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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漢語是一種聲調語言，自古以來，語言聲調與音樂曲調的諧合關係，即受到

相當程度的重視。《尚書‧堯典》所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即道出詩歌和言語之間相互依存的緊密關係。歌謠的旋律若違反了語調的規範，

即破壞了語感的自然，甚至可能造成語意的混淆。相對地，太過牽就語言的聲調，

則無法展現音樂的曲折迴旋之美。語言聲調與音樂曲調的諧合程度，考驗著詞曲

作家以及演唱家的功力。 

所謂詩樂諧合，是指歌謠在創作或演唱時，能夠兼顧音樂旋律和語言聲調的

高低升降態勢，而使兩者趨於一致，不致因為曲調旋律的限制而破壞聲調的辨義

功能和自然語感的一種搭配狀態。 

詩是美化的語文，歌是美化的詩篇。詩歌的口頭表現講究字正腔圓，字正腔

圓的基本要求在於發音的準確。文章朗讀要求發音準確，歌唱何獨不然？歌唱要

求聲韻準確，聲調何獨不然？然而，因為語言聲調和樂音的高低，性質極其相近，

近代漢語創作歌謠，往往為了樂音上的優美，而犧牲了語言聲調的本質。 

傳統漢語歌謠，其實並非如此。本文擬以台灣閩南語、客語以及香港粵語歌

謠為例，說明漢語歌謠的詩樂諧合性，並進而探究其創作要領。 

 

關鍵詞：聲調、詩樂諧合、閩南語、客語、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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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漢語是一種聲調語言，自古以來，語言聲調與音樂曲調的諧合關係，即受到

相當程度的重視。《尚書‧堯典》所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即道出詩歌和言語之間相互依存的緊密關係。歌謠的旋律若違反了語調的規範，

即破壞了語感的自然，甚至可能造成語意的混淆。相對地，太過牽就語言的聲調，

則無法展現音樂的曲折迴旋之美。語言聲調與音樂曲調的諧合程度，考驗著詞曲

作家以及演唱者的功力。 

台灣的國語流行歌曲，絕大多數並未關注及此。閩客語的歌謠，則有部分仍

然保留這種傳統風格。本文分別透過台灣閩南語流行歌、客家山歌和香港粵語流

行歌來說明詩樂諧合歌謠的本質意義，並分析其創作要領。內容除前言和結論

外，分別從詩樂諧合的意義、相關文獻回顧和實際曲例分析等角度加以探究。 

2. 詩樂諧合的意義 

2.1 語言聲調與音樂曲調的配合 

駱嘉鵬(2010:361)說明： 

所謂詩樂諧合，是指歌謠在創作或演唱時，能夠兼顧音樂旋律和語言聲調

的高低升降態勢，而使兩者趨於一致，不致因為曲調旋律的限制而破壞聲

調的辨義功能和自然語感的一種搭配狀態」。 

歌謠之美，除了歌詞以外，主要是靠旋律和節奏的變化來呈現；平鋪直敘的

口語，無法充分展現音樂之美。然而漢語是一種聲調語言，歌詞的聲調和歌謠的

旋律，存在相對而又相成的關係。聲調的區別特徵，在於語音的高低升降，它和

音段一樣具有辨義作用。歌謠旋律若違反了語調的規範，就跟咬字不清一樣，將

造成內容理解的困難，這在聽者沒有書面歌詞或不識字的條件下，問題將更加嚴

重1。進而言之，違反自然語調的音節，即使能夠根據前言後語來推敲語義，也

往往會讓人產生不「搭調」的感受。 

詩樂諧合與歌曲是否悅耳動聽是兩回事，詩樂不諧並不表示歌曲旋律不夠優

美，而是意指詞曲搭配的結果違反了自然口語高低升降的規範。例如以相同旋律

配上不同的台灣閩南語歌詞： 

                                                 
1 流行歌曲不看歌詞往往難以理解其內容，理由即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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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論歌詞含意，純就音調而言，前句「受」字在整句話中是最低音沒問

題，但其後接個高一點的音階，則有升調的感覺，聽起來就像是「仇siu12」的

本調而不是「受」的自然變調了。「風」高於「受」沒問題，但語調應與「雨hoo22」

本調同高，卻配得比較低。「雨」字是個中平調，卻配個降升調，就像是「虎湖

hoo33oo12」兩個字的連音變調。「吹」的變調應比「落」的變調高卻配得一樣

高，「落」的變調應比「地」的本調低卻配得比較高，這些都是詩樂不諧的實例。

若以「予風颱掃一下險落地」來配這個旋律，便與自然語調完全吻合了2。 

漢語的聲調對於歌謠創作而言，是一種啟發，也是一種限制。就先寫詞後譜

曲的歌謠而言，若作曲者具備詩樂諧合的理念，只要按照語調的高低升降，就能

夠自然地譜成曲子。當然旋律是否悅耳，就得看作曲者的功力了。早年劉福助唱

紅的許多名曲，如「一年換二十四个頭家」、「行行出狀元」，以及葉啟田唱的

「愛拚才會贏」、江蕙唱的「家後」等，都是典型的實例。至於套用既成曲調的

作詞者，若要達到詩樂諧合的標準，則必須字字考究語調是否與原曲旋律相合，

無疑是一大挑戰。以下列台閩語來配軍樂〈起床號〉，就是一個例子： 

從上例歌詞語意的不連貫，可以看出這種創作方式的困難。 

此外，還有一些傳統歌謠，各自具備一些基本調式，但又容許演唱者略加修

飾，仍不失原曲風味。說唱歌謠的創作，多半屬於這種類型。如此即可讓詞歸詞、

曲歸曲，各自創作，只要在演唱時選擇適當風格的曲子，更重要的是，針對語調

和曲調不合的部分，略微調整音高，或加上裝飾音，就可以唱出詩樂諧合的歌謠。 

詩樂諧合的歌謠可以讓聽者自然地掌握演唱者的歌詞含意，而要避免流於語

                                                 
2 按：後句「落」字應讀「lak21」的變調「lak33」，與前句讀「loh32」的變調「lo11」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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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單調乏味，則有賴虛詞穿插其中，自由迴旋，來豐富歌謠的音樂性。此外，

音樂的間奏，以及部分語調的轉折，在不影響理解的原則下略做調整，也是常見

的修飾技巧。 

2.2 詩樂諧合的彈性 

依照上述，可知「詩樂諧合」的意義，主要在於語言聲調與音樂曲調高低升

降的配合，以便使聽者能夠聽音辨義，不致造成誤解，抑或違反語感的自然。但

音樂可說是美化的語言，兩者仍有所區別。為達到美化的需求，有時會透過音程

的調整、焦點的強化、尾音的弱化以及音勢平順化等方式來處理。這些變通技巧

造成的效果，雖與自然口語的聲調不完全吻合，但仍不會影響聽者在聲調特性方

面的語感，從這個角度來看，仍然算是符合「詩樂諧合」標準的。 

3. 相關文獻回顧 

關於漢語詩樂諧合的相關理念，歷來學者多所關注；但具體提出研究方法及

相關樂曲創作技巧者，其實並不多見。以下分別說明王振義、駱嘉鵬和徐碧美的

主要研究成果。 

3.1 王振義(1983, 1984a, 1984b) 

王振義(1983:53)提出： 

「影響中國音樂風格和美學觀念的因素在語言。語言本身就具有強烈的音

樂性，音樂曲調順應語言聲調的高低長短抑昂頓挫，兩相諧和，可以說是

個民族歌唱的基本原理與要求。就這意義說，語言影響音樂風格是命定

的。」 

王振義(1984b：107)認為： 

「語言影響音樂曲調的因素，不外乎語言聲調的音高(前後聲調相對的高

低關係)、音勢(聲調的動向趨勢，如出聲後上揚或下曳或平直)、音強(輕

重強弱)、音長(長短)四項。其中音高與音勢最重要，合樂與否，主要就是

看音樂曲調是否解決語言聲調的這兩項性質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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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駱嘉鵬(2010, 2014)  

駱嘉鵬以黃秋田唸歌《李三娘》為例，將全劇唱詞 7,244 字建檔，採用調

位分析法3，逐字分析其唸調與唱調調位，再利用 Excel 軟體歸納統計，以探討

語言聲調與音樂曲調諧合的策略，並進一步提出具體的研究方法： 

對於唱調的分析，可以仿照語言調位的分析方法，將每個歌詞的唱調化約

成三度音高；只要關照字音的升降趨勢，和前後音之間的高低對比即可，

而不必固著於音程的大小或頻率的高低。 

所謂調位分析法，就語言聲調而言，即是將分析輔音和元音的音位理論，套

用到聲調的分析；對於任何一種聲調語言，端視其變義功能的需要而決定音高的

度數。台灣閩客語主要腔調都只需要高中低三度，因此只用 3、2、1 三個數字

來標記調職的高低變化；粵語需分四度，就用 4、3、2、1 四個數字來標記。 

至於歌謠唸唱的調位，則配合該語言聲調調位的度數，充分記錄其高低升降

的變化即可，而不必固著於音階的高低。例如：「李三娘」的台灣閩南語發音，

其唸調調位「332212」，就歌曲來說，不論是唱成「6 5 35」，或是「5 3 23」，

抑或是「3 2 12」，都可以化約成「332212」，而視為詩樂諧合的典型實例。 

本研究發現該劇詞曲調位完全諧合的比率高於八成，其餘不完全諧合的唱

調，除了純為加強音樂效果的需求而忽略語調之外，大體可以歸為強化、弱化、

高調互變和低調互變等四組類型。 

3.3 徐碧美(2013) 

徐碧美(2013)根據駱嘉鵬(2010)提出的分析模式，進一步使用 Excel 的分析

圖，將陳永淘創作歌謠的語言聲調和音樂曲調調位分色並列，鮮明地呈現兩者諧

合的實況。最後得出其歌謠詩樂諧合類型統計如下表： 

表 1 陳永淘歌謠詩樂諧合類型統計表4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細分) 字數字數字數字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粗分) 

A 符合自然語調 535 62.5 完全諧合 62.5 

B 高音化 108 12.6 
C 低音化 104 12.1 
D 擴大音程 23 2.7 
E 平調化 68 7.9 

次諧合 35.6 

G 其他 16 1.9 不諧合 1.9 

總計  856 100.0 100.0 

                                                 
3 駱嘉鵬(2010：364)。 
4 引自徐碧美(2013：98)，表格編號依本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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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碧美(2013：98)進一步說明： 

(一)高音化和低音化還是保留平調的特性，並沒有破壞原先升、降或平調

的特性。平調化則是改變平調的特性。 

(二)擴大音程沒有改變升或降的趨勢，但是音程加大了，也是某種程度

的，沒有忠實反應自然語調的升降趨勢。 

(三)平調化就是把原先上升或下降的調變成平調。升或降需要一點時間，

如果這個音剛好是在前面一個字，它占的時間很短，來不及展現升降

的特性，那麼就會平調化。一般的平調化，開頭的音會發出來，結尾

的音高來不及展現，通常平調化的音是根據開頭的音來決定平調化的

音高。 

(四)「其他」是無法歸在完全諧合與次諧合的類型，通常是作曲者為了展

現音樂的美感而犧牲了語言聲調的辨義作用的結果，例如曲折變化。 

4. 曲例分析 

漢語的詩樂諧合傳統，體現在各種不同方言的歌謠之中。本文以台灣閩南語

和客語，以及香港粵語歌謠為例，採用駱嘉鵬(2010)的調位分析法，將閩客語的

語言唸調和歌謠唱調都化約成三個調位，粵語則以四個調位處理，分別討論其詩

樂諧合性。所選曲例的歌譜參見附錄一，歌詞及其唸調和唱調調位記錄參見附錄

二，並以代碼逐字標記唸調與唱調對應的類型，其分類代碼為：Ａ 完全諧合、

Ｂ 旋律照應、Ｃ 平順化、Ｄ 中調化、Ｅ 強化、Ｆ 還原本調、Ｇ 方言變體、

Ｈ 平調化、Ｉ 其他，參見下文說明。 

4.1 台灣閩南語 

4.1.1 台灣閩南語的聲調系統 

台灣閩南語通行腔的聲調系統如下： 

表 2 台灣閩南語通行腔聲調系統表 

 調類 

調值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五度調值 44 24 51 21 33 21 32 
本調 

三度調值 33 12 31 11 22 11 22 

五度調值 33 33 44 53/51 11 44/53/51 11 
變調 

三度調值 22 22 33 32/31 11 33/32/3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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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於台灣閩南語的調值，採用三度的調位分析法。陰去變調據筆者觀

察，有後向同化的趨勢：當後字起音為低調(陽平本調、陰去本調、陽去變調或

陽入變調)時，變為 31 調，例如：少31年12、看透31透11、嫁31佇11恁兜；否則變

為 32 調，例如：怨32天33怨32地22、對32少31年12綴32你33綴32甲33老22。陰入變調分

兩類：喉塞陰入變調如同陰去變調，其餘陰入變調為 33 調。但陰去的「去」字

和喉塞陰入的虛詞「閣甲佮才欲煞……」等字音多變為高平調，而非降調。此外，

陽平另有變低平 11 調者，屬偏泉腔(俗稱海口腔)，雖非主流，尚屬常見。 

4.1.2 台灣閩南語歌謠的調位分析 

本文以鄭進一和陳維祥作詞，鄭進一作曲的〈家後〉一曲為例，分析台灣閩

南語歌謠的詩樂諧合現象。根據附錄二的記錄，本曲唸調和唱調調位對應關係統

計如下表： 

表 3 〈家後〉唸調和唱調調位對應關係統計表 

唱調 

唸調 
11 12 22 23 31 32 33 總計 

11 60  18     78 

12  11  2   3 16 

22 4  55    5 64 

31     14 11 3 28 

32      19  19 

33   8 3 4 5 65 84 

總計 64 11 81 5 18 35 75 289 

上表粗體並加底線的數字，表示唸調和唱調調位完全一致的字數，也就是完

全諧合的筆數，合計 224 筆，占總筆數的 77.51%。 

至於不完全諧合的 65 筆，推究其原因，分類統計如下： 

表 4 〈家後〉唸調和唱調調位不完全諧合類型統計表 

代碼 分類 筆數 

Ｂ 旋律照應 6 

Ｃ 平順化 22 

Ｄ 中調化 19 

Ｅ 強化 8 

Ｆ 還原本調 5 

Ｇ 方言變體 3 

Ｈ 平調化 2 

合計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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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類，參照附錄二，說明如下： 

Ｂ.旋律照應：音樂旋律，不論是否配上歌詞，經常透過樂思乃至主題的重

複，來達到前後呼應的效果。旋律的前後照應，一如詩歌的押韻，一方

面可以深化聽者的印象，又可以引發似曾相似的親切感，甚至如得我心

的喜悅。為了顧及前後旋律的照應，有時難免違反語調的自然。如本首

前後兩段前兩個樂句的前兩拍，都是由低漸高的相同旋律，所配歌詞的

語調不同，即不能完全兼顧詩樂諧合。即便如此，詞曲創作者仍盡可能

維持其平調的本質，且其調位差距皆在一度之內；從客觀的數字統計來

看，雖不完全諧合，但聽者仍不至於明顯感覺到違反語調的自然。例如：

有11一11→22日22→33咱若老5，揣11無22人22→33共咱有孝。 

Ｃ.平順化：樂音的流動，除非是刻意地強調，往往是平滑柔順的。例如：

由 La 降到 Mi，往往會以 So 為過渡音；由 Mi 升到 La，也經常以 So 

為過渡音。語言聲調則未必如此。如前述台灣閩南語陰去和喉塞陰入的

變調，其調尾音高往往趨近於後字起音，而使前後兩音構成 3233、3232、

3231、3222 或 3111、3112 的組合；但在本曲之中，後兩者多半以 3211 

和 3212 的唱調來展現，而組合成 321 的平順旋律。例如：計31→32較11、

嫁31→32佇11恁兜、少31→32年12、看32透31→32透11。此外，夾在高低兩音之間

的字音，不論其語調是高或低，也可能為了平順的要求，轉變為中調，

例如：共11咱33→22有33孝、我33會11→22讓11你先走、你33著11→22讓11我先走。

語言和音樂各自遵循自己的規律，雖看似不完全諧合，但其差距仍是相

當微細的；因此，同樣不至於影響聽者語感的自然。 

Ｄ.中調化：為使樂音柔順，避免太過高昂、太過低沉抑或變動幅度太大的

音階，往往會採用中調化的方式來處理。因此，中調化也是一種廣義的

平順化處理方式，差別在於後者是為了使前後音連成平滑的曲線，而前

者則未必與前後音階有關。例如：有啥人比33→22你33較重要、等33待11→22

轉31去的時陣若到。 

Ｅ.強化：針對語句的主題，抑或強調的重點，或者因為話題的轉換，為了

引起聽者的關注，即可能採用強化的方式來處理。強化的方法很多，除

了音強和音長之外，也可以提高音階或讓平調轉為升調。例如：食11→22

好食11→22䆀無計較、有啥人12→33比你較33→23重要、怪東22→33怪西嘛袂曉、

才33→23知幸福11→22是吵吵鬧鬧。 

Ｆ.還原本調：在台灣閩南語歌謠之中，較常見的還原本調是出現在人稱代

                                                 
5 本節曲例分析中，下標數字表示調位。有「→」號者，其前表示唸調，其後表示唱調；否則表

示唸調和唱調一致。關鍵字下劃記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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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作為主語甚至賓語時，前者通常口語讀為變調，後者則讀為輕聲6。

閩南語的聲調屬性，通常是本調強於變調，變調強於輕聲。若在自然口

語應變調而演唱時還原為本調，亦屬一種強化的處理方式。差別在於本

類僅針對違反自然口語而唱本調而言，有別於其他的強化。例如：我33→

31會陪你坐踮椅條、放你33→31為我目屎流、你33→31若無聊。 

Ｇ.方言變體：台灣閩南語詩樂諧合的歌謠，通常是以通行腔為譜曲和演唱

的標準；但有時為了音樂上的美感，抑或為了強化，甚至只是為了增加

一點變化，偶爾也會採用偏泉腔的方言變體。例如：你若無聊12→23、永

33→23遠記牢牢、人情12→23世事。 

Ｈ.平調化：升調或降調的表現，需要足夠的時間；若是時間太過短暫，即

可能僅表現其起始音高，而轉變為平調。例如：穿好31→33穿䆀無計較、

永遠31→33記牢牢。 

4.2台灣客家語 

4.2.1 台灣客家語的聲調系統 

台灣客家語通行腔7的聲調系統如下： 

表 5 台灣客家語通行腔聲調系統表 

 調類 

調值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入 陽入 

五度調值 24 11 31 55 22 55 
本調 

三度調值 12 11 21 33 11 33 

五度調值 11 ─ ─ ─ ─ ─ 
變調 

三度調值 11 ─ ─ ─ ─ ─ 

台灣客家語通行腔的變調規則僅有一條：即陰平後接陰平、去聲或陽入調

時，變為低平調，例如：山11歌12、安11樂33；其餘皆不變調。 

4.2.2 台灣客家語歌謠的調位分析 

客家歌謠的形式繁複多樣，本文僅以平板山歌〈山歌唱來鬧連連〉一曲來說

明它的詩樂諧合性，其唸調和唱調調位對應關係統計如下表： 

                                                 
6 較為保守的閩南語，人稱代名詞作主語仍讀本調，如筆者母語苗栗白沙屯腔即屬此類。 
7 本文以四縣腔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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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平板山歌：山歌唱來鬧連連〉唸調和唱調調位對應關係統計表 

唱調 

唸調 
11 12 21 32 33 總計 

11 16 2    18 

12  13    13 

21  1 12   13 

33    1 11 12 

總計 16 16 12 1 11 56 

根據上表加總，本首詩樂完全諧合的共計 52 筆，占總筆數的 92.86%。 

這種歌謠詩樂諧合比例如此之高，主要取決於兩種技巧：一是助詞虛字的穿

插，其次則是裝飾音的添加。 

就助詞虛字而言，在自然口語之中雖有規則的語調，但在演唱時，則可以自

由迴旋；如此既可充分展現旋律之美，又不致影響語義的理解和語感的自然。此

外，它還兼具一項重要的功能，就是切斷詩樂不諧的連結。 

試以本首第一句為例來觀察：「山」唱低平調，「歌」接著低升，完全吻合

自然變調的相對音高；但因其後樂曲音高下降，形成升降調，即與陰平本調不合，

此時插入助詞「lio」，即可阻斷「歌」字與後面降調之間的連結。「唱」字配該

句最高音，符合去聲調值；其後樂曲緊接著低音的曲折調，因此以助詞「na」來

搭配。「來」字配該句最低音，亦完全符合陽平本調，其後緊接著升降調，因此

再以助詞「ia」音來擔綱。「鬧」音高平、「連」音低平，搭配合宜，其後降升

調再以助詞「lio」來補足。僅有末字「連」唱低升調和語調略有不合；但隨即又

以助詞「lio」接續其後的升降調，可謂調配得宜。其餘各句也大抵如此。 

由於助詞虛字可以隨意迴旋，因此本文在分析詩樂諧合現象時，即將之排除

在比較之列。 

再就裝飾音而言，本首前後兩段搭配一樣的曲調原型。但在配合不同歌詞

時，演唱者即能即興加上適切的裝飾音，使其符合詩樂諧合的標準。試以前後兩

段第一句來比較：「山歌」變調的結果和「人生」正好相同，自然可以搭配相同

的旋律。第二段緊接著「毋」字雖屬低平調搭配樂曲的高平調，看似完全不合；

但因前後分別有「lio」和「a」兩個助詞插入，阻斷了其與前後實詞之間的連結，

即可不必比較其相對音高。「a」音延續到旋律下降時，適巧搭配「使」字降調。

「恁」音之前加上極短而略高的一個裝飾音，即可展現其降調的特質；「有」音

之前則加上一個極短而又略低的裝飾音，即可展現其升調的特質。末字「錢」配

低音，與自然語調相合；隨後升降調即又以助詞「na」音補足。其餘各句也大抵

如此。 

至於本首不諧合的 4 個音：首句末字「連」音低平而唱低升，合於話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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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提高尾音以引起注意的變體；「條」字亦唱低升調，原因不明；首段末句「轉」

字唱升降調，或許是為與上句「轉」字做對比；「賺33→32錢11」的「賺」字則合

於前述平順化的技巧展現。無論如何，其所占比例是相當稀少的。 

此外，值得附帶一提的是：和客家山歌性質相近的台灣閩南語相褒歌，以及

長篇的唸歌，其諧合實況和創作技巧亦相當類似。 

4.3 香港粵語 

4.3.1 香港粵語的聲調系統 

香港粵語的聲調系統如下： 

表 7 香港粵語聲調系統表 

 調類 

調值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上陰入 下陰入 陽入 

五度調值 55 11 35 13 33 22 55 33 22 

四度調值 44 11 34 13 33 22 44 33 22 

香港粵語陰平、陽平、陰去和陽去四個平調區別分明，因此必須採用四度調

值；本文僅將傳統五度制的高音 5 改為 4，其餘調值記法均維持不變。 

4.3.2 香港粵語歌謠的調位分析 

下文以香港粵語歌謠〈小李飛刀〉為例，說明它的詩樂諧合性，其唸調和唱

調調位對應關係統計如下表： 

表 8 〈小李飛刀〉唸調和唱調調位對應關係統計表 

唱調 

唸調 
11 12 13 22 23 33 34 43 44 總計 

11 14 2   2           18 

13 1 1 2  1     5 

22 1   10 2 1    14 

33 2   3  13   3 21 

34      3  11 1  15 

44     3  6 2 4 19 34 

總計 18 3 2 18 6 20 13 5 22 107 

根據上表加總，本首詩樂完全諧合的共計 69 筆，占總筆數的 64.49%。 

至於不完全諧合的 38 筆，推究其原因，分類統計如下： 

表 9 〈小李飛刀〉唸調和唱調調位不完全諧合類型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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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分類 筆數 

Ｂ 旋律照應 23 

Ｃ 平順化 9 

Ｅ 強化 3 

Ｈ 平調化 1 

Ｉ 其他 2 

合計   38 

以上各類，參照附錄二，說明如下： 

Ｂ.旋律照應：本首歌曲屬於AABA 式的複合結構，因此有多處相似的旋律片

段。如前所述，前後旋律的照應，往往會犧牲詩樂之間的諧合；再加上

我們以四度音高來分析粵語，這是本首詩樂完全諧合比例相較偏低的主

要原因。但就聽者的語感而言，由於在小節之內的相對音高，多半仍與

自然語調相符；因此，其諧合程度，其實亦與上述台灣閩南語歌謠不相

上下。例如：刀44→33鋒44→22冷13→12，看似三個音完全不諧，但其實「刀」

字音高，「冷」字低升，仍舊是符合自然語調的。本文分析其唱調為

332212，是為了與前後段呼應；若僅觀察此句，而分析為443313，其實

亦是合理的。 

Ｃ.平順化：本首的平順化唱調，有些是與旋律照應並行的，姑且歸入後者，

例如：亂揮刀劍無11結33→22果34→23、揮44→33刀44→22劍33→11斷盟約。也有兩

個高音緊接著次高音，為了平順而將後兩個音依次壓低的，例如：不44

知44→33錯33→22。更多見的則是平調因後接較低的音而變為降調，或因後

接較高的音而變為升調，例如：不會驚44→43怕33、幾許失44→43意33、亂22→

23揮44刀劍、更是難11→12過33、離22→23別33→44心淒44→43楚34、斷盟11→12約33。 

Ｅ.強化：因強調主題而提高音階的，例如：無11緣11→22份22→33只嘆奈何、離

別33→44心淒楚。 

Ｈ.平調化：本首僅出現一例，即：永13→11不知錯。 

Ｉ.其他：情關始終闖34→43不過，高升唱成高降調；情絲百結衝44→43不破，高

平唱成高降調；僅此兩例，原因不明。 

5. 結論 

本文闡述詩樂諧合的基本理念，說明其本質意義，以及完成此種風格歌謠的

創作要領，應可指引聲調語言歌曲創作可資實踐的途徑。 

語言聲調和音樂曲調的音階高低，看似相互衝突，但不論是先寫歌詞再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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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的自然語調來譜曲，抑或套用現成曲調來演唱新歌詞，只要善用助詞，以及音

樂上的裝飾音，其實還是有辦法兩者兼顧的。 

詩樂諧合的理念，並非要求樂曲原原本本地展現語言的聲調，而是在不違反

自然語感的前提下，發揮音樂美化的功能。 

透過本文的實例分析，可見閩客粵語都具有此類詩樂諧合的歌謠，而這類歌

謠也是廣受大眾喜愛而傳誦不絕的。 

台灣客家人普遍認為山歌只能用四縣腔來唱？並有一說：海陸先民未將山歌

帶來台灣？究其原理，可能是一般人習慣於四縣腔山歌的調子，了解山歌大多詩

樂諧合；若以海陸腔聲調歌唱，而不懂得適時加入裝飾音與虛詞襯字，自然會覺

得失去山歌詩樂諧合的原味。但若懂得依照歌詞聲調適度調整，其實任何腔調都

可以唱出具有獨特韻味的歌謠。 

此外，也有人認為中國南方語言聲調豐富，才可以做出詩樂諧合又優美動聽

的歌曲。普通話等北方語言，聲調類型少，不可能兼顧語言聲調的本質和音樂旋

律的優美，其實這也是一種誤解。對於任何一種聲調語言，只要善用本文所論的

變通辦法，都是可以兼顧語言聲調之真和音樂曲調之美的。限於時間，暫且不論，

就此停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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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歌譜 

 

1. 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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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板山歌：山歌唱來鬧連連 

 

 

3. 小李飛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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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唸調與唱調調位分析 

 

以下所記閩客粵語歌曲，各行歌詞以下兩行數字，分別代表與其上一

行漢字對應的唸調和唱調調位。唸調調位的分析，依據該語言的自然變調

結果；唱調調位則依筆者對網路影音檔該版本演唱者實際唱調分析而得。

因本文著重音高的討論，故不論長短，皆不加底線。最後一行則代表唸調

和唱調的對應類型，其分類代碼含意為：Ａ 完全諧合、Ｂ 旋律照應、Ｃ 

平順化、Ｄ 中調化、Ｅ 強化、Ｆ 還原本調、Ｇ 方言變體、Ｈ 平調化、

Ｉ 其他。 

此外，〈家後〉一首歌詞，係依照《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用字修

訂；〈小李飛刀〉歌詞第三行末「淒楚」二字，係以網站影音檔為依據，

與所引歌譜不同。 

 

1. 家後 

有一日咱若老。揣無人共咱有孝。我會陪你坐踮椅條。聽你講少年的時陣 

111122331122。11222211333311。3311223311323312。2233333112222222 

112233331122。11223311223311。3111223311323312。2233333212222222 

ＡＢＢＡＡＡ。ＡＡＢＡＣＡＡ。Ｆ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ＣＡＡＡＡ 

你有偌䔃。食好食䆀無計較。怨天怨地嘛袂曉。你的手我會共你牽牢牢。 

33111112。11311131223111。32333222111131。33223133111133222212。 

31111112。22322232223211。32333222111131。33223233111133222212。 

ＦＡＡＡ。ＥＣＥＣＡＣ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ＣＡＡＡＡＡＡＡ。 

因為我是你的家後。阮將青春嫁佇恁兜。阮對少年綴你綴甲老。人情世事 

2211331133222222。3322223331113333。333231123233323322。22123222 

2211331133222222。3211223331113333。333232123233323322。22123222 

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ＣＣ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Ｃ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 

已經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較重要。阮的一生獻予恁兜。才知幸福是吵吵鬧 

3322323111。1133123333331111。3322333331113333。3322111111333311 

3322323111。1122332233331111。3211333331113333。3322112211333311 

ＡＡＡＡＡ。ＡＤＥＤＡＡＡＡ。ＣＣ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ＤＡＡＡＡ 

鬧。等待轉去的時陣若到。我會讓你先走。因為我會毋甘。放你為我目屎 

22。331131112222221111。331111332231。221133111133。323311331131 

22。332232112222222211。332211332231。221133111133。323111221131 

Ａ。ＡＤＣＡＡＡＡＤＡ。ＡＣ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ＦＡＤ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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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有一日咱若老。有新婦囝兒有孝。你若無聊。提咱的相片。看較早結 

12。111122331122。11222233123311。33112212。1133223111。32333133 

12。112233331122。11223322333322。31222223。1133223111。32333133 

Ａ。ＡＢＢＡＡＡ。ＡＡＢＤＥＡＤ。ＦＤＡＧ。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 

婚的時陣你偌緣投。穿好穿䆀無計較。怪東怪西嘛袂曉。你的心我會永遠 

3322222233112212。11311131223111。32223233111131。33223333113331 

3322222231112212。22332232223211。32333233222231。33223333112333 

ＡＡＡＡＦＡＡＡ。ＤＨＤＣＡＣＡ。ＡＥＡＡＤＤＡ。ＡＡＡＡＡＧＨ 

記牢牢。因為我是你的家後。阮將青春嫁佇恁兜。阮對少年綴你綴甲老。 

322212。2211331133222222。3322223331113333。333231123233323322。 

322212。2211331133222222。3211223332113333。333231123233323322。 

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ＣＣＡＡＣ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 

人情世事已經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較重要。阮的一生獻予恁兜。才知幸福 

221232223322323111。1133123333331111。3322333331113333。33221111 

222332223322323211。1122332233231111。3211333331113333。23221122 

ＡＧＡＡＡＡＡＣＡ。ＡＤＥＤＡＥＡＡ。ＣＣＡＡＡＡＡＡ。ＥＡＡＤ 

是吵吵鬧鬧。等待轉去的時陣若到。你著讓我先走。因為我會毋甘看你為 

1133331122。331131112222221111。331111332231。221133111133323311 

1133331122。332231112222222211。332211332231。221133111133323211 

ＡＡＡＡＡ。ＡＤＡＡＡＡＡＤＡ。ＡＣ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ＦＡ 

我目屎流。 

33113112。 

22113112。 

ＤＡＡＡ。 

 

2. 平板山歌：山歌唱來鬧連連 

山歌唱來鬧連連。唱條山歌來結緣。老人聽轉添福壽。後生聽轉大賺錢。 

11123311331111。33111112112111。21111221122133。33121221333311。 

11123311331112。33121112112111。21111221122133。33121212333211。 

ＡＡＡＡＡＡＥ。ＡＩ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ＩＡＣＡ。 

人生毋使恁有錢。總愛子孝妻來賢。子孝妻賢家和合。可比天頂安樂仙。 

11121121211211。21332133121111。21331211121133。21211221113312。 

11121121211211。21332133121111。21331211121133。21211221113312。 

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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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李飛刀 

難得一身好本領。情關始終闖不過。闖不過柔情蜜意。亂揮刀劍無結果。 

11444444343413。11443444344433。34443311112233。22444433113334。 

11444444343413。11443444434433。23221122112233。23444433112223。 

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ＩＡＡ。ＢＢＢＢＡＡＡ。ＣＡＡＡＡＢＢ。 

流水滔滔斬不斷。情絲百結衝不破。刀鋒冷。熱情未冷。心底更是難過。 

11344444344422。11443333444433。444413。22112213。443433221133。 

11344444343322。11334444434433。332212。22112223。342322111233。 

ＡＡＡＡＡＢＡ。ＡＢＢＢＩＡＡ。ＢＢＢ。ＡＡＡＢ。ＢＢＢＢＣＡ。 

無情刀。永不知錯。無緣份。只歎奈何。面對死。不會驚怕。離別心淒楚。 

111144。13444433。111122。34332211。223334。44224433。2233444434。 

111144。11443322。112233。34332211。223334。44224333。2344444334。 

ＡＡＡ。ＨＡＣＣ。ＡＥＥ。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ＣＡ。ＣＥＡＣＡ。 

人生幾許失意。何必偏偏選中我。揮刀劍。斷盟約。相識注定成大錯。 

114434344433。11444444343313。444433。221133。44443322112233。 

114434344333。11444444343313。332211。221233。34333322112233。 

ＡＡＡＡＣ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ＢＢＢ。ＡＣＡ。ＢＢＡＡＡＡ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