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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世界文明古国，也是一个色彩缤纷奇异的诗歌的海洋。中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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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谣选粹。它们是近几年来经过全国民间文学普查，在县卷资料本的基础上编选的。

编纂出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民族的系列歌谣集成，对于繁荣和发展我国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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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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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主义统治和殖民主义侵略并且根绝民族歧视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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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人间津；今天则如奇峰突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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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可相比。中国歌谣集成的出版为建设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奠定了一块光彩闪烁的基石。 、

建国以来，对传统民间诗歌的搜集抢救，新民歌的产生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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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民间文学普查，所取得的成果几十

倍地超过了解放后的30年。音乐界早几年便开始编纂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使我们深

受启发，考虑到有必要另外编纂一套《中国歌谣集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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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时代的变迁和群众有即兴

歌唱的习俗，不断产生新的歌词；曲调虽也产生变异，但一般地说曲调比较稳定，所以歌词

之多，比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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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的角度取材各有不同，却都需要的。所以，我们决定从文学的角度编纂一套《中国歌谣集

成》，同时还决定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谚语集成》。1983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

会①理事(扩大)会作了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决议。1984年，由文化部、国家民委

和民研会联合下达了808号文件，这就是发起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缘起。经过几

①1987年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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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普查和逐级编选，从1990年起，我们开始分别编纂三套集成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卷

即国家卷。我们很重视首先出版三套集成县卷资料本，在县卷资料本的基础上编纂省、自

治区、直辖市卷。同时，不少的省、区、市除了编选省、区、市卷而外，还根据本省、区、市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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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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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洋大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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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颂三部分，以“风”著称予世。所谓“风”，即民间歌谣，包括了当时黄河流

域到江汉地区的十五国的国风。“小雅”中也有一部分歌谣。汉代人总结诗歌产生的状况

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①

这就是把构成诗歌的主体要素的志与情密切地联系起来，还特别着重阐明了诗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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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社会日常生活中一种娱乐形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诗歌起源于劳动，早就有

“邪许歌”的记载。今天还发现了傣族古歌，如《虎咬人》、《摘果歌》、《叫人歌》、《关门歌》等

等，使我们听到了原始社会中人们采集与狩猎时的歌声。现在如荆楚地区流传的各种劳动

号子，也足以证明歌谣是出于人民生活和劳动的需要。所谓“在心为志”的“志”，还不仅是

个人喜怒哀乐的抒怀而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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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的情感难解难分，可谓志中有情，情中有志。这一点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国

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与每个人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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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民族的生存、强盛而献身奋斗

的。我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名作《离骚》不就是这样产生的吗?民间歌谣就更是社

会生活的直接反映。从历代流传至今和史书记载的歌谣中，我们甚至可以觅到一部人民群

众反抗压迫、侵略和剥削的斗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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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比多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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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各民族的许多情歌，无不以真挚、深沉、热烈的“情”和机智巧妙的表达

方法取胜。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压迫下，首先冲破禁锢和枷锁的，应该说是情歌；它是回击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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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压迫的一种最锐利的武器，饱含着其所特有的大胆泼辣的斗争精神。

歌谣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传播和应用，也可以说是人们的第二种语言，即升华为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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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说服对方。这种以民歌对答的人际交往，是一般的口语所不能代替的。例如侗族的“行

歌坐月”，后生在外寨姑娘门前唱“走寨歌”，直唱到姑娘答歌开门；又如六甲人青年男女谈

情说爱用轻柔纤细的小嗓或假嗓唱“细声歌”；在傈僳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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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歌唱的习俗今天还保留在许多民族、许多地

区的现实生活中。广西壮族有歌仙刘三姐的传说，也有“歌海”之称，歌圩动辄多达万人以

上。壮族的民歌形式也很多，其中结构独特的“勒脚歌”，重叠反复，缠绵悱恻。“欢”是二声

部的对唱，还有多声部的合唱，表现了壮族人民的声乐才能。侗族也是音乐非常发达的民

族之一，他们有句俗语：“饭养身，歌养心”，每个人从小就受到歌的教育。侗族的琵琶歌边

弹边唱，歌手吴仲儒弹唱自己创作的《哭总理》时，声泪俱下，哀动四方。哈萨克族谚语说：

“歌和骏马是哈萨克人的两只翅膀。”还说他们是从摇篮一直唱到坟墓。在毡房里常常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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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举杯畅饮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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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粗犷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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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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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作为开化较早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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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记录的短歌长诗都很多。湖北荆楚地区是楚风摇篮i民间流传的跳丧歌中还遗留有宋玉

的《招魂》，但已非原样了。京山、长阳民歌中还有《关睢》的遗存和运用，古诗句与民歌句紧

密结合，穿插巧妙。湖北也还有形式异常别致的穿号子、薅草锣鼓、孝歌等等。

我国的少数民族不仅有对歌的习俗，而且许多民族都有歌节或以歌唱为中心内容的

节日。例如瑶族的“歌堂”，苗族的“坡会"，侗族的“赶歌场”，布依族的“歌白节”，白族的“三

月街”，傣族的“泼水节”，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会”，维吾尔族的“麦西来甫”，藏族的“雪顿

节”等等。西北的“花儿会”是甘肃、宁夏、青海三个省、区回、汉、东乡、保安、土、撤拉等几个

民族所共有的节日，规模盛大壮观。甘肃康乐县莲花山一年一度的六月六“花儿会”，就有

几万人之多，连续三天三夜。男女浪山对歌，三、五成群，双方各自在黑伞遮掩下，手摇彩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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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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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保留有古代对偶婚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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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诗简直就成为那个民族诞生、迁徙、劳动、生存等一部口传的历史。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

的诗歌文学的发展也无不同本民族歌谣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诗歌的创作及其发展，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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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吸吮了人民的乳汁。当然，书面文学的产生，杰出诗人的出现，是一个民族文学艺术发展

的重要标志。然而，它却不能取代民歌。“世间但有假诗文，却没有假山歌。”这是因为民歌

是出于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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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诗乃在民间!”长期以来，民歌因为是劳动人民的作品，流传于山野和村落中，往往又受

到鄙视，这是不公正的。这不过是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一种无知和偏见而已。

中国远在西周时代就有采诗的优良传统。《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观风

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礼记·王制篇》也说：。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无论怎么说，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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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载季扎到鲁国观乐，从他听了《诗经》合乐演出后的评论，①可以看到他借以观风察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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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和社交的作用。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②汉武帝设乐府，采诗夜诵也是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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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品律，以合八音

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乐府一方面搜集民歌，同时又由音乐家李延年根据诗人骚客的作品

制新声，目的是为了郊祀。《汉书·艺文志》还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越、代之

讴，秦、楚之风，皆感子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虽然乐府的采诗与制新

声主要是为了郊祀，或为了皇家娱乐，但观风俗、知厚薄的风尚却流传后世，而且它还为后

人保存了古代的民歌。成为历代诗人学诗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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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发刊词

宣布搜集歌谣有两个目的：一是为民俗学提供研究材料；二是促进未来新诗的民族化。到

了1936年，胡适在《复刊词》中把歌谣对新诗的范本作用，讲得更加坚定和详尽了。他说：

“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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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为文人的范本，就是在感情的真实、

思想的大胆两点上，也都可以叫我们低头佩服。他还历数三百篇、楚辞中的九歌、汉魏六朝

的乐府，词与曲都是文学史上划时代的范本。这种观点是值得重视的。这自然同五四时代

提倡新诗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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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国40年来，歌谣的搜集和发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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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沿着解放区以194z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为标志的党的革命文艺路线前进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

观。其根本指导思想之一，就是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向劳动人民学习。从文学的发

展规律看。劳动人民的民间文艺创作历来是文艺发展的源流。他指出，作家艺术家要到群

众中去，向劳动人民学习，向群众的文艺创作学习。当时在延安大张旗鼓地兴起下乡和采

风的热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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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的。在深入生活和采风的基础上创作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新秧

歌剧，并开展了新秧歌运动，同时又创作了新歌剧《白毛女》、眉户剧《十二把镰刀》等。音乐

家们当年在多次采风中搜集到的2000多首民歌的原始记录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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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新的采

风运动，也是世界少见的壮举。在解放战争中的行军途上，毛主席还说：“以后每个县委宣

传部要有一个人专门管搜集民间文学。"①他何曾想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已实现了他的宿

愿，每个县都在县委宣传部的领导下进行了民间文学普查。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

工作，受到省、市、自治区以及地、市、县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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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今天仍然是我们努力追寻的方向。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古代采诗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诗教的重视。孔子说：。小子何莫

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②

儒家的诗教是把诗作为施行教化的工具，作为潜移默化的启蒙的修身教材，借以树立封建

礼教，达到其以封建伦理道德巩固封建主义统治的政治目的。但是重视诗歌的审美作用和

社会教育作用则是不错的。“兴”就是“感兴意志”(《四书集注》)、“托物兴辞”(《诗传纲

领》)、“引此连类”(刘宝楠《论语集解》引)，使人产生美感和联想；“观”是从诗中可以“观风

俗之兴衰’’、“考见得失’’，还可以观诗人之志和传颂者之志；“群”是“群众相切磋”(《论语集

解》引孔安国的解释)，使社会中的人可以交流思想；“怨”是“怨刺上政”(《：论语集解》引孔

安国的解释)，人民群众对统治者若有不满，可以进行政治批评。⑤

纵观历史，歌谣的这种社会政治教育作用和美学价值是客观存在，不可忽视的，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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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党、歌颂各族人民解放

翻身，反映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劳动热情和革命精神的新民歌，也有美、刺兼备的时政歌，

也足以印证这一点。 ，

①引自1964年胡乔木关于《民间文学》的谈话(贾芝整理)．民研会曾以打印材料印发各地分会．

②‘论语·阳货》．

③关于“兴．观、群、怨”的解释，摘引张松如主编《中国诗歌史》的集解。

(罗
5

—■■■●基呖缓沥笏驾，



你指住①洗菜到小河

太阳出来一盆火，

我心上有你你没我。

天边红云起朵朵，

你指住洗菜到小河。

小河里清水哗啦啦流，

你啥时候河里来饮牛?

日落西山河底红，

牛儿喝水到河中。

静宁县

你有多少悄悄话，

尽管说来没防人。

演唱者：刘元基

采录者：王知三

1984年9月28日采录于曹务乡张岙村庄科

赞 慕

打 酸 枣

清早起来没有营生干，

姊妹二人呀梳洗巧打扮。

大姐姐红袄袄不长也不短，

小妹妹黑褂褂实实好看。

庆阳县

白杨树儿是谁栽，

干妹妹你咋这样乖?

演唱者：李亚伯

采录者：王世兴王天荣

1981年11月采录

①指住：方言，假托，假借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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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提一笔的是，我们不仅记录了人民的古今歌谣，而且发现了一些民族的民间艺人

和歌手的诗学理论。例如300多年前傣族祜巴勐的《论傣族诗歌》，1000多年前彝族大毕

摩举屠哲的《彝族诗人文论》，女诗人阿买妮的《彝族诗律论》等，都是用诗的形式写成的诗

论，也都已翻译出版。至今还有许多尚在民间演唱并传授民歌理论和创作经验的歌手，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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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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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歌谣释义

歌谣与民歌两个词习惯上是可以通用的，都可作为民间歌曲的总称，实际上歌与谣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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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但二者的差别是很大的I其不同处也可说是一日了然的。它们在“声”和词的语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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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奏，依靠吟、念、诵而流传。

《毛诗》说：“曲合乐日歌，徒歌日谣。”

杜文澜《古谣谚》凡例说：“歌与谣相对，有独歌、合乐之分，而歌究系总名，凡单言之，

则徒歌亦为歌。"

《初学记·采部上》引韩章句云：“有章曲日歌，无章曲日谣。”朱自清解释说：“章，乐章

也”，“无章曲，所谓‘徒歌’也。”①

综上所述，歌与谣的区别首先在于一个是合乐，一个是不合乐而是一人独自空歌，这

中间对歌的解释，也非无疑义。所谓“合乐”一说是演唱时有乐器伴奏。据证《诗经》都是乐

歌，只是乐曲未流传下来，今天只能读到它的辞。汉魏乐府也都伴乐演奏。但是，民间流传

的歌，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盖凡民歌，差不多都是‘徒歌’的。”②这就是说，不伴乐器而

由歌者独唱，当然是有章曲的。

对谣历来也有不同的解释，其一即它是不合乐的“徒歌”。尔雅释乐旧注：“谣，谓无丝

竹之类，独歌之。”③依此说法，不伴乐器的一人独歌日谣，实则民间流传的民歌，不伴乐

器，独唱也是有章曲的，这仍然是民歌而并非民谣。六朝新乐府《清商曲辞》，所谓“清商”④

(D朱自清《中国歌谣》中的《歌谣释名》第l页。

②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198页。

③阮元《经籍饕诂》，朱自清《中国歌谣》引。

④郑振铎的解释，见《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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