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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泰文库》总事

在历史上，扬州、泰判士也照曾是茧声i应端的东南重镇，具有

撵带1在酒、拉引江南的地理说弊，利枣黯诲、民生所系的任济地

位，跨在毒部租、精光勃发的文化积淀。以提州、泰外i 为中心的苏

中、江淮士也毯，也是全醋的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津 o ÚJ }IJ 影姓，

人文缸盘，孕育了她在的在内文化，在商业文化、政治文化、智

慧文化、伦现文化、宗教文化、法制文化、学术文化、审美文

化、语言文化、科技文化等方面都有酶煌的建树，对于当地及周

边的怪辞选动和社会生ì%产生了那剔的影响，这种影Ilf主力摆棋

今而任久不衰。

今天，在全回建设小康检会秘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中，江苏省肩负着"两个率先押的持圣使命。在 2003 年全国

"两会"黯怒，胡锦涛恶书记和江泽民阳在先后到江苏代表团作

了鼓要讲话，要求江苏"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

现现代化"为全国的发路做出更大的武献G"两个率先"这是

党中央从贯朗"三个代农"重要思想和十六大战略部署的高度

对江苏作出的萌磷重要求，也是根据科学发展现和建立和语社会的

构想对江苏提出的殷留希望。而扬州、泰州地旺的任济建设、社

会发服在江苏全省实现"两个事先"的整体目标中起着姐带和

传辛苦的关键作用令

经济建设、杜会发展终究常要上升到文化的层嚣，同时也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主否则 E完善良史路

摸得到文化的凝聚和寻|领，才能进入良性髓环;需要在开发物质

资摞、经济资源之外开发本地区的文化资捞，借助文化的巨大凝

聚力和服引力来获得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岛和潜力。短济强省最接

必须建成文化强省，经济发达地区最终势必成为文化发达远远。

在这一点上，正如江泽民阔忠聪词把扬州建设成为古代文化

与现代文明交招辉映的名城"扬州、泰安i'I地旺的统秀文化传统

得以发扬光大，无疑是促进本地阻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

是提升本地区文化品位必不可少的前援朝背景，这种促进和提升

的作用和意义甚茧，墙出了本区壤的范围阳具有更为广|阔的牺射

间，从而成为扭革省实现"商个率先"

丽。

宏伟目样的重要方

揭外j大学作为揭娟、潜州地区惟一的省蹒言重点结合性大学，

{营企摇高校掉韶改革之东风，逐步形成了学科门类齐全、多学科

交叉融合的显著特点，深感有责任也有义务集中人文社科多学科

的精干力簸，发挥融通互补、协同作挠的住势，对!底耀深厚、内

j菌丰富的肠、泰文化进行综合研究，挖掘、整理其丰扉资游、并居民

予新的时代精神，鹤扬其结特王富捕并寻找与当前经济建设、社会

发展、文化变革将结合的生长点，时于地方乃至全省的结济社会

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江苏省人民政府在"九五"到扬州大学进行重点投资建设

的基础上，于"十五"期间继续予以重点资助，主要培植能够

充分体现学科交融、具有明显生长'性亘预期产生良好经济、社会

效益的五大重点学科，其中主人人文社科诸学科中蹦绵阳成的就是

酝酿巳久的《扬、泰文化与"两个事先"))重点学科。这一重点

学科的凝成体现了将菇、泰地区优秀的古代文化与她炬韵班代文

明有机交藏，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发扬光大的理念，也符合揭

州大学人文社科谐学科以往的专业背景、研究基础和今陆的学术

追求、学科发膜。该重点学科包捂了挠州、泰外i地区审荣文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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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州学报研究，扬、毒毫没苏中这雄主变讲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

研究，磊、泰社会文化形态研究等 4 个研究方窍。

《扬、撰文化与"两个卒先"y 重点学科建设的一个标志性

成果就是形成一套〈辑撰文库} ，其中包括 4 个系列 80 种学术

专著，共计 2000 万字。这是一项模模宏大、影响深远，功在

代、科;在千秋的大珊文化工程，它汇集了众多学者的智慧和学

识，体现了社会各方町的关心和支持。可以期碍，这套文库的出

版，将对当前物摸文辑、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文明"建

设以及和谐社命的构建起到职楼有力的推功作用 O

在《弱毒等文库》出版之际，我们要街始终支持和荣，今《扬、

文先与"两个率先守主意点学科建设的各垃领导和i专家表示衷

心的感谢，要向负责审定书梢的中圄社会科学院各位专家学者致

以崇高的敬意，向筹划编辑出握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领导和

攘辑表示诚挚的谢意!他们所给予始播寻租帮勘，付出的智虑和

辛劳， 套文库得以问世不可戒缺的前提和保证

《扬泰文库》编辑委员会

2005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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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民歌史略》列入江苏省" 211 工程"及重点高校建设

瑕吕一叫…扬泰文化与两个率先科研课题出版发行，为打是支 M 文

化扬州"献上一份撑礼，这是令著者十分放慰的事。

作为"控扭撵淮"的东方名域，扬州在两千余年的历史进

程中多iX扮演亚都的角色，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

化，处于全国举足轻重始位置。其三次发展顶峰，即汉代的

"巢王盛驻

世界研嘱曰 3 汉初的扬扑辫I "窗可敌剧\主蔚奇代的捞乡知纯i'I在金醋的士地也

位有姐今天的大j上二海;特另黠号是清柏主挠亮乡州州N 为t世暨界十大域市之一I:::j

英国信敬、法国巴黎的仲之间，仅次于北京、江宁，超过革州、

拉州和广列。主亮如悠久的历史，发达的程济，反映到精神班象上

即为文化的活跃。有趣的是，那代扬分!民歌艺术地再现了这…史

实，黯证了离去之基的"不了解人民的口头创作，就不可能了解

人民的真正册史"这一论断的正确性c 娶妻于此，我 lf1按照时

)1荫}芋，从上吉先提到新中国的挠如|民歌进行系统挖掘与整嚣，著

成《扬如民歌史路上从学术角度研究扬州民敬的发展除锚，通

过时各个不闰历史时期产生背景、文化地位、艺术特色以及重大

影响的评析，揭示其强特的时代性、实践性和人文性，从…个制

茵反映扬州民歌所表现的传播作用辛劳历史贡献。

《扬州|民歌史略》共分 11 章 77 节。每章在写作手法上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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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例析和结论三个部分，纵横剖析，结构严谨，史实清晰，语

言凝炼。在此有必要对全书的框架做一个简要概括。

第一章 先秦扬州民歌O 除重点考证春秋f孟子青奔吴，确立

《渔父歌》为扬州历史上的第一首民歌，兼述战国和秦的"吴做

越吟"和"楚声秦谣"还列专节对远古神话歌谣进行了深入探

讨 O

第二章 两汉扬州|民歌。着力评析"吴王盛世"、汉乐府和

江都公主刘细君《悲愁歌》。特别考证乐府 138 酋中有 20 余酋

产生于广陵，表明吴地文化在汉朝中的领先位置。

第三章 三国两晋扬州民歌。主要分析该历史时期民谣现

象，重点评析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的艺术成就。

第四章 南朝扬州民歌。重点考评广陵为吴语语系和吴歌的

重要地区，同时考证吴歌 132 首中有 30 首产生于广陵，并剖析

"吴声歌曲"瘦词即双关语的艺术特色，介绍鲍照对吴歌创作的

贡献 O

第五章 隋唐扬州民歌。本章所列大多为文人民歌，包括隋

炀帝的《泛龙舟》、《水调》等 20 首，王骆宾的《唐武后童谣》

和《一片火，两片火} ，李白的《静夜思》、《白伫歌} ，张若虚

的《春江花月夜》以及白居易的《百炼镜》、《隋堤柳》、《竹枝

词》等。他们从民歌中汲取营养，大大丰富了自己的创作，也

为扬州文学宝库留下珍贵的遗产 O

第六章 宋元扬州民歌。本章阐述内容主要为三个方面:一

是反映太守韩琦、苏东坡轶闻的《苟药谣》和《竹西谣)) ;二是

反映民间疾苦的像《淮民谣》、《水讲歌谣》、《扬州|慢》、《月子

弯弯照几州} ;二是关于"曲"介绍晃补之的《调笑》、推景臣

的《高祖还乡》和施耐庵的《双调·新水令》。

第七章 明代扬州|民歌。本章重点部分为"再论吴语与吴

歌"考证冯梦龙《山歌》和《折桂枝》所收民歌中若干属于扬

州|的，同时考证"南词散套"以及号为明清一绝的"时调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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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于搞州的根据。次评析《金瓶梅南曲》、《四楼散曲》和刘

伯嚣的《扬州竹技歌》。现行流传下来的古扬州民歌大都是这个

时期的作品， 1理名挝界的《莱莉花》就产生于明代 3

第八~九章 清代扬捕民歌。康乾时代，扬州民歌手耳创新

高。主元多1'1 清曲、扬州|道情、扬州弹i均以及昆黠雅部、乱弹等，统

统都经在扬精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的摞头都在离歌里。

像浦曲《满扭红》、《软平上《叠落上《孤调》、《慑妞丝》、《

主亥JL} 以及郑板桥的《板桥遵情) ，大一点的像套曲《五瓣梅》

位括《红绣鞋上《扬州歌〉和《马头调》无不从豁然民歌中摄

耿于法而成。李斗所作《捞分i 磁肪录〉对扬州民歌小谓有生动

记载，他提到的主要要曲调有《春词上 《八建景上 《摸荣人》、

《棋江搜上《高部部北乡》、《杨柳青》等。即使是京剧与揭州

民歌也有千丝万攘的联系。四大散班进京，最终使;~(剧成为嚣

剧，然后梅兰芳又将京盹榷向世界舞台。足此种种，京街IJ i原头在

扬判，黯摞头的旗头还是扬州l 民歌。可以说，扬摊卖歌是派生扬

州文化戏曲流握的母埠。

第十~十…-章 民国以及新中盟成立时期揭扑l 民歌。民国时

期的药如民歌带有很强的战斗吨息，豫《送夫参军轧 机故

黯》、《枉文团团歌》、《夺回大扬州》、《保卫郭村》、《天上有个

帚星) ，等等。

毫吁中酿成立后，民歌进入系统收集整理黯段 o 1953 年出版

的《挥北民揭歌船集》中，收有扬州闵歌 130 替。东后又有民

歌手征集《扁担挑福挑不动上《丰收歌》、《拔根芦柴花》、《青

竹姐姐上《撒梢子撩在外》等篇入选《江努;畏 i号音乐墙集》。

1962 年出!睫的《挠好i 昆|鸿音乐} ，猥集扬州i 凯歌曲谱 190 余苗。

粉碎"四人帮"后，又端正p (杨外i 地区民歌音乐资料) 3 集，

ìt 1400 余堂，其中 273 酋被《中回民歌集或》选题。至此辉、

流长治扬州民歌经过抢救性挖掘，其主体精华获得了保存。

以上是追溯杨捕民歌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地位c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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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认为，是扬州民众的社会劳动才有了扬州|民歌的产生，而扬

州文化曲艺流派的形成又全得益于扬州民歌的滋养。因此，扬州

民歌在扬州丰厚文化的形成中所做的突出历史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考民歌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三点，即基本的音乐表现方法、

典型的音乐性格以及音乐形式构成要素，包括音色、节奏、节

拍、旋法、调式、曲式结构、发展手段、润腔装饰等等勺大体地

讲，中国其他各地民歌的体例和风梅特征，在扬州民歌里都可以

找到例证。这是中国民歌的共性。就个性而言，扬州民歌有自己

独特的艺术特色，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就是鲜明的地方色彩、

强烈的时代烙印、丰厚的文化背景和优美的音乐旋律 3

鲜明的地方色彰。如果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话，那么

缩小起来看，越是地方的就越是民族的 3 扬州民歌所以一枝油

秀，全在于她浓郁的地方色影 O 仅凭词中口语化运用以及地方名

称，一昕就知道这是扬州的民歌。

先说口语运用。扬州人挂在嘴边上的词语，像"姑老太"\、

"哪块"、"歇脚"\、"甩上天"\、"烂泥浆

言味道浓厚。列举如下:

纱窗捂在外，请问一声姑老太，

哥哥上扬州奔哪块?一直大路弯过来力

一一《扬州号子》

看花的，你蹲在哪块?

蹲在这里实在外，听从小二哥，把你怎么样?

看花郎的姐姐才华郎的腰，水妹妹容貌相思又坏了 c

《看花郎》



了 ο

你不会走路你这么慌，烧成装冒了一衣裳。

烂泥能长万扭谷，手中有粮心不，盹。

制言 5

一→《栽供号子》

亮月子一出，校接莉，打个瞌睡伸懒腰，瞌睡子义上来

炸日等部凡是鼓，姐姐等部破二桥，我的部你不来了。

《沟桥调》

小小车轴两头尖，小小水头甩主夭。

《卒子号子》

说地方名称。像事山、高邮、二道 ÚJ 、下沟、沙塘子都是

扬州地名，辛苦是去吕 RP知是味唱扬州的。此外像"打牙棒"也是

从扬州兴起的。据传最初自搔州南、准盐运使卢见曾首创，然后在

边传开来:

山芋姑娘来献宝，花采小良山来献宜，我的小妹子 C

《茅山号子》

农民哥哥你听真呀，大家拉生产，争取好收成。

支援国京工业化，大家有责任已

…一- <高邮西北乡》

香玉姐姐住在香树湾，小部住在二二道山

一心要想，这好姐，接3泛元钱争史难 c

一一《自由调·二道山》

姐在房中打牙样，收给打扮走出来，十分好人才。

一一- (下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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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时代烙印。我们晗唱一普普扬州员歌，仿佛就是在捧

读…部扬州史O 毫不夺张地说，杨外i 民歌点滴ìê最了揭灼的历史

发展进程。还是举例说明:

臼丹阳路兮寝己驰，与子期乎芦之精。

日已夕兮于心 z比悲，丹已驰兮何不波为?

艘鼓打的响堂堂，钱篱子撑船五颜章 O

十三大保李存孝，千山湿海秦始皇。

《渔父歌》

一一一《麟麟调》

涝去队来才丁得好，打得现子满山地 3

你一持来在一刀，截得鬼子哇哇叫。

打起锣鼓闹盈盈，我远丈夫去当兵。

务兵妥当新四卒，坚决抗战为人民。

丈夫你到前钱去，一心一意材日本。

家中事情你放心，努力生产点梭你 O

丈夫当兵上前钱，冲锋打仗走在前。

《高或调〉

跟着共产党求解放，不消灭皂子你不下火钱!

一一《送夫参军》

多少年来多少代，盼的技树就要把花开;

共产党毛主席，他领导全中写走向龙明来C

一→《妇女翻身自由歌》

问志们呀方0>命子，四化建设奖大干!

一一《打务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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