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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汉族歌谣源远流长

伏羲与女娲是中国创世神话中的人

类始祖。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是母

系氏族社会的代表；伏羲创八卦、结网罟、

教民渔猎，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男系氏族社

会过渡的代表。在大洪水之后，伏羲与女

娲兄妹成婚，繁衍人类。甘肃的秦安、静

宁一带，即古成纪所在地，当地有诸多与

伏羲、女娲相关的遗存和传说，也出土了

一批与“成纪”城相关的历史文物，甘肃因

此拥有了“羲皇故里”“娲皇故里”“羲里娲

乡”等美誉。而伏羲制琴的传说，极大地

提振了甘肃民众在传统音乐习得方面守

正创新的文化自信。在此基础上，秦先祖

文化和周先祖文化所遗留下来的可资说

明甘肃民歌传承发展的文物、文献等资

料，则证实了历经两千余年岁月的甘肃汉

族歌谣是真正的源远流长，惊艳了时光。

春秋时期，秦穆公霸西戎，令生活于

今清水县、临洮县、陇西县之地的绵诸国、

翟戎、豲戎等臣服于秦的统治。战国时

期，秦献公、秦昭襄王灭西戎诸国，将其故

地纷纷纳入秦国版图并设置了陇西郡。

比照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可

知，战国时期秦国的陇西郡下辖狄道、临

洮、西县、冀县、邽县、绵诸、豲。秦统一全

国后，陇西郡辖区进一步扩大，其地理范

围大致相当于今兰州市、定西市、天水市、

临夏州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甘南州的临潭

县、卓尼县部分地区，陇南市的宕昌县、礼

县、西和县、成县、两当县部分地区，平凉

市的静宁县、庄浪县部分地区等。秦汉时

期的泛“陇西郡”区域，民歌演唱颇为兴

盛。秦人善歌，这在古文献记载和出土文

物中都得到了证实。

从历史传承来看，留存于敦煌文献中

的歌辞，成为甘肃歌谣断代记录的集大成

者。从共时比较来看，流传于甘肃境内各

地的历史传说歌谣，反映了甘肃民众对于

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集体记忆。

甘肃汉族歌谣地域特色鲜明

甘肃的地貌形态可概括为三山两盆

一高原的总体格局。这些生态特色，为甘

肃带来了除海洋之外的诸多自然景观，如

高山、草地、湿地、草原、森林、冻土冰川、

沙漠戈壁、江河湖泊等，以及生存于这些

自然环境之中的数量可观的野生动植物

种类。甘肃境内复杂多样的地质、水文、

气候环境，对甘肃汉族歌谣的创作、传承、

发展、弘扬产生了深刻影响。

郭郁烈在《中国歌谣集成甘肃卷·汉

族为主的陇上歌谣简介》一文中，为甘肃

的汉族歌谣划分了四个分区，即陇东歌谣

区、陇南歌谣区、陇中歌谣区和河西歌谣

区。根据他的界定，陇东歌谣区位于甘肃

东部的泾河流域，包括平凉、庆阳两市的

绝大多数县区。陇南歌谣区位于甘肃东

南部，位于渭河、西汉水和白龙江流域，包

括陇南、天水两市的各县区以及定西市的

个别县区。陇中歌谣区位于六盘山以西、

渭河以北、乌鞘岭以南的黄河、祖厉河及

大夏河和庄浪河流域，包括兰州、白银两

市，临夏回族自治州所辖各县区，以及定

西、平凉两市的部分县区。河西歌谣区位

于乌鞘岭以西的河西走廊，包括武威、金

昌、张掖、酒泉和嘉峪关五市的非草原地

区诸县区。

甘肃汉族歌谣的以上四个分区，每个

都有本地的特色歌谣内容。比如陇东汉

族歌谣区的红色歌谣；陇南汉族歌谣区的

山歌类爱情歌谣、劳动号子歌谣；陇中汉

族歌谣区的仪式歌谣、社火小调；河西汉

族歌谣区的时政歌谣、传说故事类生活歌

谣等。以陇东汉族歌谣区的红色歌谣为

例。20 世纪 30 年代，在陇东一带诞生并

流传开来的《咱们的红军到南梁》《十绣金

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歌谣，在中国

歌谣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流传全

国、脍炙人口。

甘肃汉族歌谣歌唱内容丰富

甘 肃 汉 族 歌 谣 的 歌 唱 内 容 丰 富 性 ，

首先反映在同一母题的歌谣在甘肃省域

不同地区的汉族民众群体中广泛分布，

尤其是传统生活中的日常劳作类母题。

比如关于“担水”这个母题，有的歌谣区

作“ 南 桥 担 水 ”，有 的 歌 谣 区 作“ 兰 桥 担

水”“蓝桥担水”。河西地区的宝卷念唱

中有曲牌“兰巧担水”，还有的地方另作

其他“担水”。比如流传于静宁县的“二

八 姐 担 水 ”“ 深 沟 担 水 ”，流 传 于 武 山 县

的“南坡担水”。另外，甘肃很多地方的

汉 族 歌 谣 虽 歌 唱“ 担 水 ”却 并 不 以“ 担

水”为题，反而另有其他名称，比如流传

于 静 宁 县 的“ 扁 扁 背 斗 ”。 如 此 丰 富 的

名称和写法对该歌谣母题研究，具有传

承脉络追溯的文献学意义。有时，具有

固定结构的歌谣母题程式还会作为一个

片段被整合到一组更大的主题程式结构

中。比如刘志清采录于礼县永兴乡峡口

村的仪式歌《巧娘娘》，在仪式活动最后

一 天 所 唱 的 歌 中 就 整 合 了 歌 谣《冻 冰》

的内容：“正月里冻冰二月里消，河里的

鱼 儿 水 上 漂 ，三 月 里 桃 花 满 园 红 ，四 月

里 杨 柳 绿 长 城 ，五 月 里 雄 黄 闹 端 阳 ，六

月 麦 子 遍 山 黄 ，七 月 里 葡 萄 搭 成 架 ，八

月 西 瓜 玩 月 牙 ，九 月 里 菊 花 满 坡 黄 ，十

月里松柏傲严霜，十一月，雪花飘，巧娘

赐我白雪衫，十二月，月满了，巧娘上天

不管了，不管你穿，不管你戴，只管一双

金环戴，巧娘娘，驾云端，我把巧娘送上

天 。”其 实 甘 肃 汉 族 歌 谣 中 的 经 典 性 歌

唱内容，大都是流传于全省乃至全国的

歌 唱 母 题 。 比 如 劳 动 歌 谣 中 的《摘 豆

角》《钉缸》，仪式歌谣中的《刮地风》《降

香》《冻冰》，爱情歌谣中的《杨柳青》《放

风筝》《五哥放羊》，生活歌谣中的《下四

川》《调兵》等。

甘肃汉族歌谣的歌唱内容丰富性，其

次反映在民间歌手采用特定格套建构固

定段式歌唱作品。甘肃汉族歌谣的《闹生

产》《扬燕麦》《姐儿怀胎》《十月点兵》《正

月十五玩红灯》《接状元》《采茶歌》《刮地

风》《什锦里叶叶》《十更里燕》《十盒镜儿》

《十里墩》《十盏灯》《十渡船》等，都是典型

代表。

甘肃汉族歌谣的歌唱内容丰富性，还

反映在其类别丰富。我们以新旧世纪之

交这一时代横断面为研究语境，根据甘肃

汉族歌谣文学书写的不同面向，这一时期

流传于甘肃各地的歌谣可以划分为七个

大类，即劳动歌谣、仪式歌谣、时政歌谣、

红色歌谣、生活歌谣、爱情歌谣、儿童歌

谣。每个大的类别之下，又可细分出若干

小类。如：劳动歌谣这一类别，可以细分

出农耕歌、畜牧歌、采茶歌、搬运歌、夯歌、

车船曲、工匠歌等七个小类。仪式歌谣这

一类别，可以细分出婚嫁歌、祭典歌、酒宴

歌、节令歌、诀术歌等五个小类。爱情歌

谣这一类别，可以细分出诘问歌、赞慕歌、

相思歌、相爱歌、送别歌、思别歌等六个小

类。儿童歌谣这一类别，可以细分出催眠

歌、自然事物歌、游戏歌、知识歌、颠倒歌、

绕口令等六个小类。

甘肃汉族歌谣当代保护传承有序

1949 年以后，甘肃汉族歌谣与其他

民间文化瑰宝一样，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

重视。

在“新民歌运动”时期，甘肃的宣传和

文化工作部门集中学术力量，搜集、出版

了一系列甘肃汉族歌谣成果。其中的代

表性研究者包括唐剑虹、周健、邸作人、包

志 清 等 。 其 中 的 代 表 性 研 究 成 果 包 括

1953 年-1957 年由甘肃省文化局、甘肃省

文 联 编 印 的 铅 印 本《甘 肃 民 歌 选（第 一

辑）》《甘肃民歌选（第二辑）》《甘肃民歌选

第三辑》，1959 年甘肃省群众艺术馆编印

的《甘肃新民歌选（第一集）》，以及 1960

年代由甘肃省委宣传部编印的铅印本《甘

肃民歌选（第一、二、三、四辑）》。

进 入 20 世 纪 80 年 代 以 来 ，随 着 民

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的展开，流传于

甘肃各地的汉族歌谣受到了来自文化工

作 者 、研 究 者 群 体 的 地 毯 式 搜 集 采 录 ，

形 成 了“ 中 国 歌 谣 集 成 甘 肃 卷 ”的 县 卷

本 、市 卷 本 、省 卷 本 等 成 果 。 在 这 一 次

普查编撰的集体工作中，也历练出一支

优秀的甘肃汉族歌谣研究者队伍。就甘

肃歌谣省级“集成卷”的编撰小组而言，

主编是郗慧民，他在甘肃汉族歌谣研究

领 域 的 代 表 性 成 果 有 专 著《西 北 歌 谣

学》，论文《甘肃歌谣概观》《从歌谣观念

到 歌 谣 的 定 义》等 。 副 主 编 是 黄 金 钰 ，

他在甘肃汉族歌谣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

果 有 论 文《 甘 肃 歌 谣 的 三 个 文 化 板

块》。 编 辑 是 郭 郁 烈 ，他 在 甘 肃 汉 族 歌

谣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有论文《陇上

非 草 原 区 歌 谣 论 略》。 就 其 市 县 级“ 集

成 卷 ”的 编 撰 者 群 体 而 言 ，有 许 多 在 甘

肃 汉 族 歌 谣 采 集 、整 理 、研 究 方 面 做 出

了成绩，其中的代表者有陈钰、丁述学、

丁作枢、兰保平等。

21 世纪以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的全面展开，甘肃汉族歌谣中

的典型个案及其传承主体被纳入政府保

护体系，进入各级保护名录。截至 2021

年 6 月，甘肃汉族歌谣尚无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但是有与之

相关的传统音乐类项目 2 项，分别是“甘

州小调”和“两当号子”。与甘肃汉族歌

谣相关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有 24 项，分属于民间文学和传统音乐

两个类别。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歌谣·甘肃卷·

汉族分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总编纂，戚晓萍主编，中

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 戚晓萍

时光里的河陇之声
甘肃位于祖国的西北大

地，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

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交会区，

也是温带大陆性气候、高原山

地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的三

大气候带交会区。作为丝绸之

路经济带黄金段，甘肃曾深度

参与了历史上多族群文化、东

西方文明的交流与碰撞，甘肃

汉族歌谣便孕育于此种生态、

人文环境之中。

甘肃汉族歌谣，是以甘肃

汉族民众为创作和传承主体，

采用有节奏、有韵律的甘肃各

地方言进行民歌歌唱、民谣吟

诵的口头传统文类。甘肃汉族

歌谣兼具群众性、文学性、审美

性、传承性相统一，能够真实、

全面、准确地反映甘肃汉族民

众在日常生活中对自然万物和

族群记忆的歌咏与表达，具有

传承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

地域色彩鲜明、研究成果突出

等特点。

中 国 是 茶 的 故 乡 ，中 国 人

喜欢茶，不仅因其有药用价值，

还因为茶可怡人，茶可养性，茶

可塑人。著名作家周华诚在其

新著《不如吃茶看花》中，以独

特的视角和清新的语言，让我

们在饮茶中感受茶汤之味，体

悟茶事之美，生发一派平和冲

淡之气。

《不如吃茶看花》是一本采

用日记体式的随笔散文集，全

书分“闲吃茶”“松子落”“无尽

茶 ”“ 破 溪 烟 ”四 辑 ，60 余 篇 文

章，皆为作者近年来吃茶所经

历、所感想、所体悟。该书中，

作者说茶又不拘泥于茶，从茶

与人们相融的生活，诠释茶事

里的生活美学。引经据典，将

茶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讲述茶

文明的源远流长；从茶的性情，

跨越到喝茶人的性情。这种松

散的状态，流露出一种随性、自

然、闲适的气味。

吃 茶 ，让 人 从 无 尽 之 香 中

感受无境之美。且不说茶味，

单说那茶名、茶形，便充满了美

感，让人欢喜。龙井，“叶片被

压得薄薄的，像静栖于碗底的

羽毛。有白毫显现，如羽毛散

发光泽”；碧螺春，“卷曲成螺，

颜色碧绿，清香淡雅，仿佛窗外

将临未临的春天”；金山时雨，

“形若绿眉，细如雨丝，泡开像

朵 兰 花 开 在 水 井 ”…… 还 有 短

短胖胖的岭下茶，如雀舌似匕

首的白毫银针，一面是白色一

面是黑色的月光美人等，每一

种茶名“都往精神的方向靠”。

吃茶，不仅是日常生活的艺术，

还 是 一 场 心 的 交 流 与 美 的 盛

宴，甚至是对美的信仰。美的

标准，在于美的感情，这就是茶

的气象万千。

吃茶，是一场人生修炼。在

《松子落》中，作者说，“喝茶不仅

需要耐心，更需要平心静气，心思

聚一”，这不仅是一种沉静的力

量，更是对心性的修炼。在《知

味》中，作者意识到，吃茶虽是茶

叶与水两样东西，但“如果从一盏

茶里，喝出一座青海湖，喝出一条

钱塘江，那也是可以的——就看

喝的人，气魄是不是够大了”。在

《山中访茶杂记》中，作者感受到，

“人声鼎沸是容易的，世外静气则

困难得多，很多东西，须得一点一

滴，几百年至几千年，才能涵养出

来”……茶与山、与水、与人，都是

需要漫长的时间沉淀和积累的。

“无心乃欢喜”，绝妙之茶，与绝妙

之人一样，都要耐得住吧。这就

是中国茶的日常之道。

吃 茶 ，也 是 一 种 人 生 塑

造。在《茶梗记》中，作者写道，

在中国，茶与柴米油盐酱醋并

列 ，是 居 家 必 备 之 物 ，是 世 俗

的 ；如果将饮茶上升为一门生

命美学，就已是哲学的了。所

谓茶道精神，是需要抛弃所有

的浮华、富丽，抛弃物质、身份，

方可抵达的自由之境。在《漳

平水仙记》中，作者发现“制茶

与喝茶，一个是让茶叶收敛，使

香气封存；一个是让茶叶舒展，

让香气释放”。一收一放，一火

一 水 ，就 是 一 叶 茶 的 故 事 ……

所以，日常遇到的艰难困苦，都

是生活的磨砺，是无上的珍宝，

如此一想，人也会变得豁达。

“ 地 长 万 物 ，心 生 万 法 ”。

茶叶的事情，在诗人的眼里是

诗意，到了茶农手上就是生计，

在吃茶人的口中，不仅需要打

开心灵感受器，还需侧身而入，

参与其中，才能微妙达成，品出

人生的真味。我想，这大概是

本书带给我们的最大益处。

（《不如吃茶看花》，周华诚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
秦
延
安

中
国
茶
的
日
常
之
道

城里很少见霜了。清晨五

六 点 的 光 景 ，去 居 所 附 近 的 荒

坡散步，枯草上偶见霜迹，晨曦

橘黄中，有着钻石一样的光芒，

凛凛冽冽。

霜的气质里，有古气，也有

坎坷气，似不太近人，城市如此

扰攘喧嚣，它怎么肯来光顾？

小时候，我家的一畦雪里蕻

早已郁郁葱葱了，宽大的叶片青

里透紫——当别家纷纷采收，我

妈总是不急，说不慌，等它们多

打几天霜，更好吃些。

有一天清晨，我买一位老人

腌好的萝卜缨子，捻一点品尝，

微苦。老人见我眉头微皱，轻声

说 ，等 它 多 打 些 霜 ，再 腌 就 甜

了。我们在悄悄谈论霜，犹如交

流一种古老的密语。

天下蔬菜，无论块根类，抑

或绿叶类，何以一经了霜，口感

骤然鲜甜了呢？

还是故乡。寒凉的季节，总

是睡不够，凌晨一梦惊起，脸也

来不及洗，晨曦中狼狈地往学校

跑。掉在地上的一根枯瘦的稻

草，被寒霜抱在怀里痛惜，胖胖

壮壮的，俨然裹了一层棉絮。步

子迈得急迫，不小心踏上去，哧

溜一声滑出老远。

田畈里寒霜一片——收割

后 的 稻 桩 ，披 霜 伫 立 ，毛 茸 茸

的 ，如 若 刚 出 壳 的 鸡 雏 。 荞 麦

禾 子 堆 在 不 远 处 的 菜 地 旁 ，红

秆 黄 叶 在 霜 的 洗 礼 下 ，愈 发 傲

骨 铮 铮 。 巴 根 草 渐 萎 渐 枯 ，浸

了 几 夜 寒 霜 ，直 追 雁 来 红 的 气

质。世间的一切，微茫起来，除

了青山隐隐。

你可曾听过寒风中的松涛

之 声 ？ 带 着 清 霜 的 气 息 ，幽 幽

咽咽，浩浩汤汤，大河一样流啊

流 ，似 乎 永 远 到 不 了 尽 头 。 多

年 以 后 ，当 听 到 柴 可 夫 斯 基 的

《悲怆》，山上的松涛声，以及生

命里许多珍贵的一去不回的物

事 ，一 齐 涌 上 心 头 。 每 当 听 肖

斯 塔 科 维 奇 的《第 一 交 响 曲》

《第二交响曲》，也能真切地感

知清霜之味。

同 事 不 久 前 去 了 一 趟 东

北，拍回一张大兴安岭的秋色，

充满无言的霜意。我将这张相

片 做 成 电 脑 屏 保 ，每 日 开 机 工

作 前 ，总 要 静 静 地 欣 赏 几 分

钟 。 浩 瀚 无 垠 的 蓝 天 下 ，一 排

赭 黄 色 的 落 叶 松 静 静 伫 立 山

间，木屋上方青烟袅袅，慵懒歪

斜地飞啊，飘啊，如若歌声的余

音 ，也 像 唐 诗 的 韵 脚 。 可 见 有

炊烟的地方，便有了生气，亘古

不语的大自然一霎时活泛起来

了 。 河 流 似 也 受 到 感 召 ，慷 慨

地将高远的青天、茂密的松林、

稀 疏 的 木 屋 一 起 倒 映 于 怀 中。

此情此景，夺人心魄。

大兴安岭的深秋何以如此

之美？不仅仅在于它高寒凛冽

的气候，更多的在于，山川草木

在这种气候里生出的萧飒之气。

这 种 气 ，即 霜 气 ，正 如《古

诗十九首》中的寂寥，那深含不

尽的远意。

霜气再往前一步，便是雾凇

了吧，那是高寒地区特有的美：潺

潺流水，寒气清冽，天地上下一

白，人行林中，两鬓一夜飞白，仿

佛灵魂也变得深厚起来。

孔子言：“四十而不惑，五十

而知天命。”如今，我到底活到了

有霜意的年龄。虽说人生实苦，

慢慢地，倒也能体味到生命中鲜

甜一二。人，但凡多经些苦寒，

慢慢地，便也多得了一分回甘。

所谓吃七分苦，得三分甜，何尝

不算圆满呢！

（摘自《光明日报》2023 年

11月 17日）

□ 钱红莉

清霜之味

重 推

书 评

美 文

南梁说唱表演。

两当号子表演。（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张掖甘州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