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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武宇林 , 原籍山西大同 市 , 日 本广 岛大学文学博士 , 教授 , 二级美术师 。 现在

北方 民族大学就职 , 硕士 生导师 。 中 国 民间 文艺家协会会员 、 中国 民俗学会会员 。    

先后就读于 中 国 陕西师 范大学 、 日 本 岛根县立女子大学 、 日 本岛根大 学和 日

本广 岛大 学 , 获陕西 师范大学文 学学士 学位 、 岛根大 学教育学硕士学位 、 广 岛大

学 文学硕士和文学博士 学位 。 1 9 9 5 年至 2005 年在 日 本留学 期 间 , 曾 1 0 多 次获奖 ,

其中 有征文 比赛一等 奖和二等 奖 、 美术作品金奖 、 留 学生演讲 比赛一等奖等 ; 曾

兼任大 学 中 国 语讲师 、 中 国 画讲师 , 编著出 版 《 实用 中 国 语基础课本——石 井先

生的北京之旅 》 ( 与狩野キ ヤ ロ ラ イ ン教授合著 , 日 本南云堂 出版社 200 1 年 ) ;

自 幼酷爱书 画 , 在 日 本多 次举办个人画展 ,  《 雪夜 》 、  《 黄土 高原之花 》 、  《 荷

花 》 、  《 牡丹 》 、  《 清泉 》 、  《 翠竹 》 等 多幅 中 国 工笔画作品被 日 本和英 国 友人

收藏 , 出版 《 武宇林 中 国工笔画集 》 ( 日 本黑潮社2 0 0 4 年 ) 。    

多年来 , 潜心 于 中 国 民俗学特别是 中 国 “花儿 ” 民歌研究 , 数年来 沿古丝 绸

之路 , 深入陕西 、 宁夏 、 甘肃 、 青海和新疆等地 以及吉 尔 吉斯斯坦共和 国进行

“花儿” 的田野调 查 。 2 0 0 5 年 9 月 , 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 日 文专著 《 丝绸之

路 口传民歌—— “花儿” 的研 究 》 在 日 本信 山社 出版 。 在 国 內 外发表的主要论文

有 《 中 国 西 北部 民歌 “花儿 ” 的修辞 》 、  《 中 国 西 北部口传 民歌 “ 花儿 ” 中的牡

丹 》 、  《 “花儿” 中的对喻程式化修辞手法 》 、  《 洮岷 “花儿 ” 的现状与西 北 “花

儿 ” 的传承》 、  《 中 国 “花儿” 传承基 地——松鸣岩 “花儿会” 调研报告 》 、  《 元

代的蒙 古人及蒙古语与 西部 “花儿 ” 》 、  《 “花儿” 与 回族民俗文化——兼谈 “花

儿 ” 的族属 问题 》 、  《 元代 的 “回 回 ” 与西部 “花儿” 》 、  《 中亚 回族与 口传 民

歌 “花儿 ” ——吉 尔 吉斯斯坦 中亚 回族民俗文化考察》 等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甘肃省岷县 “花儿 ” 观摩会 ( 20 0 5 年 )



◆令 青海省峡群寺 “花儿会” (200 2 年 )



◆ 宁夏著 名回族“ 花儿”歌手马汉东和李凤莲(2008年)



    

前言        

在 中 国西北的甘肃、 青海 、 宁夏和新疆等地 , 至今传唱着一种被称作 “ 花

儿 ” 的 民 间歌谣 。  “花儿 ” 的唱词是 汉语 , 但是其创作者和演 唱者却有汉族 、

回 族 、 东 乡 族 、 撒拉族 、 保安族 、 藏族 、 蒙古族 、 土族 、 裕 固族 以及 中 亚的 东

干族等诸多 民族 。 这一古老的 口 承民歌千百年来流行于广 袤的 中 国西北 , 其流

传区 域民族众 多 , 地理环境独特 , 曾是繁盛的 丝绸古道 。  “ 花儿 ” 的诞生和传

播与 丝绸之路的 历史 、 文化有着一定的 渊源 关系 , 这种 渊源也反映 了 “ 花儿 ”

的诞生与演变。    

“ 花儿 ” 民 间 歌谣与 文学 、 音 乐学 、 社会学 、 历史学 、 民族学 、 民俗 学 、

语言学等都有着密切的 联 系 。 其歌 。唱 内容包罗 万象 , 时空跨越上千年 , 记录着

中 国唐 、 宋 、 元 、 明 、 清 、 民 国 以及新 中 国 以来 的社会面貌及 平民百姓的情感

世界 , 犹如一幅幅通俗而生动 的 中 国 历史画卷 。 其创作中 广泛使用 的修辞手法

与 《诗经 》 中 的 “ 赋 ” 、  “ 比 ” 、  “ 兴 ” 相媲美 , 被誉为 “ 西北地区的 诗经 ” ;

其结构 、 韵律体现出 极强的 口 头程式 , 形成 了 独特的表现形式 ; 其 曲 调丰富 多

彩 , 既高亢 、 粗犷 , 也不乏悠扬 、 委婉 , 体现 了 多 民族 、 多 元性文化生活的 丰

富性 ; 其强大的 生命力 和传播功 能 , 表现在众 多 民族共同使 用 汉语进行演 唱 ,

并各具特色 。 跨地域 、 跨文化 、 跨民族 、 跨时空的 “ 花儿 ” 民歌具有极强的 艺

术生命 力 和 文化包容性 , 是西北 多 民族地区文化交流 、 民族和 谐的桥梁与纽

带 , 也是 中 华民族 多元一体文化格局 的 生动诠释 。  

然而 , 与其他传统民 间 艺术一样 , 在现代 文化 的冲 击之 下 ,  “ 张 口 即 来 ,

闭 口 即 无 ” 的 口 传 民歌 “ 花儿 ” 正面临着失传的 危机 , 原 生态 “ 花儿 ” 歌谣 的

传承后继 乏 人 。 2 00 6 年 6 月 , 国务院批 准 文化部确定 的第一 批 国 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 录公布 , 共计 5 1 8 项 , 以 民间文学 、 音 乐 、 舞蹈 、 戏剧 、 曲 艺 、 杂

技与 竞技 、 美术 、 手 工技 艺 、 传统医药和 民俗 十个 大 类呈现 。 在 音 乐 类 中 ,

“花儿 ” 名列 其中 , 宁 夏 回族 山 花儿 、 莲花 山 花儿会 、 二 郎山 花儿会 、 老爷 山



花儿会 、 松 鸣岩花儿会 、 丹麻土族花儿会 、 瞿昙寺花儿会 、 七里寺花儿会等一

起入选 。  “ 花儿 ” 的入选 , 标志着人们对这种民族民 间艺术的认识和研究水平

达到 了 一个新的高度 , 也 为抢救和保护这一珍贵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 千载

难逢的绝好机遇 。    

近年来 ,  “ 花儿 ” 歌谣越来越被海 内 外 学界以及 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所关  

注 , 不仅是 中 国学者 , 美国 、 德 国 、 加拿大 、 日 本 等国 的 一些学者也专程来到

中 国 西北 , 对 “ 花儿 ” 及 “ 花儿会 ” 进 行 田 野调查 。 学者们 从不 同 的 角 度对

“ 花儿 ” 歌谣展开研究 , 取得 了 丰硕的成果 。    

1 9 9 5 年至 2 0 0 5 年作者在 日 本 留学期 间 , 将 “ 花儿 ” 民歌研究作为 文学硕

士和博士论文选题 , 对古 丝绸 之路沿线的甘肃 、 青海 、 宁 夏 、 新疆等地的 “ 花

儿 ” 进行 了 广 泛深入的 田 野调查和研究 , 并于 2 0 0 5 年 在 日 本 出版 了 《丝绸 之

路 口 传 民歌—— “ 花儿 ” 的研究》 日 文专著 , 首 次把 中 国 西北 的 “ 花儿 ” 民歌

介绍 到 了 日 本 。 书 中 不仅对 中 国 “ 花儿 ” 的历史 、 现状 、 文学和 民族特色等进

行 了 系统而 全面的研究和阐 述 , 而且精选西北各地各 民族 的 6 0 0 多 首具有代表

性的 “ 花儿 ” 民歌 , 并全部翻译为生动形象 、 通俗易 懂的 日 文 , 还附加 有 日 文

解析 , 为 日 语世界打开 了 一扇 了 解 中 国西部民 间文化特别是 民歌的窗 口 。 这些

散发着泥土芬芳 的西北 “ 花儿 ” 歌谣第 一次被大量传播到 了 海外 , 也为 海外研

究者提供了 丰富的 参考资料。 作者 3 年前 回 国之后 , 又展开 了 对 “ 花儿 ” 新的

研究 , 先后 赴西北各地及吉尔吉斯斯坦进一步展开 田 野调查和研究 , 积累 了 大

量的第一手资料 , 进而在翻译 日 文原著的基础上 扩展和修改 , 完成了 这本 《中

国 花儿通论 。 该书增补 了 许多 新的 内 容 , 其 中 包括 中 亚东 干族 “ 花儿 ” , 以及

甘肃 、 宁夏等地近年来有关 “ 花儿 ” 的 新动 向等 。    

仲国花儿通论》 是一部反映中 国 “花儿 ” 民歌全貌的学术专著 , 共分六章 。    

第一章 “ 花儿 ” 概略 。 这是 本书最具创新和探索精神 的一章 , 主要探讨了

“ 花儿 ” 的历史 、 名称及流派分类等 。 针对先行研究 中提 出 的 关于 “ 花儿 ” 诞

生的 各种观点 , 就 “ 花儿 ” 的产 生时代这一学术界 尚 未定论 的难题 , 从更 为广

阔的社会学 、 历史学 、 民族学 、 语言学 、 人文学等背景 中 展开全 方位 、 多视角

的 研究论证 。  ( 一 ) 元代的 回 回 和 “ 花儿 ” 的 关 系 。 提 出 了 回 族是歌唱 “ 花

儿 ” 的主体民族 之一 、 回 族的 历史与回 族 “ 花儿 ” 的诞生 有着密切 的联系 、 回



族在 “ 花儿 ” 的 传播 中起 了 重要作 用 等观点 。  ( 二 ) 元代的 回 回 屯 田 和 “ 花

儿 ” 的 关系 。  ( 三 ) 元代 的 蒙古人以及蒙古语和 “ 花儿 ” 的 基本语言——河州

话的 关 系 。  ( 四 ) 宋 、 元时期 的语言和 “ 花儿 ” 的 语言 关联 。  ( 五 ) 历史上古

丝绸之路的西凉 乐 、 回 回 曲 和 “ 花儿 ” 的 关联 。  ( 六 ) 宋元时期 的讲唱 民 间文

学 、 元 曲 和 “ 花儿 ” 的 关联 。  ( 七 ) 歌词 中 的古 代地名 与 “ 花儿 ” 的 历 史渊

源 。 最后得 出 了 “ 花儿 ”  ( 主要指 “ 河州型花儿 ” ) 有可能产 生于 元代的 推论 。

另外 , 对 “ 花儿 ” 的 名称也进行 了 探究 , 认为 其名 的 形成有 可能经过 了 无名

( 曲 子 ) → “ 话儿 ” → “ 花儿 ”  ( 花卉 ) → “ 花儿 ”  ( 情歌 ) 4 个阶段 , 经历

了 由 含糊到清晰 、 由 浅显 到深邃 的漫长 的 演变过程 。 最后 , 作者根据 “ 花儿 ”

的诞生地 、 艺术风格 、 民族特色等因 素 , 提出 了 中 国 “ 花儿 ” 可按 “ 河州 型花

儿 ” 和 “ 洮岷 型花儿 ” 两大流派进行分类的 观点 。  

第二章 “ 花儿 ” 的基本形式 。 分别就 “ 河州型 花儿 ” 和 “ 洮岷型花儿 ” 各

自 的句 型 、 内部结构 、 句头和句 末表现 、 程式化趋 向等外在形式进行考证 , 阐

述了 二者各 自 的特点和异 同 以及 “ 花儿 ” 之所以 “ 张 口 就来 ” 的 内在创作规

律 。 特别对 “ 花儿 ” 的创作程式化现象进行 了 深入探究 。    

第三章 “ 花儿 ” 的主题 。 情歌是 “ 花儿 ” 民歌的 主流 , 约 占 9 0 % 以上 , 分

为 “ 恋爱观 ” 、  “ 求爱 ” 、  “ 交 际 ” 、  “ 争执 ” 、  “ 结婚 ” 、  “ 别离 ” 共 6 类进行

分析 。 另 外 , 对 “ 花儿 ” 中反映 “ 生活苦情 ” 、  “ 愤世嫉俗 ” 、  “ 人 生哲理 ” 等

主题的其他内 容也进行了 归 纳和 解析 。    

第 四 章 “ 花儿 ” 的 修辞 。 重点探讨 了 “ 花儿 ” 歌词 中 的 “ 赋 ” 、  “ 比 ” 、

“ 兴 ” 修辞手法 。 在 “ 花儿 ” 民歌 中大量存在 的 、 与 《诗经》 颇为 相似的 修辞

手法 , 为其艺术魅力 之一 , 也是 “ 花儿 ” 的文学精粹所在 。 首先就 “ 花儿 ” 歌  

词 中 的 “ 比兴 ” 表现手 法按 “ 植物 ” 、  “ 动 物 ” 、  “ 天象 ” 、  “ 器物 ” 4 类进行  

分析 。 其次 , 就 “ 花儿 ” 中 的 比 喻表现手法按 “ 对女性的 比 喻 ” 和 “ 对男 性的

比喻 ” 两 类进行分析 , 还特别提 出 了 “ 男 女对偶式 比喻 ” 程式化手法 。  

第五章 “ 花儿 ” 中的 民族特色和民俗事象 。  “ 花儿 ” 是 古丝绸之路周边地

域的 回 、 汉 、 藏 、 撒拉 、 土族 、 保安 、 东 乡 、 蒙古 、 裕固 族 , 以 及吉尔吉斯斯

坦的东干族等多 民族传唱 的一种 民歌 , 反映 出极其丰富 的少数 民族特征和 民 间

习俗特色 。 本章首先探讨了 “ 花儿 ” 在形成过程中 与上述民族之间 的 内在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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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各 自 的 特征 , 然后就其 中 所显 现的 西北 风土 人 情 、 民 间 习 俗进 行 分类

研究 。    

第六章是关于宁 夏 、 甘肃 、 青海 、 新疆和吉尔吉斯斯坦的 “ 花儿 ” 流行地

区 的 田 野调查报告 。 报告 中 真实再现了 古老的 “ 花儿 ” 民歌在 不同 地区不尽相

同 的现状和传承情况 , 并提出 弘 扬和传承 “ 花儿 ” 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若干

设想和建议 。    

总之 , 全书从唐 、 宋 、 元 、 明 、 清 、 民 国以 及新中 国 以来的纵 向视角 和古

丝绸之路上多 民族聚居地的 横向视角 , 对中 国 “ 花儿 ” 这一古老的 民族艺苑奇

葩进行了 系 统的研究和探索 。 书 中 所援引 的 7 00 多首传统 “ 花儿 ” 民歌 , 其 中

有不少是从 民 间抢救上来的 即将失传的 非常古老而弥足珍贵 的作品 , 其 内 容显

现着唐 、 宋时期民间 口 头文学的 痕迹 , 语言具 有元 、 明 、 清的 时代特质 , 堪称

研究 “ 花儿 ” 及相 关人文学科的 活化石 。 本书 所引 用 的参考 文献达一百多 部 ,

上至 《晋书》 、  《唐 书》 , 下至 当 代出版 物 , 既有 中 国 以及 台湾和香港 的 中 文 资

料 , 也有 日 本等 国的 外文学术专著 , 可以说 ,  < 中 国花儿通论》 犹如一部 “ 花

儿学 ” 教科书 , 开启 了 “ 花儿 ” 研究的新领域 , 也为学界 同仁提供 了 足 可借鉴

的崭新思路和交流平 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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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花儿”概 略

第一节  “ 花儿” 的历史  

一 、 “ 花儿 ” 的诞生和早期研究  

“花儿 ” 歌谣是流传在中国西北地区的 一种古老的民 间歌

谣 , 有着悠久的历 史 , 自 古以 来就被当 地各族人 民群众所喜

爱 , 至今传唱 不衰 。 然而 ,  “ 花儿 ” 在旧 中 国却 被贬为 “ 野

曲 ” 、 “ 淫词俚语 ” , 读书人对此也不屑一顾 。 辛亥革命后 , 在

“ 五四 ”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 , 民俗开始得 以重视 , 北京大学

开展了在全国 征集 民 间 歌谣的活 动 。 至此 , 西北地区 的民 歌

“ 花儿 ” 也终于被学者所关注 。 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编辑发行

的 《歌谣周刊 》 第 8 2 号 ( 1 9 2 5 年 3 月 1 5 日 ) 首次登载了 袁

复礼先生所收集的 3 0 首 “ 花儿 ” 歌谣 , 以及题为 《 甘肃的歌

谣—— “ 话儿 ” 》 的文章 , 使 “ 花儿 ” 歌谣这一土生土长的 民

间文学 登载上 了 中 国 高 等学府的 文学刊 物 。 据刘凯先生 的

《 < 歌谣周刊 > 与七十年来的 “ 花儿 ” 研究 》 一文介绍 : “ 1 9 2 2

年创刊 的北京大学 《 歌谣周 刊 》 , 是我 国最早以搜集 、 研究歌

谣为主的民间文学期刊 … … 流行于我 国西部地区青海 、 甘肃 、

宁夏 、 新疆等地的 民歌 ‘ 花儿 ’ 就是这个时期通过 《 歌谣周

刊 》 的介绍 , 才首次冲 出西部一隅 为国人所知 。 ” ① 值得庆幸

的是 , 《 歌谣周 刊 》 第 8 2 号所登载的 3 0 首甘肃 “ 花儿 ” 民歌

① 刘 凯 《 西部花 儿散论》  p 3 7 1  广西 民 族 出 版社 1 9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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