的解释
。

.

且O
·



试问 : 既然是 “八拍子歌曲
” ,

为什么不以
“
八分音符

”
为一拍来记谱

,

而要以
“四分

音符 ” 为一泊来记潜? 既以 “四分音符
”
为一拍记谱的歌曲

,

又怎么可以称
“

八拍子歌曲
”
?

再问 : “ 3 / 8拍子
’,

为什么不直接用
“
八分音符

” 为一拍记谱
,

而要用
“四分音符 ” 为一拍记

谱
,

然后再注明 “将
‘
四分音符

’

视为
‘

八分音符
’ ”
真令人费解

。

( 6 ) 所谓
“ ‘

/ 又分音符
’ 、 ‘

十六分音符
’ 、 ‘

附点八分音符
’

没有固定音形 ;

‘
·

, ’

可在其音符之前或之后 ; ‘

切分音
’

记谱不规范” 。

这种说法是极不负责任的
。

没有固定

音形
,

这些音符的时值和节奏都各人自猜
,

任意处理
,

自由延长或缩短或休止
,

何以为谱 ?

何须介绍 ? 何谈研究 ?

其实苗谱每小节里有几拍 ? 每拍有几个音 ? 每个音占每拍几分之几 ? 每个间隔号打在音

符之前或之后
,

都规定得非常严格的
,

如 “ T
·

T ”
(T 即 d。 ) 就是一拍唱两个

“ d。
” ; “

T
·

T
”

不但表示一拍唱两个
“ d 。 ” ; 而且还表示前一个

“
do

”

的时值占一拍的四分之三
,

后

一

个
“
d o ” 的时值占一拍的四分之一

, “ T
·

T
:

一 T
”

就是第一拍唱两个
“
do

”

之后
,

延
一

长

至第二拍的后半拍音符出现为止
。

这些都是固定的
,

不可含糊的
。

( 7 ) 所谓
“ 休止符没有固定之形

,

记谱时一般在休止处用
‘ : ’

或
‘

· ’

表示之
”

是错误

的
。

尸汗为苗谱的
“ 休庄符” 就是 “空白 ” 。

即需要某拍什么音都不出现时
,

就什么音符都不

写在该拍位 仁
。

如
:
简谱的

“ 。 }”
,

苗谱则记为
“

·

T
”

(前半拍空 ) ; 简谱的
“
!卜

一。
]
”

苗谱则记为
“
IT

: 一 }
一 :

I
”

(第四拍空 )
。 “ : ” 和 “

·

” 是间隔号
,

不是所谓的
“ 休止符

” 。

( 8 ) 所谓
“ 弱起小节

:
在本小节首音的前面写

‘ : ’

或
‘

· ’ ” 。

这 “ : ”
或

“
·

” 是什么 ?

为什么要在首音前面写它 ? 就说不清了
。

其实
“ : ” 是 “

拍间隔号
”

(间隔拍与拍之间)
, “

·

” 是 “
半拍间隔号

”
(间隔半拍与

半拍之间)
。 “ : ”

专用于首拍之后和末拍之前
,

如简谱的
“

1! 2 ! 3 1
” 苗谱 就 记 为

“

IT
: 3

}T
: 。

}
” ; 简谱的 “ }}3

-

一 !
” ,

苗谱记为 “ :
T !。

: 一 }一
: 一 !

” 。

( 9 ) 所谓
“

未查出
‘

还原 号”
,

其实不标明升降号就是还原号 (本位音 )
。

(10 ) 把苗谱中的
“

低音组
” 、 “ 中音组

” , “

高音组
” 分别标上

“
小字组

” , “
小字

一 组 ” , “小字二组 ” 是错误的
。

该文作者和评介者似乎未理解
“唱名

” 与 “音名 ” 之别
,

恕不赘述
。

(1 1) 该论文所列的 (未注明出处的 ) 苗谱的
“

音组
” 、 “音阶 ” 、 “

音阶排列
”

(含

半音阶及升降记号 ) 和所谓
“ 苗胞用苗谱写成

”

的 《忘记背后
,

努力向前 》等 3 首赞美诗歌

曲
,
以及

“

苗谱与简语对照谱例
”

中的 《务要 口L!邻舍喜悦》等11 首赞美诗歌 曲
,

均可从二十

世纪初出书过
, 19 8 8年又重印的歌集和早期出书过

, 1 9 8 3年又新编出版的歌集中见到
。

但作

者却不加注释
。

不难看出该获奖论文有两个特点
:

¹ 凡正确的部分
, 9。肠都是从 书上抄下来的

,

或早已出书了的
,

将其视为 己见
。

º 凡 自称
“

从某些苗族老人 口述中得到
,

进行综合
、

加以推测的
” ; 说成精心研究 10余

年才完成
。 ”

这部分
,

可说 90 肠是不正确的
。

(三 ) 余 话

中为年轻的民族音乐工作者
,

在调查研究中
,

难免有不确切
、

不全面
,

甚至有缺点
、

错

误
,

是可理解的
。

但作为修改者和评介者
,

就该慎重些
,

客观些
,

实事求是些才是
。

若 自己

,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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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调查研究
,

一无所知
,

竞以 自己是这方面权威姿态轻率地乱吹捧
,

说什么
: “

这是一件值

得多么庆幸的事
。

是项神圣的工作
。

显示出特殊的价值
。

完成了一份历史资料的 搜 集 和 整

理
。

它为研究这一地区的苗族社会
、

苗族历史以及整个的苗族文化提供了可靠的佐证
,

在尚

待开垦的处女地里
,

率先奉献出了珍贵的成果
。

影响绝不止贵州
,

而是全国
,

以致对国际间

的音乐文化的交流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 ” 不实之词连篇

,

这种学风实不应提倡
。

现附我对
“
苗谱

”
理解于下

,

旨在商榷请教
。

苗谱与简谱一样
,

在一般情况下属于首调谱
,

任何一个音名都可以作为苗谱曲调的 d。
,

以什么音名为 d。便称什么调
,

称什么调只表示调高
,

不表示调式
、

调性
。

苗谱的音符是苗文字母
,

选作音符的苗文字母本身发音接近国际音阶唱名
。

简谱则无此

要求
,

随便按次序抽出七个数字来
,

给它们命名为 d 。
、

re
、

m i..
·

⋯唱名即可
。

分释如下
:

¹ 苗谱
、

简谱音阶对照
。

苗文字母
: 丁 3 c 厂 S 』 t , ‘

发 音 :
得 热 咪 否 瑟 勒 特 得

唱 名 ; d o r e m i f a 5 0 1 i a t i d o

简 谱 : 一 2 3 4 5 6 7 1

。厂
、

t T : 分别为半音
。 “ t i,’ 为 “ s i’’ 的老唱名

。

高音组以苗文第二个韵音 ttI ”
标于音符字母的右上角

。

低音组标于右下角
。

º 苗谱
、

简谱音组对照

下 : 3 : 。: 厂 ; s , L : t :
, 3 。 厂 5 L t 丁 ’ L ’ t l

2 3 4 5 6 7

⋯ ⋯
2 3 4 5 6 7

3 ’ 。 1 「 二 5 1

2 3 4 5 6 7

谱谱简苗

又一—一—
一 / \ - - -

一
-
-

一——
/

.

、- 一
、

一
、 一一

.

一 - 夕

低音组 中音组 高音组

各音之间的关系
: 。至厂和 t至 ,

: 的距离是相隔半音
,

其余各音相隔全音 (两个半音 )
可用阶梯来表示

。

» 苗谱
、

简谱半音阶对照
:

n 二 # ,

升号
。

l= b ,

降号
。

公
《 n

‘

黔
石‘ 占

d 枯
b7

占 护5

、
亚晰七

尸

一4

¼苗谱的间隔号

苗谱的节拍和音符的时值
,

均由各间隔号决定
,



(
:

) 首
、

末拍间隔号
。

用子
一

首拍音符之后和末拍音符之前
。

如
“
1,

:
了 , 。 : 。 !

”

(11 1 3悠))
。

(心 中间拍间隔
一

号
。

用于中间第二
、

三拍音符之间
。

(见前例 )

‘
·

) 二 分之
~

一

拍间隔号
。

用于两个半拍音符之间
。

如 “ 。
,

s :

厂矛
· ·

⋯
”

了: 。 4 2..
·

⋯ )

(
,

) 四 分之 一伯间隔号
。

用千两 个
、

四 分之
‘

冲音符 卜间
。

如 : “ 5
·

!
_ ,

卜
:
!_

, 。
·

3 ”

〔乡些
_

封竺 )

(
· ,

) 四分之三拍间隔号
。

少月于前音符占四分之三拍
,

后音符占四 分 之 一 拍
一

六符之

间
。

如
: tt s · ,

了
:

一
,
3 ,,

(1
, 5 2 , 2 )

(
·

丁 1) (
0 1 }) 表示末半拍d o 。

〔
:
了 !) (l {) 表示末一拍 doo

叫丁
:
了 1

”

(11 1 1) 表示首末各 一 拍
,

此小节共两拍
。

“

!了
:
一

:
下 !

”

(!川 ! ) 表示首末各一拍
,

再加中间一拍
,

此小节共 3 拍
。

“
!T

, 。咭
,
了 !

”

(11 3 2 1 ) 表示首末各一拍
,

再加中间两拍
,

此小节共 4 拍
。

“

}了
,

引 。 ,
了

, s
!
”

(! 1 2 3 1 5 }) 表示首末各一拍
,

再加中间 3 拍
,

此小节共 5 拍
。

(可视为前2拍加后 3拍 )
“

! ,
:
3

: 。 !3
:
3

:
了 !

”

(!1 2 3 2 2 1 }) 首末各一拍
,

加中间4拍
,

此小节共 6拍
。

(亦

可视为 3拍加 3拍 )
“
1丁

·

T
, 3

·

。 , 3
·

T IS
,

广
, “广1 。

·

「
,
3

,
3 !

”
( 旦 婴 卫1 5 4 丝 34 2 2 1) 此小节共

9 拍
。

(可视为 3 个 3 拍相加
。

)
“
一

” 延长号
。

记在一拍位置上便延长一拍
,

如
“
!
一

1下
, 。 {

”
( ! 2 一 1 3 }) 表示 ,

(
r e

) 延长一拍
,

记在半拍位置上
,

便延长半拍
。

如
“
13

,

一 丫 1 )
,
下 !

”
(} 2

·

生 3 川 ) ;

“
}下

·

T
:

一 丁 !
”

(! 1 1 1 !)表示延长半拍
。

尸. 、
“

卜
:

一 1
一

,

L
: s
}
”

( 5 一色旦5 ) 延长

“
}下

:

一
:

一 1一
:

一
:

一
,

一 !
”
(! 1 -

一
½ 苗谱的休止符

。

1

普
拍

一 !)延长5拍
,

共6拍
。

在某一节拍位置里
,

不记任何音符
,

此处便是歌曲的休止
。

或休 止 符 所 在 处
。

如 :

"

}T
: 1 3 , 。 !” ( ! 1 0 2 3 !) 第二拍休止

。

尸, 、 尸、
、

“

—
”

(尸气
、

) 连线
。

如
“
】3

_ ·

2 :

足 l夕二上兰旦上
_

( 2 3 2 3生 3 )
。

表示连线内的音

要唱得圆滑些
。

¾其它
。

苗谱在标明调高 ( 以什 么音名为d 。 ) 时
,

用国际音名C
、

D
、

E
、

F
、

G
、

A
、

B ,

和国际

升降记号
“ # ” 、 “ b ” 。

标升降号以老式标法
,

即标在音名右上角
,

如
: E 七 , F 牡

·

,. 一
。

“ J不” 音 “商 ” ,

意为调
。

如
: “ E

‘

砚J” 即 “
降E 调

, ” 或 “ 1 = ”E ” 。 “ F灯气
”

即 “
升

F调 ” ,

或 “ l 二
‘F ” 。

“
△怡不J不” 音

“
稍让商

” ,

即 “ 四部合唱
” 。

四部合唱歌曲标调高时
,

可省掉一个
“ J:’’

。

连写为
“ E

‘

△
“3气J气” 。

(作者单位 ; 贵州省歌舞团 ) (责任编样 : 杨世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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