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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德晖、徐沅澂

四声纪略

　　盖闻四声之分，始于齐周彦伦《四声切韵》，沈的因之作《四声类谱》

，而四声始判。梁武帝以之询周舍，舍以天子圣哲对之。至隋陆法言著《切韵

》一书，唐孙愐增损之而为《唐韵》，其学始盛行。《元和韵谱》云：平声哀

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后人为切韵而设，又分平声为

阴阳，阴平声低而悠，阳平声高而扬。樊氏《五方元音》，以阴平为上平，阳

平为下平，误矣。昔词隐先生论曲，谓去声当高唱，上声当低唱，平声当酌其

高低，不可令混。其说良然。凡唱平声，第一须辨阴阳，阴平必须平唱、直唱

，若字端低而转声唱高，便肖阳平字面矣。阳平由低而转高，阴出阳收，字面

方准；所谓平有提音者是也。上声字固宜低唱，第前文遇揭字高腔，及曲情促

急时，势难过低，则初出口不妨稍高，转腔即可低唱，平出上收。亦有上声字

面，所落低腔，宜短不宜长，与丢腔相傍，一出即顿住，所谓上有顿音者是也

。去声宜高唱，尤须辨阴阳。如翠、再、世、殿、到等字，属阴声音，则宜高

出，其发音清越之处，有似阴平，而出口即归去声，方是阴腔。如被、败、地

、动、义等字，属阳声者，其音重浊下抑，直送不返，取其一去不回，是以名

去。然初出口不妨稍平，转腔乃始高唱，则平出去收，字面方能圆稳，所谓去

有送音者是也。若出口便高揭，必将被涉贝音，败涉拜音，地涉帝音，动涉冻

音，义涉意音，阳去几讹阴去矣。俗云：逢去必滑；是送足必有余音上挑，方

是去声口气，然宜小不宜大，一有痕迹，失之穿凿矣。入声唱法，毋长吟，毋

连腔，出口即断；至紧板之曲，更宜一出便收，要无丝毫粘滞，方是入声字面

。否则，唱长则似平，唱高则似去，唱低则似上矣。惟平出可以不犯上去，短

出可以不犯平声。至于北曲无入声，派叶平上去三声中，此为词家广其押韵而

设，非为歌者而言，然词中既叶三声，歌时已无入韵。神明于北曲者，尤宜于

呼吸之间，别其为北曲之入，斯为上乘。凡此皆登歌者所宜亟讲，苟能细加体

会，四声当无遗憾，稍不经意，或卖弄大过，必致扭上作平，混入为去，虽具

绕梁，终不足取，吾愿质之同好者。

五音总论

　　按五行之在天地间，无往不具。音之有五，亦犹行之有五也。天以五行化

生万物，物各具一五行。人之五音，即合乎五行，并应乎四时，配乎五方，通

乎性情，准乎政事，动手五脏，故《宋史乐志》云：盛德在本，角声乃作；盛

德在火，徵声乃作；盛德在金，商声乃作；盛德在水，羽声乃作；盛德在土

，宫声乃作，此合乎五行也。《礼记月令》云：春其音角，夏其音徵，中央土
- 1 -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音宫，秋其音商，冬其音羽；角在东，徵在南，宫在中，商在西，羽在北

，此应乎四时，配乎五方也。刘向《五经通义》云：闻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

，闻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闻角声使人侧隐而好仁，闻徵声使人恭俭而好礼

，闻羽声使人乐养而好施。《白虎通》云：宫者、容也，含也，商者张也，角

者跃也，徵者止也，羽者舒也，此通乎性情也。《魏书乐志》云：宫为君，商

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乐记》云：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必君、

臣、民、物、事，五声各得其理而不乱，则声音和谐而无粘滞矣。此准乎政事

也。《史记乐书》云：宫动脾而正圣，商动肺而正义，角动肝而正仁，徵动心

而正礼，羽动肾而正智；此动乎五脏也。可见声音之道，感发性天，纯乎天籁

。昔者尧廷奏乐，百兽率舞，垓下闻歌，楚兵尽散，信有然也。

五音口诀

　　扬升菴曰：合口通音谓之宫，开口叱声谓之商，张牙涌唇谓之角，齿合唇

开谓之徵，齿开唇聚谓之羽。至于二变音，并因五音之中，宫与商，商与角

，徵与羽，相去各一律，角与徵，羽与宫，相去二律；相去一律，则其音和

，相去二律则其音远，故角徵之间，近徵收一律，故谓之变徵，此徵稍杀，羽

宫之间，近宫收一律故谓之变宫，比宫稍高，统谓七音。因以黄钟为宫，太簇

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后人谓

：宫音舌居中，商音口开张，角音舌缩郤，徵音舌挂齿，羽音撮口聚，与升菴

之论吻合。今摘录樊腾凤《五方元音》一则，列于后，以便初学。 

　　喉音土脾宫，如烘、荒、呼、昏、欢是也。 

　　齿音金肺商，如春、窗、初、搀、抄是也。 

　　牙音木肝角，如经，坚、交、加、姜是也。 

　　舌音火心徵，如丁、当、都、低、端是也。 

　　唇音水肾羽，如崩、班、包、奔、波是也。

音节所宜

　　正宫、宜调怅雄壮。　　　大石调、宜风流酝藉。 

　　高大石调、宜拾掇坑堑。　中吕宫、宜高下闪赚。

　　双调、宜健捷激袅。　　　道宫、宜飘逸清幽。 

　　小石调、宜旖旎妩媚。　　南吕宫、宜感叹伤惋。 

　　歇指调、宜急并虚歇。　　仙吕宫、宜清新緜邈 

　　商调、宜凄怆怨慕。　　　商角调、宜悲伤宛转。 

　　黄钟宫、宜富贵缠绵。　　越调、宜陶写冷笑。 

　　以上音节，与曲情吻合，方不失词人意旨，否则宫调虽叶，而对景全非矣

。此制谱与登歌者，所亟宜审究而体玩者也。今人常有将就喉咙，将曲矮一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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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是欢乐曲痛哭而歌，悲戚曲嬉笑而唱也。切宜戒之。 

 

 

顾误录之度曲得失、度曲十病、度曲八法、学曲六戒  

[清]王德晖、徐沅澂

度曲得失 

　　凡人声音不等，见解亦不同，或于此有所长，于彼即不能无所短。如唱得

雄壮的，往往失之村沙。唱得酝藉的，失之也斜。唱得纤巧的，失之寒贱。唱

得本分的，失之老实。唱得用意的，失之穿凿。又有专干磨拟腔调，而不顾板

眼。或又专主板眼，而不审腔调，均系一偏之病。惟腔与板两工，唱得出字真

，行腔圆，归韵清，收音准，节奏细体乎曲情，清浊立判于字面，久之娴熟

，则四声不召而自来，七音启口而即是，洗尽世俗之陋，传出古人之神，方为

上乘。以下十病，八法，六戒，乃为初学不求甚解者针砭，知音者幸勿以其浅

近而忽之也。 

度曲十病

方音 

　　天下之大，百里殊音，绝少无病之方，往往此笑彼为方言，被嗤此为土语

，实因方音乃其天成，苦于不自知耳。入门须先正其所犯之土音，然后可与言

曲。西北方音之陋，犯字固不可更仆数；南方吴音，所称犯字最少，而庚青尽

犯真文。其余各处土音，亦难枚举。愚窃谓中原实五方之所宗，使之悉归中原

音韵，当无僻陋之诮矣。 

犯韵 

　　同一方音，又有各人单犯某韵。如北人多犯支思，南人多犯江阳，只须较

正数字，其余尽可隅反。未经道破时，更正似难，一经指明，易如反掌也。 

截字 

　　一字出口，无论几许工尺，必得唱完，口不改样，至尾方收本字之韵，方

是此字音节。若中间略一张合，已将字截为两处，单字唱成叠字矣。或工尺未

完，收口太早，下余工尺，仅有余腔，并无字面，此病最易勿略，亟宜审究。 

破句

　　句法乃文理所关，切忌误连误断，割裂词旨，稍不经意，识者笑之。 

误收 

　　某字收某韵，乃一定之理，人所尽知。常有出字并不舛误，及至行腔，自

恃喉音清亮，纵情使去，遂至往而莫返，收音时信口所之，不知念成何字。此

为曲中第一大病，虽名优老伶，皆所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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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 

　　一字唱完，须交代清楚，再唱下字，方是本字之音。如出而不收，张而不

闭，是仅有上半字，无下半字，欲其入听，不亦难乎？此病与上误收，犯者极

多。然最易治，一经道破，即可立改，稍为留意，即不再犯。 

烂腔

　　字到口中，须要留顿，落腔须要简净。曲之刚劲处，要有棱角；柔软处

，要能圆湛。细细体会，方成绝唱，否则棱角处近乎硬，圆湛近乎绵，反受二

者之病。如细曲中圆软之处，最易成烂腔，俗名“绵花腔”是也。又如字前有

疣，字后有赘，字中有信口带腔，皆是口病，都要去净。 

包音 

　　即音包字是也。出字不清，腔又太重，故字为音所包，旁人听去，有声无

辞，竟至唱完，不知何曲。此系仅能喉，不能用口之病。喉音到口，须用舌齿

唇鼻，别其四声，判其阴阳，全在口上用劲，方能字清腔正。若听喉发音不用

齿颊，虽具绕梁，终成笑柄。 

尖团 

　　北人纯用团音，绝鲜穿齿之字，少成习惯，不能自知。如读湘为香，读清

为轻，读前为乾，读焦为交之类，实难俻举。入门不为更正，终身不能辨别。

然而不难，要知有风即尖，无风即团，分之亦甚易易。 

阴阳 

　　四声皆有阴阳，惟平声阴阳，人多辨之。上声阴阳，判之甚微，全在字母

别之，曲家多未议及。入声阴阳，《中州全韵》分之甚细，可以逐类旁通。至

于去声阴阳，最为要紧，轻清为阴，重浊为阳，如冻，洞、壮、状、意、义、

帝、地、到、道之类，不可不审。

度曲八法

审题 

　　曲有曲情，即曲中之情节也。解明情节，知其中为何等人，其词为何等语

，设身处地，体会神情而发于声，自然悲者黯然魂销，欢者恰然自得，口吻齿

颊之间，自有分别矣。观今之度曲者，大抵背诵居多，有一生唱此曲，而不知

所言何事，所指何人者，是口中有曲，心内无曲，此谓无情之曲，与童蒙背书

无异。从今字正音和，终未能登峰造极，此题之不可不审也。 

叫板 

　　曲牌不同，故起板各异。如集贤宾，二郎神、倾杯序、绣带儿、小桃红等

曲，起板在一二句之后。如桂枝香、解三酲、锁南枝、驻马听等曲，一二字即

起板。其未起板之前，无论几字，万不可拖长，务须连唱、快唱，使之一气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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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缓则节奏散漫，上板处不能扼要矣。须于上板之前一字，蓄势叫板，庶后

急可以自操，不受管弦束缚，否则为和我者所制，缓急焉能自主。 

出字 

　　每字到口，须用力从其字母发音，然后收到本韵，字面自无不准。如天字

则从梯字出，收到焉字；巡字则从徐字出，收到云字；小字则从西字出，收到

咬字；东字则从都字出，收到翁字之类。可以逐字旁通，寻绎而得，久之纯熟

，自能启口即合，不待思索，但观反切之法，即知之矣。若出口即是此字，一

泄而尽，如何接得以下工尺？此乃天籁自然，非能扭捏而成者也。 

做腔 

　　出字之后，再有工尺则做腔。阔口曲腔须简净，字要留顿，转弯处要有棱

角，收放处要有安排，自然入听，最忌粗率村野。小口曲腔要细腻，字要清真

。南曲腔多调缓，须于静处见长。北曲字多调促，须于巧处讨好。最忌方板

，更忌乜斜。大都字为主，腔为宾。字宜重，腔宜轻。字宜刚，腔宜柔。反之

，则宣客夺主矣。至于同一工尺，有宜大宜小，宜连宜断，宜伸宜缩之处，则

在歌者之自为变通，随时理会。 

收韵 

　　何字归何韵，乃一定之理，往往一不经意，信口开合，则归入别韵，不成

此字，实为笑谈。此条最易忽略，犯者十居八九，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歌者

盲心，听者棘耳。常有名优老伶，以此贻羞而不自觉者，皆苦于无人道破也。 

换板 

　　曲之三眼一眼，本系一体，原可无须头末眼，如《纳书楹》仅载中眼，已

足为法。盖缘头末眼本无定处，可以听人自用，今谱为初学立法，故增之为容

易地步。至换板之说，乃配宫调者，此牌板数不足，须加板方合格局，或板数

已足，须撤板以符定数，度曲到此，须将气势搬足，顺其自然节奏，褪成一板

，方无拗折之患。凡尾声叠板之下，接唱处皆然。 

散板 

　　曲之有板者易，无板者难。有板者，听命于板眼，尺寸自然合度。无板者

，须自己斟酌缓急，体会收放，过缓则散慢无律，过急则短促无情，须用梅花

体格，错综有致；有停顿，有连贯，有抑有扬，有伸有缩，方能合拍。 

擞声 

　　曲之擞处，最易讨好。须起得有势，做得圆转，收得飘逸，自然入听。最

忌不合尺寸，并含混不清，似有如无，令人莫辨。即善于用擞者，亦不可太多

，多则数见不鲜矣。 

学曲六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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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就所长 

　　人声不同，须取其与何曲相近，就而学之，既易得口气，又省气力。往往

有绝细喉咙，而喜阔口曲冠冕，嫌生旦曲扭捏者。又有极洪声音，而喜生旦曲

细腻，嫌阔口粗率者。舍其所长，用其所短，焉能尽善？是首戒也。 

手口不应 

　　初学入门，必宜手拍板眼，口随音节，方易纯熟。且板路一顺，日后不致

有舛。若自负口有尺寸，竟不拍板，或信手乱拍花点，最为误事，经久必有板

眼模糊之病。又有手虽拍扳点眼，而与口中不合，不能手口如一者。须先令其

将手习准，不至为口之累，然后再为授曲。 

贪多不纯 

　　此人之通病，颖悟者为尤甚。曲词并未成诵，板眼亦未记清，即要看谱上

笛。略能记忆，即想再排二支，此套未完，又想新曲。如此学法，焉能尽善

？且转眼即忘，必至一生之曲，并无一套完全者。切宜戒之。 

按谱自读 

　　此颖悟者之病。略解工尺之高下，即谓无须口授，自已持曲按读，于细腻

小腔，纤巧唱头，不知理会，纵能合拍，不过背诵而已。甚至有左腔别字，缺

工少尺之处，罔不自觉。而于曲情字眼，节奏口气，全然未讲，不知有何意味

？ 

不求尽善 

　　今人声歌，虽属陶情之事，然既性眈于此，为何不求甚解？苟能曲尽其妙

，亦人生快事也。何以半生所好，犹不解四声，莫辨阴阳；甚至油口烂腔，俗

伶别字，俱不更正，同流合污，有何乐趣？识者告之，反觉多事，吾不解其何

心也。 

自命不凡 

　　亦人之通病。恃自己声音稍胜于人，加以门外汉赞扬，箇中人事故，遂真

觉此中之能事毕矣。其实并未入门。此等人，于人之长处，必漠不关心，已之

短处，更茫不自解。又复逢人技痒，不肯藏拙，从此学尽词山曲海，永无进境

，实为可惜！ 

  

 

顾误录之中原韵出字诀、南北曲总说、南北方言论、南北宫调说  

[清]王德晖、徐沅澂

中原韵出字诀 

　　一东中，舌居中。　　　　　二江阳，口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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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支思，露齿儿。　　　　　四齐微，嘻嘴皮。 

　　五鱼模，撮口呼。　　　　　六皆来，扯口开。 

　　七真文，鼻不吞。　　　　　八寒山，喉没拦。 

　　九桓欢，口吐丸。　　　　　十先天，在舌端。

　　十一萧豪，音甚清高。　　　十二歌戈，莫混鱼模。 

　　十三家麻，启口张牙。　　　十四车遮，口略开些。 

　　十五庚青，鼻里出声。　　　十六尤侯，音出在喉。 

　　十七浸寻，闭口真文。　　　十八监咸，闭口寒山。 

　　十九廉纤，闭口先天。 

南北曲总说 

　　曲源肇自三百篇，《国风雅颂》，变为五言七言，诗词乐章，化为南歌北

剧。自元以填词制科，词章既夥，演唱尤工，往代末之逾也。迨至世换声移

，风气所变，北化为南。盖词章既南，则凡腔调与字面皆南，韵则遵洪武，而

兼祖中州。腔则有海盐、义乌、弋阳、青阳、四平、乐平、太平之分派。嘉隆

间，有豫章魏良辅，愤南曲之陋，别开堂奥，谓之“水磨腔”，“冷板曲

”，绝非戏场声口；腔名“昆腔”曲名“时曲”，歌者宗之，于今为烈。至北

曲之被弦索，始于金人完颜，胜于娄东，然巧于弹头，未免疏于字面，而又弦

繁调促，向来绝鲜名家。迩来词人颇惩纰谬，厘声析调，务本中原各韵，于是

弦索之曲，始得于南曲并称盛轨。于今为初学浅言之：南曲务遵《洪武正韵》

，北曲须遵《中原音韵》，字面庶无遗憾。唱法北曲以遒劲为主，南曲以圆湛

为主。北曲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词情多而声情少；南曲字少而调缓，缓处

见眼，词情少而声情多，故有磨腔弦索之分焉。至于南曲用五音，北曲多变宫

变徵。南曲多连，北曲多断。南曲有定板，北曲多底板。南曲多于正字落板

，而衬字亦少。北曲衬字甚多，皆可一望而知者也。

南北方言论 

　　方音之不同，或误于不分母，或误于不分韵。如北音尖团倒置，则香、厢

、姜、将、羌、枪之类，无所区别。南音虽辨尖团，而于商、桑、章、臧、长

、藏之类，亦不能分。此母不分也。北音于陈、程、银、盈、勤、檠、神、绳

、林、灵、贫、平、民、鸣、亲、青、宾、兵、奔、崩、根、庚、真、蒸、新

、星、贺、货、个、过等字，分之甚细，南或合而为一；南于馒、蛮、剜、弯

、官、关、潘、攀、般、班、坚、艰、贤、闲、延、颜等字，分之甚清，北或

合而为一。此韵不分也。又如详、徐、鼠、初四字，北音读邪洋、邪于、审五

、穿乌切，皆与等韵同。南音则读晴阳、全鱼、喘武、村舒切，皆与等韵异。

又如诗、书、知、朱、城、池六字，南音则读如思、苏、兹、租、层、慈，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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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之显者。如年、娘、女三字，北音舌舐上腭而出，南音则舌舐下腭，疑北

方为土音。幸词隐先生追考正韵，穷源到底，而土音之冤始辩，此不同之微者

。其余天下之大，百里异音，即南与南，北与北，亦有大相悬绝之处，何可胜

言哉。 

南北宫调说

　　宫调之说微渺矣，周德清习焉而不察，沈词隐语焉而不详，其杂见于历代

韵书者，笔难殚述。第撮其要：盖古以十二律乘七音，得八十四调，复以律自

为经纬乘之，得百四十有四声。后世不胜其繁，减去徵音及二变，省 为四音

，乘十二律为四十八宫调。自宋以后，仍不能具存，而仅存《中原音韵》所载

六宫十一调，曰：仙吕宫，南吕宫，中吕宫，黄钟宫，正宫，道宫，大石调

，高平调，般涉调，歇指调，商角调，双调，商调，角调， 宫调，越调，总之

所谓十七宫调也。自元以来，北亡去道宫、歇指调、角调、宫调，南亡去商角

调，仅存十二宫调，惟北曲用之。南曲又变为九宫十三调，尽去宫声不用：其

中所列仙吕等六宫，皆呼之调。盖以仙吕为一 宫，羽调附之，正宫为一宫，大

石调附之，中吕为一宫，般涉调附之，南吕为一宫，黄钟为一宫，越调为一宫

，商调为一宫，小石调附之，双调为一宫，仙吕入双角为一宫，共十三宫调

，变之最晚。调有出入，词则略同 ，而与十七宫调，不妨并用者也。 

顾误录之声调论、工尺即反切论、头腹尾论、红黑板论、衬字论、尾声论、曲

中厄难  

[清]王德晖、徐沅澂

声调论 

　　古制律吕，阴阳各六。其生声之理，阳律六音而继以半律，阴吕六音而继

以半吕，各得七声，至八而原声复，是律吕虽有十二，而用之于七也。五声二

变，合为七音。近代用工尺等字以名声调，四字调乃为正调，即宫音也。是调

皆从正调而翻。七调之中，乙字调最下，上字调次之，五字调最高，六字调次

之。今度曲者，用工字调最多，以其便于高下。惟遇曲音过抗，则用尺字调

，或上字调。曲音过哀，则用凡字调，或六字调。今谱中心吕调为首调。工尺

调法，七调俱备，高不过五，下不过乙，旋宫转调，自可相通。 

工尺即反切论 

　　反切始于魏孙炎，其实出于西域梵僧。以两字相合而成一声，上字为母

，取其反母，故谓之反；下字为韵，以其切韵，故谓之切。《礼部韵略》云

：音韵展转相协谓之反，亦作翻；两字相摩以成声谓之切，其实一也。盖取反

覆切摩以成音之义也。愚谓曲之工尺以度其音，犹字之反切以得其韵，如曲中

有二工尺之字，乃天然反切，绝无纤毫假借。即字用一工尺者，亦出口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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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收音之字，与反切吻合，不殊此理。至工尺多者，无论几了，试去其中间

工尺，只取首字之音，与末字之音，合而读之，即本字之反切也。出乎天籁

，毫发不差，如明皙其理，尚有未准之字音乎？ 

头腹尾论 

　　字各有头腹尾，谓之声音韵。声者出声也，是字之头；音者度音也，是字

之腹；韵者收韵也，是字之尾。三者之中，韵居其殿，最为重要。计算磨腔时

刻，尾音十居五六，腹音十有二三，若字头之音，则十且不能及一。盖以腔之

悠扬，全用尾音，故为候较多，显出字面，仅用腹音，故为时稍促。至于字头

，乃几微之端，发于字母，为时曾不容瞬，于萧字则似西音，于江字则似几音

，于尤字则似衣音，即字头也。由字头轻轻发音，渐转字腹，徐归字尾。其间

运化，既贵轻圆，犹须熨贴，腔里字则肉多，字矫腔则骨胜，务期停匀适听为

妙。 

红黑板论 

　　板，即古之拍也。魏晋之代，有宋织者善击节，始制为拍，唐黄番绰造为

之。盖凡曲句有长短，字有多寡，调有紧慢，一视板以为节制，故谓之板眼。

初启口即下者为实板，亦曰劈头析板。字半下者为掣板，亦曰腰板。声尽而下

者为截板，亦曰底板。场上前人唱前调末一板，与后人接唱次调头一板，齐下

为合板。此古法也。后人分板为五：、为头板，┕为腰板，─为底板；三者皆

为正板。×为头赠板，│×为腰赠板。叶广明《纳书楹》分之最细，俗称红黑

板。是以正板为红板，赠板为黑板也。惟南曲用之。大抵红黑间用，无论何样

板起，末字必须红板住也。次曲抽去赠板，取其便易，如首次曲牌名俱同，再

次曲可以抽板矣。有赠板中唱散板一句者，或赠板中忽唱无赠板者，又或末二

句唱无赠板者，此皆演家取其便处，并非正格。至于浪板，原为跌宕曲情而设

，虽清唱亦不可少，如《活捉》、《思凡》、《捞月》、《罗梦》之类，被统

索者，皆宜用之；但要审度音节，不可滥用耳。 

衬字论 

　　古诗余无衬字。曲之有衬字，犹语助也。凡对口曲，不能不用衬字，以畅

达文理，而不可当作正文。俗谱不能辨别，将衬字亦下实板，致主客不分，体

格错乱，句法参差，后人认作实字，袭谬承讹，伊于胡底。 

尾声论 

　　尾声乃经纬十二律，故定十二板。式律中积零者为闰，故亦有十三板者。

句仅三句，字自十九字至二十一字止，多即不合式矣。如《四梦》传奇之尾声

，多不入格局，至有三十余字者。度曲不顾文义，删落字句，遵依尾声格式

，则两失之矣。 煞尾论 北调煞尾，最为紧要，以之收拾一套之音节，结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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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之文情。宫调既分，体裁各判，在仙吕调曰赚煞，在中吕调曰卖花声煞，在

大石角曰催拍煞，在越角曰收尾。诸如此类，皆秩然不紊。至于庆余，乃诸调

煞尾之别名，用者寻其本而自得之。 

曲中厄难 

　　听曲者，须于字面腔调，及收放齿颊之间：辨歌者工拙，若一闻喉音清亮

，便击节称赏，人早知其为门外汉矣。或有并不听歌者优劣，稍记曲词，即从

旁随声附和，其声反高于歌者之声，不容歌者尽其所长。又或强作解事，信手

代拍板眼，以致歌者节奏不能自主。甚至从旁喧哗哄闹，行令猜板，以及烟气

薰人，使吹唱者气咽不能张口，凡此皆是曲中厄难。遇此等时，只好停歌罢吹

，不必免强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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