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歌谣，是民歌、民谣和儿歌、童谣的总称，合乐为歌，徒歌为谣。

民歌是劳动人民的诗歌创作，口头流传，并在流传过程中，不断经过集体加

工而成，我国民歌有优美抒情的山歌，有节奏强烈的劳动号子，有流丽畅通的小

调等。

民歌中却以山歌为主，丽山歌中又以各族通用的七言四句为主，因此这本书

主要是选注七言四句的山歌，特别是传统情歌。

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山歌反映了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的反抗，表现了

青年们的爱情生活，以及表现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山歌反映

和表达了人民的革命理想、意志、愿望和要求，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成

为我国各民族文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从小就热爱山歌，开始学壮歌，后来又学汉歌，解放前就搜集山歌，解放

后 1952 年土改时就写山歌发表，1955 年前后就已出版了几本传统的和自编的山

歌，离休后有些同志建议选出优秀传统山歌加以注析后出版，我认为这个工作很

有意义，便列入了创作计划。

解放后，各地都已搜集整理出版了近百本传统山歌和新山歌，因此山歌已由

口头文学变成了阅读作品，因而就有把山歌进行精选和注析的必要了，特别是人

们对传统山歌和新山歌却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认为山歌是“白开水”、“黄色下

流”，这样就更有必要精选和注析了。

关于这个问题，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于 1956 年我以山歌作者的身份，到

北京参加全国青年作者会议，在小组会上，我激动地谈了关于山歌创作问题时，

组上有些人却说山歌不是文学作品，不必花时间来讨论，有些人还说山歌是“白

开水”、“黄色下流”，我只好扫兴地停止了发言。

开会回来后，带着这些问题，学习了有关书藉和有关资料，翻阅了搜集得来

的传统山歌，知道有很多传统山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还是很高的，并不像他们所

讲的那样。其实民歌是一切诗歌的鼻祖，它的历史和我们开始进行劳动的祖先—

样悠久，它那纯朴自然的风貌、韵味浓郁的情调、悠扬优美的音节、生动活泼的



形象、丰富多彩的比喻，神奇美妙的想象、灵动变化的手法、强烈的生活气息，

象大地母亲的乳汁一样哺育着诗国的儿女，我国很多大诗人如李白、刘禹锡、王

维，崔颢他们脍炙人口的佳作，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彼此之间的源流关系。因此，

民歌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占着重要的地位的，说不是文学作品是不对的。

在古代，人们对民歌是非常重视的，孔子选定的《诗经》，还把情歌放在前

面。后来唐朝武则天当皇帝，压迫剥削人民非常厉害，老百姓便唱歌骂她，他便

说山歌骂皇反上，黄色下流，下令禁歌。从此各朝皇帝都禁歌。

到了清朝末年，统治阶级更加腐败，老百姓唱歌骂得更厉害，于是更说山歌

是“黄色下流”，禁歌就禁得更凶，广西东兰的州官，曾提了几个唱歌的少女，

把漆涂在她们的脸上，以示“惩罚”。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东兰县壮族革命领袖韦拔群又利用山歌进行宣传革

命道理，发动群众参加革命，l933 年刘锡蕃所著的《岭表纪蛮》一书中又说：“昔

年共党韦拔群作乱，即利用歌谣麻醉人民，田镇两道，陷没殆尽，亦足见效力之

伟大矣”，又说：“其蛮歌之意识对形成民族之野性，实乃胜于有形之枪炮”。因

而促使统治阶级痛恨山歌而严加禁歌。

解放后，一些不懂情况的革命同志，也跟着说山歌是“黄色下流”，也要禁

歌。“文革”中彻底的禁了，“文革”后拨乱反正，壮族人民要求开放“三月三”

歌节，区党委非常重视，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批准了“三月三”

是壮族歌节。从此才没有禁歌的事发生。

关于山歌是“黄色下流”要禁唱的事，已经解决了，可人们认为山歌是“白

开水”的问题，还未得到解决，人们这个看法，可以理解，大家都知道，自从唐、

宋至今，不知有多少人写了千千万万首诗，其中好的、白开水的、黄色下流的诗

都有，后来有人精选出《唐朝三百首》、《千家诗》等精品出版，后来又把这些精

品加以注析，把好的诗又说得很清楚，这样，那些白开水的，黄色下流的诗都不

见了，只见这些精品，水平怎么不高呢？

而山歌，自从唐宋至今，也有无数人唱出了千千万万首歌，好的、白开水的、

黄色下流的都有，而人们见的多是白开水，甚至是黄色下流的歌，其实哪种文艺



形式没有好的、白开水的、黄色下流的作品呢？解放后各地出版的山歌，有很多

也是有歌必录，白开水的也很多，因此现在也应该从千千万万首山歌中选出一批

优秀山歌加以注析，使人们也知道，山歌也有优秀的作品，不然的话，关于写“双

关语”和“谐音”的作品，人们只知道大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

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人们却不知道山

歌里的“昨天约妹妹答应，今天等死不见人，一阵日头一阵雨，看紧有晴又无晴”，

这样诗意很浓的山歌。

又如关于写离别痛苦的作品，人们也只知道大诗人李白的《劳劳亭》“天下

伤心事，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人们却不知道山歌里的《河

水知情也断流》“送哥送到大码头，情妹愁多塞心头，情妹愁多漂下水，河水知

情也断流”，诗把春风人格化，歌把河水人格化、诗说春风不遣柳条青，而歌说

河水知情也断流，把情哥给情妹留了下来，这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为什么人

们只知道“春风不遣柳条青”，而不知道“河水知情也断流”呢？这就是山歌没

有选出优秀作品加以注析介绍的缘故。

又如关于描写姑娘的美的巧妙手法的作品，人们也只知道古诗《陌上桑》的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鬃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梢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

锄……”，却没有知道山歌的“今早妹去赶歌圩，后生看见步难提，走过园边百

花放，路过青山百鸟啼”的歌，《陌上桑》写的只是人对姑娘的美的惊羡，而这

首山歌不但是人对姑娘的美的惊羡，连动物、植物对姑娘的美也都惊羡起来，这

就比《陌上桑》更广阔更深刻了。

又如写夸张的作品，人们也只知道李白的“白发三千丈”，却没有知道山歌

的“喝茶连杯吞下肚，千年不烂记心头”，更不知道“妹娘打妹一身黑，大小医

生医不得，哥在门前咳声嗽，全身乌肉转变白”等等，如果把这些优秀山歌集中

起来加以注析，人们对山歌不但不说是白开水，不说山歌不是文学作品，便也认

为出歌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拿来和诗摆在一起，并不逊色。

传统山歌还有很多闪闪发光语言，这些语言虽不是蜜，却能粘着—切东西，

所以能脍炙人口，如“妹心装得千江水，妹胸装得成重山”，“阳沟洗手假干净，



猫哭老鼠假慈悲”，“隔夜龙肉炒酸菜，虽然好吃不新鲜”，“天崩当它瓜棚倒，地

裂当它梅花开”，“彩云做伞遮得远，月亮做灯照得宽”、“天做棋盘星做子，飞车

走炮任纵横”等等，举不胜举的好歌好语言，还有在山歌里，不但有着脍炙人口

的好语言，更有着清新奇妙，令人拍手叫好的新语言，如“退后原来是向前”，“险

些走进肉棺材”、“情哥在妹肚里头”、“把哥画在眼珠上”、“妹喉有棵山歌树”、“河

水知情也断流”、“眼泪发芽五寸高”，“政策装在羊卵包”等等，人们看到这样清

新的语言，也都会拍手叫好。

贾芝同志在（《论民间文学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曾指出：“民间文学中

有很多奇妙的抒情的，使人感到艺术的愉快的作品……它们也都富有明显的教育

意义，因而绝不是干枯的教训，它们当中有很多是被人们长久磨炼而成的艺术，

‘永久的魅力’，不止是希腊神话才有的，很多的民间文学创作中都有”。是的，

贾芝同志说得非常正确而精辟，山歌里确实有很多奇妙的抒情的使人感到艺术的

愉快的作品，上面说的那些歌，确实具有‘永久的魅力’，那些构思巧妙、语言

清新、画面形象、文采优美、内涵丰富、想象力强、又含蓄又风趣，令人耳目一

新，真是使人感到艺术的愉快的作品，那些歌“别看都是口头语，撤到田里变米

粮”的呀！

解放后，各地都已搜集整理出版了很多传统山歌，很多歌手手上都有很多歌

本，他们唱歌时经过“三变”唱出了很多同类的歌，这样就很难注明出处和作者

名字了。如《为何不闰五更关》这欧，1956 年我们在柳州地区八个县都搜集不到，

1979 年动员 500 多人进行抢救民间文学遗产时，才搜集得到，收进《民歌赋、比、

兴歌例》中，歌词说：

五更鸡仔叫连连 送妹送到大门前

皇历三年逢一闰 为何不闰五更天

董森先生 1981 年编的《民间情歌》注明是广西柳州的，歌词是：

五更鸡仔叫连连 我俩话头说不完

世上三年逢一闰 为何不闰五更天

歌词又变了，陈子艾女士等 1981 年编的《民间情歌三百首》中注明是广西



的，歌词是：

五更鸡仔叫连连 送哥送到大门前

三年还有两头阂 为何不闰五更天

歌词又变了，这歌曾说是柳州的，可我们却没有搜集到，到 1985 年李肇隆

等编的《广西情歌》上便有了这首歌，歌词与陈女士他们得的完全相同。

从以上几本书（包括手抄本）看来，一本是注明广西，一本是注明柳州，别

的都不注明了，这样，这首歌，是谁先作，谁把它“三变”，就无法弄清了，根

据《现代汉语辞典》上注解：“民歌是民间口头流传的诗歌或歌曲，多不知作者

姓名”。《辞海》里也说：“民歌在流传过程中，是不断的经过多数人的加工和提

高的。”这样，就没有必要去注明每首歌的出处和作者的姓名了。

解放后新创作的好歌也很多，只因这书是以传统山歌为主，因此新山歌的注

析工作，有待下步，或由大家共同来做了，可为了品种齐全，这书也选注了十多

首新山歌，这些新歌，知道作者姓名的，便加以注明，有些不知道的，也就无法

注明了。

关于山歌的表现手法问题，过去人们从《诗经》里总结出“赋、比、兴”三

种，而从目前山歌的表现手法来看，除了“赋、比、兴”外，还有“谐音”和“铺

垫”两种：

一：谐音：即歌词说的这件事，用谐音谐出不同性质的另一件事，如“一阵

日头一阵雨，看紧有晴又无情”，说的是晴天不下雨的事，而用谐音却谐出：“晴”

谐“情”，说的是情妹答应来又不见来，看紧有情又无情，说的是谈爱的事了。

又如“大雪茫茫去挖藕，病倒塘边因为莲， “藕”谐“偶”，即配偶，“偶”

关“情妹”。“莲”谐“连”，“连”关“恋”。说的是去挖藕得病的事，用谐音谐

出后，却是说在极为艰险困难的条件下去找情妹，病倒在路边是因为情妹哩。说

的是谈爱的事了。“谐音”，在山歌里运用得很多，已成为一种表现手法。

二、铺垫：亦叫陪衬。即对情节的发展，事先作了铺垫，因而后来发生的事

并不使人感到突然，在山歌里常用的铺垫有两种：一是叫“借垫”，，即在一首歌

里，上一句为下一句铺垫，如“下雨拿筛当帽戴”这句，为下一句“两眼望穿不



见晴”铺垫，“晴”谐“情”，本来下雨是不会拿筛当帽戴的，可因为筛是有很多

眼子的，有眼子才有望穿，因为有上句下雨拿筛当帽戴，才垫出两眼望穿不见晴

（情人）即两眼望穿不见情人来，这样铺垫，不但感到不突然，而且使人感到更

含蓄，更形象，更有文采。这是铺垫手法的妙处。

还有一种“自垫”，这就是在一句歌里自己为自己铺垫，如“巴掌生毛妹老

手”，“巴掌生毛”为“妹老手”铺垫，本来巴掌是不会生毛的，可为了给“妹老

手”铺垫，用得巧妙，含蓄有文采，既形象又生动。这种“自垫”的手法，在山

歌里用得很多，如“墙头种菜”给“哥无园”铺垫，“天井种禾”给“哥无田”

铺垫，“扁担烧火”给“炭无园”（叹无缘）铺垫等等，这种“借垫”、“自垫”的

铺垫手法，在山歌里用得很多，也已形成一种表现手法。

“谐音”和“铺垫”这两种表现手法，是“赋、比、兴”手法的补充，是在

山歌盛行之后发展起来的，懂得了这两种表现手法，对山歌的欣赏和创作，就更

有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