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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滇南彝族的吃火草烟，是一种男女相互对答酬唱的大型音乐活动(不但在歌
词字数%排列与押韵上，有着繁复严格的规定，乐曲结构也被区分成不同唱腔%段落与形
式(此外歌唱本身，更可以独唱%对唱%舍腔%桠腔等多种方式进行(其中的桠腔，是歌
者对主唱者歌词内容的反馈行为，通常出现在主唱者赞美挑逗的歌词句子堆叠到一定程度

之时，具有相对的固定性(另外，桠腔旋律也具有一定的轮廓形态，呈现着下行的走向，
并与主唱者的上行倾向旋律型相对应，形成了分离式的复音声响(此种复音虽然并非有严
谨声部音程区隔与节奏参差，但其不仅呈现了复音现象，亦展示了彝族人的复音概念(而
造成这种复音的根本原因，正是吃火草烟活动中，歌词内容本身所引发的男女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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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彝族有 "，\!#，$)$ 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 &+ (’$"f，为全国

人口数排名第六的少数民族(!彝族人口分布广阔，支系众多，各支系间的音乐形态差异颇大(其中
位于滇南红河州一带彝族人的一项音乐活动###吃火草烟，是一种被国人广泛认识，充斥长篇歌谣
的传统社交活动(桑德诺瓦在其!中国少数民族民间音乐舞蹈鉴赏! ( %&&\) 一书中，对于中国多
个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进行了介绍，书中利用长达 ( 页的篇幅，"特别说明这种社交活动及其音乐状况(
是整本书内介绍彝族音乐段落中，最为详实的部分(

在吃火草烟活动中，男女对答酬唱，歌词与歌谣形式复杂多样(不但在歌词的字数%排列与押
韵上，有着繁复严格的规定，乐曲结构也被区分成不同的唱腔 (如海菜腔%山药腔%五山腔等等)’
段落 (如拘腔%正曲%白话等等) 与形式 (如花点儿%头腔%二腔%三腔等)$#此外歌唱本身，更
具备了独唱%对唱%舍腔 (众唱)’桠腔 (答腔) 等多种方式(尤其是歌唱#白话$段落时，主唱
的男或女常创词夸赞%戏谑并挑逗对方(当这些词语在演唱者精心的设计，不断的堆叠后，会渐渐
让对方感到不安或困窘，必须插话说明，这就形成歌谣中的桠腔部分(赞美挑逗的歌词唱完后，另
一性别的歌者会进行对唱，同样的模式再次的重复(如此不断，形成一整晚嬉戏欢乐的歌谣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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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本身透过男女间的你唱我回，相互展现各自的腹中文才，即所谓的#肚才"$$ 当男方词穷，无
法接上话，就无法#吃$到#烟"，并换下一位男性继续进行(王胜华的描述非常贴切: %彝族青年
男女通过*吃火草烟’斗智%斗嘴%斗歌%斗诗，以达到互相了解，增进友谊，选择配偶的目的，
是男女婚前交往的极佳场合$"% 活动本身，也被认为与彝族人远古的婚姻形态，有直接的关联性(&

一%活动中的复音形式
吃火草烟中的桠腔 (或#挜腔") ，是在主唱者歌谣不停歇的状况下，另一性别方的一种插入回

应形式 (谱例 !)$据歌者李怀秀访谈’时表示，桠腔者的旋律，与主唱者这个段落最后一句的旋律，
有着一定的类似性 (谱例 !，!’ . !" 小节) ，是一种以长高音开始，作下行式的旋律运动，最后落在

乐曲的最低音(歌者的表述，呈现了桠腔旋律的一个相对固定的轮廓(
观察谱例 ! 两段旋律的不同桠腔部分 (音符较小段落处) ，可发现桠腔的旋律运动走向，与男主

唱者在前乐句结束之后所创唱的，基本是上升型的旋律走向 (谱例 ! . !，!# . !’ 小节第一音) 并不

相同(虽然桠腔与相对女主唱的乐段 (谱例 ! . %) 同时都是下行结束，但如果仔细观察这段女主唱

旋律，在男声桠腔进入后，重新再起唱对应桠腔部分的旋律 (谱例 ! . %，第 !& 小节第 # 拍至 !! 小

节结束) ，可以发现当女主唱者唱完前一乐句时 (谱例 ! . %，第 !& 小节第 $ 拍) ，仍以上行走向开

始创唱与桠腔呈对应关系的下一乐句 (谱例 ! . %，第 !& 小节第 # 拍) ，并于之后两拍 (谱例 ! . %，

!!小节 ! . % 拍) 呈现小幅的上行弧度，而后才下行结束(因此在对应下行走向的桠腔旋律上，谱
例 ! . !与谱例 ! . % 的两位主唱歌者，不约而同的都选择创唱上行音型，以对应桠腔的下行走向(

此外，多人同时回应的形式，在桠腔部分时有所见，由于桠腔者们虽掌握的是一个相同的旋律

轮廓，但轮廓的模糊性，加上桠腔时，歌者在速度与节奏上，呈现一种若即若离的散板形式，在此

较为自由的速度下，彼此间常会产生异音效果(
谱例 !+ 海菜腔#白话$段落一例
音乐来源: 张兴荣主编: $巅!!!云南民族原生音乐纪实" ( !& 碟装) ，昆明: 云南民族文化音

像出版社，%&&# 年，-T (一) 彝族 (之 C) 第 !" 轨(
! . !+ 男主唱 (施万恒) ，女桠腔 (施玉芬%施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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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女主唱 (李怀秀) ，男桠腔 (施万恒)

二%本研究的命题
由于云南红河州彝族的吃火草烟活动中所演唱歌谣，常有拖腔形式，节奏上较为自由，花点儿

部分的歌词，也可以偶数句堆叠(因此并非当主唱者演唱到某一固定拍点时，桠腔者就必须发声回
应(且二者的旋律节奏，也并非一种整齐排列，相互对应，有明显音程关系的区隔，而是一种相对
自由的分离式声响(对于这样的形式，是否可以被视为复音? 这样的二声部，是否存在着声响上的
异质关系与结构上的组合逻辑? 这正是本论文要探讨的部分(

三%什么是复音?
在世界上许多文化中，均存在着复音歌谣的形式，它可说是人类一种共通的音乐语汇(有学者

认为，复音在人类社会的普遍存在，可能与人类的起源有所关联(( 那什么是复音呢?
复音 ( @=DI@1=5I) ，或称复调，国内亦有人称多声部(对于这个词汇概念，弗罗贝纽斯 ( L=DA

V:=3852<9) 在 %&&! 年版!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中定义为#音乐有多个声部，风格上所呈现
的，为音乐的所有或一些声部，在一种相同但各自独立的长度范围内运动"$) 这种多声部的复音歌
唱，在世界许多地区均有出现，也很早就引起音乐研究者的注意(例如 %& 世纪初德国民族音乐学者

霍恩博斯特尔 ( /:2B1 ,+ H=5 E=:53=948D) ，以及他在柏林声音档案馆的继承人马利尤斯&施耐德
(,7:2<9 KB1582>8:) ，就已经对于非西方复音音乐有着很大的兴趣(施耐德 !)$# . !)$’ 年出版的!多
声部历史! ( A#,<"1<"(# -#’ ;#"’,(1@@13L#1() 一书，可说是第一本尝试呈现世界上多声部展演方面的
综合性调查成果(*+,

四%复音的多样性
世界上复音种类非常的多样(!))( 年由胡果&策恩普 ( E<6= h8;@) 等人所策划执行，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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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博物馆出版的三张光碟!世界的人声! ( =%1<#, %: ("# 6%’9-，-,i$\# !&!&+ !%) ，将世界各地不

同的歌唱技巧，划分成#呼喊%哭泣与喧哗"; %人声与呼吸"; %说%朗诵%唱"; %音域与声区";#色彩与音色"; %伪装的声音"; %人声与乐器 7:在演奏乐器时歌唱 3:模仿乐器"; %和声的采用";#复音$九种形式(其中又将人类复音细分为异音%重叠%持续音%平行%斜行%反行%和声%连锁
交错%对位等九种形式(*+-

%&!!年，约瑟夫&乔丹尼亚在其!人为何歌唱###人类进化中的音乐"一书里再次提到复音类
型，除了以上所述的几种形式，又加入了卡农式复音，以及蒙古呼麦这种一人唱出两个声部的 #泛
音唱法"，或称#和谐音唱法$*+.; 并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许多人演唱相同旋律###例如大家同声
歌唱生日快乐歌，虽在音乐声响上为单音，但就人类群体的共力协作来说，这群人必须调整自己的

歌唱习惯，使其在音域与律动上，与其他人有着相同的音高与节奏，才能共同创立出这首同声齐唱

歌谣(因此这种多人演唱相同旋律的形式，乔丹尼亚认为也应该被视为一种#复音"，并在书中提出
了#社会复音$一词(*+/

相对于西方学者的上述观点，长期从事云南地区复音音乐研究的张兴荣，在其!云南民族复调
音乐研究!( %&&)) 一书中，呈现了云南复音的种类(首先在陈勇为其所写的#序$中提到: %由两
个或两个以上各具独立性的旋律声部同时结合在一起，流动对比%协调发展$*+0 的复音 (张氏书中

统称复调) 音乐一词，是与#以一个旋律声部为主线，其他声部为衬托$*+1 的主音 (张氏书中统称

主调) 音乐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书中，张兴荣提出了云南复音音乐类型，包括: !+ 两个 (或以上)

独立声部纵向结合的衬腔式 (支声)’对比式%模仿式歌乐或器乐曲; %+ 节奏复调 (音) ; $+ 平行

调唱法; #+ #单声部曲调中的隐伏线条式复调旋律$等四大类(*+2
除了第一与第三类为西方亦提及的部分，就第二与第四类，张氏均花了相对较长的篇幅加以叙

述(节奏复调 (音) 包括打击乐合奏时，因乐器材质%音色%节奏%结构等差异所形成的复调
(音) ; 歌舞乐一体时，三者节拍不同所形成的复调 (音) ，以及应答者比原歌者稍慢进入的所谓#切分式模仿进入法$*+3(

至于第四类复音，主要指由于经常且快速的音程大跳，致使人耳呈现分离式听觉，而感到有高

音与低音两个旋律线条，听觉心理学上称之为#分裂" ( A2992=5) ，是 !)\’ 年由诺登 ( F+ J+ G+ K+ H75

[==:>85) 于其博士论文!声音持续感觉的占时连贯! ( !#@+%’*9 4%"#’#2<# 12 ("# 7#’<#+(1%2 %: !%2# >#Q
0&#2<#,) 中首先提出(*+4 或在大跳过程中，有些音高残留了大跳前的相同或临近音高，因此形成了张
氏所谓#单声部曲调中的隐伏线条式复调旋律$*+5(

张兴荣所述复音形式，在云南地区出现率非常高(较有地域性特色，且未被外国学者注意到的，有
如第二类中的不同音色所形成的多线条交织型复音; 或被张氏称为#切分式模仿进入法"，类似卡农但形
式松散的类卡农形态; 以及第四类中所提及因人耳听觉的局限所产生，%隐伏线条式$的分裂声部听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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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复音的认定
对于复音的认定，除了如上所述，并为大部分学者所认同的，可说是一种广义的复音说法外，

有些学者则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例如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提出，并首先由现代音乐学者卡尔&
施通普夫 ( -7:D K4<;@A) 应用于音乐部分的#异音"( 1848:=@1=5I) 一词，%&&!年彼得&库克 ( J848:

-==P8) 在!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中就曾说明，今日民族音乐学者普遍认为，异音是#相
同旋律的一种偶发性或装饰性变化$*6,，因此这种仅有一个音高轮廓思维逻辑的旋律走向，虽在声响
上感觉纷杂凌乱，但有些学者认为，由于其并非多声部思维，故不应被视为复音形式(*6-

另外对于#复音$与 #多声部$二词的混用，非洲音乐研究专家希姆哈&阿罗姆 ( K2;17

G:=;) 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即使多数的多声部音乐即为复音音乐，但多声部并非必须为复
音，*6. 而是仅有#多声部%同时间%异节奏以及非平行$*6/ 音乐，才可被称得上是复音音乐(这种定
义，将异音 ( 1848:=@1=5I)’重叠 ( =H8:D7@@256)’持续音为基础的音乐 ( >:=58R3798> ;<92B)’平行
( @7:7DD8D29;) 以及主音音乐 ( 1=;=@1=5I) 等形式，排除在复音之外(

与那些容忍异音为复音中一种形式的学者相比，阿罗姆所提出的，是一种非常严格的，或可说

是狭义的复音说法(对于阿罗姆而言，不同声部间，不但必须有着分歧的旋律走向，节奏上也必须
相互参差但又互有关联，才可被称为复音(因此例如对于没有节奏交错的持续音，或同节奏的平行
状况，在阿罗姆非洲音乐的研究中，均被排除在复音行列之外(

六%复音的逻辑层次
从学者们提出对于复音一词的界定中，可以发现，不同观点所呈现的，是对于复音结构紧密度

之辩证(除此之外，声响的事实与复音的思维逻辑间，也存在着差距(吕钰秀在 %&&\ 年的研究成果

中，就提出了声响上的复音，其实可从两个不同逻辑层次进行思考(一种为仅有复音现象，但歌唱
的群体却没有思考着不同音高旋律%异节奏以及声部间组合关系的问题; 另一种为具有复音逻辑层
次，即歌者们在进行不同声部的歌唱时，同时思考着以上的问题(吕钰秀称这样的歌者们具有复音
概念(*60

对于前者，也就是仅有复音现象的歌者们，吕氏文中举出了两个实例，第一个实例是台湾少数

民族达悟族在拍手歌会中的众唱部分(在音乐声响上，这群歌者们的音乐认同，仅出现于近似的旋
律轮廓走向，但由于社会对于各人差异的尊重，每位歌者可依个人音域，自行决定起音频率，形成

了声响上的多个声部进行(换言之，这群歌者在群体歌唱中，所共同拥有的基石，是同一个所要歌
唱的旋律走向样貌，但因为每个人的起音音高不同，形成了多声部的声响(由于歌者们并没有考虑
多声部之间所将形成的音程差异或节奏交错，因此这种复音，仅是一种声音现象，而非存在于歌者

或族群间的一种复音概念(
类似的情况亦出现在 !)#$年，日本音乐学学者黑泽隆朝对台湾少数民族赛夏族的录音(黑泽当

年的录音声响，呈现出了平行四度的唱法，黑泽氏对于族群能有这样的唱法，赞叹有加，但吕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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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对此事提出质疑(*61 %& 世纪末，%! 世纪初，这种平行唱法不但在族群中已不复见，且族群歌者们

在聆听这份早期录音时也认为，这是当时参与录音歌者的音准问题(*62 由于族群自身语言中，并无
出现过相关术语来描述不同的声部，且分析黑泽氏之后其他不同学者所采录，呈现这种平行唱法的

歌谣，也发现在某些学者采录为复音的歌谣，在同时期其他学者的采录中却为单音，而当仅仅采录

一位歌者时，所有单声部歌唱均演唱相同旋律(种种迹象显示，!)#$ 年黑泽隆朝所录得的几首平行

四度歌谣，可能只是一个偶发的个案，而非此族群的音乐思维概念(*63
至于第二种复音逻辑层次，即复音为一种具有不同声部与节奏思维逻辑的概念，则可举出许多

例证(例如台湾少数民族邹族，在歌唱他们的战祭歌谣时，会分成高音与低音两个声部，以平行三
度%四度%五度%六度等一定的音程差异，在声部之间各自固定的旋律走向与节奏变化下，歌唱他
们的乐曲(*64 如果其中一个声部走调，则在练习时，会被提出纠正，以达到最完美的复音效果(台
湾少数民族布农族的祈祷小米丰收歌，也是类似的状况(声部间被指派演唱不同的旋律(音程的差
异，出现位置的指定，造就了这种多声部歌唱的声响丰富性(*65

或者例如中国西南侗族大歌的演唱，在一群歌者间，大部分歌者会演唱低音声部，而高音声部

则为较有经验的歌师，依照下声部旋律衍生附加，并在尾腔的#拉嗓子$部分，大多数的歌者们会
演唱持续音，任歌师在上声部自由发挥(*7, 因此可因歌师的经验与习惯，产生不同的复音声响，且
每一次的演唱，可能都会有所不同(台湾少数民族阿美族也是如此(其他歌者在主歌者的旋律上，
自由对位，加花变化(由于每位歌者的技术能力不同，产生的复音声响也千变万化(*7- 这类复音虽
然并非固定形式，但可说这些族群，都有着复音的思维存在(

七%吃火草烟的复音层次
在以上的复音认定与逻辑层次观点下，吃火草烟桠腔所形成声响上的不同声部复音，应该仅是

一种现象，还是歌者们具有不同声部的概念?

桠腔是吃火草烟歌唱活动中一种重要的歌唱技术，是在主歌者的溢美或挑逗之词中，听者对于

主歌者的一种反馈行为(虽然有时因为桠腔者的能力不够，无法对于主唱者的赞美或挑逗进行对话
式的评说，但是基本上，听者都会对于主唱者的歌词进行反馈(例如在施万恒 (男) 与李怀秀%施
玉芬%施桂英 (女) 等歌者的录音中，*7. 在海菜腔的#白话$段落，%花点儿$部分，男性歌者唱
道#一望一发标，二望水涛涛，脸擦雪花膏，哪个妈养的，怎会漂 (亮) 成 W2 (几 j这样) ，过来我

瞧瞧"(谱例 ! . !，第 ’ . !$小节)$由于吃火草烟是一种利用歌唱进行的男女社交活动场合，在场
的所有听者都会注意主唱者所唱歌词，并进行一定的反馈(当男歌者唱到#过来我瞧瞧"，必定会引
起女歌者的反应(例如在谱例 ! . !的记谱中，就有两位女歌者对于男歌者的赞美进行了对话 (谱例

! . ! 第 !% . !#小节，下声部小音符段落)$其中一位唱道#这句歌说谎"，另一位唱道#瞧瞧吓到
你"$而男歌者也应答#仁义么说了 (姑娘还是满仁义的)"$

&)#&吕钰秀: 彝族吃火草烟对唱中桠腔的复音逻辑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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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歌词对话游戏，通常出现在主唱者的词语，达到一种已对另一方形成明显的挑战之时(例
如男歌者唱#过来我瞧瞧"，则女歌者必定要进行答话(严萍在其硕士论文!建水县彝族+海菜腔,
研究"中也提及%)桠腔’多在独唱声部乐句的终止部分或后半部分进入"，*7/ 显示了桠腔出现位置，
是在主歌者歌词唱到一个段落时，是一个相对固定之处(而如上所言，答话的旋律，与主歌者继续
进行下去的旋律并不相同，因此形成了复音(换言之，这种复音是在虽然非绝对，但相对固定的位
置出现，也就是当主唱者的歌词溢美或挑逗时，第二声部就会出现，而出现的对答旋律走向，常与

主歌者旋律走向，呈现分离性(这可说是不同声部的歌者，有意识造成的复音 (谱例 !)$
如从另外一个角度观之，虽然双方的旋律各异，但在节奏上，由于此种歌谣的节拍律动并不明

显，常有散板式的自由拖腔，仅在#花点儿$段落会有较紧凑的节拍律动出现(而在桠腔部分，节
奏上又回到了较为自由的形式(因此虽然谱例 ! 这种描述性的 ( >89B:2@42H8) 记谱方式中，二者似乎

呈现了一定的节奏织体，但这种乐谱，仅为针对一次性录音声响的书面记录(因此也许下一位主唱
与桠腔者之间，又会因为听者对于主唱者歌词回应处的改变，以及因即兴加花所造成的旋律变异性，

使二者的节奏织体与音高进行关系有所改变(换言之，主唱与桠腔两个声部，并非定性的%一成不
变的%结构严谨的组合(它既有一定的规范性，又呈现一定的自由性，既非单独仅为一种现象，亦
非一种严谨缜密的结构概念(所以，吃火草烟的主唱与桠腔，虽然同时拥有复音的现象与概念，但
在复音展现过程中却时时流露出前述那样的松散性特点(对于架构严格的复音而言，彝族的这种桠
腔，更是缺乏不同节奏与音高严格交错的组合(

八%歌词是复音的主轴
吃火草烟中桠腔所形成的复音，是在主唱与对唱各自之间，均有相对而非绝对固定的旋律走向

与节奏律动，并以不同歌词进行演唱(这种短小%不固定且非从头到尾出现的复音，虽然现象与概
念两种层次并存，却未能形成学者们所认为的狭义严格复音 (如上希姆哈&阿姆罗的定义)$

中央音乐学院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专家杨民康，曾分享其田野调查的亲身经验; 云南许多少数民

族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会在教会中演唱赞美诗(例如傈僳族，由于传统歌谣中，有规律音程区隔
的不同声部划分，*70 因此在歌谣旋律转换成西方赞美诗歌唱的同时，这种传统的唱法，仍被保留并
应用(且杨民康在!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的新变异"一文中亦提及，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的
赞美诗乐谱中，苗族与傈僳族赞美诗本都存在多声部，但彝族赞美诗本却仅有单声部(*71

相反的，由于桠腔所形成的复音，在红河州彝族人眼中，是一种言语应答的旋律化，注重的是

歌词之间的你来我往，而非沉浸于旋律与节奏所创造的，不同频率与时间重叠的声响效果(因此即
使海菜腔主要流行地区是滇南，而非如上进行基督教仪式音乐调查的滇中地区，或说也许滇南彝族

人亦有基督教信仰，但对于拥有海菜腔文化的彝族人，当他们在歌唱赞美诗时，由于其歌词意涵由

传统的相互赞美%戏谑及挑逗，改变成赞美诗中对于神恩典的感谢，传统因歌词所产生的桠腔对话
形式不再被需要，这种复音形式，也绝不会出现于赞美诗之中(

结 论

受社会形态改变%两性平等%娱乐多样化等原因的影响，吃火草烟中歌谣的情境与歌谣的功用
已不复存在(这种传统的男女社交活动正逐渐消逝，男女对答酬唱情形已较少能见到，滇南的这种
国人所认识的音乐形态，正面临着消逝的危机( (下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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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线状和节奏形态等; 又以变易性原则对它们进行融合%消化和改造，如: 根据唱词结构的变化，
曲调结构也作了相应的变化; 根据演唱语言用#蓝青官话$引起的声调改变%吸收莆仙戏的旋律音
调特点，来改造唱腔的旋律音调特点，并且运用当地常用的节奏形态，逐渐形成了自身的音乐形态

特点和音乐风格特征(
其音乐形态特点是: !+ 以无半音五声音阶为主，也运用变宫音，偶尔出现变徵音(%+ 旋律进行

中，以窄腔音列%近腔音列为基础，经常出现窄腔音列#宽化"’宽腔音列，以 D7)高音 :8)>=)中
音 D7)9=D%高音 :8)>=)中音 D7)9=D%>=)低音 D7)中音 9=D);2):8%:8);2)9=D)D7)>=%>=)低
音 D7)中音 >=):8)9=D%高音 :8)9=D);2):8)>=%高音;2):8)>=)中音 D7)高音 :8等为特性旋律

音调($+ 节奏中常出现附点音符%切分音，常用一字多音，具有宽广流畅的特点(
其音乐风格特征既不同于南音的委婉情深%含蓄内在，又有别于北曲的豪迈粗犷%奔放不拘;

泉港北管#唱曲$的音乐风格特征是简练朴实%乐观爽朗(在民族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焕发出
清新夺目的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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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吃火草烟活动中桠腔这种复音形式，并非属于狭义的%必须整齐应对旋律音程与节奏律动
的复音形式，但其不仅具备复音现象，更具备了复音概念，而其概念的形成，正是因为歌词内容本

身所形成的说唱对答(这些是彝族祖先所遗留，珍贵的文化遗产(%&&( 年彝族海菜腔被列入我国第

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64 希望透过国家的政策推动与行动挽救，这种包含复音思维的音乐形
式，能被代代保存下去(

附言: 本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在多个方面提出了不同观点与论证，让

红河州彝族吃火草烟社交活动中歌谣的不同声部形式，能够在一种交流的状态中被更多的思考与探

讨(另外，昆明艺术职业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的李怀秀老师，在漫长的访谈过程中，不厌其
烦的说明其多年以来的实际演唱经验与观点; 云南艺术学院的张兴荣教授，慨然提供其有声资料以

及分享其多年的研究心得，都使得本研究因此得以完成(在此表达本人对于这三位老师由衷的感谢
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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