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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绪　论

一、民歌概述

（一）民歌的产生与发展

民歌同一切民族的文化一样，产生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劳动
之中，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远古时代，人们在与大自然进行搏斗和各种集体劳动中发
出的呼喊声，为劳动收获而愉快地敲击石块、木棒，以及手舞足蹈
发出的欢呼声和歌唱声，逐渐形成了最早的民歌。刘安在《淮南
子·道应训》中谈到古代的《邪许歌》：

“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这“邪许”虽可能还只是一种呼号，可是它是适应集体劳动时
为协调动作、减轻劳累而发出的有节奏、有音调的声音，这就是我
们最早的民歌———劳动号子的雏形。

《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载《弹歌》：

“断竹，续竹，飞竹，逐宍（古肉字，指禽兽）。”

据推测这是黄帝时代的一首歌谣，从它的内容和形式来看，无
疑是一首反映原始时代狩猎劳动生活的猎歌。

鲁迅在《门外文谈》中写道：“我们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
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
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
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
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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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①

由此可见，远古时代音乐与人们的劳动生活结合是非常紧密
的。人们在劳动和斗争实践中所产生的思想感情就是民歌音乐所
表现的主要内容，劳动生活实践的需要就是民歌音乐产生的重要
原则，而劳动条件又为民歌音乐规定了具体的形式特征。

在漫长的历史中，劳动人民的口头歌曲创作以诗歌的形式保
存了古代民歌的精华。《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包括
“风”“雅”“颂”三部分，其中《国风》汇集了从西周到春秋５００多年
间流传于北方１５个地区的民歌，绝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的创作，

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人民的社会现实生活。春秋时期，楚国的民歌
十分繁荣，诗人屈原对楚国的民歌进行了大量的搜集和整理，并根
据楚国的民歌曲调创作新词，其中著名的有《九歌》《天问》《离骚》

等。汉魏六朝以乐府民歌闻名。西汉时期，汉武帝设立了音乐管
理机构———乐府，用来训练乐工从事民歌的搜集和整理，采集了大
量的民间流传的新歌，现今保存的乐府民歌有５６首，其中著名的
有《孔雀东南飞》《十五从军征》等。到了汉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民
歌形式———相和歌，最初为一人唱三人和的无伴奏演唱，称为“但
歌”或“徒歌”，后来发展为以笙、笛、节、瑟、筝等伴奏的歌舞，称之
为“相和大曲”。到了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清商乐，主要包括吴歌和
西曲，属于两种流传于两个不同地域的民歌。隋唐时期，民歌在形
式上有了较大的发展，民歌的曲调已经固定下来，并开创了填词之
风，采用新词配旧曲的方式在民间流传。进入宋元时期以后，民歌
艺术便逐渐成为广大人民反对压迫、讨伐封建势力的武器。至封
建社会后期，民歌又与新发展起来的姊妹艺术戏曲、曲艺等相互吸
收、相互影响，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近代我国民歌的发展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２·

① 鲁迅《门外文谈》。本篇最初发表于１９３４年８月２４日至９月１０日的《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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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在题材内容方面、艺术形式表现手法方面以及广泛交流、吸
取、借鉴国内外各种音乐形式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二）民歌的定义和特征

民歌是劳动人民在社会实践中口头创作的歌曲，并在流传过
程中不断地经过集体的加工，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正是
由于口头创作和口头流传，造成了民歌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为集
体加工提供了条件；而不断的集体加工，又使流传下来的民歌日
臻完善。许多优秀的民歌，在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都达到了很
高的水平。

民歌有五个基本特征。

１．民歌与人民的社会生活有着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
劳动人民有最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他们在长期的劳动、生活

与斗争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就一定要以自己的
艺术手段表达出来，民歌就是有力的艺术手段和工具之一。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过着
缺吃少穿的悲苦生活。劳动人民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在文化上
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人民只能通过民歌诉说、表达自己的悲哀
和不满、愤懑之情，到处都可以听到《长工苦》《揽工调》一类的诉苦
民歌。新中国成立后，涌现出了无数歌颂党、歌颂领袖、表达自己
由衷的感谢和赞美幸福生活的新民歌，如《东方红》就是千万只颂
歌中较早的一首代表作。

２．民歌是经过劳动人民长期而广泛的群众性即兴创作，口传
心授，在世代相传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民歌的作者和传唱者就是劳动人民自己。我国许多流传广泛
的民间小调，如《孟姜女》《月儿弯弯照九州》《茉莉花》等，都是产生
形成于我国宋元时期，经过千百年以来劳动人民的歌颂而流传至
今的。因此，民歌的创作是具有群众性的，其创作过程和它的演
唱、流传过程是不可分割的，在其演唱过程中，根据内容表现的
要求、听众的要求、一定演唱的场合和其他条件的影响等逐步改
变它的音乐形式，形成一首新的民歌。因此，一首民歌的产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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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较长的渐变的积累过程，具有创作的自发行和演变的迟缓
性特点。

３．民歌的表现形式和手法简明质朴、平易近人，艺术形象鲜明
生动，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心理素质和审美情趣

民歌曲调的音乐材料和表现手法都比较洗练、简洁，乐汇比较
统一，形式上的装饰比较少。因此，民歌音乐对其思想内容的表达
是明确的、易解的，形象是集中的、单纯的。民歌表现感情的方法
与我们生活语言中的表情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它的音乐
形象非常容易为人们理解和感受。民歌的音乐大多无固定的程
式，灵活多变，一种基本曲调能做各种形式变化以适应不同的条
件，这使民歌始终能够保持新鲜感与生动性。

４．民歌受各民族和各地区的语言、生活、风俗、地理、经济和人
民性格等各方面的影响，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地方色彩

民族音乐理论工作者将我国的汉族民歌划分为若干色彩区，
如江南色彩区、江淮色彩区、闽粤台色彩区、湘鄂色彩区、西南色彩
区、西北色彩区、中原色彩区、东北色彩区等等。每一区域在语言、
风俗习惯、性格特征等方面都各有特色，是造成各地民歌具有独特
风格的根本原因。除汉族民歌外，我国５５个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
风格独特的民歌。

５．民歌与其他民间文艺形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国传统民族音乐分为五大类：民歌、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

曲音乐、民族器乐，它们之间历来是互相影响、吸收和促进的。其
中，民歌是其他四类音乐发展的基础，如民间歌舞二人台《走西
口》，是从陕西民歌《走西口》发展而来；云南花灯《十大姐》的曲调
来源于云南民歌《小河淌水》；另外，北方秧歌、安徽花鼓灯、南方的
花鼓、采茶等等都与民歌有密切联系。我国民族器乐曲中，也有许
多曲调直接来自民歌，或在民歌基础上加工变化而成。如北方农
村的鼓吹乐“吹歌”便是吸取民歌曲调，根据器乐的表现特点加工
发展而成。江南丝竹乐和吹打乐中的曲牌如《大跑马》《茉莉花》
等，广东音乐中的《梳妆台》《红绣鞋》《剪剪花》等等，均取材于民间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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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调。
民歌作为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乐种，为其他乐种的形成

和发展提供了广泛而丰富的音乐素材和艺术表现手法，并和其他
乐种一起，促进了我国民族音乐的不断丰富与发展。

（三）民歌的题材和体裁

民歌的题材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反映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主要有以下几类：反映社会斗争的（包括反映革命群众运动、
反映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等）、反映生产斗争的、反映爱
情生活的、反映一般日常生活的、逗趣启智的、歌唱传说故事、人物
新闻、景物古迹的、反映儿童生活的等等。题材内容的广泛性、
人民生活方式和对民歌功用要求的多样性决定了民歌艺术形式
的多样性，由此民歌从体裁形式上可以分为号子、山歌和小调三
大类。

号子是一种直接伴随着劳动歌唱的民歌，通常是在集体劳动
时歌唱。传统的劳动号子按不同工种可分为搬运、工程、农事、船
渔和作坊号子五类。

山歌是产生在野外的劳动、生活之中的民歌，其曲调高亢嘹
亮，节奏自由悠长，具有直畅而自由抒发感情的特点。由于山歌在
流传上的局限性，使得山歌的曲调地方色彩最为鲜明，更接近自然
语言形态，它是民歌中反映现实最快、最能体现劳动人民思想感情
和精神世界的一种体裁。山歌分为一般山歌（信天游、山曲和爬山
调、花儿等）、田秧山歌和放牧山歌。

小调又称“小曲”“俚曲”“时调”，是人们在劳动之余、日常生活
当中以及婚丧节庆用以抒发情怀、娱乐消遣的民歌。因有职业艺
人与半职业艺人的传唱，并和曲艺、戏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
加工提炼的成分较多，词、曲即兴性少，较定型化，艺术上较为成熟
和完善。所以小调相对来说流传面较广，遍及城市和乡镇，其内容
广泛涉及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

·５·



二、山东民间歌曲的艺术特征

（一）山东民间歌曲的产生与发展

山东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较早的地区，早在公元前４２００年～
公元前３５００年已成为大汶口文化①的中心区域。春秋战国时期，
齐、鲁、曹等国都建立在山东，山东音乐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相当古
老。我国最早的民歌集《诗经》中就有《齐风》《曹风》和《鲁颂》等，
其中《齐风》《曹风》就是山东东北部与西南部一带的民歌记录，它
反映了从西周到春秋中叶５００多年中人们多方面的生活。汉代乐
府中民间歌曲———《相和歌》中记载的《梁甫吟》与《东武泰山》，就
是齐地的土风弦歌。南北朝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记载了
一些山东民歌，反映了当时农民们的耕种知识和生活状况。隋代
的《长白山谣》是农民起义领袖王薄编唱的农民起义歌。元明时
期，由于民族的迁移和战争的影响，山东与外省的文化交流有了很
大的进展。明末清初时，民间的弦索小曲在山东更为流行，从清代
大文学家蒲松龄的十几部“俚曲”中，可以看出当时流行在鲁中的
小调曲牌就有五六十种之多。到了近代，山东的民间歌曲更加丰
富了，有歌唱领袖的、歌唱家乡的、歌唱劳动的、歌唱美好生活的等
等，如由山东省著名作曲家金西先生创作的歌曲《我的家乡沂蒙
山》，自１９６４年创作至今百唱不厌，歌曲既赞美了家乡沂蒙山的优
美风光，又体现出老区人民勤劳质朴的性格。

从其历史发展来看，虽然在几千年以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
学派已有了较完整的音乐美学观点，把音乐作为教育的手段、巩固
封建等级制度的工具，但是在人民中间却发展着一种健康的、现实
主义的音乐文化，这种人民自己的现实主义的音乐文化一直延续
至今，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音乐艺术遗产。

·６·

① 大汶口文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发现的。１９５９年春，山东宁阳堡头发掘了一处
新石器时代的墓地，出土了一大批颇富特色的文化遗物，因这个遗址和泰安大汶口隔河
相对，是同一遗址的两个部分，所以命名为大汶口文化。



（二）山东民歌的分类

山东的民间歌曲是极其丰富多彩的，在各地流传着许许多多
不同题材、不同形式和不同风格的民歌。可分为以下几种体裁。

（１）各种类型的劳动号子：山东的劳动号子种类繁多，数量巨
大，可以说是遍布全省，包括海洋号子、黄河号子、运河号子等６００
余首，是整个山东民歌中重要的部分。

（２）秧歌与花鼓：“秧歌”是农民在插秧时唱的歌，后逐渐发展
为群众在年节自娱的一种歌舞形式。山东的秧歌十分丰富，流行
全省，各地都有自己不同特色的秧歌。如鲁北的鼓子秧歌、胶东半
岛的胶东秧歌、鲁东的胶州秧歌、鲁中的平阴秧歌、鲁西的“蜡花”
和各地的花鼓调。

（３）大型民歌套曲：在山东还流传着一些结构较大的民歌，它
们是由数首曲牌式的小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大型套曲的形
式。这些民歌的词曲都比较完整细致，其内容大多是传说故事。
山东这类民歌比较突出的有，流传在淄博一带的蒲松龄俚曲、鲁南
地区的“五大调”（包括“叠断桥”“跌落金钱”“黎调”“兰调”“波
调”）、胶东一带的“烧纸调”、济宁地区的“端供腔”。

（４）说唱性民歌：山东民歌中有一些向说唱音乐过渡的叙事歌
曲，它已具备了说唱音乐的某些特点，但没有专业的说唱艺人，如
鲁西的“临清时调”、鲁南的柳琴调、鲁西北的“弦歌”、鲁北的“杂吧
调”都属于这种类型。

（５）吆山歌与吆牛歌：山歌在山东民歌中是比较少的。山东的
山歌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以抒发情感为主的吆山歌，主要流行
在胶东，一种是与人们劳动生活有关的吆牛歌。

（６）民间儿歌：在音乐上曲调简单，流畅好听；在内容上涉及儿
童生活的许多方面，有表现儿童游戏的，有反映儿童劳动的，有传
播生活知识以及革命内容的。

（７）流传在各地的小调：小调是山东地区流传数量最大的一种
体裁，约占整个山东民歌的百分之七十，其内容丰富多彩，反映了
人们生活的各个侧面，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感情真挚淳朴，曲调

·７·



动听感人，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按照不同的风格可分为优美抒情
的，如《绣荷包》《打秋千》；欢快活泼的，如《对花》《拜新年》；幽默风
趣的，如《大实话》《好一个懒老婆》；新词小调，如《沂蒙山小调》《挂
红灯》。

（三）山东民歌的特点

从题材上看，山东民歌的题材内容丰富、广泛，反映了山东人
民斗争、劳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它的唱词
具体集中，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语言生动、活泼、精炼，有很强
的感染力，尤其是方言土语的运用，增加了民族色彩和地方特点。

从调式上看，在山东民歌中，宫、商、角、徵、羽这五种调式，徵
调式为数最多，其次是宫调式，在调式音阶上有五声、七声和六声，
而且“变宫”和“清角”在民歌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旋律来看，衬词、衬句和衬腔在山东民歌中是非常丰富的，
有各种形式，与当地的方言语调紧密相连，是民间音乐中旋律的一
种扩展手法，对于形成山东民歌的风格特点起着重要的作用。另
外，山东的方言土语比较繁杂，每一地区都有自己的声调特点，是
造成山东民歌旋律和风格多样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８·



第一章　民间小调概述

一、民间小调的起源和发展简况

“小调”这个名称在我国应用广泛。它是中国民歌体裁类别的
一种，一般是指在民间流传较广，形式较为规整、表现手法多样、曲
调细腻、婉柔的短小精悍的歌唱艺术。小调的民间俗称很多，如小
曲、俚曲、里巷歌谣、村坊小曲、市俗小令、俗曲、时调、丝调、丝弦小
唱等。

（一）小调的历史发展

从历史发展来说，小调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春
秋时期孔子编选的《诗经》３００余首，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包括
“风”“雅”“颂”。其中《国风》就是各邦国的民歌，反映了从西周初
年到春秋中叶（公元前１１世纪到公元前６世纪）５００余年间复杂
的社会生活、阶级关系以及人们的生活情况。它是带有地方色彩
的音乐，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
山西调、河南调。其中的某些叙事性篇章，已经孕育了“小调”这一
体裁的某些因素。

汉魏六朝以乐府民歌闻名。“乐府”是汉武帝设立的音乐机
构，用来训练乐工，制定乐谱和采集歌词，其采集了大量民歌，后来
“乐府”成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名称。今保存的汉乐府民歌的

５６首，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其中汉代的相和歌是
用丝竹伴奏的一种歌唱形式，《晋书·乐志》中关于相和歌是这样
解释的：“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相和歌吸收民
歌的营养，从侧重写帝王神灵，转为侧重写普通的下层人民和士卒
的际遇。这种新的叙事歌诗，在乐府相和歌中创立了“行”的体裁，

·９·



比如《长歌行》原文：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这是汉代乐府古诗中的一首名作。诗中用了一连串的比喻，
来说明应该好好珍惜时光，及早努力。诗的前四句，向我们描绘了
一幅明媚的春景，园子里绿油油的葵菜上还带着露水，朝阳升起之
后，晒干了露水，葵菜又沐浴在一片阳光中。世上的万物都在春天
受到大自然雨露的恩惠，焕发出无比的光彩。可是，秋天一到，它
们都要失去鲜艳的光泽，变得枯黄衰落了。万物都有盛衰的变化，
人也有由少年到老年的过程。时间就像大江大河的水一样，一直
向东流入大海，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在年少力强的时候如果不珍
惜时光，好好努力的话，到老的时候就只能白白地悲伤了！相和歌
可以说是小调的源头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出现了《子夜四时歌》《从军五更转》《月
节折杨柳歌》等时序体的乐府民歌，从中可以看到后世传播较广的
几种传统小调（四季、五更、十二月）的体式结构原则———时序体，
如《子夜四时歌》是一首南朝乐府民歌，收录在宋代郭茂倩所编《乐
府诗集》中，属“清商曲辞·吴声歌曲”，现存７５首，其中春歌２０
首，夏歌２０首，秋歌１８首，冬歌１７首，又称《吴声四时歌》，简称
《四时歌》。

春歌四首
阶上香入怀，庭中花照眼。春心一如此，情来不可限。
兰叶始满地，梅花已落枝。持此可怜意，摘以寄心知。
朱日光素冰，朝花映白雪。折梅待佳人，共迎阳春月。
花坞蝶双飞，柳堤鸟百舌。不见佳人来，徒劳心断绝。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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