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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江号子

       你碎裂人心的呼号，

　　来自万丈断崖下，

　　来自飞箭般的船上。

　　你悲歌的回声在震荡，

　　从悬岩到悬岩，

　　从漩涡到漩涡。

　　你一阵吆喝，一声长啸，

　　有如生命最凶猛的浪潮，

　　向我流来，流来。

　　我看见巨大的木船上有四支桨，

　　一支桨四个人；

　　

蔡其矫　（1918.12.12——2007.1.3）



　　我看见眼中的闪电，额上的雨点，

　　我看见川江舟子千年的血泪，

　　我看见终身搏斗在急流上的英雄，

　　宁做沥血歌唱的鸟，

　　不做沉默无声的鱼；

　　但是几千年来

　　有谁来倾听你的呼声，

　　除了那悬挂在绝壁上的

　　一片云，一棵树，一座野庙？

　　……歌声远去了，

　　我从沉痛中苏醒，

　　那新时代诞生的巨鸟

　　我心爱的钻探机，正在山上和江上

　　用深沉的歌声

　　回答你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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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江号子现状调查报告

伍明实 

一、前　 言

川江号子，是四川民歌中川江船工劳作时所唱的劳动号子，

被称为“川江船工号子”，简称“川江号子”，历史上也曾有人称

为“川江船夫曲”。“川江”是四川省和重庆市境内各条江河的统

称，“川江号子”是“长江号子”、 “金沙江号子”、 “永宁河号子”、 

“嘉陵江号子”、 “ 涪江号子”、 “岷江号子”、“铜河号子”、 “沱江号

子”及成都平原的“黄龙溪号子（府河号子）”等川江流域各条

江河船工号子的总称。

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部，东邻重庆，西界青藏，南傍云贵，

北通陕甘。东部是四川盆地，西部为川西高原，金沙江、长江横

贯东西，嘉陵江、岷江、沱江由北向南，分别在宜宾、内江、重

庆汇入长江。四川境内江河纵横，有大小河流九十多条，因此，

1950 年代以前的四川，交通运输主要是假江河之便、藉舟楫之利，

木船是水上运输的主要工具。千百年来，川江船工为四川的经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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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江号子传承人陈帮贵

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创造了誉满全球的川江号子。川江号

子旋律多姿多彩，唱词内容丰富，其歌唱时而悠扬，时而激越，

时而舒缓，时而紧张，极富感染力，充分展现出川江船工在险恶

的自然环境下不畏艰险、不怕困难的拼搏精神和勇往直前的豪迈

气概，同时也表现了船工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以及他们粗犷而

不失幽默的性格。长江、黄龙溪（府河）、金沙江、永宁河、铜河、

嘉陵江、涪江、岷江、沱江及其支流上白帆点点，号子声声不断。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整治内河航运，川江流域各条江河炸毁

暗礁，疏通河道，兴修电站，那些曾经激发出川江号子的急流险滩，

已成为川江的历史。川江水域机动船逐渐代替了木船，使古老的

木船航运业逐渐失去其竞争能力和生存空间，昔日拼急流、闯险

滩、手爬岩石肩拉纤的川江船工的身影和那动人的号子声声也渐

渐远离人们而去，川江号子面临濒危困境。抢救、保护川江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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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它代代传承，对于丰富、发展中国水系音乐文化乃至世界水系

音乐文化将产生积极的作用。把川江号子引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意义深远而重大。川江号子现已被列为四川

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和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

2005 年初，以四川省音乐舞蹈研究所为主成立了“川江号子

项目组”，并于 2005 年 6 月至 2008 年 7 月，分组数批在四川省

和重庆市境内就“川江号子现状”进行了大量实地调研工作。三

年中历时 180 天，走访了 18 个市、县、镇，行程数千公里，直接

采访号子传承人数十人，拍摄、录制及复制当地政府各类号子相

关资料若干，拍摄照片数百张，并组织相关专家多次召开研讨会、

论证会、学术交流会，对川江号子现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和

研究。

川江号子项目组赴重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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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调查采访路线及内容（见附表 1、2）：

附表 1

时  间 地 点 调查者 调 查 内 容

2005 年
6 月 7
—17 日

重庆市

伍、董、
朱、陈、
曾

1．采访重庆市音协、市艺研所相关领导
及专家，调查了解重庆市川江号子现
状。召开座谈会，研讨抢救、保护川
江号子的具体措施。

2．与该地区陈帮贵等老船工进行交流，
录音、录像、收集现存号子的相关资
料。

3．中央电视台、重庆电视台当即作了专
题《川渝联合抢救川江号子》的报道。

2006 年
5 月

宜宾市
屏山县

朱、江

1．采访当地文化馆馆长、文化局局长，
了解调查屏山县金沙江号子现状。召
开座谈会，研讨抢救、保护金沙江号
子的具体措施。

2．与该地区老船工进行交流，录音、录像、
收集现存号子的相关资料。

2006 年
6 月

泸州市
纳溪区
叙永县

朱、江

1．采访当地文化馆馆长、文化局局长，
了解调查纳溪区、叙永县永宁河号子
现状。召开座谈会，研讨抢救、保护
川江号子的具体措施。

2．与该地区老船工进行交流，录音、录像、
收集现存号子的相关资料。

2007 年
3 月

宜宾市
屏山县

朱、江 进行第二次号子现状调查，查漏补缺。

2007 年
8 月

南充市
伍、张
董、王
陈、曾

1．采访当地文化馆馆长、文化局局长，
了解调查南充市嘉陵江号子现状。召
开座谈会，研讨抢救、保护嘉陵江号
子的具体措施。

2．与该地区老船工进行交流，录音、录像、
收集现存号子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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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9 月

资阳市
内江市

伍、张
董、王
陈、曾

1．采访当地文化馆馆长、文化局局长，
了解调查资阳市、内江市沱江号子现
状。召开座谈会，研讨抢救、保护沱
江号子的具体措施。

2．与该地区老船工进行交流，录音、录像、
收集现存号子的相关资料。

2007 年
10 月

南充市
董、王
陈

进行第二次号子现状调查，查漏补缺。

2007 年
12 月

成都市
黄龙溪

伍、张
徐、王
陈、曾

1．采访黄龙溪镇领导，调查了解、研讨
黄龙溪号子现状。召开座谈会，研讨
抢救、保护黄龙溪号子的具体措施。

2．与该镇老船工十多人进行交流，录音、
录像、收集现存号子的相关资料。

2008 年
4 月

乐山市
沙湾区

伍、张
董、王
陈、曾

1．采访当地文化馆馆长、文化局局长，
了解调查乐山市铜河号子现状。召开
座谈会，研讨抢救、保护铜河号子的
具体措施。

2．与该地区老船工进行交流，录音、录像、
收集现存号子的相关资料。

2008 年
6 月

遂宁市
潼南县
三台县
射洪县
蓬溪县

伍、
陈 2

1．采访当地文化馆馆长、文化局局长，
了解调查遂宁市涪江号子现状。召开
座谈会，研讨抢救、保护涪江号子的
具体措施。

2．与该地区老船工进行交流，录音、录像、
收集现存号子的相关资料。

2008 年
7 月

乐山市
犍为县

伍、徐
陈 2

1．采访当地文化馆馆长、文化局局长，
了解调查犍为县岷江号子现状。召开
座谈会，研讨抢救、保护岷江号子的
具体措施。

2．与该地区老船工进行交流，录音、录像、
收集现存号子的相关资料。

（注：  上表中调查者简称分别为：伍：伍明实，张：张跃，董：董阳，王：
王兮，陈：陈椿桦，朱：朱中庆，江：江乃辰，曾：曾春华，徐：徐迁乔，
陈 2 ：陈爽）

续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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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状调查项目

1．各江河号子的地域分布及历史渊源。

2．基本内容及主要特征。

3．相关制品、作品。

4．传承、现状及生存空间。

5．保护措施。

（三）现状调查采访对象的选择

1．号子传承人。这是从微观角度直面船工号子，以获得当前

川江号子的活态现状。

2．当地政府文化部门。主要包括当地文化局、文化馆，任务

是复制当地已有的录音、录像及文字资料，并宏观地了解川江号

子近年现状及政府行为。

3．当地研究人员。他们最了解历史和现状，为我们提供了相

关线索。

二、川江号子的历史渊源及地域分布

川江号子的历史极为悠久，在四川劳动号子中独具特色，它

不仅形式多样，内容也极为丰富。古代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之说，四川境内，江河纵横，有大小河流九十多条，故四川境内

交通和与省外往来主要是“藉舟楫之利”，历代史籍对此多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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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考古发现，沿江两岸陆续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石锚”、

东汉时期的“拉纤俑”等文物，佐证了产生川江号子的川江水路

木船运输行业的久远历史。而反映川江两岸的人文地理、风土人

情、自然风光以及木船运输中的“以歌辅工”之俗，无论在民间

歌谣还是历代文人的诗歌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清代四川籍诗

人张向安在其《桡歌行》中写道：“……大船之桡三十六，小船之

桡二十四。上峡歌起丰都旁，下峡声激穷荆湘。推舵声悠碛声力，

千声如咽三声长。上滩牵船纷聚蚁，万声噪杀鸟噪水。”这不仅极

为形象生动地记录了当时（清代）川江流域水路运输的繁荣景象，

同时还清楚地记述了大小木船船工的人数，并用“上峡歌起”、“下

峡声激”、“推舵声悠”描述了船工们平水行船、闯滩、上水拉纤

等劳作时歌唱的丰富多彩的川江号子。

川江号子主要流传于金沙江、长江、嘉陵江及其支流乌江、

涪江、岷江、沱江、大宁河等地，四川省和重庆市是川江号子的

发源地和主要传承地。“川江号子项目组”（以下简称“项目组”）

经过近几年的调查研究确认，川江号子分布在长江、金沙江、嘉

陵江、涪江、岷江、南广河、沱江、永宁河、乌江等地，项目组

对“嘉陵江号子”、“金沙江号子”、“沱江号子”、 “永宁河号子”、

“铜河号子”、“ 黄龙溪号子（府河号子）”、“涪江号子”、“岷江号子”

作了重点调查。

（一）嘉陵江号子

嘉陵江发源于秦岭南麓，自北向南纵贯四川境内的广元、南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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