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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羌族民歌在高等艺术院校声乐教学中的运用与演绎》一书历时两载余终
于与读者见面了，回想起这项课题的始终，所有的人和事都历历在目，令人感
慨万千!
“羌族民歌在高等艺术院校声乐教学中的运用与演绎”是一项普通的课题，

但过程和意义又显得如此的不同一般! 一场大型的演出、一张出版的 DVD音像
资料、一部专著是我们科研小组的最终目标。从做一场大型的演出开始，我们
三人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到后来出版发行 DVD音像资料，再到最后合作撰写这
部专著，我们三人就处于一种既独立又合作的状态。说独立就是自己分头完成
自己的任务，说合作就是我们经常要在一起讨论、策划、分析科研项目的进行
方向、进行目标，以及就眼前所遇到的实际困难提出解决方案。这部著作我们
从开始写作就进行了明确地分工。《羌族民歌在高等艺术院校声乐教学中的运
用与演绎》的前言和后记均由陈辉执笔。第一部分羌族民歌溯源、羌族民歌文
化与民俗中，陈辉负责执笔羌族民歌溯源的内容; 朱婷负责执笔羌族民歌与文
化的内容; 佐世容负责执笔羌族民歌与民俗的内容。第二部分羌族民歌理论研
究中，陈辉负责执笔羌族民歌在高等艺术院校中的应用研究的内容; 朱婷负责
执笔羌族传统民歌分析研究的内容; 佐世容负责执笔羌族民歌演唱技法研究的
内容。第三部分大型羌族音乐诗剧《花儿纳吉》演出实录中，陈辉负责大型羌
族音乐诗剧《花儿纳吉》演出海报及节目单内容; 陈辉和朱婷负责大型羌族音
乐诗剧《花儿纳吉》新闻报道及花絮追踪等内容。第四部分大型羌族音乐诗剧
《花儿纳吉》歌曲实例介绍及演唱分析中由陈辉负责执笔序、第一乐章、第二
乐章、第四乐章、尾声歌曲实例及演唱分析内容; 佐世容负责第三乐章的演唱
分析内容; 朱婷负责序、第一乐章、第二乐章、第三乐章、第四乐章、尾声歌
曲背景介绍内容。第五部分采风、访谈、排演实录中，朱婷负责访谈羌族专家
及艺人的内容; 陈辉和朱婷负责采风、访谈、排演实录影像编辑整理。最后的
大事记表由陈辉、朱婷、佐世容共同完成。三人各自完成的大概字数如下: 陈
辉约 16万字，朱婷约 12万字，佐世容约 7万字。
《羌族民歌在高等艺术院校声乐教学中的运用与演绎》不仅仅是一部理论

专著，它也是我们在科研实践《花儿纳吉》完成之后撰写的一本著作。所以它
具有理论和艺术实践的双重意义。撰写过程中，我们首先收集与整理了有关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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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歌曲的理论资料，仅仅这一过程就花费了半年多的时间。然后，我们根据大
量的理论资料进行创作，完成了羌族音乐诗剧 《花儿纳吉》的演出。这场演出
从开始排练到四川音乐学院新都校区的预演，再到四川音乐学院大音乐厅的公
演，也历时整整一年时间。最后，我们结合前面的所有过程总结完成了这部著
作。
《羌族民歌在高等艺术院校声乐教学中的运用与演绎》这本著作也许正像

我们的《花儿纳吉》一样，如同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非常非常的稚嫩，还需
要很多专家学者的关怀与爱护，还需要更多的养分去滋养、灌溉，她才能更好
更快地成长起来、成熟起来、蓬勃起来、壮大起来! 在这条路上，我们三个年
轻人愿意付出更多的精力，乃至毕生的心血为之努力、为之奉献。只愿越来越
多的民族民间音乐能够纳入高等艺术院校的声乐教学过程中! 也衷心希望羌族
民歌这朵少数民族的艺术之花开放得更加美丽灿烂!
《羌族民歌在高等艺术院校声乐教学中的运用与演绎》这本著作旨在 “把

民族民间音乐引入高等艺术院校的教学”这一思想观点传播开来。也许，本书
在这里仅仅能起到的一个导入的作用，后面的道路还很长很长。我们希望祖国
美丽的少数民族音乐很好地与高等艺术院校教学紧密结合，能够更好地传承和
发展中国民族音乐，同时也能够创作、创新少数民族音乐，为我国民族音乐的
大繁荣大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陈 辉

2013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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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羌族民歌溯源

第一章　羌族民歌溯源

第一节　羌族民歌的产生

民歌，顾名思义是指民间流传的歌曲，多为劳动人民的歌曲，它发源于民间、
生根于民间、成长于民间、发展于民间，是伴随着人民的劳动产生的。我国最早的
民歌的正式书面记录出现在 《吴越春秋》中。此书是东汉时期赵晔所作，书中记载
了一首歌曲，名为 《弾歌》。其歌词只有八个字：“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
就是原始民歌产生于劳动的最实际的佐证。羌族民歌也是伴随着羌族人民的劳动产
生的。羌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热爱劳动的民族，不同种类的劳动诞生了不同曲调、
不同类型的民歌。羌族人民的劳动按照类型主要分为 “个体劳动”和 “集体劳动”，
从性质上也可以看作 “轻体力劳动”和 “重体力劳动”，还可以看作为 “简单劳动”
和 “复杂劳动”，有的学者也把羌族人民的劳动分为 “家庭劳动”和 “野外劳动”。
但笔者认为第一种分法更为合理和贴切。因为羌族人无论是在家劳动还是在外劳
动，劳动都有简单和复杂之分。简单的劳动往往仅需要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也称为
个体劳动；而复杂的劳动往往需要群体合作，两人以上或者十人以上甚至是几十人
团结在一起才可以完成，所以常常也被人们称为集体劳动。这种分类在羌族的民歌
体现中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根据羌族地区实际生活情况，羌族人民的日常劳动主要有 “耕地”“捞木叶子”
“收割”“打场”“撕玉米叶”“修房”“砍柴”“砍木料”“背肥”“薅草”“背背子”
“拣野菜”“拉木头”等。这些具体的劳动推动了一首首不同内容的羌族民歌的产
生。按照上述劳动的分类原则，我们基本可以把这些劳动做一些归类。第一类为个
体劳动 （简单劳动）：耕地、砍柴、背肥、薅草、砍木料、拣野菜等。第二类为集
体劳动 （复杂劳动）：捞木叶子、打场、撕玉米叶、修房、拉木头等。第三类为两
种劳动的交叉部分，即这些劳动可以是一人完成也可以是多人合作完成：捞木叶
子、收割、撕玉米叶子、薅草等。

首先我们来分析和认识第一类别的劳动民歌。这一类别的民歌中的劳动主要包
含耕地、砍柴、背肥、薅草、拣野菜等。这些劳动只需要一人便可完成，故其民歌
的表现形式为独唱形式。见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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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曲名 羌语名称 （音译） 演唱形式

１ 耕地歌 Ｒｉｐｌｅｇａｄｅｒｅｍ 独唱

２ 砍柴歌 Ｓｉｒｉｇａｄｅｒｅｍ 独唱

３ 背肥歌 Ｓｅｒｇｕｓｉｄａｒｅｍ 独唱

４ 薅草歌 Ｙｉｍｉｇｇｅｓｉｄａｒｅｍ 独唱

谱例１：耕地歌 （Ｒｉｐｌｅｇａｄｅｒｅｍ）

耕地歌①

这首耕地歌是人们在耕地的过程中小憩时演唱的，是耕地者中途休息时为了放
松心情、缓解疲劳、消除疲惫而唱。曲调简单，节奏自由简洁、朗朗上口。

谱例２：砍柴歌 （Ｓｉｒｉｇａｄｅｒｅｍ）

这首砍柴歌是砍柴者上山砍柴时唱的，主要表达了砍柴者上山砍柴的喜悦心
情，歌曲是典型的中国传统五声调式的 “徵”调式，体现了宽广、明亮、高兴的感情。

·４·
① 本章所收录的羌语歌曲中的歌词，均为羌语记音。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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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羌族民歌溯源

谱例３：背肥歌 （Ｓｅｒｇｕｓｉｄａｒｅｍ）

这首背肥歌是生产者把已经发酵好了的肥料往田地里背的时候演唱的。这首歌
曲围绕着 “宫”调式的宫音不断地变化再现，给人一种铿锵有力的劳动感。

谱例４：薅草歌 （Ｙｉｍｉｇｇｅｓｉｄａｒｅｍ）

这首薅草歌是劳动者为农作物锄草时演唱的。每一季的农作物一般需要锄草２
至３次，锄草在羌族地区称为薅草。

其次我们再来认识和分析第二类别的劳动民歌。第二类别的劳动主要包含：捞
木叶子、收割、打场 （打麦、打青稞等）、撕玉米叶、修房、砍木料、拉木头等。
这些劳动大部分需要多人合作集体完成，故其民歌的表现形式为对唱、齐唱或者合
唱的形式。见下列表：

序号 曲名 羌语名称 （音译） 演唱形式

１ 捞木叶子歌 Ｄｔｂｕｌａｓｉｄａｒｅｍ 齐唱

２ 撕玉米叶子歌 Ｙｅｍｒｅｇｇｅｇｇｅｓｉｄａｒｅｍ 齐唱

３ 打青稞歌 Ｙｅｍｒｅｒｅｓｉｄａｒｅｍ 对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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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曲名 羌语名称 （音译） 演唱形式

４ 修房歌 Ｊｉｅｈｅｌｉｅｇｅｄａｒｅｍ 领唱合唱

谱例１：捞木叶子歌 （Ｄｔｂｕｌａｓｉｄａｒｅｍ）

这首歌曲是劳动者去野外拣树叶子时自然哼唱的。羌族使用的肥料为自然肥
料，是由树叶、畜粪、青草、麦穗等农作物在发酵池里发酵而成。这首歌曲是由非
常短小的二拍子构成。旋律简单、结构简单、音域不宽。

谱例２：撕玉米叶子歌 （Ｙｅｍｒｅｇｇｅｇｇｅｓｉｄａｒｅｍ）

这首歌曲是玉米丰收收割后，众人围坐在一起一边撕玉米叶子一边唱的歌，表
达羌族人民丰收后的喜悦心情。此首歌曲旋律自然流畅，二拍子的节奏简洁明快，
很容易让人产生幸福感。

·６·



第一章　羌族民歌溯源

谱例３：打青稞歌 （Ｙｅｍｒｅｒｅｓｉｄａｒｅｍ）

这首歌曲是劳动者在收割完青稞农作物后，对青稞进行除皮脱粒时而唱的。歌
曲旋律简洁明快，强弱分明，是较为典型的四句体，表达了人民对丰收青稞的喜悦
之情。

谱例４：修房歌 （Ｊｉｅｈｅｌｉｅｇｅｄａｒｅｍ）

这首歌曲是羌族人民在修造房屋时演唱的。主要内容是要提醒众人修房时很多
的注意事项。例如房梁要摆平，门框要安正等等。先是要一个人领唱交代事项，然
后由众人应唱。

除了上述两种类别的民歌之外，我们还应该知道前两种劳动的交叉部分，即这
些劳动可以是一人完成也可以是多人合作完成：收割、拉木头、打猎、放羊等。见
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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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曲名 羌语名称 （音译） 演唱形式

１ 收割歌 Ｒｅｇｕｓｉｄａｒｅｍ 齐唱或独唱

２ 拉木头歌 Ｂｕｒｅｇａｄａｒｅｍ 齐唱或独唱

３ 打猎歌 Ｂｕｓｈｅｇｅｄｅｇａｄａｒｅｍ 齐唱或独唱

４ 放羊歌 Ｋｉｅｘｈｇａｄａｒｅｍ 对唱或独唱

谱例１：收割歌 （Ｒｅｇｕｓｉｄａｒｅｍ）

这首收割歌是人们在收割粮食的时候演唱的。歌词的大意是：“大家齐心协力，
快把粮食收进仓。”表达了劳动人民在粮食丰收后的喜悦心情。

谱例２：拉木头歌 （Ｂｕｒｅｇａｄａｒ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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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羌族民歌溯源

这首拉木头歌是伐木完毕，众人在一起把木头拉下山的时候演唱的。歌曲中一
人吆喝领唱，众人应唱，气势豪迈，士气入骨，让人感觉信心倍增。

谱例３：打猎歌 （Ｂｕｓｈｅｇｅｄｅｇａｄａｒｅｍ）

这首打猎歌是在人们领着猎物打猎归来时唱的，其内容是扛着猎物归来，全村
人民都出门欢迎，表达了胜利归来的喜悦心情和全村老少来欢迎的喜庆场面。

谱例４：放羊歌 （Ｋｉｅｘｈｇａｄａｒｅｍ）

这首放羊歌描写的是劳动者清晨领着羊儿出门，傍晚时分吆喝着羊儿归圈的情
境，表达了劳动者放羊一天的愉快心情。

综上所述，羌族民歌就是在羌族人民劳动的推动下产生的，什么样的劳动滋生
和养育了什么样的民歌，由此可见，羌族民歌的产生是和羌族人民的生产劳动密不
可分的。

第二节　从羌族历史看羌族民歌

“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这是 《说文·羊部》中对于 “羌”
的解释与描述。从这里看出，羌族与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羌族人长期从事畜牧
养殖，对羊特别地崇拜，羌族地区流行的 “羊图腾”就是最好的证据。羌族最早生
活在甘、青草原一带，羊成了羌族人重要的食物来源，再加上羊本身性情温和，肉
可食用，皮毛可御寒，还加之羌族人认为羊是有灵性的，可以与人的灵魂息息相
通，所以羌族人选择了羊作为自己的崇拜物。《山海经·西山经》这样描写道：“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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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羊身人面”。因此在悠久的羌族民歌历史中，有很多写羊、歌羊、颂羊和爱羊的
歌曲。例如，北川县的 《放羊歌》：

放羊歌
正月放羊是新年，

只拜堂前二双亲，
奴家本是仙家女，

然何嫁给放羊哥；
二月放羊龙抬头，
百草发芽往上长，

羊儿不吃冬河草，
要吃今年嫩草青。

《说文·羊部》是最早关于羌的记载与描述。而有关羌族的历史画卷也就由此
轻轻打开。

古代的羌的历史要从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开始算起，经历了商、周、
汉、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史记·六国年表》中说道 “禹兴于西羌”；《吴越春
秋·越王无余外传》亦云：“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
得薏苡以吞之，意为人所惑，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
纽在蜀西川也。”从这两则文献中可以看出，最早的禹与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到了商代，根据３０００多年前的甲骨文记载：商王武丁的妻子之一妇好，有一次带
兵一万三千多人攻打 “羌方”。“羌”因而成为中国关于人类族号的最早记载，同时
也是见诸甲骨文的唯一一个关于民族称号的文字。当时羌与商的关系很复杂，既亲
密又对立。《诗·商颂》记载：“惜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这里呈现了商与羌关系密切的一面。但由于商王对奴隶的渴求，才使妇好举兵讨伐
“羌方”。正是因为如此，商朝末年，在周武王讨伐商纣的战役中，参与战争的有
庸、羌、蜀、髳、微、卢、濮、彭等八族，羌居第二位。到了周朝，羌在其历史进
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羌与周王朝的关系也极为密切。传说中周人始祖名
“弃”，弃乃姜源之子。周人把姜源奉为始祖母。之后，羌人与周人互通婚姻，共同
生产、作业。但到周末年，羌内部纷争使得王室一蹶不振，其他诸侯国如齐、吕、
申、许、纪、向、洲、彭、历逐步壮大。周朝后，羌人大量涌入中原地区，散居各
处，之后，羌人不断与中原诸侯各国相融合，如 “晋”“秦”等。但当时诸侯之争
使得羌人不得不参与当时的战争，如当时的 “义渠国”就是以羌人为主体的一支诸
侯国。秦国为了称霸西戎，长年与义渠国发生战争，终于在公元前２７２年灭了义渠
国，融合了部分羌人，另外一部分羌人则外迁到其他各个地区。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岷江上游一带早就有羌人居住。公元前３１０多年前，秦惠
王遣司马错统一巴蜀后，在岷江上游设置了湔氐道。秦末汉初，羌人在此生产生
活，开垦耕种，发展农业经济，提高生产，并逐步形成了冉、泷两个部落联盟。直
到汉武帝之元鼎六年 （公元前１１年）设置了汶山郡，其管辖的范围有汶江 （今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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