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传统山歌选注》

贾 芝

1980 年 9月，我到广西柳州参加鱼峰山下的中秋节山歌会之后，黄勇刹、蒙

光朝同志带我到金秀大瑶山原始森林漫游，下山后金秀歌手们在座谈会上对歌欢

唱中，一位女歌手按当地习俗敬我半杯茶后并唱敬茶歌；在原始森林中还听到每

年都有雪鸟远渡大洋来金秀吃山果的故事，这些都使我永记难忘。当晚写了这样

一首《答金秀姑娘》：

为食山果到金秀，雪鸟迢迢渡远洋；

我来金秀为听歌，主人好客情意长。

姑娘敬我半杯茶，满座歌堂带笑声；

凤凰展翅绕岭飞，歌唱四化鼓豪情。

蒙光朝、黄勇刹同志陪我从柳州出发先到金秀大瑶山，又去了柳城、融水、

三江、桂林，迢迢几千里；途中在风雨桥畔蒙光朝同志还给我讲了一个以纯真的

爱情为主题的风雨桥的民间故事。沿途每到一地，我也总是宣传民间文学工作的

十六字方针和搜集整理问题。

今天适逢中秋节，屈指一算，已经十八年过去了。

从五十年代到广西参加土改，我早已熟悉广西是个歌海。土改中会前会后，

贫下中农群众都要唱壮族一高一低二部合唱的“欢”。夜间我去访贫问苦，也多

次遇到妇女们聚在一个小屋里对歌。我还向村边小屋里一个孤独的老歌手韦爱珍

记了半本壮歌。此后又多次去广西，所以深知广西确是“侗不离酸；壮不离欢。

读了蒙光朝的《传统山歌选注》我才感到对山歌所知学浅，好象今天才走进了一

个金碧辉煌的诗歌的海洋龙宫，异彩纷呈，眼花燎乱。

蒙光朝同志选了 300 多首山歌，主要是情歌。但一首一首地加以品评，引导

读者深入地了解这些山歌的内涵，并走进一个民间山歌的艺术世界。一歌一篇评

论，谈古论今，这样的选注方式，在民间文学著作中可谓一个创举。选出的这些

山歌，有些是不易见到的好歌，也有些是我们不看编者的一番剖析阐释，就不知

美妙之所在。全书的评注可说是一部系列的诗论。特别是很多歌，明确用描写研



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三方面注释，提高了质量，更加可贵。

蒙光朝同志在评论这些山歌、情歌时，运用了古人总结民歌创作方法得出的

“赋、比、兴”的艺术规律；他还根据山歌、情歌的创作特点，介绍了“谐音”、

“铺垫”二种创作方法。不懂“谐音”，就不知“暗比”，不知弦外之音；歌者对

“谐音”、“铺垫”如果运用自如，便可充沛地抒发思想情感，或更能自园其说。

这又是他熟悉山歌、特别是情歌和深入研究的新发现。

在纵谈山歌、情歌中，作者确有不少的新见解；例如懂得心理因素，才了解

民歌特点；知道民族，特别是壮族的风土习俗，才能听懂歌的含义，知弦外之音。

这在我们局外人是不易做到的。光朝同志在阐述他的观点中，由于他熟悉中外古

今诗歌、名著或理论，因而对山歌的内涵和外延，看得更深，有更多的新发现。

他的诗论，简言之，可说是包括：知其味、知其故、知其内涵，知其风俗、知其

心理因素、知其古与今等等。这些方方面面，也就使我们能以更有根有据地分析

的欣赏优美的民间诗歌创作，了解他们在人民大众生活中，在两性的爱恋中，起

着怎样的作用，及至产生了不同的异文。

1956 年的全国青年作者会议上，有人对民歌采取否定和蔑视的态度，说什么

是“白开水”、“黄色下流”使蒙光朝同志憾慨到在会上终止发言。我也听到过去

诗歌领域中的这种否定论。这部山歌选注，是对民歌否定论者的一个最有力的回

答。

否定人民大众的诗歌创作，忘记了诗歌产生的历史溯源；甚至禁歌，也是古

已有之的。我感到震惊的是，说到封建时代，广西东兰州官捉了几个唱歌的少女，

把油漆涂在她们脸上以示“惩罚”，太可恶了！相反，我过去也赞美过广西无产

阶级革命家韦拔群，他利用民歌宣传革命。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两种对立的立

场和观点，也正说明了阶级社会人民大众反压迫的斗争历史。我还为莲花山因禁

歌打死人发表过对禁歌的评论。那年我到广西也遇到过一位女副县长，她回亿说

她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主张过禁歌，事后很觉后悔，因她年轻对时代不了解，不会

对歌就找不到对象。“文革”是个特殊时期，倒是可以原谅的。

我不能设想，一向习惯于自由歌唱的广西，人们可以把嘴巴锁起来不再歌唱。



对歌首先是男女婚姻自由的一把金钥匙，也是言志抒情的一种手段，消愁解闷，

给人以生活的乐趣。一首好歌是能产生鼓舞人们前进的巨大的无形力量。这也是

广西，特别是壮族人民总是信心百倍，勇于前进，如虎添翼的精神力量的源泉。

蒙光朝同志是作家，民间文艺家、诗人，又根植于本民族的民间口头劬作，

自己也能歌唱。黄勇刹同志被誉为“歌王”，早已出版了他的《采风的脚印》；蒙

光朝同志写作丰富，今天又出版这部山歌、恋歌的选注和诗论，他们的论著在民

间文艺领域交相辉映。

我作为光朝的朋友，由衷的感到欣喜，赞美这部山歌与诗论的出版，可歌可

贺！

一九九八年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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