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 



中国歌谣集成

、

天津卷

中国民闰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中型歌谣集成天津卷编辑委员会

中国 1 S B N 中心

主二

1276.2 
10 
:23 

./ 



ISBN 7-5076-0300-8 

. . 

9"78 02"> 

. ,-

ISBN 7 - 5 0 7 6 - 03 0 0 - 8 

J • 288 定价 :141 元



中匿歌谣集成天津巷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中国歌谣集成天津卷编辑委员会

中国 ISBN 中心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冠中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X1092 毫米 1/16 邱张 .54.5 插页 .17 字数 .109 万

2008 年 3 月北京第一版 2008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涝

ISBN 7-5076-0300-8/J • 288 

定价:141 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重大项目

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总主编周扬

副总主编 〈按姓氏笔画旗序〉

马学良 任英 林默涵 周巍峙(营务)

钟敬文〈常务〉 高占祥 贾芝

委 员 〈按姓氏笔画腰序)

马援 马学良 马春雨 大丹增 王士援 王世兴

毛星 乌丙安 龙海靖 理兵 刘琦 刻守华

刘清惠 却魁立 刘辉豪 文1J锡诚 许钮 吕骥

苗子贞 任英 牟耕 李克 李耀宗 宋孟寅

宋彦明 杨亮才 吴景春 张文 张涛 张紫晨

季{中 季沉 宫帮杰 栋默涵 周扬 周骥丧

周巍d母 姜中告 胡尔查 钟敬文 贺嘉 高少蜂

高占祥 贾芝 徐守主 徐洗尘 殷海山 海阳

掏立瑶 陶建基 常泊 董均伦 蓝鸿恩 E要东丸

黎本初 魏心一

《中国歌谣集成》主编及编审人员

主编贾芝

副主编张文(常务〉

责任编辑朱芹勤

吴超挠、星 马捷金茂年



圃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天津卷编委会名单

顾 向自怀远 冯要才

主 编孙福海

执行主编任芙康

编 委孙福海 任芙康 蜀骥良 冯育搞 张{中

崔锦 张世平 张虹 汪锺云

《中国歌谣集成·天津卷》编委会名单

主 编张仲

副主编张世平

编 委张仲

韩武喜

本卷工作人员 陈黯新

汪键云

张在平

唐晋渝

于连云

窟其震 韩武喜

张主E 汪健云 患其震

富静华 侯燕琦



FF 
d总 序

贾芝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世界文明古蜀，也是一个色彩缤给奇弄的诗歌曲海洋。中雷歌

谣集成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我国辽揭土地上 31 个雀、自治区、直辖市的 56 个民族的民间

歌谣选粹。它引是近几年来经过全国民间文学普查，在丢卷资料本的基础上编选的。

编寨出版各省、自浩远、直辖市各民族的系列歌谣集成，对于繁荣租发票我嚣社会主

义的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它们不仅是上乘的文学艺术精品，是诗

人、作家、艺术家的乳汁，也是诗学、人类学、社会学、民倍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

学、美学等学科的异常珍贵的资料。历史证明，只有各族人民在政治上粉碎了长时期的封

建主义统治和建民主义侵略并旦根绝民族歧视之后，才有可能像今天这样深入发掘中国

各民族民间文化的丰富宝藏。我国众多的少数民族的口头诗歌及多种形式的口传文学，过

去几千年来沉睡于地下，少有人问津:今天则如奇蜂突起，郁郁葱葱，令人惊叹。就是汉族

新发现的长诗短歌，也远非史书的寥寥记载既可梧比。中国歌谣集成的出版为建设社会主

义精神文费奠定了一块光彩闪择的基石 o

建国以来，对传统民间诗歌的搜集抢救，薪民歌的产生和发展拿哺育诗人，都是非常突

出的。采风早已成为一项持久性的文艺工作。近十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民间

文学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在全国革围内开展员间文学普查，所取得的成果几十

情地超过了解鼓后的 30 年。音乐界早九年便开始编寨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使我妇深

受启发，考虑到有必要另外编寨一套《中国歌谣集成 >>0 <(中国民离歌曲集成》编选时，虽然

也很注意曲与词并重，但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所流传的歌曲，园时代的变迁和群众有即兴

歌唱的习链，不断产生薪的歌词;曲调虽也产生变异，但一般边说曲调比较稳定，新以歌词

之多，比菌谱不知要超过多少倍，何况除了民歌还有大量的民谣呢!从音乐的角度和从文

学能角度取材各有不同，却都需要的。所以，我们决定从文学的角度编篓一套《中国歌谣集

成>>，同时还决定编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谚语集成 >>0 1983 年中匮民间文艺研究

会①理事〈扩大〉会作了编靠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决议 o 1984 年，自文化部、国家民委

和民研会联合亨达了 808 号文件，这就是发起捕事中匮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辈辈起。经过几

年的普查和逐级编选，从 1990 年起，我白开始分黠编事三套集成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卷

去 1987 年更名为牢固民离文艺家协会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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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国家卷。我幻很重视首先出摄三套集成县卷资棋本，在县卷资料本的基础上编篡省、自

治区、直辖市卷。同时，不少的省、区、市除了编选省、莲、市卷商外，还根据本省、区、市民离

文学特点编辑出版本省区的地、市级系列民间文学丛书 p在民族聚居的省、区，有的黯按民

族编辑出强系列丛书。从发握、采录和出版县卷资料本以及各种系列的选本来看，就更是

洋洋大现了。

歌谣是劳动人民的心声。《尚书·舜典》说.，诗言志，歌永言"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诗经>>，分风、鞋、颂三部分，以"风"著称于世。所谓"风"那民前歌谣，包括了当时黄河蔬

域到江汉地区的十五国的国民。"小鞋"中也有一部分歌谣。汉代人总结诗歌产生的状混

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a 情动于中商形于言。言之不足，故磋叹之事

磋攻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①

这就是把掏成诗歌能主体要素的志与情密切撞联系起来，还特别着重隔费了诗是情

感的产物，是人的情感的最生动的表达。在民院，诗、歌、舞往往融为一体，至今这还是许多

民族社会吕常生活中一种娱乐形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诗歌起露于劳动，早就有

..邪诗歌"的记载。今天还发理了傣族古歌，如《虎咬人>>，<<摘果歌>>，，<<叫人歌》、《关门歌》等

等每使我钉听到了原始社会中人们采集与持猎时的歌声。现在如荆楚地区流传的各种劳动

号子，也是以证明歌谣是出于人民生活和劳动的需要。房谓"在心为志"的"忘掉，还不仅是

个人喜怒哀乐的抒?不而己，还包含着对社会重大事件的评议和政治抱负。这里抒的志，同

作者的憧惑难解难分，可谓志中有情，情中有志。'这一点是特JJ1J值得我钉注意的。一个国

家和员族的兴衰存亡与每个人的命运是患息相关的，没有一位伟大的诗人不关心天下得

失与人民的疾苦，没有一位正直的诗人不是勇于为祖匿租民族的生存、强盛嚣献身奋斗

的。我医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璋的名作《离骚》不就是这样产生的吗?民胡歌谣就更是社

会生活的直售反映。从历代流传至今和史书记载的歌谣中叭我幻甚至可以觅到一部人民群

众反抗压迫、最略和事j蜒的斗争史。

情歌是民歌中动人心神的作品，往往是艺术造诣极高的上乘之作，其根本就在于情真

意切，兴比多葱，是男女的心灵之花。无论是《诗经》中的恋歌，还是《圣经》中的雅歌，拇或

今天我的所看到的各民族的许多情歌，无不以真挚、深沉毛热烈的"1蕾"和机智巧妙的表达

方法取胜。在长期的封建社会运迫r.首先冲藏禁镇和掘锁的，应该说是请歌 z它是吕击封

建压迫曲一种最钝莉的武器，远含着其所特有的大程没辣的斗争精神。

L' 毛诗正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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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谣在人黑群众中产生、传播和应用，也可以说是人们韵第二种语言，即升华为诗歌

住了的语言。用一种富有形象思维、感情凝重的歌唱说话，旨在打动对方的合，交流情感，

或说服对方。这斡以民歌对答的人际交往，是一般的口语所不能代替的。例如辑族的"行

斗歌坐月"后生在外寨姑娘门前唱"走寨歌"，室唱到姑娘答歌开1'1;又如六甲人青年男女谈

I 情说爱用轻柔纤缉的小嗓或假嗓唱"结声歌"在穰傣族、瑶族中，过去甚至打官司也用歌

唱来说理和评判。这些都是生动的例子。喜爱歌唱的习锚今天还保留在许多民族、许多地

区的现实生活中。广西壮族有歌她X1j三姐的传说，也有"歌海"之称，歌好动辄多达万人以

上。壮族的民歌港式也徨多，其中结构强特的"勒掉歌"重叠反室，撞绵排憾。"政"是二声

部的对唱，还有多声部的合唱，表翠了壮族人民的声乐才能。{陪族也是音乐非常发达韵民

族之一，他的有句结语产饭养身.歌养心飞每个人从小就受到歌韵教育。假族的琵琶歌边

弹边蝠，歌手吴侍穰弹唱自己创作的《哭总理》时.声泪俱下，哀动西方。哈萨克族谚语说:

"歌和骏马是哈萨克人的两只翅膀。"还说他钉是从摇篮一直唱到在墓。在革房里常常可以

听到街夜不息的冬不拉弹唱或对歌。如果您遇至5蒙古族的聚会，他们举杯畅饮时，往往伴

有祝酒歌，黯众口合唱、热情奔放的语歌，激荡和振奋着人岳，反摸了蒙古族人民粗矿的性

格和可以征服一切的气魄。棒族竹楼上和芭蕉林中男女对唱，也经常令人彻夜不眠斗芜胜

的歌手受人崇敬，有时还会被邀请到屋境那边的缅甸去参加对歌。汉族作为开他较早的民

族，也依然存在唱民歌以至男女对歌的习倍。历史上早已闻名的江苦苦吴语地区的吴歌，今

天记录的短歌长母都银多。湖北葬i楚地区是楚风摇篮，民 i同流传的跳丧歌中还遗留有宋玉

的《招魂)) • {亘己菲原样了。京山、长阳民歌中还有《关雄》的遗存租运黑，古诗句与民歌句紧

密结合，穿插巧妙。韶北也还有影式异常男导致的穿号子、费草锣鼓、孝歌等等。

我国的少数民族不仅有对歌的习锚，商且许多民族都有歌节或以歌唱为中心内容的

节目 9例如瑶族的"歌堂"苗族的..坡会飞儒族的"赶歌场"，布依族的"歌自节飞白族的"三

是街"傣族的"泼水节飞哈萨克族的"同肯弹唱会"维吾东族的"麦西来甫飞藏族的"雪棋

节"等等。西北的"花儿会"是甘肃、宁夏、青海三个省、区图、汉、东乡、保安、土、攘拉等凡个

民族所共有的节 13 .混模盛大壮现。甘肃康乐县莲花山一年一度的六月六"花JL会"就有

几万人之多.连续三天三夜。男女琅出对歌，三五成群，政方各自在黑伞遮掩亨，手摇彰扇

即兴对唱。那几天是群众以歌为乐，最自由、最开心的日子。也有在深山静静处对歌求鹊

韵。有些歌节源于宗教，有的是祭祀祖先的歌唱.还有的是崇拜生育女神、求子的活动，甚

至保留有吉我对鹊婿的遗风。

从原始社会起，歌谣就一直伴随和记载着历史。没有文字的民族尤其如此。民歌、叙

事诗需直在成为那个民族涎生、迁徙、劳动、生存等一部口传的商史。在何一个民族或国家

的诗歌文学的发展也无不向本民族歌谣有着密切的漂源关系。诗歌的创作及其发展，无不

是吸攻了人民的乳汁 Q 当然，书面文学的产生，杰出诗人民出珉，是一个民族文学艺术发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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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努志。然雨，它却不能取代民歌。"世i闻但有假诗文，都没有摆山歌。"这是因为民歌

是出于人自生活的实际需要，感情真实，丝毫没有矫揉造作的必要。民歌是人民大众的"天

籁"之声，心中怎么想就怎么唱，世界万物信手拈来，都可入诗。诗人们也不能不感叹地说:

"真诗乃在民 i间! "长期以来，民歌医为是劳动人民的作品，流传于出野和村落中，往往又受

到鄙视，这是不公正的。这不过是阶级社会中统治盼级的一种无知和铺见商己。

中嚣远在西题时代就有采诗的优丧传统。 n又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宫。 1克页t

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气礼运·王制篇》也说"命太师露诗，以现民风"无论怎么说，官府

这种旨在了解民商舆论的采风制度，是有其积极意义并值得借鉴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记载季扎到鲁国现乐，从他听了《诗经》合乐演出层的评论，①可以看到他借lU观凤察倍的

政治目前。《诗经》在春秋时代还成为政治家、文人论辩、讽谏和对外交际的选蟹，发挥着政

治和社交的作用。所以孔子说"不学诗，元lU言"②汉武帝设乐蔚，采诗夜谭也是历史上

的有名之举。《汉书·礼乐志》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越、代、

秦、楚之i区.1U李廷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裙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藏，路论品律，以合人音

之词，作十九章之歌。"乐府一方面搜集民歌，同时又出音乐家李廷年提据诗人骚客的作品

起新声，哥的是为了郊祀。《汉书·艺文志》还说"自孝武立乐府商采歌谣，于是有越、ft之

逛，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需发，苏可以现风俗，知厚薄云"虽然乐府的采诗与翻新

声主要是为了郊祀，或为了皇家娱乐，但现风悟、知厚薄的风尚却混传后世，商且它还为后

人探存了古代的民歌，成为历代诗人学诗的莲本。

五四时代，由于诗人刘半农的倡议，北京大学发起搜集近世歌谣。《歌谣》周刊发f!J词

宣布搜集歌遥有离个吕的:一是为民俗学提供研究材料$二是娓道未来新诗的民族化。到

了 1936 年，葫适在4复刊词》中把歌谣对新诗的范本作用，讲得更如坚定和详尽了。他说 z

"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离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握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

的，最根本的。"他认为民歌不但在语言技巧上可议作为文人的范本，就是在感情的真实、

思想的大脏两点上，也都可以叫我们低头佩握。他还历数三百篇、楚辞中的九歌、汉魏六朝

的乐靡，词与曲都是文学史上划时代的蓝本￥这种现点是值得重挠的。这自然同五四时代

提{吕薪涛是一致的。

薪中国建国 40 年来，歌谣的搜集和发摇继承了五四时代的民主革命传统，但我们并

没有停留在五四时代，商是沿着解放区以 1942 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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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党的革命文艺路线前进曲。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理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

其摄本指导思想之一，就是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离劳动人民学习。从文学的发

看，劳动人虱的民间文艺佳i作历来是文艺发展的摞斑。他指出，挥家艺术家要到群

去，向劳动人员学习，向群众的文艺创作学习。当时在延安大张旗鼓地兴起下乡程采

，几乎没有哪个作家、艺术家没有下过乡或者下工厂、下部队。采风的成果也是突

韵。在深入生活费采凤的基础上创作了《丑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群众喜闻乐晃的茹秧

，并开展了薪秧歌运动，同时又创作了新歌剧《白毛女》、嚣户费tl<<十二捏镰刀》等。音乐

素妇当年在多次采风中搜集到的 2000 多首员歌的原始记录稿，今天已成为珍贵文物，保

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音乐研究所。解放后，毛主席亲自倡导发动了 1958 年全昌新的采

民运动，也是垂界少见的壮举。在解放战争中的有军途上，毛主意还说"以后每个县委宣

传部要有一个人专门管搜集黑间文学"①他何曾想到吕十多年嚣的今天已实现了他的宿

靡，每个县都在县委宣传部的领导下进行了民间文学普查。编事中国民胡文学三套集成的

主持，受到雀、市、自治运以及地、市、县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捏它看或是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毛泽东同志为发展新诗商提倡搜集民歌能观点也是人所共知

腾。薪诗的民族铭、大众化，今天钙然是我们努力追寻的方向。

民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古代采诗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诗敦的重视。孔子说"小子向莫

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现，可以群，可棋怨。远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善草木之名"②

嚣家的诗教是把诗作为拖行教化韵工具，作为潜移默化的启蒙的修身教材，倍以树立封建

礼教，达到其以封建伦理道德巩菌封建主义统治的政治目的。但是重夜诗歌的审美作用和

j 社会教育作用则是不错的。"兴"就是"感兴意志"仪器书集注孙、"托物兴辞飞诗传纲

!餐)))、"引此连类"(刘宝楠《论语集解月1).使人产生美惑和联想"现"是从诗中可以"现风

倍之兴衰"、"考觅得失'气还可以王军诗人之志和传暖者之志"群"是"群众梧切磋"仅论i毒集

解》寻 i孔安医的解释h使社会中的人可以交流思想产慧"是"怨辑上政"时论语集解巧!孔

安国的解释) ，人民群众对统治者若有不满，可以进行政治挂评。@

纵现历史，歌谣的这种社会政治教育作用和美学管值是客震存在，不可忽挠的，不过

i 儒家作了一个高明的总结罢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产生了大量歌镇党、歌领各族人民解放

蘸身，反映人民群众战天斗捷的劳动热情和革命精神的新民歌，也有美、剌兼备的时政歌，

也足以印证这一点。

40 年来，直到这次全国民间文学普查，我们记录出版了大量的歌谣和各民族的史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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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叙事诗与抒情诗。据 1985 年编辜的《民间文学书目汇要》①统计，己出版各种歌谣选

集 716 种，长诗 127 斡号截至吕前为止.普查中搜集的歌遥初步统计为 302 万苔，全国近

3000 个县已出殷三分之二以上的三套集成县卷资辑本计 4000 种，其中歌谣集成县卷资

料本占三分之一，长篇叙事诗己搜集、汇吕而尚未出摄者数量摄大。

今天的中匿员歌、民族史诗与长篇叙事诗或长篇抒情诗，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

妇至今还活在民族习信中.活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民间艺人还在演唱史诗，史诗在中国

还活着。我们从荷马式的民间艺人扎巳老人、玉梅、居素甫·玛玛假等歌手那里记r了堪

与希黯史诗嬉美的篇辐浩黯的藏族史诗《格萨东》和蒙古族史诗《格斯尔))，记录了薪疆柯

尔克孜族史诗《玛纳薪》和豆拉特蒙古族的史诗《江格都》。我的还记录了热情奔放的爱清

故事诗如《塔依尔和左哈拉))(维吾尔族)、《萨里啥与萨曼拭哈萨克族〉、《马五哥与杂豆妹》

〈国族〉等等。北方有生活在草原上的较民妇剌悍租矿、勇在奔放的三大英雄史诗以至东北

渔猎民族自告说唱诗篇 z在南方记录了众多畏族的古老的创世纪神话史诗和亚热带密林中、

溪流旁变幻无穷的降妖伏嚣的英雄长诗和柔情fr1水的抒靖诗。这些诗集的出援曾获得国

内外的赞赏，如撒尼族的《商诗玛h傣族的《娥并与桑洛》、《召树屯沁彝族的《我的么表

妹》、《妈妈的儿女 h镖镖族的《重逢谓》、(<逃婚揭h苗族的《苗族古歌h瑶族的《密洛陀》等

等，不在枚举。在汉族，建望初期湖北已出跟了《崇陆政合莲》、《钟九阔灌)).近几年又发现

了大量的银事诗以及神农架的《黑暗传》。吴语地区也采录出版了长篇吴歌《五姑娘》等十

元部叙事长辞。各民族的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和混传的民歌、民谣，更是数不胜数，据统，

计，王军己正式出攘的歌谣选集超出民同长涛的六倍。

歌谣是语言的艺术，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和民族特点。费有民族的民歌无不与其生活习

倍密切相关。民歌是研究民族历史和风俗的珍贵资料:反之.从理存的民族风俗中，我们又

可以寻找窍古老歌谣的踪迹，了解人茵的悲哀喜乐和历史的遭遇。

薪中国不仅重视发掘各民族的歌谣遗产，还十分重视革命民歌和新离歌的发展§老苏

区的红色歌谣，遍布陕北、江西、大已出、大别山、大冶、洪湖等革命摄据地，反映了中国人

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解放初攘，欢乐的翻身之歌，对党、对领袖的领歌大量涌现;例

如民间艺人的薪作品有蒙古族琶杰的著名额歌《万岁毛泽东队毛依罕的《铁仕牛队臻族歌

手康摆甩的《傣家人之歌L等等。 1958 年的新民歌，虽然由于政治上的失误也反映了"浮

夸风"、"共产风气但人民群众那种战天斗地的冲天干劲和无私奉献的精祷，也产生了属于

那个时代特有的住秀作品.它们反映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赣神。这些作

品的代表作己选入郭沫若、周扬合编的《红旗歌谣》。

还应提一笔的是，我们不仅记录了人员的古今歌谣，商且发现了一些民族的民离艺人

D <<民 i写文学书目汇要机老彭编 .1988 年重庆出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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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歌手的诗学理论。例如 300 多年前傣族桔E勤的《论傣族诗歌 >).1000 多年前彝族大毕

孽举屠哲的《彝族诗人文诠>>.女诗人到买魏的《彝族诗律论》等，都是用诗的彭式写成能诗

论，也都已翻译出版。至今还有许多尚在离问演唱并传授民歌理论和创作经载的歌手，还

有一些已故的民间著名歌手，他们的诗学在口口梧传，很少见诸文字，也很值得我们发摇

程研究。

四

本集成在编选中曾遇到如下一些问题，值得加以注意和探索 E

L 歌谣释义

歌谣与民歌两个司习费上是可以通用的，都可作为æ间歌曲的总称，实际上歌与谣从

来就是有区别的。虽然从词上边，歌与谣的词都是诗.从"声"上说也都有不同程度的音乐

哇，缸二者的差裂是短大的;其不同是也可说是一吕了然的。它扪在"声"和词的语言结梅、

蔬传方式以及社会功能上，都不相同。民歌是有曲溃、能唱的号民谣则是语言有一定的节

奏，依靠吟、念、语而流传。

《毛诗》说..曲合乐日歌，佳歌B谣。"

杜文揭《古瑶谚》凡候j说"歌与遥相对，有1虫歌、合乐之分，而歌究系总名，凡单言之，

期徒歌亦为歌"

《初学记·采部主》引韩章句云<<有章曲 5歌，无章曲曰谣。"朱自清解释说章.乐章

也"，"无章曲.街谓‘佳歌'也。 "(L

综上所述，歌与谣的区别苔先在于一个是合乐，一个是不合乐而是一人擅自空歌，这

中间对歌的解释，也非无疑义。所谓"合乐"一边是演唱时有乐器伴奏。据证《诗经》都是乐

歌，只是乐曲未斑传亨来，今天只能读到它的辞。汉魏乐府也都伴乐演奏。{f!是，员向捷持

的歌，正如郑振锋先生所说盖凡民歌，差不多都是‘徒歌'的。".:~这就是说，不停乐器而

自歌者独唱，当然是有章菌的 2

对谣历来也有不目的解释，其一部它是不合乐的"徒歌飞东雅释乐 i吕注谣，谓无丝

有之类，强歌之。"是掖此说法.不俘乐器前一人强歌日遥，实则民前流传的民歌.不伴乐

器，挂在昌也是有章曲的.这街然是民歌而并非民谣。六朝新乐蔚《清商曲辞)).新谓"清高" -1
1 

部不伴乐器的"键歌气今天民间山野或节目对歌也莫不是一个强歌或多人集体对歌，这里

王朱自清《中型歌谣》中的《歌谣释名》第 1 页。

②郑振辛辛《插00本中国文学史》第 198 页 g

l灵;阮元《经籍军事馆队朱自清《中国歌谣》寻i 。
l' 郑振锋的解释.见在插图本中因文学史 3第 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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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佳歌"蛊然不能称之为谣。民谣不仅是不合乐演奏曲，也是无章曲而J:J晗诵流传的，

这才合乎今天"谣"的概念和实际儿诗经·居有检)):..心之忧矣，我歌旦谣"，高亨注"唱有

曲演为歌，唱无曲满为运"①严格说来，唱无曲谓的谓不同"唱冉应叫"吟诵"但有时约定

俗或，也有把"涌诗"叫"唱诗"的。因此，这个解释是比较确切!比较科学的。

前人对于歌与谣的解释有所不同，或出于用词的含义不同，或出于理解的角度不同，

因商说法不一，以致在歌与i蚕的界说上提淆不清，然百二者的基本区到，比较王确的解释

还是能够看房白的。我11丁也需要知道历史上的不同说法既清楚商又含糊或差异之处。

本集成从文学角度出发，包捂了民歌的词与民谣商类作品。我们还应当注意到民歌曲

词与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辞为诗，在乐为歌，"②歌借"声"而发。"歌永言"歌者的

心情借歌抒发:歌J:J辞为握，辞借歌声雨飞翔。歌声则是词、曲合一的产物。《大子夜歌》说 z

"丝1t发歌响，假器扬清音，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③民坷歌谣显示出自口，合的声与义

双重美惑。文学家与音乐家各从其专鱼出友，将民歌编为民间歌曲集成与歌谣集成，是各

有翻重，各有所长。文学工作者如果忽视了民歌是以演唱的影式流传，忽提曲与词的一致

性，就不能全雷地敖赏昆歌，了解民歌的美学价值 2 诗本是能唱的，也是中国古有的传统。

诗与歌的分家是诗歌发展的结果，然商对了解民歌来说，仍不可忽视它的音乐性。高且在

民 i哥表演中，奇、歌、舞往往是三位一体，这也是民间文艺的特点之一。在现代科学技术发

达的条件下，可以采用录音、录像等设备，全吉、真实、生功地记下原生状态的民歌，做到音

像俱全，这对人们放赏幸自理解民歌，保存和再现民歌及民族习俗在社会生活中原型，具有

特殊的货值，皇非仅有文字ìê录既可比拟了。

这里还应说畴，歌谣一般是撞短小的员歌、民谣， fê.它们往往也都长锺不一，有长有

短s 一首歌谣，有多段歌词的，长短并没有巍定一个极酿。倒如叙事诗，短的只有几十句，

长的则有几百句。普查中不少地方都发现了故事歌，实则也就是叙事诗，习惯上也属歌谣

的莲围。卷I怯浩繁的英雄史诗、长篇的留世纪史诗、爱情极事诗或长篇抒情诗，段与歌谣的

概念有所不同而形成各有特点的独特的民间诗歌形式。史诗、其它趣事的或抒情长诗，自

然也都是民歌发展的结果。本集作为歌谣集成，不应投入史诗这类民向长诗。但由于我幻

没有另外单强编一套中国史诗、长篇叙事诗与抒情诗集戚，有民民族以富有长诗为特点，

如对他轩的长诗只字不提，从其民间诗歌传统与民族习俗考虑，显然是一个棋路。在这种

情况下，本集成根据杭辩会议②提意见，也决定节选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史诗、长篇叙事诗、

抒靖诗，如广西瑶族的《密洛陀》的入选却是一例。

①离亨4诗经今注》第 144 页。

②《毛诗指说>>c成伯E与〉号 1<<梁文简十五国风义 )ì. 见《经籍号事访>>.

(~)转引自郑振锋《插图卫在中国文学史》第 198 页。

② 1987 年 s 月，在杭州召开的"全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会议"上，决定￡中国歌谣集成》可节选收入部分有代表

性的长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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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主义时寨的民歌

上噩已经提到我们时代的新民歌的繁荣发展。)}..各族人民歌理解放翻身的颂歌到

年群众的自我描述、自我表理的英雄赞歌，确是一些知时代的欢乐和前进的歌声。此

，撞着自月的流逝，在我们革命和建设的艰难步伐中，还产生了一些讽刺佳的歌谣，这就

政歌。新民歌中有领歌，也有讽刺歌，可谓有美有弱，花中带弱。产生这种群众政治批

作品，也并不是怪，这既是中雷文化忧良的传统之一，也是中国歌谣的一个历史姓的

4发展。中国古代采风主要目的之一是"现风知俗..了解民间疾苦租群众的政治意见。"盖

谣谚之兴，由于舆诵。为政者前民言而胃其好恶，Jj{罢剿4鱼莞药菲'均可备诲①

风妻'既拣诗，苏陈遥谚"②这是开萌的统治者了解自己在政治上得失，而求改透的一种

棋摄作法。封建统治者虽则是为了乳匮自己的统治而移风易锚，然而民间歌谣发挥的社会

效果却t也草是显商易克的了。0<<毛诗大序》混"上以风化下，下 i以;丛i风剌上'主文盲需言濡谏，言之者

无罪，闻之者是戒，故曰风"人民以风率u上，统治者以风化下，都以风为手段 z统治者容纳

人民的挺评，以达到仁政的吕的，也算是相当高睫的了 e 所以有的学者阐述中匮的传统文

化中有民主的传统，这一点儒家的诗教上也表达得比较明白。

担慰政歌称为剖政谣，应该说更合手中昌传统中所说的员谣的性景和流传方式。因为

时政歌主要是民谣，其中以讯期j、评论性的作品居多，也有歌镇的，美黯兼备。但是我们的

时代，人民从凡千年的封建统治布其它落后社会最i度下解放出来，颂歌风起云潭，为举世

所罕见，少数民族与汉族相比.唱的就比说曲多了，甚至讽刺、批评性的内容也以员歌影式

表达，商旦歌谣与民歌在总称上又有通用的写惯;因此，我钉妇沿用了时政歌的名称。~

时政歌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评论，有褒有更.实际上属于政治按评的较多。我嚣古

代有"佳涛

采诗察倍"‘"‘z兢克风俗'知罩尊押飞.也是中国的优丧传统。应当注意的是，桂会主义时期的时政

歌，虽然也有政治性的教评，有美也有属，但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的领导下，人民群

众与党和政府领导的关系是利益一致的，批评和讽刺也是为了改正蘸进中的缺点和错误，

同 18社会剥黯酣级与人琵的关系摄本不同;今天时政歌中的"刺"也不过是人民群众对于

某些不正之风或"浮夸凤"之类的教评e 毫无疑问，在政府强调廉政建设、提倡社会主义民

主和键全法制下，采风现锚，听取人民的政治批评也是明智的 o

飞工~主莞药等:~.王IJ 草 z亮，砍柴。鱼莞翻樵夫。《诗>>:~询子鱼亮"。药是蔓菁，寻在是窍，也类似蔓菁。《诗》产采药

采菲，元以下体"，意思是基辛菲虽然根部不能令人满意，它们的茎部是美的。只要有可取之处使好鱼芫药菲，均可备、

询气是说为政者应多听群众的意见，善于取其长处。言者无罪.萨毒者足竟是。向模夫闵路、打听、了解王智菲之美，都是有益

的。谣谚可供观风察俗。

②杜文i幌《吉谣谚明j毓松序。

③《说文>>."缸，变也"产变诗"郎"怨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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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歌谣与民恪

人乡闰俗，才能进行采风。离开对各民族员间风俗的了解，就不能采集和理解反映各

族人民生活的民歌与民器。歌谣集成不仅是各族人民歌谣作品的集粹，商时也包含了对与

歌谣相关联的畏俗的调查研究或果，在各种说葫、注释和前记中科学地摆述和记载了它们

之间的梧互依存关系。特别是仪式歌，倒如哭嫁歌本身就悲楚动人 p也有些作品在文学住

上稳逊一筹，然而附上它轩在民间捷传中的一些生动的民俗和生活历史的介绍，便令人感

到饶有情趣，生动难忘，也更能了解其涵义了。

《中国歌谣集成》的出服，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先建设，对于发展文艺创作程科学研究

将会产生多方菌的不可保估的件用和广泛的影嘀。取得这样的历史注的成果，我们首先要

感谢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没有他的的领导支持和提供茹要的工作条件，这个巨大的文先

工程是不可想象的。难怪不少国外学者盛赞只有在中国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完成这样大规

模的自民文学普查和编篡工作。许多民 i写文学工作者、专家和基层文化工挥者从普查到编

选或书，付出了许多辛劳，我们对他们的辛勤表示衷心的惑谢:由于各地工作发展的不平

衡，我们也缺乏经验，不是之处，希望得驾广大读者和专家的批评指正。

1991 年 4 另 29 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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