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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巢湖流域地处皖中的江淮丘陵地带，西接荆楚，东迎吴越，山水兼容
的自然环境和以农耕为主、林牧渔商并存的经济形态，为巢湖流域的民间
歌咏活动提供了深厚的生存基础和广阔的拓展空间。荆楚激越昂扬之风
和吴越婉约妩媚之韵相互融合，孕育了巢湖民歌独特的多姿多彩的风情
神韵。

新中国成立以来，巢湖民歌的传承发展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就：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全国社会主义歌咏运动现场会在巢湖的司集乡召开。６０
年代，著名音乐家李焕之和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来巢湖采风，根据巢湖民
歌的音乐素材创作了《巢湖好》。７０年代巢湖民歌传承历史上最大规模
的一次搜集整理工作实实在在地开展，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８０年代
末，《新打的小船亮光光》、《姑嫂对花》等一批巢湖民歌被灌制成唱片在海
内外发行；滥觞于“南巢歌会”的群众性民歌编创和演唱比赛活动如火如
荼，新人新作不断地涌现。跨入新世纪以来，巢湖民歌走入了更为广阔的
发展空间，它在地方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巢湖民歌传
承事业也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广泛重视。巢湖民歌研究会的成立，标
志着巢湖民歌的传承和创新事业已进入了更高更新的境界。我们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巢湖民歌为民间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探索和积累了许多值
得借鉴和推广的成功经验。

巢湖民歌和皖北花鼓灯舞蹈被誉称为安徽的“南歌北舞”，足见其在
我省民间文艺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巢湖民歌以其体裁全面、内容丰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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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多样、音乐清新的艺术品格受到全省乃至全国文化艺术界的赞誉和关
注，共有５００多首被编入各种歌曲集，３０多首被编入各类高等音乐专业
院校教材，２０多首被上海唱片社录制成唱片在国内外发行，并馈赠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留存。２００６年，巢湖民歌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记得几年前，善康同志就和我探讨过，巢湖民歌是一个丰富的文化和
艺术宝库，但目前对巢湖民歌的认识和理解还缺乏深度和广度，他希望在
退休后能静下心来对巢湖民歌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今天他果然完成了
这部书稿，我有幸成了他的第一个读者。

正如善康同志在自序中所说，本书没有采用“概论式教科书模式，没
有走一般的体裁、形式、内容、特点等的分类和概括的格式化路子，而是采
取了专题性的探索和艺术作品鉴赏相结合的模式”。我很欣赏这种研究
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巢湖民歌个性化的价值进行收放自如
的探讨，同时也增加了这本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有益于研究成果对巢湖
民歌传承创新事业的指导。

我认为，对巢湖民歌给予关注和研究的，善康不是第一人，但他的研
究的独特学术意义在于，他没有拘泥于单纯的民歌音乐特质的考证，更多
地是挑开了那层音乐面纱，从历史文化和艺术审美的方位和视野对巢湖
民歌进行了立体的观照，至少，我认为提出了如下一些有价值的命题。

一、巢湖民歌是在巢湖流域独特的自然、历史、经济和文化诸要素共同构
建的社会背景下生成和发展的。该书提出了一个大胆独特的“巢湖民歌生物
性胎记”的概念，十分新颖生动，无疑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迪。特别是
该书通过巢湖流域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方式，深入透彻地分
析了巢湖民歌中最具地方特色的巢湖秧歌的成因和艺术特点，有助于我们对
巢湖秧歌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进行更加深刻的把握。

二、巢湖民歌传承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区域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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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流域位于我国东西部、南北方交汇地带，是典型的文化缓冲区。该书
关于巢湖民歌的楚文化渊源的认定，以及对汉民歌《孔雀东南飞》的考证，
虽尚待进一步探讨，但仍不失为有分量的一家之言。自明清以来，巢湖流
域与江南地区、苏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往来日渐密切。该书通过比较研
究的方法，对巢湖民间小调（含灯舞小调、情歌小调等）在江南、苏北都市
商业文化浸润下，从吸收到消化，从改造到完善的演变做了比较细致客观
的表述，更加有力地佐证了形成巢湖民歌体裁多样、内涵丰富的差异化外
部条件，也为我们认识巢湖民歌开拓了更广阔的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
巢湖民歌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三、巢湖民歌的普及推广需要开启一扇雅俗共赏的新窗口。该书分
为论述篇和赏析篇两部分，在赏析篇里，作者有选择地对一批优秀的，或
是有代表性的巢湖民歌进行了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的点评，在音乐旋律、
演唱方式、文学内涵等诸多方面给予了必要的审美解读。赏析采用散文
式笔调，轻松平和，文学性、可读性较强，这无疑是当今时代民歌传承方式
的新探索。对于今天对传统民歌相对陌生的青年音乐爱好者来说，无疑
会起到“提灯引路”的作用，即使是对于普通读者也何尝不是一篇篇有情
趣、有内涵的艺术小品文？

四、巢湖民歌荣膺国家级非遗名录，离不开巢湖民歌人的艰辛努力。
巢湖民歌固然因其自身独特的价值而受到广泛的赞誉，但它与巢湖区域
内文化艺术界的有识之士数十年锲而不舍、默默无闻的辛勤耕耘是分不
开的。从该书列举的一串长长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几代巢湖民歌人薪
火相传的坚定身影和踏实的足印，我们也深深感觉到巢湖民歌传承创新
事业任重而道远，期待那些高居“庙堂”和“象牙塔”的人们对这项功德无
量的事业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理由和答案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延安
时期就已经很明确了，我想我们都会记忆犹新。

本人一贯不为他人著作做序之类的事，但善康同志的委托，我却无法推

００３



脱。因为工作关系，我和他的交往已近三十年，我们之间建立了同志加兄弟
的亲密友谊。善康是个勤奋敬业的人，他曾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的知青，在农
村熬了八年，参加工作后，全凭艰辛的自学才达到了今天的文化水平。他在
戏剧、散文和诗歌创作上均有建树，进入群众文化行业后，他结合工作实践，
善于思考，撰写了一批在全省和全国产生影响的学术论文，是我省重要的群
众文化理论研究骨干。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他积极参与和组织了巢湖民歌
的各种传承创新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第一手资料，这为他今后的研究
工作奠定了基础。９０年代初，他调任旅游部门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后，同样在
这个新行业中创造了风生水起的不俗业绩，并一直干到“超龄”，尽管如此，他
没有放弃他对巢湖民歌的那份执着。该书的绝大部分篇章是善康在旅游工
作岗位的业余时间撰写的，特别令人感动的是，该书的最后完稿是在他癌症
手术后的三个月恢复期内，此时，我感觉到手中这本书稿沉甸甸的分量。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善康的精神在于他对家乡传统文化的那份执
着，在于他对民族文化遗产的那份守望。我之所以欣然为该书作序，不仅
仅是因为我与善康三十年的友谊，更是因为善康的这份执着与守望。回
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得以不间断地传承，就是因
为我们民族有无数像善康这样的人，是他们的锲而不舍，撑起了我们民族
文化的大厦！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我虽不是生长在巢湖之滨，但儿时接触到的巢湖民歌让我至今不能
忘怀。在成人以后的工作中又一直与民间文化相伴，巢湖民歌这朵民间
文艺之花的娇艳和繁茂，又使我积淀了无法割舍的一份情感和期盼。我
理解善康，愿巢湖民歌的光环永照后人。

张　盨
２０１３年４月

（作者系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安徽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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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守望是一首诗
情感积淀后的冷静更炽烈、更深沉
理性探索后的坚持更纯粹、更凝重
守望是一支歌
孤独是伴奏、祈盼是主题
守望者是一块愚顽的岩石，立在湖边
以不变应万变

———自　题

对于音乐，我充其量是个“半瓶醋”，却斗胆写出这么一部评论巢湖民歌
的小册子，实在是有些“妄为”，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若论缘由，我觉
得是“三分命中定，七分缘和情”，这话可能有些俗了，但却是实话实说。

我已年过花甲，一辈子几乎没离开过巢湖，没有那些令人羡慕的外出
升学、参军、履职的经历，偶尔因公出差，少则一周，多则半月，最终还是回
到巢湖岸边打转转，难怪妻子奚落我是个“家乌龟”，我也乐得承应———命
运之索早已把我一生的光阴紧紧“捆绑”在巢湖这片山水之中了。

乡音萌动少年心

母亲是个新中国第一代乡村教师，曾在巢南巢北十来所乡村小学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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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自幼随母亲在泥潭草地上摸爬滚打。年轻时的母亲是个能歌善舞
的“女先生”，在学校教“唱歌”课（那时不兴叫“音乐”课），业余时间一边教
农民扫盲识字、一边宣传时政，诗画上墙、说唱玩灯，样样拿得起放得下。
母亲无形中的言传身教给我的懵懂童年带来了些许艺术的启蒙，咿咿呀
呀地学唱成了我童年最快意的游戏。记得母亲有一本厚厚的黑皮手抄歌
本，几乎抄录了那个时代所有的流行歌曲，不知为什么，最让我入迷的是
那些好听的民歌（当时，我可没有民歌的概念），如《太阳出来喜洋洋》、《桂
花开放幸福来》、《孟姜女》、《四季歌》、《天涯歌女》、《十大姐》、《八月桂花
遍地开》、《二郎山》、《卖报歌》，还有《黄河大合唱》等，当然还有那些根据
巢湖地方民歌曲调重新填词的新歌。我翻遍了那个黑皮的歌本，学着母
亲打拍子的样子，跟着母亲把那些歌都学了个耳熟口熟，其实也是“猪八
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在母亲的宣传队伍后面总是拖着我这
个“小尾巴”，才六七岁的我，就大模大样地登台唱“大跃进”的门歌，扎着
朝天翘，挑着花挑子灯，走村串户唱《农业纲要四十条》。至今，我仍怀念
那个黑皮歌本，想起它，眼前就会浮现母亲年轻时最有活力、最有激情的
音容笑貌。可惜歌本在“文革”中被查抄了，因为它抄录的是“封资修”的
毒草。母亲也离开我二十年了。

或许因为我的识字启蒙正好与那个“诗人村村有，诗画满墙头”的时
代同步，我耳濡目染在那些四言八句的“跃进诗”里，那首“大红旗下称英
豪，端起巢湖当水瓢，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的经典民歌早已
烂熟于心。我也不经意地胡诌起来，记得我诌的第一首顺口溜是“太阳出
来知了叫，拿起镰刀去砍草，砍得草来堆成堆，回家妈妈哈哈笑”，母亲看
了淡淡一笑，给了我一个“有点押韵！”的评语，从此我似乎懂得了一点“押
韵”的含义，更增添了我写诗的兴趣了。记得上五年级的国庆节时，我给
学校的墙报投了诗稿“巢县本是好地方，又出棉麻又出粮，还出金银铜铁
锡，真是个物产丰富的好地方。可恨过去反动派，又剥削来又出卖，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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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水臭阴沟，人民的生活实在坏……”，这稿子后来被刊在墙报的头版头
条。如今回头读起来，真有点叫人哭笑不得的尴尬，脸红得很。

挨过三年凄风惨雨的天灾人祸，歌声和笑语重回曾经衰草枯杨的山野田
头，１９６４年，著名音乐家李焕之和北京一批文化人来到巢湖岸边，他们是来
“采风”的（好多年后，我才知道，巢湖民歌此时已是好名声在外了）。巢湖人
勤劳真挚的情怀和质朴生动的歌声深深地感染和激发了他们，最终他们以一
曲优美的《巢湖好》，表达了他们对巢湖人民的赞美和祝福。

就在我刚跨进中学门槛的那一年，音乐老师给我们教唱了《巢湖好》，
还详细介绍和分析了这首乡土歌曲。我瞬间被这首优美清新的、充满乡
土韵味的歌曲深深吸引。歌词描述的巢湖美景真实、生动、历历在目，曲
谱虽然是陌生的，但流淌出来的旋律却又那么熟悉和亲切。我似乎茅塞
顿开：原来田野的秧歌竟然也可以登大雅之堂，以如此美妙音符来表现！
原来我生活的这片山水也可以这样来描绘和欣赏！原来歌曲就是这么产
生和流传的！只要写出顺口押韵的词，配上“哆来咪发扫拉西”七个音符，
就是歌曲！在我初识巢湖好声音的同时，也冲破了对歌曲创作的那种神
秘感。

拥抱乡音零距离

被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所裹挟，我自１９６８年起，在一个依山傍水的
美丽乡村插队落户当了八年的农民，漫长的光阴令人难忘，尽管磨炼和期
待是苦涩的（我是黑五类子女，招工、升学、参军、提干已经没我的份了）。
在这八年里，我无奈却也自在地徜徉在大自然的山水田园中，也零距离走
近了淳朴善良的农民。在春风拂面的日子里，我在插秧大田里向那些哥
们姐们学喊秧歌，只可惜老是“秧歌好唱口难开，粑粑好吃磨难挨”两句头
的词；在漫坡山野中和放牛娃一起吆喝牧牛号子，少不了一些咒老子骂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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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脏词；在隆冬雨雪的夜晚，悄悄围坐在火盆边，听老歌手唱《手扶栏杆》、
《小寡妇上坟》、《十月怀胎》、《虞美人得病》……内容似乎有点“四旧”，门
外要有人望风，所有听的人都要给老歌手编一挂炮竹（当地的农闲副业）；
在夜运公粮的船舱里，听船家女述说昔日歌女的凄凉故事，我第一次感受
了和女孩子零距离紧紧偎依的温馨。

就这样，我无意中在一个地方民间音乐艺术的氛围里被熏陶和浸润。
我虽然还不能用简谱准确记录下秧歌的优美旋律，但我开始尝试在烂熟
于心的田头秧歌的曲调下，重新填上新的歌词，给大家换换“口味”，当然
也少不了是些农业学大寨的内容。我在生产队的文化室里给农家姑娘和
小伙子们教唱，效果不错，又很快在田头普及开了，那年我被评上了公社
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７０年代初期，农村各个层次的文艺宣传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种

层层选拔的文艺会演也此伏彼起，文化部门对演出节目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参加会演的必须有三分之二是创作节目。一个意外的紧急通知，把我
从裕溪河兴修工地上抽调出来，我被选中参加了公社文艺宣传队。这给
我提供了一个施展才智的平台，我好像也在这里找到了出路，因为至少在
这个领域里没有歧视和排挤。宣传队九成以上都是下放知青，我除了担
任登台表演的角色之外，还额外承担了创作节目的任务。另一位创作伙
伴叫孙元喜，他京胡二胡拉得很好，而且懂一点作曲技巧，我们自然成了
一对词曲搭档（可惜他已辞世多年）。我们回忆着在田头流行的秧歌曲
调，依葫芦画样改编了数首女声独唱歌曲，并结合真实的生活体验，自编
自演了《裕溪河治水舞》、《栽秧舞》、《选种舞》和《赤脚医生小药箱》等新节
目。我们的演出走遍了许多田野村头，记得在银屏山深处的一个无电的
山村里，乡亲们手持煤油火把为我们照明演出，那份渴盼和真诚令我终生
难忘。我至今仍珍藏着四十多年前宣传队员的合影和那本黄迹斑斑创作
节目的复写本，它们已是“古董”文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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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识乡音真世界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在经过一番艰难坎坷的人生跋涉后，我如愿调
入文化部门成为一名专业文化工作者。其实，我此前就是一名业余文化
骨干，与文化部门前辈老师们的交道自７０年代初就开始了，我从他们身
上不光学到了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更为他们奉献事业的执着和自信的
精神所感动，当然，我的聪明才智同样也得到了文化部门领导和老师们的
赞许，否则，一个乡镇的小店员何以奇迹般地实现一次“华丽转身”呢？

我很自豪我走过的８０年代。作为一个文化干部，我通过自学完成了
语言文学类的大学课程，还根据工作需要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历史、哲学和
比较文化研究等人文学科课程。和全国各地一样，８０年代是我市群众文
化发展的黄金时期，我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化同事们一起走进了巢湖民
歌传承和发展最辉煌的年代，我也感觉到我从此走进了巢湖民歌真正的
精彩世界。那些日子里，我们也曾拎着老旧的录音机，行走在田间村头，
和老民歌手交流采风，抢救和搜集了一批传统民歌。我们也曾一次次举
办民歌创作和演出培训班，民歌传承队伍得以迅速地成长壮大。我们首
创以举办南巢歌会的形式，发现和推介了一大批民歌“新星”，他们有许多
人至今仍活跃在民歌歌坛上，甚至走出了巢湖、走出了安徽。我与诸多作
曲者们合作的巢湖新民歌屡屡在省级以上的比赛和会演中获奖。我们曾
提出的传承和发展巢湖民歌“出歌出人”的四字原则，至今仍不失其现实
的指导意义。十年的努力奠定了巢湖民歌在全省民间艺术“南歌北舞”格
局中的地位，为最终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成功做了极为关键的前期铺
垫。巢湖民歌传承工作的优异业绩，也无疑成为巢湖市文化馆１９９０年赢
得全国先进文化馆最高荣誉称号的重要前提。

在多年的民歌传承实践中，我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感性认识，同时不断

００９



加强的人文科学知识和文化艺术理论的学习，逐渐引导我对巢湖民歌的
传承与发展进行一些深层次的思考，诸如巢湖民歌生成和发展的自然地
理前提和社会经济背景；巢湖民歌与众不同的既包括音乐，也包括历史
的、文学的、民俗的个性化特点；对原始民歌的继承和利用中，以及新民歌
创作中对传统性的思想内容、音乐元素、语言风格的“真伪”、“粗精”的甄
别取舍；建国以来对群众性民间歌咏活动发动和推广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等等问题。但此时，我的同事们更多的关注点在于对巢湖民歌音乐元素
的采录和利用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此时只是个孤独的“思想者”。

我的探索很艰难，但我没有停下脚步，我觉得，这条路总要有人走下
去。我更多地注意查阅各种史籍档案和文献资料，更多地从广泛的历史
视角和地理视角来考察和比较，我期待着能为巢湖民歌勾勒出一幅较为
清晰的生成和发展的脉络图。

我为乡音鼓与呼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我从文化馆调离，担任了市旅游部门的主要领导
职务。我虽然从“专业”转岗成“业余”了，但我对民歌的那份守望没有放
弃。好在旅游与民间文艺本来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个地方的特色
文化更是地方旅游形象的灵魂支撑，没有这种支撑的旅游是没有灵魂的
“俗旅游”，也注定是“短命”的。

由于旅游工作需要更多地接触地方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从新的视
角给我的探索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巢湖民歌应该适应新的时代需
求，应该和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相融合，坚持传承与创新两条腿走路，“关
门守摊子”、“炒冷饭”是条死胡同……我尽可能“利用职务之便”，抓住旅
游规划、项目开发、活动策划、营销推介等一切机会，为巢湖民歌鼓吹和呼
吁，在各个级别的旅游规划中积极评价和推介作为地方文化资源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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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民歌的价值；在项目开发建议中充分安排对巢湖民歌的利用；在各层
次的营销和推介活动中，尽可能为巢湖民歌提供展示魅力的载体和舞台；
将巢湖民歌列为导游培训教材内容之一，并亲自给导游教唱巢湖民歌。
我的努力应该取得了一些效果，但由于大气候、小环境的种种原因，仍难
免留下许多遗憾。
２００６年，巢湖民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巢湖民歌

的历史文化价值给予了更高的定位，无疑也对它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
的契机，开辟了新的拓展空间，这也给痴情的守望者们带来了巨大的鼓舞
和鞭策。作为业余创作爱好，我本可以有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等若干
选项，手头的文字编出一两本集子也不是难事，但为了这份守望，我只能
选择放弃，以便在有限的业余时间内，将有限的余热，集中精力为家乡的
文化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工作。几年来，我除了兼职参与巢湖文化研究
会的工作，主编了《巢湖文化全书———民俗文化卷》（４０万字）之外，陆陆
续续撰写了十多万字关于巢湖民歌的研究和赏析文章（部分文章曾公开
发表），现将它们辑录成册。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摒弃了概论式教科书模式，没有走一般的体裁、
形式、内容、特点等的分类和概括的格式化路子，而是采取了专题性的探
索和艺术作品鉴赏相结合的模式，各篇章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我觉得，
这样的文字体例可读性强，更有利于对巢湖民歌的普及推广，而这种模式
比较适合对巢湖民歌个性化特点做更深入的专题探讨，也更适合我个人
深浅收放从容自由的研究方式。

守望数十载，聊表寸草心。这本书的问世，是我对生养我的巢湖山水的
一份感恩。但愿我的守望能为巢湖民歌的传承和发展释放些许正能量。

２０１３年４月于巢湖之滨

０１１



目　录

序／００１
自序／００４

论 述 篇
楚风吴韵源流长

———巢湖民歌源流初探／００１
风从绿野拂面来

———从稻作文化到巢湖秧歌／００７
灯影流彩　舞韵传情

———巢湖民间灯舞小调审美心得／０２３
俚音俗语最亲近

———巢湖方言和巢湖民歌／０４０
郎喊姐应总关情

———试论巢湖民歌中的情与色／０５２
春色满园关不住

———关于巢湖民歌传承与振兴的几点思考／０６３

赏 析 篇

让心灵在春风里激荡／０７４
附录：《一支秧歌一趟秧》《绿浪滚滚迎面来》

俏皮村姑的浪漫情事／０８１
附录：《新打的小船亮光光》

巢湖人心中的寻根符号／０８４
附录：《巢湖好》（１９６４年原词原曲）、《巢湖好》（１９９７年ＭＴＶ版）

００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