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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曲/曲牌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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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曲所用之音階

正線

音階：又叫合尺線，以sol和
re兩個音作為旋律進行的骨
幹音

調式基本是七聲音階：合、
士、乙、上、尺、工、反、
六、五

音高約與 C 調相等(上音比
C 音略高，有時是 C#)

反線

音階：又叫上六線，以do和
sol兩個音作為旋律的骨幹音，

調式基本是七聲音階：上、
尺、工、反、六、五、乙、
生

音高約與G調相等(上音比 G 

音略高，有時是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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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反線

又稱苦喉

定弦與正線相等

音階：合、士(少用)、乙、上、尺、工(少用)、反、六，

調式基本是五聲音階，常用(sol ti do re fa)，

旋律以偏低的ti和偏高的fa為骨幹音，mi和la少用

專門表現哀怨凄苦之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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梆黃
板腔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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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劇：板腔音樂 / 板腔體

別名：「齊句過門體」；行內稱「梆黃」

分為梆子腔、二黃腔

特色：並無固定旋律，由撰曲家以既有格式
先寫曲詞，再由演員以「依字行腔」的方式
設計並唱出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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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詞結構

以七字、八字和十字句為基礎

七字句分兩頓 (4+3)；八字句分三頓 (4+2+2)；十
字句分四頓 (3+3+2+2)

可加上「襯字」（又稱「臘字」）成句

分上下句

上句以仄聲字為結句字；下句以平聲字為結句字

一般下句的結句字押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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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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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工滾花：結構

節奏：散板，無板無叮

平喉：上句收「尺」，下句收「上」

子喉：上句收「上」，下句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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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工滾花：結構

鑼鼓點 → 旋律序 → 第一句 → 旋律序(過門) →

第二句 → 鑼鼓點

句格有：

七字句

八字句

十字句

七字偶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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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序

「上字序」：工六尺工上 (m s r m d)

「六字序」：尺上反工六 (r d f m s)

「合字序」：(六字序低八度)

「尺字序」：工士上工尺 (m l,d m r)

上一句(板腔體) 唱詞之結句音決定用那個旋
律序

香港教育大學 梁寶華



偶句例子：《帝女花》之〈相認〉

【世顯悲咽白】宮主

【滾花下句】「上字序」(工六尺工上) (你)清修縱可成仙佛，(可
憐)先帝桐棺(尚未)入(葬)皇陵(上)。。

「上字序」紅魚(只可)敲出斷腸音，(難把)破碎山河重修整(尺)。

【長平滾花下句】「尺字序」(工士上工尺) (對)一載青燈和杏卷，
到此方知劫後情(合) 。。

「合字序」(尺上反工合) 觀音懶得拾殘棋，孝女(都)未應長養靜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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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線(十字句)中板

為梆子體系內中板之一種

節拍屬一板一叮

反線，約等於 G 調

情緒可激昂，可幽怨，也可為平淡的敍述

為現今粵劇唱段常用曲式，簡稱「反線中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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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格

基本字數每句十字

分為四頓

首三字一頓，次三字一頓，其次二字一頓，末
二字一頓

第四頓末字必須押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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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句音

平子喉一樣

上句收六

下句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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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詞與節奏結構

第 三 頓 

叮板 ╳ 、 ╳ 

唱詞    

 

第 一 頓 

叮板 、 ╳ 、 ╳ (L ╳) 

唱詞       

 
第 二 頓 

叮板 、 ╳ L 

唱詞      

 

第 四 頓 

叮板 、 ╳ L ╳ 

唱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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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一：玉梨魂 (薛覺先)

(反線中板)

斷腸詩，斷腸詞，(試問)寧堪再看。

怨玉人，何命苦，(辜負此)裙下癡
郎。。

相思債，幾時完，(我已)難堪苦況。

問沈腰，能幾瘦，(已盡)珠淚千行。。

花有恨，燕無家，

(直轉花)

同是一樣淒涼慘愴。

我空為紅樓憑弔，誰料我比寶玉更情
傷。。

淚灑西風，絞不盡情絲萬丈。

寒衾染淚，抱恨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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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梨魂 反線中板 句格分析

叮板 、 X 、 X ﹂ X 、 X ﹂ X 、 X ﹂ X ﹂ X

1 2 3 4 5  6 7 8 9 10

斷 腸 詩 斷 腸 詞 (試問) 寧 堪 再 看

怨 玉 人 何 命 苦 (辜負此) 裙 下 癡 郎

相 思 債 幾 時 完 (我已) 難 堪 苦 況

問 沈 腰 能 幾 瘦 (已盡) 珠 淚 千 行

花 有 恨 燕 無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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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二：蝶影紅梨記 (1:14:30)

（反線中板下句）有一首寄情詩，寫在桃箋上，傳遞在梅花觀，訂交在錦官城。。佢
話斜倚碧紗櫥，題盡相思句，不見相思人，染下相思病。喎，有一首話燈昏夢難成，
繡閣憐孤另，熏櫳難取暖…… 

（素秋一路聽一路又羞又苦一路作回憶情不自禁接唱下句）垂淚到天明。。（包一才）

（汝州食住一才白）咿，姑娘，點解你會咁順口續埋落去呢？我呢首詩從來未有俾人
見過?

（素秋苦笑白）哦，秀才，我都系估估下咋，而且閨閣情詩，大多如此。

（汝州白）哦，原來你系斷估?呢呢呢，呢一首就最不祥叻（續唱）佢話命薄是桃花，
紙薄是人情，今日紙上桃花，薄似秋娘命。最後一首寄心聲，寫在紅羅帕。

（素秋接唱）怕花逢災劫後，雨露永難承。。（包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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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影紅梨記：反線中板 句格分析

叮板 、 X 、 X ﹂ X 、 X ﹂ X 、 X ﹂ X (﹂

X)

1 2 3 4 5  6 7 8 9 10

(有一首) 寄 情 詩 (寫在) 桃 箋 上 (傳遞在) 梅(花) 觀 (訂交在

)

錦(官) 城

(佢話) 斜(倚) (碧) 紗 櫥 (題盡) 相 思 句 (不見) 相(思) 人 (染下) 相(思) 病 (喎)

(有一首話

)

燈(昏) (夢) 難 成 (繡閣) 憐 孤 另 (熏櫳) 難(取) 暖 (垂淚) 到(天) 明

(佢話) 命(薄) (是) 桃 花 (紙薄) 是 人 情 (今日紙上) 桃 花 (薄似) 秋(娘) 命

(最後一首

)

寄 心 聲 (寫在) 紅 羅 帕 (怕花逢) 災(劫) 後 (雨露) 永(難)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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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女花 上表

（反線中板念表章下句唱）臣不可佔君先，父不能居女
後，此乃倫理綱常。既念帝女花，何不念先帝遺骸，尚
寄在茶庵，未入皇陵葬。帝女縱堪憐，太子是前朝骨肉，
問清帝何以重女薄兒郎。我欲受皇恩，哭君父流浪泉台，
憎見舊宮廷，掛上鴛鴦榜。我欲謝隆情，痛骨肉仍歸臣
虜，羞牽鸞鳳帶，怕對合歡床。（催快）新帝慈悲人間
罕，劈開金鎖放弟郎。（滾花）佢話先安泉台父，後釋
在囚人，然後百拜入朝共舉齊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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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女花 上表 反線中板句格分析

叮板 、 X 、 X ﹂ X 、 X ﹂ X 、 X 、 X ﹂ X 

 1  2 3   4 5  6  7 8  9 10   

(臣不可) 佔  君 先  (父不能) 居 女 後 (此乃) 倫 理  綱 常   

(既念) 帝  女 花  (何不念) 先(帝) 遺 骸 (尚寄在) 茶 庵 (未入) 皇(陵) 葬   

(帝女)  縱  堪 憐  (太子是) 前(朝) 骨 肉 (問清帝) 何 以 (重女) 薄(兒) 郎   

(我欲)  受  皇 恩  (哭君父) 流(浪) 泉 台 (憎見) 舊(宮) 廷 (掛上) 鴛(鴦) 榜   

(我欲)  謝  隆 情  (痛骨肉) 仍(歸) 臣 虜 (羞牽) 鸞(鳳) 帶 (怕對) 合(歡)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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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奏方式：拍和與追腔

拍：指擊樂打基本拍

和：以旋律樂器｢和唱｣

追腔：樂師先看曲詞，估計唱腔，聽唱家，再模仿唱腔，
並在結句音完結。

（允明白）拾巾之人嘛，老儒生何只認識，我共佢朝同起，
晚同睡，同抬而食，同書而讀添。

（禿頭中板下句）我地篤似范張交，情深如管鮑，志同道
合，似子期遇伯牙。堪嘆老儒生，十年窗下把經研，憎命
文章，偏無價。枉我讀破萬卷書，依舊年年落第，自恨青
襟難換，更恨白眼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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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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