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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贾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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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篡出版各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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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人问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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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使我们深

受启发，考虑到有必要另外编篡一套《中国歌谣集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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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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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

会①理事(扩大)会作了编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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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发起编篡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缘起。经过几

年的普查和逐级编选，从 1990 年起，我们开始分别编篡三套集成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卷

① 1987 年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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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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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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称于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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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嗤叹之;

磋叹之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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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人歌儿《关门歌》等

等，使我们听到了原始社会中人们采集与狞猎时的歌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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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气还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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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冲破禁锢和加锁的，应该说是情歌;它是回击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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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毛诗正义》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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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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例如恫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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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傣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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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好动辄多达万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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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绵悻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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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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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恫族的琵琶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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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祝回歌，那众口合唱、热情奔放的酒歌，激蔼和振奋着人心，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粗矿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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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流传的跳丧歌中还遗留有宋玉

的《招魂 )) .但己非原样了 。京山、长阳民歌中还有《关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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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草锣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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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恫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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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拉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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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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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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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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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感于哀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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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风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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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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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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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九。

②《论语·季氏》。



没有停留在五四时代，而是浩着解放区以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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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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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之事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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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集注川、"托物兴辞" (((诗传纲

领川、"引此连类"(刘宝楠《论语集解》寻/)，使人产生美感和联想"观"是从诗中可以 "x.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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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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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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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①引自 1964 年胡乔木关于《民间文学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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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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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叙事诗与抒情诗。 据 1985 年编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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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 。 截至目前为止，普查中搜集的歌谣初步统计为 302 万首，全国近

3000 个县已出版三分之二以上的三套集成县卷资料本计 4000 种，其中歌谣集成县卷资

料本占二分之一，长篇叙事诗己搜集、汇目而尚未出版者数量很大。

今天的中国民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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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至今还活在民族习俗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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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老人、玉梅、居素甫·玛玛依等歌手那里记下了堪

与希腊史诗媲美的篇幅浩瀚的藏族史诗《格萨尔 》和蒙古族史诗《格斯尔 >>，记录了新疆柯

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和E拉特蒙古族的史诗《江格尔 》。 我们还记录了热情奔放的爱情

故事诗如《塔依尔和左哈拉>>(维吾尔族)、《萨里哈与萨曼>)(哈萨克族)、《马五哥与杂豆妹》

(回族)等等。北方有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们剌悍粗矿、勇猛奔放的三大英雄史诗以至东北

渔猎民族的说唱诗篇;在南方记录了众多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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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的英雄长诗和柔情似水的抒情诗。 这些诗集的出版曾获得国

内外的赞赏，如撒尼族的《阿诗玛 )) ;傣族的《娥并与桑洛》、(( 召树屯h彝族的《我的么表

妹》 、 《妈妈的儿女h镖慷族的《重逢调》 、 《逃婚调 )) ;苗族的《苗族古歌 >) ;瑶族的《密恪陀》等

等，不胜枚举 。 在汉族，建国初期湖北已出版了 《崇阳双合莲》 、 《钟九闹清 )> ，近几年又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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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部叙事长诗。 各民族的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和流传的民歌、民谣，更是数不胜数，据统

计，现已正式出版的歌谣选集超出民间长诗的六倍。

歌谣是语言的艺术，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和民族特点。所有民族的民歌无不与其生活习

俗密切相关。民歌是研究民族历史和风俗的珍贵资料;反之，从现存的民族风俗中，我们又

可以寻找到古老歌谣的踪迹，了解人民的悲哀喜乐和历史的遭遇。

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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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的发展。老苏

区的红色歌谣，遍布陕北、江西、大巳山、大别山、大咱、洪湖等革命根据地，反映了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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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民间艺人的新作品有蒙古族琶杰的著名颂歌《万岁毛泽东 >)，毛依罕的《铁牡牛 )) ，傣族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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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风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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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也产生了属于

那个时代特有的优秀作品，它们反映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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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记录了人民的古今歌谣，而且发现了一些民族的民间艺人

①《民间文学书目汇要 >> ，老彭编， 1988 年重庆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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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歌手的诗学理论。例如 300 多年前傣族袖巴勤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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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同处也可说是一目了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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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

杜文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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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朱自清解释说"章，乐章

也"，"无章曲，所谓‘徒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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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郑振锋先生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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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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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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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不伴乐器的"徒歌"。今天民间山野或节日对歌也莫不是一个独歌或多人集体对歌，这里

①朱自清《中国歌谣》中的《歌谣释名》第 1 页。

②郑振锋《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 198 页。

③阮元《经籍筝沽))，朱自清《中国歌谣问|。

④郑振镑的解释，见《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 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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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徒歌"显然不能称之为谣。民谣不仅是不合乐演奏的，也是无章曲而以吟诵流传的，

这才合乎今天"谣"的概念和实际。《诗经·园有桃)) :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高亨注"唱有

曲调为歌，唱元曲调为谣。"①严格说来，唱无曲调的词不叫"唱"应日叫"吟诵"，但有时约定

俗成，也有把"诵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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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说法不一，以致在歌与谣的界说上海淆不清，然而二者的基本区别，比较正确的解释

还是能够看明白的。我们也需要知道历史上的不同说法既清楚而又含糊或差异之处。

本集成从文学角度出发，包括了民歌的词与民谣两类作品。我们还应当注意到民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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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以辞为据，辞借歌声而飞翔。歌声则是词、曲合一的产物。《大子夜歌》说:

"丝竹发歌响，假器扬清音，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③民间歌谣显示出自口心的声与义

双重美感。文学家与音乐家各从其专业出发，将民歌编为民间歌曲集成与歌谣集成，是各

有侧重，各有所长。文学工作者如果忽视了民歌是以演唱的形式流传，忽视曲与词的一致

性，就不能全面地欣赏民歌，了解民歌的美学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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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了解民歌来说，仍不可忽视它的音乐性。而且在

民间表演中，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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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真实、生动地记下原生状态的民歌，做到音

像俱全，这对人们欣赏和理解民歌，保存和再现民歌及民族习俗在社会生活中原型，具有

特殊的价值，自非仅有文字记录所可比拟了。

这里还应说明，歌谣一般是指短小的民歌、民谣，但它们往往也都长短不一，有长有

短。一首歌谣，有多段歌词的，长短并没有规定一个极限。例如叙事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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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范围。卷l陕浩繁的英雄史诗、长篇的创世纪史诗、爱情叙事诗或长篇抒情诗，就与歌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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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叙事的或抒情长诗，自

然也都是民歌发展的结果。本集作为歌谣集成，不应收入史诗这类民间长诗。但由于我们

没有另外单独编一套中国史诗、长篇叙事诗与抒情诗集成，有的民族以富有长诗为特点，

如对他们的长诗只字不提，从其民间诗歌传统与民族习俗考虑，显然是一个缺陷。在这种

情况下，本集成根据杭州会议④的意见，也决定节选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史诗、长篇叙事诗、

抒情诗，如广西瑶族的《密洛陀》的入选即是一例。

①高亨《诗经今注》第 144 页。

②《毛诗指说))(成伯E与)寻 1<<梁文简十五国风义>>，见《经籍筝沽》。
③转引自郑振锋《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 198 页。

④ 1987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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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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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歌

上面已经提到我们时代的新民歌的繁荣发展。从各族人民歌颂解放翻身的颂歌到

1958 年群众的自我描述、自我表现的英雄赞歌，确是一些划时代的欢乐和前进的歌声。此

外，随着日月的流逝，在我们革命和建设的艰难步伐中，还产生了一些讽刺性的歌谣，这就

是时政歌。新民歌中有颂歌，也有讽刺歌，可谓有美有刺，花中带刺。产生这种群众政治批

评的作品，也并不足怪，这既是中国文化优良的传统之一，也是中国歌谣的一个历史性的

发展。中国古代采风主要目的之一是"观风知俗"，了解民间疾苦和群众的政治意见。"盖

谣谚之兴，由于舆诵。为政者酌民言而同其好恶，则鱼莞药菲，均可备询①"，"故昔之观民

风者，既陈诗，亦陈谣谚。"②这是开明的统治者了解自己在政治上得失，而求改进的一种

积极作法。封建统治者虽则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移风易俗，然而民间歌谣发挥的社会

效果却也是显而易见的了。《毛诗大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诵谏，言之者

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人民以风刺上，统治者以风化下，都l2Å风为手段 F统治者容纳

人民的批评，以达到仁政的目的，也算是相当高明的了。所以有的学者阐述中国的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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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时政歌称为时政谣，应该说更合乎中国传统中所说的民谣的性质和流传方式。因为

时政歌主要是民谣，其中以讽刺、评论性的作品居多，也有歌颂的，美刺兼备。但是我们的

时代，人民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其它落后社会制度下解放出来，颂歌风起云涌，为举世

所罕见，少数民族与汉族相比，唱的就比说的多了，甚至讽刺、批评性的内容也以民歌形式

表达，而且歌谣与民歌在总称上又有通用的习惯;因此，我们仍沿用了时政歌的名称。

时政歌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评论，有褒有贬，实际上属于政治批评的较多。我国古

代有"假诗"③一说，也就是"怨诗飞然而我们又应该看到，那是剥削阶级统治时代的产物。

采诗察俗，"观风俗，知厚薄"也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应当注意的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时政

歌，虽然也有政治性的批评，有美也有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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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中的缺点和错误，

同旧社会剥削阶级与人民的关系根本不同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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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夸风"之类的批评。毫无疑问，在政府强调廉政建设、提倡社会主义民

主和健全法制下，采风观俗，昕取人民的政治批评也是明智的。

①鱼芫药菲 g鱼，别草 z 芫，砍柴。i3莞即樵夫。《诗))，"询于鱼亮"。药是蔓菁，菲是药，也类似蔓菁。《诗))，"采药

采菲，无以下体飞意思是药菲虽然根部不能令人满意，它们的茎部是美的。只要有可取之处便好。"驾芫茹菲，均可备
询"，是说为政者应多听群众的意见，善于取其长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向樵夫问路、打听、了解药菲之美，都是有益

的。谣谚可供观风察俗。
②杜文澜《古谣谚》刘毓松序。

③《说文))，"饨，变也";"变诗"即"怨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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