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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艾1[1镝。窿。

而且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由于解放前龙门县的封

建统治者不重视文化事业，对群众文化艺术及其发展历史，也

缺乏史料记载。因此，综蹦门编写《龙门县文f匕志》带尜一定困难。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们编志人员通过深入基层调查研

究，以及采访老干部、老教师、老艺人和老农，尽力挖掘和掌握

过去的文化史料，使本志对解放前龙门县的文化艺术及活动情

况，能作某些记述。然而，对解放前有组织的文化活动，只能追

溯至本世纪的三十年代。

《龙门县文化志》，是在龙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

指导下，由龙门县文化局主持编写的。编写小组成员有：张吉

清、刘冠荣、李占元、钟颂今、罗振球、周慧梅、黄流明、刘天锡、

钟道先、段粤川、伍罗深。由张吉清任主编，刘箭荣任副主编。

本志力求以准确翔实的史料，全面系统地记录本县文化事

业的发展历史。以祈能为后人积存文化史料，并对弘扬民族传

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积极作

用。但由于我们缺乏编志经验，加上调查、掌握有关资料不够全

面和细致，因此难免有纰漏之处。恳请各界人士予以批评指正。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县志办何平华等同志曾给予热情的指

导和帮助；李林根、巫国祥、李汉驹、何龙江、骆水阳、剃雪球、

余灼均等同志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在此谨向他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龙门县文化志》编写小组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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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锣5

一、本志共分6章，“节。部分节又分若于鼠(轰)，卷首鲰

了。前言”、。凡例4和。概述4，卷末附录了。龙门县文化大事

记”．

二、本志记载群众艾他艺术活凌对褐范毽。上限起子本世纪

三十年代，下限至1993年．

三、本志文中所称。解放前8、。僻放后”，系指1949年lO月1

B中华人民共和晷成立之前后。

四、本志的年代称号沿用通称．如。明代4、。清代”、。民

国”、。公元。．

五。本志均弼简化字．数字尽量硒阿拉伯效字，度量衡单位

采用公铡．

六、本志对重大政治运动，按。宜粗不宜细。原则，不立专章

记述．散见于有关章节和。大事记’．

七、解放后，龙门县文化艺术界涌现不少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本志按。生不立传”原财，采取。以事系人。的方式予以记

述．

八、本志资料来自档案和下属馆、团、站、公司等单位，以及

口碑．在行文中均未注明出处。全部原始资料，初稿、修改稿和

审定稿，均存县文化局文艺档案室，以备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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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解放前文化艺术概况

第一节文化机构和文艺社团

民闺24年(1935年)，国民党县政府开始设置8龙门县民众

教育馆5，简称“民教馆”，是国民党县政府属下主管民众教育的

文化机构。馆址在今龙城镇沙井附近的9同善堂。。该馆配有馆

长、馆员2—3人，内有书报阅览室，备少量书报供民众阅读。有

时也开办“夜学”，教民众识字。对民间的文化娱乐活动，既不组

织也不管理。民国32-33年(1943一1944年)，今王坪镇西埔人

黄剑鸣曾任馆长。该馆一直开办至民国38年(1949)。

民国25年(1936年)夏，县城地区一些青年先后自动联合

组织了警群剧社和箴风剧社两个文艺团体。剧社的经费由剧社

人员分担，不要攻府资助，也不接受社会捐赠。当时的国民党县

政府对这些剧社，既不表示支持也不加反对，对他们的活动一

般不予过问。只是规定他们如在县城公演，事前必须向国民党

县党部报告，一般都能获得许可。

警群剧社由吴天培、李汉驹等20多个男青年组成，址设南

门卢屋。剧社用。男旦”，没有女性参加。该社曾在龙城、龙华，沙

迳等地公演《热血洒东瀛》、《饱餐强寇肉》等宣传抗日救圈的大

型粤剧。剧社所用的大幕两边绣有一副对联：“粉墨登场，负责

宣传，敦雅化；现身说法，志存改善，裕淳风8。其宗旨可见一

斑。民国33年(1944年)，剧社人员分散谋生。民国34年(1945

年)又由朱辉组织一班艺人到全县各地演出，直至民国37年



(1948年)。

箴风剧社，是同警群剧社同一时期建立。由李国鼐、朱国治

为首。主要演出粤剧，宣传抗E1救国。

民国26年(1937年)冬，从广州读书回来的县城青年学

生，组织过t七·七4歌咏团，以大合唱、诗朗诵等形式，宣传抗日

救国。约半年后，因人员分散谋生，求学，结束活动。

第二节 民问传统文化活动

解放前，龙门县民间文化艺术活动，盛行唱山歌、舞狮子，部

分地区还流行出凤、舞春牛、舞火狗和粤剧、粤曲．

一、山歌

龙门县各地都流行唱山歌的习俗。平日，劳动人民常用山歌

抒发感情和表达对生活的热爱。特别是每年中秋节前后贝!f成为

唱山歌的佳时。晚上，人们多集结于山旁、河岸或草坪，边唱或

边听山歌边赏月。唱者多为本地方善唱好唱的代表人物．他们

或散唱，或齐唱，或对唱(4-歌)，内容雅俗兼有。更令人感兴趣

筠是，模逢对手的斗歌者，往往易k男出斗鹦胃落，斗歌者愈烈。昕

歌者愈痴，常至通宵达旦方休．

龙门山歌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流行于县城周碣的本地山歌，用龙门话唱，问字据

音．县内其他讲龙门话的地区，如左潭、铁岗等地也流行本地山

歌。

一类是流行于客家地区的客家山歌。包括平陵、龙江、

2



永汉、麻榨、南昆．地派等乡镇。此类又可细分为两种：一种是用

当地客家话唱的客家山歌，一种是兴梅地区流入的客家山歌

(包括五句板)．

一类是流行于蓝田瑶旗乡的瑶族山歌。

上述山歌内容丰富。有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情歌、季节

歌、猜字敌、劝鄄歌等。其中尤以德歌最戈丰富．

在山歌的格式和韵脚方面，龙门的三类山歌，各有特点，又

有近似的地方。

龙门鹤客家出歌羁其穗逸方酶客家出歌基本衽褐，也是每

首四句，每句七字，其中一、二、四句押韵。如：

中了偃意偃晤嫌，猪胆黄连{耳菇甜，o
灯草跌落盐永钵，人了隹心样得淡。

龙门的本地山歌也是每首四句，每旬七字。但韵脚要求有所

不同．它一般都是唱一组山歌；每组山歌中第一首要求一、二、

四旬押韵，第二首以后只要求二、四句押韵。如：

眼睡睡来眼眯眯，夜眠床上记哥你；

除开有日就晤想，有天一日都难离。

(一，二、四旬押韵)

早字顶头加立字，妹子做人有主章(张)；

妹系花街红_扮女，时常想着绿衣郎．

(二，四句押韵)

龙门的瑶族山歌，格式和韵脚也有其特点。冀山歌多为男女

对唱的情歌。一般也是每首嫂句，每旬一般也是七字，只要求

二、四句押韵。但男、女开始唱的第一首山歌，开头那句是三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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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二首之后则每句都是七字。唯女子唱的懿后螽。结束”

歌，开头那旬叉复用三字幻。如：

男：①晤相识，

唔相唔识啦开口

@过渡唔知河辣浅

刿鸡难拣胸膛肉

@出门爷娥多玢酣

鹿在深山放狗猎

女①话就定，

话定那时义那R

(§地方自哦4、
@阿哥闸娘描带仔

睡到三更人半瘦，

@(结束歌)我愿意

头黑捞到失发白

龙门山歌争吩

仍盛唱不蠹。9女

化人革命”期向，

山歌曾被视为黄色

下流的东西， 度

禁唱。1979年之

后，唱山歌活动卫

逐渐恢复走i来。1980

年中秋节，县史化

4

晤棚晤识口难开

唔知妹娘何处来

唔知妹娘n样心

连妹难拣实心人

坐台娇娥连只返

负在捧潭放嗍护

我口既爷娘吩咐我

恰似圣靠落坛来

。来”同韵)

蛛娘删哥抒日身，

见物如同见到人。

带仔就来变畀你；

俩人生死晤分离。

目为袅戢手廖救(E)Ⅻ林脬摇
(打)在中#i，】8幺|≈敢 罗振球☆



局首次在东较场组织中秋山歌演唱会。此后。每年中秋节都组

织山歌演唱或比赛，并对民间的山歌进行全面搜集，整理和编

印。其中有1i首龙门山歌人选《广州地区民歌一百四十首》，4

首入选《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广东卷》。1987年8月编印的龙门

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_龙门县民间故事、民间歌瑶、民间
谚语集成》收人民歌230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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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罢罢
稍慢自由地

妹有真心耽搁郎

龙C_l汉族

本地山歌

鲁C b薯23毛333 5 3 2 6 I 6乏；t 3。2芒一 R薯3匕2 I毛3了t ·

—_==l一——_I■一——-==2暑
(男蝎)暖，(都你)羊火①飞来头上过日罗。(你)

6 6 o l 2舀3毫2、
_ ’一 1————
阿 鲑②就顾跟前

一、J

叁l 6电3．3{3 2 3 3 I叁2 6 6，鑫定丛道j～～1翟唑
(你)纸线③点火(就)④牛头上，妹 有镇心(你)

鼍u警阜j【望溻
耽搁 郎。 jI

附：歌词(女唱)：十字路头驳着火，阿姑照顾两头光；

天并⑥中间驳⑦盏火，呆⑥来照顾两夹廊(郎)，

(演唱者：廖枚记录者：李林根段粤P1)

此曲用本地方言唱，

注：①羊火—{P萤火虫。

②阿茹—谁青年姑娘。

③纸线—用草纸卷实成条欹点火，谓之。纸线4，

意即。无真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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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点火牛头上一牛角担吠，取意8担角9潜方言语
音。耽搁”，即毗搁终身大事。。

⑤有——酆。没有”。

⑥天井一从前农舍厅堂特意留一块地露天，两旁有廊。歌
中谐。期。．

⑦驳——点燃。

⑧呆——方言：。我8。

出字写来山叠lij

1---I! 孚要 龙门汉族

朗撂
咔呻

路溪本地山歌龋搏 鲥偎伞出Lu瓠

厂、、厂、／一、／一、厂一、 l厂、厂、 ^r卜蔓丝些塑2’王f墅皇咨立缍毒鹃f
(你地字写来啦啦援? 。乜字写来三射三啊，
(杲)一字(都)写来啦啦横， 三字【都)写来三划三啊。

也警u鲍l埋逢1／_22@J尴u u些嘻f卫堕l；童j·亘J
髂>乜字 写来三只j日啊?(约9乜字写来 山叠山，

保)品氧都)写来三只F1啊，(杲)出字嘟坞来山叠山，

f迈唾陲95·fff地上Q迎节亨·播
乜字 写来山叠山?
出字(舔)写来趣叠出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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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者：罗观石记录者：李林根段粤川)

此曲用本地方言演唱。

注：此歌在龙门县山区流传有数百年，为群众中秋节对

歌或砍樵时唱的。

呆一路溪话，“我”。

嫁郎爱嫁耕田郎

I=F (过山拉)
龙门汉族

高吭自由地
。

麻榨客家山歌

盛。冀啦《盈迅6⋯0主6
欧呃，阿妹，(f巨话)‘嫁郯爱嫁哎 (就)耕田

量2"1五612．-．‘1．＆。至2 lh 6⋯．；丝五1 6⋯⋯l出一U⋯二·一i址⋯户丝一⋯⋯i必
啊郎哎， (介)：耕田啊 阿哥罗 。情过

磐i⋯辜鱼6．‰。垫。恐。主i一6 i垃业进鲢
啊 长哎。阿妹 (介)同出价炯归啊(就)同劳

坌量i．‰．1i亘6子12型．o 6 6⋯⋯l a≯⋯逝
(啊)动哎， ’阿哥(介)驶牛哎 ‘阿 妹 价)就爱

6 i：i尘；；6 6⋯‰礓
铄插啊 秧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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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歌词：阿哥贫穷你莫撩，阿哥富贵铄奠贪：

总爱两人落力傲，黄连柬苦也会甘．

(演唱者：蔡锦藻 记录者：李林根 段粤川)

此嗵用客家方言演唱。

为妹无日得心开

。 ．．
龙门汉族

1--”B专手 麻榨客家山歌

．．f、I p I 。厂卜 Ia Q
土上互丝I些6。l正篁3 l 3一f迫
天上(介)乌云 咧 堆打(都)堆， (偃)为妹

．，．J．p I，～I 。。。。令IL垒垒I皇4』立6。I鱼3且I坠尘量幽I
有日霸得心 开哎，眼泪好 比鄣扁榴)水
禹f也趋丝f逗亘6。|I
哎， 一筒 盲潋②都一筒 来哎。

(演唱者：蔡锦藻 记录者：李林根 段粤川)

此曲用客家方言演唱。

注：此曲流传于龙门县客家山区一带，多为男女恋爱对歌唱
的。

①高车——即会转动的水车。

◎盲潋——即未干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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