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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而动听的民间歌谣

来自富有灵性的山水

来自生生不息的大自然

它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它是民间勤劳勇敢的人

酿造出来的酒

浓郁而醇美

值得细细品尝

感受那浓浓的情韵

丰富你情感的家园

民
间
歌
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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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开花调

时间：２００６年　　　　　　类别：民间音乐

地区：山西 编号：Ⅱ－１

申报地区或单位：山西省左权县

“开花调”属“山歌体”，流行在太行山区（或称东山区）。主要

分布于左权、和顺、武乡、襄垣各县，其中以“左权开花调”最为出

色。因所有唱词一律以“花”为中心，以“开花”为比兴，故称“开花

调”。在这里，不只是植物可以开花，其他东西也可以开花，剪刀可

以开花，笤帚可以开花，门塔塔（门塔扣）也可以开花，小椅床（小板

凳）可以开花，石头也可以开花。总之，一切用来作比喻的东西都

可以开花。而其比喻一般又都是与点题的下一句有着某种联系，

如《苦相思》：“山药蛋开花结疙瘩，圪蛋亲是俺知心人。半碗豆子

半碗米，端起了饭碗就想起了你。……玻璃开花里外明，远远就照

见俺圪瘩亲。”“开花调”的风格特点与河曲“山曲”迥然不同。如果

说河曲“山曲”以其音调高亢、嘹亮、节奏比较自由见长，而“开花

调”则以委婉、清秀，节奏比较规整取胜。

开花调构思精巧，语词新颖，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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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谓源远流长，富有浓厚的民俗特色和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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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歌王石占明

歌中用本地方言所构成的衬词衬句都堪称一绝，如“啊咯呀呀呆”、

“亲咯旦儿”、“亲呀咯亲呀么呆呀咯呆”等，都极好地凸显了浓厚的

地方色彩。

开花调音调简洁，深情感人，绝大多数由相互呼应的上下两个

乐句组成，旋律进行以级进七声性音阶为主，间或出现大跳音型，

用于表现情绪、情感的起伏跌宕，大大增加了音乐的感染力。

左权民歌以开花调为代表在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曾一度衰微，

生态失衡。近期在广大民众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传统

歌风日渐恢复，新的传人相继出现，为民歌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

了较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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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曲民歌

时间：２００６年　　　　　　类别：民间音乐

地区：山西 编号：Ⅱ－２

申报地区或单位：山西省河曲县

河曲民歌流行于河曲县及晋西北，辐射晋、陕、蒙三省（区）交

界地域。河曲地处黄河弯道，历史上交通阻隔，土地贫瘠，旱涝无

定，老百姓灾难深重。由于这一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形成了当地

老百姓每年春去冬回，到内蒙古大青山、河套一带打短工、拉长工

的“走西口”生活生产方式。于是这种年复一年的离妻别子的痛苦

人生中自然产生了咏叹人间离苦、别绪、思念、期盼的“走西口”民

歌，当地人称之为“山曲”。

山曲属山歌体裁。明代就有“户有弘歌新治谱，儿童妇老尽歌

讴”的记载。河曲县历来以农耕为本，历史上十年九旱，饥荒严重，

交通闭塞，逐步构成了民俗民间文化生长和传承的特殊地理环境。

从而孕育和催生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河曲民歌这一珍贵的艺术品

种。它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传唱与孕育期，久唱不衰。

河曲民歌吟唱内容十分丰富，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它



音乐的魅力 民间歌谣通过代代口耳相传，已融入了后世的歌谣之
中。可谓源远流长，富有浓厚的民俗特色和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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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什么唱什么，想什么唱什么”，尽显地方民俗风情。它采用比

兴、反复、排比、重叠、对称、双关、夸张等手法，抒发生活的喜怒哀

乐。旋律简单、优美，音程跳度大，音调高亢、辽阔，节奏比较自由，

口语化的装饰音较多，具有鲜明的山歌风味。

河曲民歌《拜大年》

河曲民歌想象丰富、意义深远，是劳动人民一辈辈一代代流传

下来的艺术瑰宝，堪称一部河曲社会生活的大百科全书。经过无

数次不断提炼、不断丰富，直到今天，仍活在民间，活在广大人民群

众的口里和心中。河曲民歌中包含了丰富的民俗，甚至保留了一

些已经消失的民俗事象，就像一座活的民俗博物馆，为我们提供了

研究河曲文化的翔实资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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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长调民歌

时间：２００６年　　　　　　类别：民间音乐

地区：内蒙古 编号：Ⅱ－３

申报地区或单位：内蒙古自治区

“蒙古族长调民歌”是蒙古族民歌的一种形式，分为长调和短

调。在蒙古族形成时期，长调民歌就已存在。蒙古族长调民歌与

蒙古族长调民歌歌唱家哈扎布

草原、与蒙古民族游

牧生活方式息息相

关，承载着蒙古民族

的历史，是蒙古民族

生产生活和精神性

格的 标 志 性 展 示。

蒙古族长调民歌也

是一种跨境分布的

文化。中国的内蒙

古自治区和蒙古国是蒙古族长调民歌最主要的文化分布区。

长调是蒙古语“乌日汀哆”的意译，译为“长歌”、“长调歌”或



音乐的魅力 民间歌谣通过代代口耳相传，已融入了后世的歌谣之
中。可谓源远流长，富有浓厚的民俗特色和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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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牧歌”等。旋律悠长舒缓、意境开阔、声多词少、气息绵长，旋

律极富装饰性（如前倚音、后倚音、滑音、回音等），尤以“诺古拉”

（蒙古语音译，波折音或装饰音）演唱方式所形成的华彩唱法最具

特色。歌词一般为上、下各两句，内容绝大多数是描写草原、骏马、

骆驼、牛羊、蓝天、白云、江河、湖泊等。蒙古族长调以鲜明的游牧

文化特征和独特的演唱形式讲述着蒙古民族对历史文化、人文习

俗、道德、哲学和艺术的感悟，所以被称为“草原音乐活化石”。

早在１０００多年前，蒙古族的祖先走出额尔古纳河两岸山林地

带向蒙古高原迁徙，生产方式也随之从狩猎业转变为畜牧业，长调

这一新的民歌形式便产生、发展了起来。蒙古长调属于蒙古族的

音乐，而蒙古族音乐大至可分为三个历史发展时期，即山林狩猎音

乐文化时期、草原游牧音乐文化时期、亦农亦牧音乐文化时期。

蒙古长调的表演者穿蒙古长袍，配以马头琴音乐，讴歌母爱、

赞美生命、诉说爱情，以真声唱法为主，是最接近自然的声音。它

以思念、赞赏的歌曲为主，大多数都是描写草原、牛羊、白云等，尤

以唱马的歌曲最多。

蒙古族的生存环境历来是地广人稀，加之游牧的独特生活方

式，使他们对爱有着自己的思考，对爱的表达也有着独特的方式，

长调民歌便是在这种爱的原动力作用之下产生与发展的。因此，

长调民歌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这种爱的本质与内涵。

在长调艺术史上，长调艺术大师可谓代代辈出。一代歌王哈

扎布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以“草原抒情男高音”而蜚声于国内

外，其《小黄马》高音区的演唱令人拍案叫绝。１９５５年，“长调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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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音德力格尔以一曲《辽阔的草原》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夺得金

蒙古族长调民歌“吾博”组合

牌，倾倒世界级音乐大师与各国青年。评委之一、著名前苏联作曲

家肖斯塔科维奇，称其是“罕见稀有的民音女高音”。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末，年近古稀的鄂尔多斯长调民间歌手扎木苏震惊了北京舞台，

在音乐理论界、声乐界、教育界引起轰动和惊叹。许多专家高兴地

称赞为“草原美声唱法”，他被请到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

乐学院讲学，著名声乐大师沈湘亲临现场聆听他的演唱。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８０多岁的扎木苏歌喉依旧，充分显示出坚实而科学的

歌唱功底。这充分说明，长调演唱艺术不仅有它独特美学本质及

其风格，而且具有独特而科学的歌唱技术。

蒙古长调同样的作品不同人可以演唱出不同风格，所以通过

演唱者的歌喉得以传承下来，它是“附着”在传承人身上。现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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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长调演唱艺人、流派代表人物有的年事已高，有的相继离世，一

旦师承关系得不到延续，独特的演唱方式、方法不及时传承，必然

危及长调保护与发展。伴着中蒙两国申报蒙古长调为“世界口头

文化遗产”的成功，长调艺术将逐步得到进一步的关注和保护，今

后两国将在蒙古族长调民歌的田野调查、研究、保护方法、保护措

施等方面，进行密切和有效的联合行动。这对于增进两国人民之

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对于蒙

古族长调民歌进行更好的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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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呼麦

时间：２００６年　　　　　　类别：民间音乐

地区：内蒙古 编号：Ⅱ－４

申报地区或单位：内蒙古自治区

呼麦是蒙古族人创造的一种歌唱艺术，它是很神奇的：一个歌

手可以纯粹用自己的发声器官，在同一时间内唱出两个声部。呼

麦声部关系的基本结构为一个持续低音和它上面流动的旋律相结

合。又可以分为“泛音呼麦”、“震音呼麦”、“复合呼麦”等。在中国

各民族民歌中，它是独一无二的。

据考证，呼麦的历史可以远溯至匈奴时期，至迟在蒙古族形成

前后就已经产生。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锡林郭勒、呼伦贝

尔草原及呼和浩特市等地区，新疆自治区阿尔泰山一带的蒙古族

居住地以及蒙古、俄罗斯图瓦地区也能听到这种歌唱方式。

有关呼麦的产生，蒙古人有一奇特说法：古代先民在深山中活

动，见河汊分流，瀑布飞泻，山鸣谷应，动人心魄，声闻数十里，便加

以模仿，遂产生了呼麦。新疆阿尔泰山区的蒙古人中，至今尚有呼

麦流传。呼麦的曲目，因受特殊演唱技巧的限制，不是特别丰富。



音乐的魅力 民间歌谣通过代代口耳相传，已融入了后世的歌谣之
中。可谓源远流长，富有浓厚的民俗特色和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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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说来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咏唱美丽的自然风光，诸如《阿尔

泰山颂》、《额布河流水》之类；二是表现和模拟野生动物的可爱形

象，如《布谷鸟》、《黑走熊》之类，保留着山林狩猎文化时期的音乐

遗存；三是赞美骏马和草原，如《四岁的海骝马》等。从其音乐风格

来说，呼麦以短调音乐为主，但也能演唱些简短的长调歌曲，此类

曲目并不多。从呼麦产生的传说，以及曲目的题材内容来看，“喉

音”这一演唱形式，当是蒙古山林狩猎文化时期的产物。

呼麦唱法是在特殊的地域条件和生产、生活方式下产生的，其

发声方法、声音特色比较罕见，不同于举世闻名的蒙古族长调的唱

法，声乐专家形容这种唱法是“高如登苍穹之颠，低如下瀚海之底，

宽如于大地之边”。呼麦发声原理特殊，有时声带振动，有时不振

动，是用腔体内的气量产生共鸣。它运用特殊的声音技巧，一人同

时唱出两个声部，形成罕见的多声部形态。演唱者运用闭气技巧，

使气息猛烈冲击声带，发出粗壮的气泡音，形成低音声部。在此基

础上，巧妙调节口腔共鸣，强化和集中泛音，唱出透明清亮、带有金

属声的高音声部，获得无比美妙的声音效果。

作为一种特殊的民间歌唱形式，呼麦是蒙古族杰出的创造。

它传达着蒙古族人民对自然宇宙和世界万物深层的哲学思考和体

悟，表达了蒙古民族追求和谐生存发展的理念和健康向上的审美

情趣。

呼麦是蒙古民族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它更多地保留了原

始歌唱的某些因素，是一种来自民族记忆深处的久远回音，与蒙古

族的历史、文化息息相关，对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研究均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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