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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民间歌谣慨说

在中国，民间歌谣是“下层文化”的

代表。千百年来，民众用口头方式创作

它、传播它、保存它。民歌在不断遭遇

封建当权者和贵族文人等。上层文化”

的挤压后，渐趋。边缘化”，但它仍以强

旺蓬勃的生命力存活着，流播着，发展

着。对于民间歌谣，虽然不乏贬抑之词，

但赋予它的高度赞赏和合理评价更是不

绝于耳，声声不息。

一．民歌与民谣

民间歌谣是人民群众自编自创的一

种抒情性短小作品，它可以歌唱，也可

以吟诵，是民间文学的重要体裁之一。

自古及今，老百姓不仅用民间歌谣来表

现生活、抒发情感，而且在创作和传承

这类文学样式的时候有着自身独到的见

解。

《(诗经·魏风·园有桃》中有“心之

忧矣，我歌且谣”的诗句，它暗示着在

古人那里“歌”与“谣”是有区别的。对

于此，《毛诗故训传》将二者的差别演绎

得更加清晰，即“曲合乐日歌，徒歌日

谣”。循着这条线索，《韩诗章句》认为

“有章曲日歌，无章曲日谣”。虽然两书

中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在强调有

无音乐乃是民歌与民谣的重要分界线。

也就是说，配合乐曲来演唱的是“民

歌”，不配合乐曲自由咏诵的叫“民谣”i

这意味着合乐歌唱的民歌其字句结构及

韵律节奏须严守一定规格，而民谣的语

言形式则比较灵活自由，不过也有一定

的节奏韵律感，便于琅琅上口。音乐学

关注的重点是民歌的曲调，对于歌词比

较忽视。

与之相对，民间文艺学通常把民歌

的歌词部分和民谣统合起来，称之为民

间歌谣。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按照

此种惯例编纂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

第一节氏问歌谣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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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民间歌曲

集成》的范围加以区别，两者都收中国

各民族的民歌，这是它们的相同点，但

又各有侧重。《中国歌谣集成》侧重收其

歌词，注重它的文学价值，((中国歌曲集

成》注重收曲谱，注重它的音乐价值。

《中国歌谣集成》除收入各民族的民歌

外，还收入民谣，即不配乐的徒歌。

二．民间歌谣的形式

我国民间歌谣内容丰富多彩，形式

多种多样，除了自然生态环境的原因

外，还因为特殊的文化传统和特有的民

族审美心理在发挥着巨大作用。在我国

民间歌谣的百花园里，各地民众在历久

弥新的民间歌谣演唱活动中逐渐形成了

特色鲜明、风格突出的表达样式，诸如

四句头、五句子、经体歌、信天游，爬

山歌、花儿、鲁体、谐体以及各地流传

的小调等等。

由整齐的五言或七言，四、六、八

句组成一节或一首的民歌体在我国南方

最为流行，人们通常把它叫做“四句

头”，江浙一带称为“小山歌”。如：

山歌不唱忧愁多，

大路不走草成窝，

钢刀不磨生黄锈．

胸膛不挺背要驼。

! 曼 垦 笪塑．．查
民阈文学意(下)

五句子传唱于湖南、湖北、安徽、河

南、四川等地，以鄂西最为昌盛。这种

歌在明代就有流传。歌词七言五句，一

般一、二、四、五句押韵，第五句有点

题之意，因此，人们也称它“赶五句”。

安徽安庆有首五句子这样唱道：

跳下田来就唱歌，

人人说我多快活，

好比黄连树上挂猪胆

苦上加苦莫奈何。

莫奈何，

唱唱山歌做生活。

“莫奈何”为衬词，它可以换成。哟

呀哟”之类的衬语。

五句子的头四句似乎要把话说尽

了，最后又赶上一句，使诗歌情浓意深，

新意迭出。

高山顶上一丘田．

郎半边来姐半边，

郎半边来种甘草，

姐半边来种黄连，

半边苦来半边甜。

经体歌主要流传于上海市郊区。这

种形式的歌谣有的唱叙，有的念诵。在

原始状态下，。经”属于仪式歌的一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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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伴随死者丧葬仪程哭唱的。这种

“经”不是佛教的经语，而是由死者亲属

在悼念和祝愿死者的仪式上创作出来的

歌词和曲调。另有一部分是在日常生活

或劳动中念诵的“经”，它通常借助动植

物的自述来感叹人生之艰辛，基本没有

宗教的内容。一首《小麦经))唱道：

小麦要唱小麦经．

落到田里就返青。

下脚要，q水结冰，

上头要落霜和雪。

走了清明过了春，

麦穗弯弯大起身。

担钧扣到我场浪去，

在法床上掼得我最伤心。

石家洞里钻了钻，

张家打来碎纷纷。

拿我小麦磨面筋，

磨了面筋捏小粉。

麸皮皮要拨猪猡吃，

小麦吃来真干净。

流传于陕北、宁夏、甘肃等地的信

天游究竟产生于何时，已无从考证。据

推测，它可能与民间道情的曲调和民间

小曲有关。传统信天游多为情歌和生活

歌。下面一首信天游就反映了甘肃东部

民众旧社会的悲惨生活：

满天星星一颗颗明．

雪野里走来要饭人。

破衫不遮身竹篮里空，

手脚烂得血淋淋。

太阳阳出山一竿竿高，

娃娃哭来妈妈嚷。

窑洞洞里抬出尸一条，

寒风送灵走阴曹。

信天游中有不少新情歌表现了陕北

民众一心为了革命成功的豪情壮志：

羊肚子手巾包冰糖．

红军哥哥好心肠。

红豆角角熬南瓜，

红军的婆姨活守寡。

只要革命能成功，

牺牲我的男人没要紧。

信天游一般两旬一节，每句字数不

固定，七个字一句是基本句式。韵律上

多是两句一韵，长歌可达数十段，有一

百多种曲调。手法上多用叠音字和比

兴。如《(蓝花花》：

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格英

英的彩．

生下一个蓝花花实实的爱

笙型皇垦塑堕堕
摹一节民间歌jI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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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唱山曲儿等如给哥哥说比

爬山歌每首两行，每句基本上七个

字，与陕北信天游同属一个类型，但是

它们毕竟产生于不同地区，因而各自特

点鲜明。爬山歌的每句字数可根据需要

予以增删，少的仅有五六个字，多的可

达十五六个字。经常运用双声叠韵和连

绵词。如：

大青山上的老虎砚石山上

的猴，

你要是妹妹的真朋友挎上

妹妹走。

爬山歌的音乐形式由上下两句组成

乐段，多乐段重复，字数无严格规定，可

加垛句，多用叠音字，以增强歌谣的乐

感。

爬山歌分为前山调和后山调两种。

前山调流行于伊克昭盟等地，受蒙古族

长调的影响，旋律辽阔悠长。后山调流

行于乌兰察布盟以及山西、陕西等地，

乐律高亢奔放。演唱形式分室内和室外

两种，前山调多在放牧、赶车和田间劳

动时唱，后山调多为妇女在家劳作之时

演唱。

①也叫灯碗碗花，即野串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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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是盛传于西北高原甘肃、青

海、宁夏一带的一种民歌样式。当地汉

族，回族、土族、搬拉族、东乡族，保

安族、裕固族和藏族等民族中均有流

传，基本用汉语演唱。花儿反映的社会

生活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农家日常生

活、男女情爱、求神乞子、禳灾避祸等。

其中情歌多以花卉起兴，那里人人会

唱，就像满山遍野的山花处处开放。每

年夏季，莲花山花儿会是他们演唱花儿

最为隆重的时节。

花儿以四旬或六旬最多见，也有五

句和八句的。四句分对称的两段，每段

两句．前段为比兴或起旬．后段是点题

或实体。段中上句一般是三、三、三字，

下旬多为三、三、二字。旬中前两段字

数要求不严格．不够的可用虚词“哈”、

“嘛”，“呢‘填补，最后一段字散不能变

化。上句结尾多是单音词，下旬一定要

用双音词作结。六旬也分两段，等于是

在四句的每段上下旬之间加一短旬。花

儿演唱没有伴奏，唱时歌手将右手放到

耳后是习惯动作。

宁夏花儿主要流传在六盘山回族

中。民间文学工作者仅在固原县的一个

小山村里便搜集到花儿上千首，而且能

编唱百首以上的歌手各县市都有．由此

足以想见花儿的普及程度和深人人心。

花儿主要有两大流派：

圈35 辟众赶莲花山花儿套 《韩志斌摄影．选

自《民族西报》2003年第2期)

(1)河湟花儿：以甘肃河州(今临

夏)为中心，遍及甘肃．青海相邻的十

几个县。基本格式是四句一首，整体上

前两旬和后两句相对称而成扇面对形

式，显得整齐协调，每句七至十一个字。

河湟花儿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如《白

牡丹令》：

远看黄河一条线．

近看黄河是海边。

远看尕妹黄金莲．

近看尕妹是牡丹。

(2)洮岷花儿：以洮州(今临潭)、

岷州(今岷县)为中心，只流行于甘肃

——考篾器簧J2列



境内的七八个县。现今多是三句一首，

每句七言，多为三段，称为。单套子”，

也可以由两个。单套子”组成一个“双

套子”。洮岷花儿具有强烈的叙事性，如：

你像园里大丽花，

折到我的柜上插，

看见花儿忘不了下。

洮岷花儿有。本子花儿”与。草花

儿”之分。。本子花儿”有时根据小说，

戏曲演唱历史故事，有时在接家神仪式

上唱“神花儿”，有时在喜宴上唱“答喜

花儿”，这类花儿篇幅较长，可以在家中

唱，也可在野外或村里唱；。草花儿”篇

幅短小，以情歌为主，严格禁止在室内

或村里演唱。

花儿这种独特的民歌样式，其发展

和繁荣离不开大大小小的花儿会。据说

在洮岷大地，花儿会就达百个之多，其

中最有影响、规模最大的要算农历五月

五日临潭县新城乡城隍庙花儿会，当地

称为“五月神会”，农历五月十七日岷县

二郎山花儿会。农历六月初一至初六康

乐县莲花山花儿会。每年参加这三个花

儿会的人数均在万人以上，有时达到十

万之众，演唱规模盛况空前。

鲁体、谐体、自由体是藏族民间歌

谣的三种主要结构形式。鲁体民歌包括

! 曼 垦 堕 塑 查
民问文学老(F)

藏族原有的“鲁”、“拉谐”、“卓”(流行

于甘肃、青海，四川)、。郭儿谐”(流行

于西藏)、。擦拉”(流行于云南)。它一

般每首有数段，是多段回环对应体，以

二、三、四段最为常见。每段至少有两

句，多至十数句，以三、四、五句比较

流行，每段句数相等。段与段之间对应

的句子在意思、用词、节奏停顿等方面

都互相呼应。一首民歌唱道：

穿衣裳要穿藏式袍，

藏式袍宽大盖着好。

吃东西要吃蜂蜜糖，

蜂蜜糖味甜可口香。

交朋友要交好心人，

好心人相交情谊深。

这首民歌节奏为每句三顿，每顿不

超过三个字。这样使歌词可诵可唱，而

且能随歌起舞。

鲁体民歌以《米拉日巴道歌集》为

代表。

谐体民歌包括藏族原有的“谐”、

。古儿姆”(流行于四川德格)、“日玛。

(流行于云南中旬)，基本结构为四句六

言体。每句六言，两个音节一停顿，分

三顿。。谐体”格律是从“鲁体”格律中

派生出来的。它最早见于17世纪末仓央

嘉措的((诗歌集》，后来才流播到民间。



“谐体”民歌短小灵活、形式多样，不仅

能随意而歌，也可填人多种曲调去唱。

如：

不怪柳树无情，

不怨小鸟无义，

只因官府仗势，

砍伐柳树倒地。

自由体民歌不像鲁体民歌那样段落

分明，对应工整，也不像谐体民歌那样

简洁集中，它的形式比较自由，一般七

至十二句。每句有六音节、七音节或九

音节等，每句音节数大体相等。。自由

体”民歌是。鲁体”民歌演变成“谐体”

民歌的一种过渡形式。其主要特点是一

首歌中既有多寡不一的鲁体民歌诗行，

也有数目不定的谐体民歌诗行。

勒脚歌是流传在我国南方民族的一

种歌谣形式，尤以广西壮族和毛难族为

盛。

勒脚歌句式一般以五言、七言、五

三五言、七三七言句常见，按行数可分

为六、八、十二、十八、三十六、七十

二等。勒脚歌的特点是每首歌从第二段

起，各段要有规律地反复同唱第一段中

的句子，以形成复沓连环的句式美，并

加强想要表达的感情和愿望。如((妹是

一棵槟榔树》：

妹是一棵槟榔树，长在县

官厅堂前，槟榔我想吃半棵，

恨手太短实难攀。假如早上嘴

能尝，到夜槟榔味还香。

妹是一棵槟榔树，长在县

官厅堂前。脚踩青草枯萎了，

槟榔树下团团转，槟榔我想吃

半颗．恨手太短实难攀。

勒脚歌分单勒脚和双勒脚(又称全

勒脚)两种。单勒脚每首歌两节，每节

四行，共八行，第七、八行是第一、二

行的重复。双勒脚又分十二行勒脚、十

八行勒脚两种。十二行勒脚歌每首三

节，每节四行，共十二行，第七、八行

是第一、二行的重复，第十一、十二行

是第三、四行的重复。十八行勒脚歌每

节六行，第十、十一、十二行是一、二、．⋯～

三行的重复，第十六、十七、十八行是

第四、五、六行的重复。

大歌，侗语称“嘎老”。“嘎”为“歌”

的意思，。老”是。大”之义。侗族大歌

主要流传在贵州的黎平、榕江、从江、剑

河和广西的三江等地。大歌以多声部合

唱闻名于世。关于侗族大歌的来历有一

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很早的时候，有一

群侗族青年男女在山上劳动休息，说说

笑笑。他们悦耳的笑声逗乐了山上的百

蔓璺皇垦鲤堕堕
幂一节氏问歌谣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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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大歌从种类上分男声、女声和

童声三种。男声大歌格调平和，雄浑苍

劲。女声大歌舒展优美，含蓄抒情，童

声大歌活泼、单纯，嘹亮。

侗族人民好客，不但人与人、户与

户结交朋友，而且村寨与村寨也缔结友

谊，这种习俗侗族叫“月也”。“月也”就

是唱大歌最为隆重的时候。两寨。月

也”，首先约定好日子。到时主方将在寨

门手拉手拦住客人，只有唱完礼俗大歌

才能进寨。晚上，鼓楼里燃起熊熊篝火，

男女歌队在歌师的带领下进入歌场，围

坐在火塘两边。此时，鼓楼里里外外挤

满了听歌的人群，这就进入了唱大歌的

高潮。

双歌是水族的民歌形式，由说白

和吟唱两部分组成。说白相当于歌的

小引，常常通过一个寓言或者小故事

引出歌中的人物。双歌一般由两人对

唱，双方又各有两个帮腔的人。演唱者

必须能说能唱。而且还要根据故事内

容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无论双方唱

多少歌，都必须是双数，故称“双歌”。

双歌多是在场面热烈的酒席上演唱，

如果歌对输了，就要罚酒。因此，有人

也将双歌称为“酒歌”。双歌的题材广

泛，内容丰富。

还有一种双歌流传在广西三江和湖

南通道侗族地区。这里的双歌是指双人

■■—11．1



咏唱的歌，既有男女对唱，也有都是女

性唱和的。侗族双歌有一套独特完整的

音乐唱腔．内容多以抒情为主。在广西

三江干冲寨，每逢三月三、四月八，八

月十五．寨子处处有歌堂。特别是正月

十五元宵节．凡外嫁的姑娘都回娘家咏

唱双歌，奶奶婆婆坐一堂，娘娘妈妈坐

一堂，姑娘少妇坐一堂，歌声此起彼伏，

彻夜不断。

游方歌是苗族情歌的专称．流行于

贵州省东南苗族地区，是苗族青年游方

时候唱的歌。。游方”是指苗族男女青年

之间的一种社交活动，贵州东南苗族称

“游方”、“摇马郎”，广西融水一带称“坐

妹”，湖南西部苗族称“会姑娘”等。游

方一般在五月底至六月初插完秧后举

行．只限本寨女子和外寨男子参加。

游方歌是一对青年之间或几个异性

青年之间演唱的情歌，不同爱情生活阶

段的游方歌具有不同的特点。一首游方

歌这样唱道：

我们来游方，

还不见月亮，

月儿已西沉．

离别吧姑娘。

爹妈砍荆棘．

把菜园围上．

不拦妹游方．

田36苗族蛄娘唔蚌方戢 (吴廷洪摄髟

不拉哥游方．

往后再唱歌。

游方歌可分为三种：一是飞歌，苗

语叫“恰央”。二是长歌，茁语叫。恰蒂”t

三为慢歌，苗语叫“恰黑’。其中。飞歌”

是青年男女互邀出寨游方时唱的山歌体

歌曲。音调高亢嘹亮，节奏自由，只演

唱于山岗林野和田间地头．有独唱、齐

唱、对唱和重唱等多种形式。“飞歌”一

部分是触景生情的即兴创作，一部分是

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

山哈歌是畲族人民用本族的“山哈

——芒冀糕器12乃■一’^鲫t■^记l Z，)



话”和。山哈歌调”，以特有的假声唱法

演唱的歌曲。由于畲族没有自己的文

字，所以在畲族的整个社会生活中，他

们以歌来传授生产知识，以歌来讲述历

史故事，以歌来播撤民俗风情，以歌来

传情达意，以歌来抒发喜怒哀乐。可以

说，没有哪一个畲族人不会唱“山哈

歌”。正如一首。山哈歌”所唱：

歌是山哈写文章，

代代流传代代唱，

谁家不唱山哈歌，

便是学子断书堂。

山哈歌有历史传说歌、劳动歌、故

事歌、情歌等，内容涉及畲族民众生活

的所有方面。

小调大多产生在汉族民间日常生活

和风俗性活动中，通常把山歌称为“山

野之曲”，而把小调称为“里巷之曲”。小

调的曲调大多抒情流畅，歌词多为即兴

之作，字数以五、七言为主，且多有衬

字。民间小调各地有不同的称谓：山东

有。沂蒙山小调”，甘肃叫“刮地风”，安

徽叫“凤阳花枝”，江苏叫“泗州调”，华

北、东北则有。小放牛”、“绣荷包。、。四

季歌”、。放风筝”等。

三．民间歌谣与民间习俗

世世代代为人们喜爱的民间歌谣

! 里 垦笪亟查
民问文学古(下)

在民众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民间歌谣擅长使用自然

质朴、简练生动而又极富形象性和音

乐性的诗化语言进行人际交往。例如

侗族的。行歌坐月”，后生在外寨姑娘

门前唱“细声歌”，直唱到姑娘答歌开

门；广西六甲青年男女谈情说爱时就

用轻柔纤细的小嗓或假嗓唱。细声

歌”，在傈僳族、瑶族，甚至连打官司

也用唱歌来说理和评判。

以歌达意的习俗至今保留在许多民

族和地区民众的现实生活中。有“歌海”

之称的广西，其民间歌谣的重要传载场

域——歌圩，动辄便数万人。这种自春

秋战国以来为庆贺丰收、祈祷神灵的集

体歌唱活动，在民众长期的传唱之中，

已经形成了颇富特点的歌唱传统。侗族

有句俗语说得好：“饭养身，歌养心。”哈

萨克族谚语有“歌和骏马是哈萨克人的

两只翅膀”。哈萨克族的毡房里常常可

以听到彻夜不息的冬不拉弹唱或对歌。

如果您遇到蒙古族的聚会，举杯畅饮

时，往往伴有祝酒歌，那众口合唱、热

情奔放的酒歌激荡和振奋着人心，表现

出蒙古族人民粗犷的性格和能够征服一

切的气魄。傣族竹楼上、芭蕉林里的男

女对唱也经常让人彻夜不眠。优秀的歌

手受人崇敬，有时还会被邀请到国境那

边的缅甸去参加对歌。汉族作为开化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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