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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的文明古国。全国56个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共

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音乐文化，积累了十分丰富的音乐遗产．各民族的民间音乐浩如烟

海，绚丽多姿。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国民族音乐的优秀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音乐家协会决定对民间歌曲、民族民间器乐曲、曲艺音乐、戏曲

音乐四种民族民间音乐进行全面地、系统地采集整理和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是

其中的一种。 ，．·

关于收集、整理、研究、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歌曲的工作，一直为许多音乐工作者所重

视，60年代初期，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音乐研究所、音乐出版社等单位曾联合组织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音乐家进行过《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编辑工作，有些省区已经开始工作，

并且积累了不少资料，后因十年动乱的破坏而中断，原来采集的资料在很多地方多已散

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各方面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为我们及时抢救民族音

乐遗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于1979年7月联

合发出了《关于收集整理民族音乐遗产规划》的通知，重新编辑《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后来

得到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列为艺术科学国家重点科研项目。“通知”要求《中

国民间歌曲集成》各卷“要有充分的代表性、文献性、科学性、艺术性”和“质量高、范围广、

品种全”，务必使每个县的民歌均能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卷中得到反映，更好地体现我

国民歌的全貌。 ，．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是一部提供音乐工作者、音乐爱好者学习、研究我国民族民间音

乐的系列文献。对于继承民族音乐优秀传统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音乐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4同时对于各方面读者了解我国昨天和今天的政治、历史、文学、语言、民族、民俗及社会生

活诸方面，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按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卷编辑，全书共31卷(含台湾卷)，各卷

分别从本地区所采集的大量民间歌曲中进行选编，规模一般为800首至1500首。同时撰

写民歌概述、歌种释文、歌词方言土语注释，并附上必要的照片和图表。收入各卷的民歌，

原则上要求配有原始录音资料。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各卷的分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除原则上按歌种体裁分类

· 1



外，对于少数民族民歌和情况比较特殊的地区，先按民族分编，再按体裁或其他传统习惯

方法进行分类。 ‘，。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编辑和定稿，主要由各地方卷编辑委员会负责；全国编辑委员

会和总编辑部及特约编审在审定过程中提出的修改意见，仍由各地方卷编辑委员会斟酌

修改订正． !．。。 ： ：，， ’．‘|

为了适应不同读者和各方面学习研究的需要，除出版“集成本”外，还将根据不同情况

分别编辑出版五线谱的“选本”和其他规格的版本。 ，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是一套系列化的大型音乐丛书。卷幅浩繁，编辑工作的困难是可

想而知的。由于时间紧迫，各地又都是在不断摸索过程中进行编辑，定会存在不少缺点和

疏漏，请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使本书在修订的时侯能有所改进。 · -

一．。：

o．，．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 1983年4月 ’

： i。。，- 。 √1989年4月修订．

．
，+。·’ 1992年2月第二次修订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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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出版是我国当代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不仅表明我们对

民族音乐遗产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工作已经获得第一批成果，也预示今后在民族音乐遗

产研究上将获得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文化的全面发展和

建设必将产生深远而有益的影响。 。，‘-．．’． ；‘ ?一 ．．。j
’1’

一’

·。 这部多卷的民间歌曲集成，在某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是两千多年前的《诗经》的续编，不

过，在规模上性质上都有了新的发展。《诗经》只有15国(地区)民歌，而且，当时只能记录

歌词。今天的《集大成》包括的地区，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达台湾岛，北自沙漠草原的内蒙

古，南至亚热带的海南岛j歌词和曲谱加上录音都收集了。在内容上更广泛了，过去被忽视

的属于远古人民创造的各种劳动歌曲，都列入了《集成》的重要内容。编选的目的也不再是

：为了研究人民的政治情绪了，而是出于文学和艺术方面以及社会学等方面研究的需要。它

也不同于我们过去所出版的任何一部民歌集、那些集子多是单一民族某一地区的民歌，

《集成》包括31个省(包括台湾省在内)、自治区、直辖市和56个民族的民歌。 、：

，．《集成》的工作开始于60年代初，各地进行了不少搜集记录工作，有的地方已经印出7

了初稿本，到1965、1966年不得不中断了。后来各地所搜集记录的资料在“十年动乱”中几

乎全部亡散。1979年3月，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才又联合重发了《关于编辑<中国民间

。歌曲集成>计划的通知》。各地有关部门据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普查和采集，从约40万

首民歌中精选出3万多首编辑而成，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而又比较有系统的民间歌曲文献。

这不仅在音乐领域内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同时对于民间诗学、民俗学、社会学、语言

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方面也不同程度地提供了珍贵资料。 t

民歌是人民自己的创作，它记录了各时代人民的精神生活。民歌的乐观主义精神永远

给人民以巨大鼓舞和力量；它的一些富有哲理性的诗句给予人民思想上的启迪也是极为‘

丰富的。这部民间歌曲集成虽不是中国人民过去的生活的全部记录，但它所涉及的生活面

极为广泛，从民族历史到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从各种劳动生活到家庭、婚姻和爱情生活，

从各种民族民间风俗到宗教信仰，在不同民族的民歌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

+一争．
■●●，一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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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民歌如此丰富，这是因为我们有长达八千多年的文化生活历史(河南舞阳贾湖新

t 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文物可以证明)睢’。自古以来，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周礼》所记西

’。·．周时就有39个民族，一说28个民族)，在历史上很早(商周时代或者更早)就开始和外域

进行交往，后来陆上海上交通不断发展，这些交往不单纯在政治方面，也不局限有商业贸

易方面，文化艺术交往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有时甚至还是交往的主要内容。这些因素都是

p不可忽视的。但是，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各民族长期自由地、独立地生息在各自特殊的自

然环境与社会条件中。不同的生产劳动、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心理素质、加上不同的民

族语言和地方方言所形成的不同的文化传统，使我国的民歌朝着日益多彩的方面发展。虽

然我们不少民族的民歌都是单声部的，但有些兄弟民族如壮族、侗族、毛南族、布依族、瑶

族、蒙古族等都有多声部民歌，有的近似支声复调，两声部或三声部和声，其中有不少大二

度音程的运用显得很突出，因此在和声上具有民族的特异色彩，在节拍方面，汉族和一部

‘分兄弟民族，地区无东西南北，共同的特点是普遍具有鲜明的一板一眼C-"拍)和_．板三眼

(四拍)的节拍形式，一板二眼(三拍)和其它复拍子节拍形式的民歌较少。而一些歌舞特盛

’的兄弟民族如西北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东北的朝鲜族，他们的民歌的节拍形式就比较

多样，节奏形态也比较丰富，至于蒙古族西部草原的“长调∥，更是非常悠长自由，几乎不是

-固定节拍所能规范的。，j!’ 。j -． ·‘．、。． ，

‘7

汉代韩婴说“劳者歌其事”，是说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所唱的歌都以他们的劳动生活为

内容。不过，我们从今天所收集的劳动歌曲来看，除了一部分与劳动有关或为劳动呼声以

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歌唱历史上民间英雄人物、传说故事、爱情以及生活哲理⋯⋯等等，’

· 远远超越了劳动范围i’而且我们看到即使是劳动歌曲，其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有的还具

有深刻的思想性，这说明我们看到即使是劳动歌曲，其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有的还具有

深刻的思想性，这说明我们的劳动人民的精神世界何等广阔，虽然他们的劳动极简单，但

思想感情却是丰富的、深刻的。即使是由劳动呼声组成的歌曲，其沉雄的音调也使我们深·

． 深感到劳动人民在平凡艰苦的劳动中所表现的坚毅意志和乐观情绪。特别像纤工在和激．

流险滩进行搏斗时所唱的上滩号子，高亢的音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气势和高度浪漫主义“

精神，不仅使我们感到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把我们带入到雄伟壮阔的生死搏斗场景

中去，当战胜激流，闯过险滩后平水号子出现时，我们又分享到他们在搏斗胜利后的欢乐。

过去在劳动人民中，生长在山区平原草地的农、牧民，大概是唱歌最多的了。他们不仅

在各种允许唱歌的劳动中即兴歌唱各种题材的歌，平时赶路的时侯，不论是白天还是夜

晚，也都习惯用歌唱以驱赶寂寞和孤独，抒发他们生活中各种感情和思虑。有一人独唱的，
’

^

‘

“

’注，根据1987年考古资料，河南舞阳贾湖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骨箫(十余支)，六音孔。可吹奏七声音阶音乐，

另有一小孔在第一、第二音孔之侧部，开后可将其最高音提高八度．经测定其年代距今已八千年左右⋯． j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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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是集体唱的。农闲时，特别是春节期间，各个村落组织的灯会秧歌队相遇，或集中在一

个较大的村镇时，歌声更是此起彼落、互相竞唱，表演小节目也是出新争胜，常常要闹到元

宵灯节以后才结束。山区的农、牧民和平原草地的农、牧民，由于生活环境、生产条件不同，

演唱的季节、形式也都不同，所唱的歌词内容和音乐风格自然随之而异。 ‘*。’

r’’过去各种手工业工人、码头搬运工人、筑路工、船工、森林工人以及渔民和其他职业工

人，都有自己的劳动歌曲。今天，由于劳动工具的变化，有些劳动歌曲已不再唱了。 ．’

e。今天各民族流传的民歌，可以认为是各个历史时期留存下来的民歌总汇。其中有的很

可能是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如某些音调非常简单的歌)，歌词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经过

多少次变换，但原来的曲调很可能没有改变或没有太大的改变被保留下来(如各地的劳动

号子、广西关于刘三姐和地主反动阶级进行斗争的民歌)。近百余年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列

强对我国的武装侵略，形成了旧民主主义时期人民反帝、反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鸦片战

争、太平天国运动、抗法战争、甲午海战和义和团运动，在广大人民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记

忆，许多地方都产生了歌唱这些斗争的民歌。《集成》中不少省卷几乎都收集到了有关的一

些珍贵的民歌。进到现代，由于各种现代产业的加速发展，工人阶级迅速成长壮大，特别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领导各种产业工人分别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铁路、矿山、纺织、

烟草工人和海员等在工会的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在这些斗争

中，工人利用旧的民歌编了许多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的歌曲，也流传了一些揭露

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家疯狂剥削工人和反动统治阶级卖国投降罪行等等富有革命思想盼

新民歌，这些民歌不仅发挥了团结广大工人、唤起人民群众的阶级觉醒的教育作用，还起

到了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加强斗争意志的战斗作用。有时在面对面的斗争中，还成为有

力的战斗武器。’ ! ⋯．
r‘

．，
．

1927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各根据地

的革命军民在长期艰苦斗争中运用民歌的曲调，填入革命内容的新词，对不少民歌注入了

，新的血。不论是揭露反动地主阶级的，还是歌唱土地革命的；是宣传妇女解放的，还是鼓励

亲人参军的；是歌唱少年儿童站岗放哨，还是提倡识字学习文化的l是歌唱革命军队的，还

是关于军民合作的，无不充满革命激情，而又富有本地区或民族的音调特色。它不仅对革

命根据地广大军民起着宣传教育作用，乃至于促进根据地各项革命建设，夺取各次革命斗

争的胜利等，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政治鼓舞作用。后来进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各地

广大群众继续创作了许多反映战争生活的民歌。而且全国解放以后，许多表演团体，还选

用了各时期的优秀革命民歌，在艺术上进行不同的加工，作为演唱的节目，广泛地受到听

众的热烈欢迎，继续鼓舞着广大听众。正是由于这一时代的民歌记录了我国伟大的人民革

。

命斗争，反映了近六十多年来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天换地的伟大变化，各个

革命时期的斗争生活赋予了民歌以新的内容，为我国民歌发展历史写下了新的篇章，成为／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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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革命艺术宝库中光辉的组成部分。卜’ ．L
r‘’

√ j，．
一

一 各兄弟民族在历史上都是以能歌善舞闻名的，他们在欢度节日的时侯，几乎到处会变

成歌山歌海。除春节、元宵节以外，南方许多民族多在农历三、四月间的传统节日举行歌舞

节；西北有些民族在青海、甘肃等许多地方都有“花儿会”，届时附近几个县的著名歌手云 ?

集在某些寺庙周围的林中草地上，少则数千人，多则几万人，上午拜佛游寺，下午进行集市

贸易，同时赛歌，日夜不息。这种“花儿会”、“庙会”实际成了这些农村男女青年社交聚会的

节日，这时大家所唱的多是以爱情为中心的社交歌曲。各兄弟民族多有酒歌、酒曲，它多半

是在节日、婚丧喜庆日子里宴饮中互相祝贺、劝酒的歌。这些都是一些热情欢乐、富有民俗

特色的民间歌曲。 ”。_ 一．。： ，．，“．一!：： ：：“， ·’。’。
，，．‘、

t，．在各民族民歌中占有一定数量的爱情歌曲，是民歌宝库中闪光的部分。虽然各民族表

达爱情的方式不同，关于爱情的思绪也各具特点，但爱情的纯、真、热、深却是一致的。在旧

社会中，爱情总是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汉族封建社会时期比较长，宗法社会的家规

族法严酷，爱情受到多方面限制、摧残、迫害，像梁山伯与祝英台这类悲剧故事是到处都有’

的。所以梁祝的故事流传全国，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但是爱情是扼杀不了的，陕北仍然

诞生出《兰花花》，云南有《大河涨水沙浪沙》、山西、陕北一带有《走西口》、四川有《槐花几

时开》、广西有《铁打的眼睛也望穿》、安徽有《姐在田里薅豆棵》，哈萨克族有《阿尔达

克》⋯⋯每个民族、每个地方都能找到无限优美、深情、热烈的爱情歌曲。．有些兄弟民族虽

然没有封建思想的束缚，但家长包办婚姻都是比较普遍的，再加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头人和

奴隶主的占有欲，许多青年男女在婚姻上并没有自由。同样，有许多爱情悲剧故事流传于

人民中，傣族有《娥并与桑洛》，傈僳族有《逃婚调》，侗族有《珠郎与娘美》，彝族有《阿诗

玛》，白族有《望夫云》等等。爱情的火花永远是扑不灭的．因此，在民歌中，旺盛的、燃烧着

的爱情总是要强烈地反映出来，而封建束缚总是受到人们的诅咒。爱情歌曲中反映的社会

生活是真实的，也是深刻的。旧的思想、旧的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激起青年人的愤怒和反

抗，也引起多数人的同情。因此，爱情歌曲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纯真优美的情怀，强烈而美好

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心灵深处的优虑和伤痛。旧时代表达爱情的这类民歌，固

然不少是唱着欢乐明丽的曲调，但同样还有不少是充满缠绵悱侧、无限忧伤的心情，所以

各民族这些表达爱情的民歌，常常闪出奇妙的光辉，留存在人们的心底。j 一 ，

在一些风俗性的民歌中，如湖南一些地方的哭嫁歌，朴素的语言和表达情真意深的民

歌，其所揭示的家庭生活，远比一般民歌深刻得多，把父母、兄弟姐妹、姑嫂之间复杂微妙

的关系和心理状态都清晰地反映出来，使听到的姐妹们不禁随着歌声流出了同情的泪水。

在另外一些地方的风俗歌中，还保留了一些历史价值很高的歌曲，如“跳丧”(古称“辟踊”)

是一种很古老的风俗，《礼记》中己有记载，很可能源于原始社会，湖北西南部山区土家族

流行的“跳丧歌”(是有舞的歌舞)，大概就是这种风俗的遗留。值得注意的是，《集成》的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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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卷收集到这种歌舞的全部音乐和唱词，唱词中有相当长的一段出现了宋玉写的《招魂》

中的诗句，和原文对照，一字未改，和前后的唱词相比较，显得特别突出。、不论真实情况是

怎样的，都说明：屈原写《大招》，宋玉写《招魂》，无论在艺术构思上、艺术形式上都与当时

的民间风俗和民间艺术有着密切联系。另外，在湖北的其他地方的风俗歌曲中，也还有的

歌词，保留了《诗经》、《乐府诗集》中的原词。，这些同样是富有研究价值的珍贵资料。，

这部集成虽然未能把各民族的风俗歌舞音乐全面无遗漏地收集进来(这不是《集成》

所能担负的任务，这是内涵巨大的民俗学中一个专题研究项目)，但从各省卷所收集到的

风俗歌曲，可约略窥见各民族风俗的一斑。 。一‘ ：7． r，
。·

。 这部民间歌曲《集成》，集中展示了各族各地区具有特色的音律、音阶和调式，深入研

究这些专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音乐发展过程的具体形态，填补过去无法说明的空白，这

对于研究各民族音乐发展史都是珍贵的资料。、一。 o，r-．·

． 过去我们对于一些民族地区特有的音律、音阶、调式，容易主观片面地认为只是古老

落后的文化现象，而不能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认识其产生的历史生活背景，也就不能了解其

历史价值。如果我们将它们和出土的音乐文物联系起来，从音乐考古学角度进行研究，就

会发现它们具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就会看到各族人民为我们保存了几千年极其珍贵的 ‘．

活的音乐文物的功绩。例如湖北来风土家族、云南布朗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民歌中有由小三

度两个音构成的曲调，如果不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就不容易看出它的历史价值。西安半

坡出土的陶埙，根据科学测定，约为六千多年前母系社会的遗物，这里有一个一音孔埙，能

吹出小三度音程的两个音。当时我们听到这两个音，因为缺乏实际音乐佐证，只推测到这

个小三度音程可能是当时人们所应用的某种音阶的两个音。当我们看到这些民族的由小

三度的两个音构成的民歌后，才能推断这两个小三度音大约就是最古老的音阶。半坡的这

个陶埙可以被认为就是当时的乐器，当然也不能排除它同时也是狩猎工具。这样看来，这

些由小三度的两个音构成的民歌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活化石”的历史价值了。 -。
‘

同样，江西南部有四纯四度的两个音构成的民歌，闽西山区也有类似的例子。由6

1 2、5 6 l、6 l 3、1 3 5、5 1 2、1 2 3等不同的三个音构成的民歌，在南方许多

民族和地方(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地)都可以听到}北方满族多有l 2 3三个音

构成的民歌，而朝鲜族民歌《月亮，月亮》则是由2 5 6(或5 l 2)三个音构成的。

这些民歌虽只有三个音，但却具有明显的调式色彩。由不同的四个音构成的民歌，不论南

方和北方，许多民族，许多地方都有，很明显，是在不同的三个音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新的

音而形成的，这就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现在的五声音阶和七声音阶的各种调式都是

七√＼千年来经过若干阶段而最后相对固定成型的。这些情况，可以通过各地各个时代的

土陶埙所能吹出的不同数量的音得到科学的证实。

人们在不同时代用客观存在的某一个音、两个音、三个膏和四个音构成的音阶来歌 ，

． 。：7 g



唱，是有其时代烙印的，不可能是由于各时代人们的自由选择，像我们今天的作曲家具有

自由选择的条件和可能。远古人民对音的认识必然是在时代限制下形成的心理习惯和审

美习惯基础上产生的，对于这些历史性习惯的突破，则需要经过长时期反复实践之后才能

出现。 ·， ；

’

‘-．t‘一^·． +i，‘ ：．‘：， {，一 。，

如果说，各民族各时代流传下来的民歌曲调所用的音的多少j从中可以窥见音阶发展

的不同阶段的具体形态的话，那么，民歌曲式的构成和发展，在民歌中同样留下了踪迹。大

家知道，民歌并不只有一种曲式，有简短的单甸式和上下旬式、有起承转合的四句式，另外

还有三句式、五句式，以至别具一格的如湖北西部民歌中的“穿号子”等各种曲式，而且各

种曲式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固定模式，民歌曲式的千变万化，对于发展和丰富我们今天的歌

曲创作都是富有研究价值的。 ，． 、一 _’：_‘‘ ．
、． ’?

至于民歌曲调的构成、曲调与语言的关系、曲调与情绪的关系，各种调式的运用，同一

调式的不同色彩等等更具有丰富的内涵，这些都是研究中国音乐的特殊性不可少的资料。

如果说，我国古建筑、历史绘画、雕塑、壁画以及其它美术品为中国美学提供了丰富的

例证，那么，中国民间音乐，其中如民间歌曲、民间戏曲音乐、民间器乐以至其它种类的音

乐，则从另一方面，从听觉方面，同样在无比广阔的领域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未被全面

开拓过的美学矿藏。无论从审美心理、审美习惯、审美观念的民族差异、时代差异，对劳动

人民和其他阶层人民审美观念的异同，都是有待开发研究的领域。这些方面的深入探讨，

对研究我国音乐美学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待说，对于建设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1 ‘。、 ”、 ’，
·

’

’．总之，这部民间歌曲集成的出版，对于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的建设将从多方面产生不可

估量的影响，这部《集成》的编成是由于得到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支持和关心才得以实现

的。当然，全国各民族的音乐工作者和许多有关方面的专家作了很大的努力，费尽了许多

心血，才能获得今天的成果。但由于我们自己对此项工作尚缺乏经验，能力有限，给这部

《集成》可能带来许多不足和某些可以避免的贻误。我们诚恳地希望得到读者和专家们的

指正，将来再版时能得到改正，以更完善的版本留给后代。 。，j：t，j。+，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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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凡 ⋯例
+

一f；1

4一 一～ ■：_ ．”。r

， ’

，，一一、《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广西卷》是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

的有关文件精神进行编选的，本卷选入广西12个民族的民歌共990首。其中：壮族336

首，汉族396首，瑶族127首，苗族45首，侗族31首，仫佬族7首，毛南族10首，回族1

首，京族19首，彝族6首，水族7首，仡佬族5首。
’

。

二、本卷所收的各族民歌，凡用汉语传唱的各族民歌，均用汉文记录f用壮语传唱的壮

族民歌，统一用汉文译意和配歌；回族通用汉语汉文，故用汉文记录；其他少数民族的民

‘歌，用国际音标记音，并用汉文译意或配歌．、。 t，， ’，‘

，‘

三、本卷民歌的分类法是先按12个民族分编，然后再根据每个民族民歌的不同情况。

或按体裁形式分为号子、山歌、小调、风俗歌等(如汉族)；或按本民族的传统习惯称谓分

类。本卷根据“品种全”的要求，各民族现存歌种大部已经收入。但每个民族的歌种不尽相

同，多少有别。 一+ ：1

四、本卷的文字部分《广西民歌概述》简要地概括了广西各族民歌的概况和共同特点。

各民族民歌分别写有：《壮族民歌述略》、《汉族民歌述略》、《瑶族民歌述略》、《苗族民歌述

略》、《侗族民歌述略》、《仫佬族民歌述略》、《毛南族民歌述略》、《回族民歌述略》、《京族民

歌述略》、《水族民歌述略》、《彝族民歌述略》、《仡佬族民歌述略》等，它们分别介绍了各族

民歌的状况和特点。其后各族民歌的“歌种释文”则具体叙述了各个歌种的状况和特点。此

，外，还附有图表、图片等资料。这些文字和资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广西广大音

乐工作者长期采风以及此次普查收集的结果。经过多次讨论、筛选、订正j给读者提供了比

较全面的广西各族民歌资料。 ．7．
；

五、“欢”、“比”、“诗”、“论”、“加”均系壮语对山歌的称谓，即山歌之意。由于各地方言

土语不同，因而记音不尽一样，翻译成汉字也不尽相同。如“欢”、。文”、“潘”分别记为

I-fwen]、Evao,,,-]、I-pan']。指的都是同一歌种，本卷汉文统一用。欢”，但所附音标则保持各地

土语发音的不同记音，以示区别。同样，“诗”和“西”也分别记为Edei3或[∞i]，本卷汉文统

一用。诗”表示等等。 ：
、

。。⋯．’ “，
’

‘

六、本卷汉族民歌注释中写明用白话演唱的民歌，系指汉语粤方言的本地话，由于广

西汉族各地方言土语不同，发音差别较大，这类民歌，本卷均用白话二字表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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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少数民族民歌歌词的国际音标记音，原稿系采录者现场所记，后经本卷编辑部

对各地的记音进行重新鉴别，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持撰写的各种语言简

志的音位系统进行订正。如各地的瑶歌是根据《瑶语筒志》的音系和方言划分来审订的。苗

歌、侗歌等亦然。

本卷所记的各族歌词，没有用单独的短元音作韵母的情况，因此单元音韵母都是长

音，不用打标志符号。带韵尾的长元音是用在元音后面打两个圆点[·]表示，短音不打任

何符号。汉语借词，读音依汉语西南官话声调系统。
‘

‘1

(由于“语音简志”中的音系是“以点代面”的，所以原记音只要合理，即使与《简志》的

音系不符，我们也不用《简志》音系去匡正。)‘ ’，!。j，，．。‘o一。“! ： ，：

八、本卷每首民歌的调名系当地歌手们对该歌种的习惯称谓，均标在每首民歌曲谱的

歌名下方，并用圆括号“()”括起来。，·。’．． ，．。

一
。i：j i。-。：．i j

J一九、本卷民歌所标速度术语，慢速为．『二40—6 6；中速为．J=6 6—96 l快速’
，

为．．J=100一120；稍快、稍慢或其他速度均依此三种速度为基础。7：， ：．7。7．+

十、本卷民歌中的衬词，一般情况下用圆括号“()”括出，全曲歌词都是劳动呼喊声

的，则二律不加括号。 。“’_’‘：j、一j t．：、7-一 ’．；一．、，。t，

十一、本卷民歌中，C03标在某音符上方，系表示该音用假声演唱；标在音符左边的

’(千]表示该音比原位音微高(约高于{音>，(4}]则表示该音比原位音微低(约低于{音)。
十二、本卷有以下方言土语： ， J．。； ：．．‘

； 判：音tarj，意为“杀、宰”。：j。’’{ ■，。?_，’|_一·‘：．．‘t．，‘’

噘：音ge3，意为“的”。
：

：，|f j，：4：’，‘：1 ： ．：，。j．’

．咐：音Oamz，意为“这样、如此”：：_ 7．：_一‘ it j 一一．一、 ：

：。‘．‘但：音koey5，意为“他”。． ·．^ ；t一 ¨．i{’ t扎，- ； ÷
+

i．：喈：音习aml，①意为“刚才”，②意为4对的”。1。，’：：t。．：‘：i !+
，

5’!。 有：音mou5，意为“没有”。’| 一’．r i、一。 ：+。’’1．。‘、。 ．、。

?：，。 乜：音mat7，意为“什么”。、；。：。。．：‘． ．；，

’‘

’·‘‘、{ ，．一．。’{

?炳：音ouk9，意为“闷”。 ．。 、。。．，

．t 一婊：音nurJl，意为“焦了，糊了”．‘鼍2．’·一 ； ”一，_，
，、，。

j ?；煊：音gunl：’婊熘，意指昏官。．。’o：。}j．一： o一， ：j

僵：音t3ai，“我”的意思。、，?t：：．‘i‘4 ，： ’- 一；，-j’ ．，．．

’，o，甥：音guai2。蚂蜴，即青蛙。’， z ‘川‘ ．i 4。|，∥∥．

十三、本卷附有歌词题材索引和多声部民歌索引，以方便读者检索。 ．。 ’，

17

： t ． ．

j：一
j，．‘ ： ，： ，。

‘¨

， 兰 ．

‘‘

? {t‘ ＼ ： ， ，、

．

、 r’：。．‘《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广西卷》编辑委员会．．
10 ，，

‘

； “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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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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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7⋯⋯⋯⋯!⋯⋯⋯⋯⋯⋯⋯《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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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歌图片资料选’

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划图‘
⋯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分布图
‘、

一

广西民歌概述⋯⋯⋯⋯．．．⋯⋯⋯⋯⋯⋯⋯⋯⋯⋯⋯⋯⋯⋯⋯⋯⋯⋯⋯冯明洋(1)

壮族民歌
’’

★．
’

壮族民歌述略⋯⋯⋯⋯⋯⋯⋯⋯⋯‘⋯⋯⋯⋯⋯⋯⋯⋯⋯⋯⋯⋯⋯⋯⋯⋯冯明洋 (7)

壮族歌种释文⋯⋯⋯⋯⋯⋯⋯⋯⋯⋯⋯⋯⋯⋯⋯⋯⋯⋯⋯⋯⋯⋯⋯⋯冯明洋(19)

山歌
’

’

。歌序 歌 名 体裁形式⋯⋯⋯⋯⋯⋯⋯⋯采集地页码

l 哥划船漂游 山歌·vo-f能⋯⋯⋯⋯⋯⋯⋯⋯⋯东兰县 (23)

2 跟随拔哥阚革命 山歌·欢⋯⋯⋯⋯⋯⋯⋯⋯⋯⋯⋯东兰县 (24)

3 东兰有个韦拔群 山霹·中和民谣⋯⋯⋯⋯⋯⋯⋯⋯东兰县 (25)

4 感谢共产党 山承·比岁嘛⋯⋯⋯⋯⋯⋯⋯⋯⋯东兰县 (26)

5 年轻守寡寒 山歌·欢单贺少⋯⋯⋯⋯⋯⋯⋯⋯巴马县 (27)

6、 右江老苏区 山歌·欢⋯⋯⋯⋯⋯⋯⋯⋯⋯⋯⋯巴马县 (28)

7 社会主义大建设真正好 山歌·比、甲篆腔⋯⋯⋯⋯⋯⋯⋯⋯巴马县 (29)

8 不误妹一天 山歌·欢·月里腔 ⋯⋯⋯⋯⋯⋯⋯风山县 (29)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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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怎样才算哥真爱 山歌·比·凤城腔⋯⋯⋯⋯⋯⋯⋯⋯凤山县 (30)

哥缠妹不放 山歌·欢、·泗城腔⋯⋯⋯⋯⋯⋯⋯⋯凌云县 (32)

明月照清泉 t山歌·比·逻楼腔⋯⋯⋯⋯⋯⋯⋯⋯凌云县 (33)

但愿天天得相见 山歌·论·泗城腔⋯⋯⋯．．．⋯⋯⋯⋯凌云县 (34)

荷花 山歌⋯⋯⋯⋯⋯⋯⋯⋯⋯⋯⋯”·凌云县 (35)

盼来红七军 山歌·欢·洪唱调⋯⋯⋯⋯⋯⋯⋯⋯凌云县 (36)

相爱到白头 、 山歌·嘹咧歌 ⋯⋯⋯⋯⋯⋯⋯⋯⋯乐业县 (37)

这铁好又好、 山艰·欢越·旧州腔⋯⋯⋯⋯⋯·：⋯·田林县 (38)

天上星星闪 山歌·欢越⋯⋯⋯⋯⋯⋯⋯⋯⋯⋯田林县 (38)

天上断星斗 山歌⋯⋯⋯⋯⋯⋯⋯⋯⋯⋯⋯⋯田林县 (39)

难得再相见
、

山歌·欢越·唱单⋯⋯⋯⋯·：⋯⋯··：·隆林县 (39)

天上有十二朵云 。·t‘

山歌·欢越·唱双⋯⋯⋯⋯⋯⋯⋯r隆林县 (40)

心里忧愁头发乱- ’山艰·欢越⋯⋯⋯⋯⋯⋯⋯⋯⋯⋯隆林县(4D

绵绵情意浓 山歌·欢越⋯⋯．‘．⋯⋯⋯⋯⋯⋯⋯隆林县 (42)

火烧芭芒心不死 山歌·欢嘞⋯⋯”?⋯⋯⋯⋯⋯⋯⋯隆林县 (42)

再世还要来 山歌·欢·马蚌腔⋯⋯⋯⋯⋯⋯⋯⋯西林县。(43)

唱哥解忧愁 山艰·欢越⋯⋯⋯⋯⋯⋯⋯⋯⋯⋯西林县 (44)

阿哥年年像十八 山 歌：⋯⋯⋯⋯⋯⋯⋯⋯⋯⋯·?⋯西林县 (44)

同心搞科研 ： 山。歌⋯⋯⋯⋯⋯⋯⋯⋯⋯⋯⋯⋯西林县 (45)

打倒“四人帮”壮家喜洋洋 山承·欢越⋯⋯⋯⋯⋯⋯⋯⋯⋯⋯西辣县 (46)

燕子垒窝在屋檐 ．，山歌·欢⋯⋯⋯⋯⋯⋯⋯⋯⋯⋯⋯河池市 (47)

树大刺多哥难砍 山承·嘛果喂、⋯⋯⋯⋯⋯⋯⋯⋯⋯河池市 (47)

高山高岭一根藤 山歌·欢·嘛咧⋯⋯⋯⋯⋯⋯⋯⋯⋯河池市 (48)

哪里同妹共一家 山歌·比·宣茶喂⋯⋯⋯⋯⋯⋯⋯⋯河池市 (49)

兄弟相爱歌 山歌·比·溜溜哈⋯⋯⋯⋯⋯⋯⋯⋯河池市(5D

我俩愿死不愿离 山霰·比·啦柳啦⋯⋯⋯⋯⋯⋯⋯⋯河池市(50

它俩成对像我们 山歌·比·呵也⋯⋯⋯⋯⋯⋯⋯⋯⋯河池市 (55)

太阳等月配成双 山歌·比三来 ⋯⋯⋯⋯⋯⋯⋯⋯⋯河池市 (56)

久盼凤凰来 山歌⋯⋯⋯⋯⋯⋯⋯⋯⋯⋯⋯⋯宜山县 (57)

妹是黄饭花 山歌·欢⋯⋯⋯⋯⋯⋯⋯⋯⋯⋯⋯宜山县 (57)

翼王来坐政 山艰·比单·五字腔⋯⋯⋯⋯⋯⋯⋯．宜山县 (58)

妹在一边哥一边 山承·欢·三堡腔⋯⋯⋯⋯⋯⋯⋯⋯天峨县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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