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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依山歌浸风情

说起唱山歌，63 岁的杨友升仍
清楚地记得自己年轻时，布依村寨
里每逢节日载歌载舞的盛景。对于
这位来自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的老人，山歌是他儿时记忆
的重要拼图。

在黔西南州，布依族人占少数
民族人口的 70%以上。在当地南北
盘江的夹江地带，布依族先民世居
于此。据史书记载，布依族属古越
人中“骆越”人一支的后裔。至
今，布依人仍保留着古骆越人的许
多生活习俗和特征。

喜爱歌舞是布依族由来已久的
文化传统。在杨友升儿时生活的册
亨县岩架镇洛达村，寨里“歌伴
舞，舞随歌”的生活图景俯拾即是。

“布依族山歌种类繁多、内容丰
富。喜怒哀乐、四时节令、人情冷
暖、历史典故、神仙鬼怪，无不包
含其中。”杨友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册亨布依族山歌有自吟
自唱，有一对一、二对二、群对群
等多种形式，“但不论哪种形式，男
女双方赛歌的人数必须对等”。

“斑鸠无伴顺田飞，螺蛳无伴靠
沙堆；心想开言同哥讲，又怕哥你
把话推。”在布依族山歌中，情歌是
数量最多的部分，曲调高亢、嘹
亮、奔放。每逢走亲访友或“三月
三”、“六月六”等传统节日，布依
族青年男女借对歌物色意中人，称
为“浪哨”。大家以歌为媒，互赠信
物。山歌对唱一问一答，随机应
变，颇能显示聪明才智。“浪哨”择

爱后，《问媒歌》《问八字歌》《说亲
歌》《打亲家歌》 等一系列音乐元
素，成为婚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记得小时候，村里不论哪家
来了客人，只要是年轻人，晚上定
会受到年轻异性的赛歌邀请，输的
一方都会受到对方的奚落。当然，
讥笑的方式也是唱歌，大家毫无恶
意。”杨友升告诉记者，以前没有收
录音响，文化娱乐全靠吹拉弹唱。
吹、拉、弹又得备有乐器，唯有唱
才可随时“歌而唱之，舞而蹈之”。

“山歌之所以为布依人所喜好，除了
它的韵律朗朗上口、易学易记外，
还关联着布依族对精神文化生活的
追求。”他说。

豪放的酒歌、庄重的古歌、甜
蜜的浪哨、热情的山歌，都是册亨
的悠远记忆。而代代相传的布依族
勒尤、布依族查白歌节、铜鼓十二
调、布依戏、布依族八音坐唱等音
乐歌舞艺术，现已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们将继续在
黔西南的古老土地上，演绎穿越千
年的传奇。

广袤土地多瑰宝

故事不止于黔西南。在中国的
广袤大地上，人们千百年来用歌声
承载文明。放牧、砍柴、打鱼、割
草、种田，无论在峻岭山巅、大漠
草原、江河湖海，总有山歌来记录
口耳相传的民族记忆。

“会唱山歌歌驳歌，会织绫罗梭
对梭；罗隐秀才造歌本，一句妹来
一句哥。”走进江西兴国县，今天还
能听到这首流传千年的悠远山歌。

相传，兴国山歌为唐末落第秀才罗
隐所创，“唐时起，宋时兴，世代流
传到至今。”

据统计，目前兴国县95%以上的
人口都是客家人。随着历史上客家
先民南迁，中原古风遗韵与当地文
化相互融合，演化成兴国山歌。经
过千年传承，兴国山歌现已成为以
兴国县为中心，延及赣、粤、闽、
桂等数省的客家民歌。这些饱含深
厚文化底蕴的旋律，已化作一幅幅

“客家人繁衍生息的历史画卷”。
除了东南客家风韵，西部山歌

也是浑然天成。在四川甘孜州九龙
县子耳乡、魁多乡、烟袋乡一带，
西番人的玛达咪山歌别具风情。九
龙县北连康定，南邻凉山，是川滇
茶马古道的重要关口。作为藏民族
的一个支系，西番人在生产生活中
代代传唱“玛达咪山歌”，其歌词生
动形象、旋律清新流畅、唱腔深沉
忧怨，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成为
研究西番人风土人情的珍贵资料。

中 华 大 地 幅 员 辽 阔 、 地 貌 丰
富，孕育了缤纷多彩的民族风情。
在历史长河中，各族人民顽强生
活，创造出一曲曲充满烟火气的歌
谣。如今，内蒙古的“爬山调”、青
海的“花儿”、安徽的“慢赶牛”、
陕北地区的“信天游”、陕南川北地
区的“茅山歌”、西南地区的“弥渡
山歌”以及两广地区的各少数民族
山歌，都历经岁月的考验，成为中
华文化的瑰宝。

唱出国门重传承

在全球化的时代，饱含“乡土
情怀”的山歌也唱出国门，在海外
绽放光彩。这其中，旅美华人杨玉
海演绎的“纳西风情”，便是一个绝
佳的注脚。

“小时候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
面对蓝天白云、湖光山色，演唱纳
西民歌。”出生于云南丽江的杨玉海
表示，自己从小便对山歌情有独钟。

据美国 《侨报》 报道，上世纪

90 年代，杨玉海赴美生活，刚到异
国他乡只身打拼的她，仍坚持为身
边的朋友表演纳西族歌舞。过了几
年定居西雅图后，杨玉海经常身着
传统纳西族服装进行公益演出，演
唱独具特色的原生态山歌。

浸润着东方民族文化精粹的歌
舞受到美国观众的热烈欢迎。他们
争相与穿着纳西族服装的杨玉海合
影，并询问她表演的歌舞内涵。“美
国民众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
非常着迷，少数民族的服饰、歌
舞，也是中美文化交流的基础之
一。”杨玉海说。

虽然在新时代里唱出了国门，
但不可回避的是，各地山歌都面临
着一个共同的挑战：后继乏人的传
承转型困境。对此，山歌进课堂、
举办“山歌节”等成为新时期弘扬
山歌文化的重要举措。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木洞山歌源远流长，重庆巴南区已
将其编成音乐教材，进入全区中小
学课堂。此前，湖南沅陵县、广西
金秀瑶族自治县等地，已将当地特
色山歌编入中小学生的音乐课本。

与此同时，“山歌民俗搭台，文
化旅游唱戏”也成为传播山歌的重
要平台。

以湖南 （南山） 六月六山歌节
为例。邵阳城步苗族自治县的“六
月六山歌节”，源自苗族、侗族等少
数民族传承千年的古老风俗。近年
来，当地的山歌比赛已跻身“湖南
省四大民俗节庆品牌”。在2016年的
山歌节上，来自广西、湖北、陕
西、贵州等地的优秀歌手，唱响

《庆鼓堂》《薅秧歌》《呜哇侗》《高
腔调》 等歌曲，山歌节成为各地山
歌文化交流互动的“熔炉”。而在此
前举行的国际赛区争霸赛中，来自
俄罗斯、西班牙、美国、乌克兰等
国的选手比赛演唱中国山歌，别具
中西音乐民俗交融的乐趣。

多元发展、海外播种、协力传
承，山歌携带的古老音乐记忆，必
将在崭新时代里浴火重生。

跟 着跟 着 游 中 国游 中 国
本报记者 高 炳

山歌，是一部写满音符的百科全书。

在中国的广袤土地上，这种存贮各民族古老记

忆的艺术形式，上千年来在一代又一代地传唱。跟

着山歌游中国，有婉转动听的旋律，有特色浓郁的

民俗，有惊艳时光的风景，更有致敬岁月的温情。

梅州客家山歌是广东梅州市
境内的客家人用客家方言演唱的
民歌，流传于粤东北部地区，并传
播到海外梅州籍客家人聚居地。

梅州客家山歌是中原文化与
梅州土著文化融合的产物，其歌
词诗味很浓，流传于民间的有数
万首，内容涵盖客家人生活的方
方面面，包括劳动歌、时政歌、仪

式歌、情歌等，其中以情歌内容最
精彩，文学价值也最高。

梅州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文学艺术、社
会学、民俗学、客家学等方面，都
具有宝贵的研究价值。

2006年，梅州客家山歌被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广东·梅州客家山歌

木洞山歌是重庆巴南区木洞
镇及周边地区人们所传唱的一种
古老民歌，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
巴渝歌舞。唐代以来，巴渝地区流
传的竹枝词，即是古代木洞民歌。

木洞山歌品种繁多，曲调丰
富。据统计，目前木洞山歌己有上
千首，其中薅秧季节唱的“打薅

歌”、秋收季节唱的“打谷赛歌”、
渔家唱的“摸鱼歌会”“螃蟹歌
会”、牧童唱的“坡上赛歌”、婚礼
时唱的“闹房歌会”等较为流行。
木洞山歌歌词典雅，曲调别致优
美，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2006年，木洞山歌被列入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重庆·木洞山歌重庆·木洞山歌

在湖南邵阳隆回地区，有一
种特别的歌唱形式叫“花瑶呜哇
山歌”。它是一种“高腔山歌”，题
材主要有瑶族来源和迁徙、农业
劳作、深山狩猎、洞谷名胜、死亡
葬丧、服装首饰、日月星辰、风花
雪月、婚姻嫁娶、傩巫鬼神等。至
今，花瑶呜哇山歌还流传有几千
首，共24个韵脚。

随着瑶、汉民族大融合的发
展，花瑶呜哇山歌成为汉文化与
当地花瑶土著文化相融合的产
物。它多为成年男子用真假声结
合演唱，有较长的甩腔，并常用

“呜哇呜哇”等衬词。
2008年，花瑶呜哇山歌被列

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湖南·花瑶呜哇山歌湖南·花瑶呜哇山歌

在江西省九江县城门、马回
岭、黄老门、狮子、城子镇等周边
地区流传的九江山歌，以激发劳
动热情、生活感情、男女爱情为主
要内容，当地人们随性吟唱。

值得一提的是，九江山歌曲
调有高腔、平腔、低腔之分。定调
高、句幅宽、拖腔长的为高腔山
歌；定调较低、句幅匀称、刻画细

腻的为平腔山歌；而发音低沉、昔
日所谓“读歌本”的山歌为低腔山
歌。因其歌中只出现3个音，故又
称“三音山歌”。以“三声腔”为主
的九江山歌演唱起来曲调优美，
别具风味，深受百姓欢迎。

2011年，九江山歌被列入第
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江西·九江山歌

西岭镇，地处四川省成都市
大邑县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岭
雪山脚下，风景优美。历史上，西
岭曾为汉、藏、羌等民族杂居之
地，因此西岭山歌的旋律色彩与
调式也包含了汉、藏、羌民歌的一
些元素，其旋律较为特殊，山味、
野味和民族风味浓郁。

西岭山歌可分为劳动、爱
情、喜庆、祭祀等类型，有独唱、

领唱、合唱、对唱等唱式，尤以独
唱居多。词意富于比兴，乐句结
构完整。西岭山歌音调高亢、原
始、古朴、空灵，曲调可随词段多
少而反复。唱山歌不受时间、空
间局限，既可自娱自乐，又可参
与庆典活动。

2014年，西岭山歌被列入第
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四川·西岭山歌

图①：湖南张家界宝峰湖景
区歌手在乌蓬船上唱山歌。

吴勇兵摄（新华社发）
图②：在贵州省贵阳市花溪

区马铃乡马铃村水车坝布依寨的
“布依风情节”上，布依族人唱着
山歌，舞着长龙。

邓 刚摄（人民图片）
图③：在云南南涧彝族群众

的传统节日“火把节”上，上万名
彝乡男女老少身着节日盛装，祭
火把、对山歌。

适志宏摄（人民图片）
图④：广西罗城仫佬族青年

男女对唱山歌、互表衷情。
廖光福摄（人民图片） 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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