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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无锡天韵社内时不时传
出悠扬的乐声。自找到了消失许久
的老社长范鸣琴使用过的点鼓鼓签
后，社员十分开心，对其拍照摄像、演
奏击打，并测长测重、描绘轮廓。社
长陈倩告诉记者，“点鼓是天韵社独
有的昆曲伴奏乐器，鼓签也是特别制
作的，其古老的演奏技法已经失传
了，我们正在努力恢复。”

“烟锁梧桐月转廊，云边风送好
笙簧。鸣琴鼓板养卿笛，畹老三弦乐
老腔。”这首诗发表于1947年《锡报》
连载的《无锡公园景事追溯记》。其
中的“鸣琴鼓板”，指的就是鼓师范鸣
琴（1878-1957）以天韵社内部世代
相传的技术敲击檀板点鼓为天韵社
清曲伴奏之事。1948年春节无锡天
韵社复社,范鸣琴被公推为社长。而
四根鼓签由范鸣琴后人珍藏，经过无
锡天韵社社员多年的努力，范鸣琴的
后人点头答应将其带到无锡来展示。

陈倩表示，寻找鼓签也费了一番
周折。因为社员按杨荫浏记写的鼓
板节奏谱练习点鼓击打技术时，发现
要打出谱上繁密的点子很难，主要原
因自然是功力不够，另一方面，寻找
最适合打天韵社点鼓的鼓签，显得非
常重要。当时，询问范家后人关于范
鸣琴留下的鼓签时，回答是见到过，
要找找看。2021年春节后，听说鼓
签找到了。通过照片，陈倩发现并不
是点鼓的鼓签，而像是打小同鼓的大
鼓签。陈倩虽然有点失望，却没有放
弃，时隔几个月后，点鼓鼓签终被寻

到。“范鸣琴的这两根细巧的点鼓鼓
签，就如杨荫浏先生记忆中的一样，
鼓签的食指与拇指拈捏处，一支是扁
头，一支圆头。而他的书里从未提示
过的是，天韵社点鼓的鼓签在靠近中
指和无名指处，却是略略收细的，这
种设计颇见巧思，实际击打起来确实
更加轻松而有弹性，应是前辈数代人
经验的结晶。它能传到今天，要感谢
范家后人对祖先物件的珍视。”陈倩
说。

记者获悉，之前天韵社鼓板三弦
古老的演奏技法已失传，虽正在努力
恢复，因为留存资料过少十分困难。
据悉在1949年时，梅兰芳曾打电话
给杨荫浏，说“无锡昆曲社鼓板三弦
上的高明伴奏技术应予特别注意。”
隔年，杨荫浏、曹安和回无锡为阿炳
的《二泉映月》等乐曲录音，他们把尚
在世的无锡天韵社老社员召集起来，
由范鸣琴司鼓板、沈养卿司笛、杨荫
浏司三弦、曹安和演唱，用钢丝录音
机录了天韵社清曲共计十六折，用时
5小时11分48秒。“可惜的是，因为
种种原因，录音被抹去了。”陈倩遗憾
地表示，1981年8月杨荫浏将手稿装
订成《昆曲鼓板节奏记谱初稿》，并在
前面写了一篇回忆录《对昆曲鼓板、
三弦伴奏的一次录音》，检讨自己当
初草率地把剩余录音抹去的错误。
杨荫浏去世后，这本手稿就一直存放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文献馆里。

2013年无锡天韵社复社，社员
陈倩、高峰等搜罗资料，逐步发现，非

但天韵社的昆曲唱口古朴典雅有不
与人相同之处，其伴奏乐器特别是鼓
板三弦的古老演奏技法更是唯天韵
社所仅存，而后又发现了天韵社《昆
曲鼓板节奏记谱初稿》的存在。经过
努力，终于在2018年9月，获得了进
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文献馆查阅资料

的机会，亲眼见到了雪藏深馆三十五
年的天韵社《昆曲鼓板节奏记谱初
稿》。“书中的十六折昆曲由杨荫浏以
简谱记录，在唱谱上详细标注了鼓板
击打符号，其繁密的鼓点符号完全颠
覆了我们以往对清工鼓点以疏为胜
的认识。”陈倩说。（晚报记者 璎珞）

天韵社消失多年的“点鼓鼓签”找到了
演奏技法已失传，相关人士正在努力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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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气通告

因燃气施工需要,下列用户将

按计划停气：长宁苑 419-425#、

444-447#、468-470#、489-491#、

552-554#，停气时间为2021年8月

25 日 08:00 至 2021 年 8 月 25 日

17:00，停气时长为9.0小时。

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3日

他们两人今年都是88岁，一个
已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将遗体捐赠给
医学事业；另一个身体状况不算乐
观，最近再三叮嘱家人，一定要遵守
自己捐赠遗体的诺言。在位于中桥
的净慧颐养公寓里，这对从企业退休
的平凡老人让所有人刮目相看，他们
虽然普通却诠释着人生大爱，双双签
下了遗体捐赠证书。

前几天，本报就接到来自无锡市
净慧颐养公寓工作人员的电话，表示
他们那里有一位可敬的老人，已送走
了老伴，现在自己身体状况并不乐

观，但再三叮嘱家人一定要尊重她捐
赠遗体的初衷，完成她人生最后的愿
望。

由于养老机构处于封闭管理状
况，记者视频连线老人进行采访。老
人叫周美芳，今年88岁。老人表示，
她初中毕业后17岁就参加工作，在
一家纺织厂托儿所做保育员。当时
厂里还送她去汉口学习营养知识。
退休后，她还曾在当时谈渡桥街道的
劳动服务公司做过事。当时，地区上
有380多个年轻人没有工作，她帮着
推荐，解决了不少人就业问题。2018

年8月，她被诊断出直肠癌晚期，由
于年纪关系，决定保守治疗。

她的先生高鸿保则是从无锡一
家橡胶厂退休的党员。2020年4月，
老高被查出肝癌晚期，两位老人决定
入住养老院。两个月后，老高去世。
在他昏迷前的一段时间，他还让周美
芳把捐赠证书拿出来给他看看，再三
交代，身后事要按照他之前的安排
办。“父亲走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点微
笑”，高磊是周美芳的大儿子，他表
示，送别父亲时很朴素也很庄重，有
家里的至亲相伴，没有打扰左邻右
舍。

而两位老人想要捐赠遗体的想
法也源自于高磊。四年前，他陪伴一
位朋友去青城公墓的纪念园祭扫捐
献了遗体的亲人，回家时无意和父母
说起这一切。谁料，两位老人表示，
自己的身后事也要这样安排，并让儿
子帮他们去红十字会了解捐赠情
况。2019年，两位老人都签下了角
膜捐赠和遗体捐赠两份证书，儿子们
也郑重表示了同意。2020年，高鸿
保去世，率先完成了捐赠。

“党和国家培养了我们，有退休
金，生活很幸福”，周美芳说，她深深
爱着自己的祖国，作为一个普通人无
以回报，希望能为后人造福，节约一
点国家的土地，给更多人留下青山绿
水。

（小黄）

“国家培养了我们，想尽最后一点绵薄之力”

这对平凡老人双双签下遗体捐赠证书

杨荫浏手记《昆曲鼓板节奏谱初
稿》的封面

范鸣琴用过的鼓签，左
边两根为点鼓鼓签

本报联合阿里集团天天正能
量进行的 2021“最美家乡人”评选
活动已正式拉开帷幕，您身边如果
有鲜活而生动、温暖有光芒的最美
人物，欢迎通过0510—88300000或
＠江南晚报微博、微信向我们爆
料。

周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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