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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水歌又称疍歌、蜒歌、蛮歌、咸水叹、白话鱼歌、后船歌及“叹哥兄”“叹

姑妹”，是疍家人口耳传唱的口头文化。“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疍家生活畅想

曲，源自生活、贴近生活，即兴创作。咸水歌唱出了疍家人的海上生活，表达了

他们的喜怒哀乐，表现了他们生活的态度、情趣、愿望以及审美观念，风格独具、

活泼鲜亮。

咸水歌的来源和发展历程

咸水歌名称来源，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与疍民生活的地域有关。疍家

人生活的地区地处海河交界地带，长期与咸咸的大海打交道，因此疍家人传唱的

歌被称为“咸水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咸水歌的“咸”字主要指与男女私情有

关的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咸”字在粤方言中继承了古义。由于咸水歌中

反映男欢女爱内容的情歌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所以叫做“咸水歌”。

根据史载，明末清初时，咸水歌已为人们所传唱，成为疍民婚嫁生活的重要

内容。到清代，咸水歌已相当盛行，在江河边上经常可听到咸水歌声。保留至今

的一些咸水歌中，多数以情歌为主，表达男女青年追求美好爱情，向往幸福生活

的真挚情感。

据民俗学家刘大白 1926 年考证，明末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中记

载：“蛋人亦喜唱歌，婚夕两舟相合，男歌胜则牵女衣过舟也。”可见咸水歌早在

明末清初就很流行。《广东新语》记载的三首采茶歌，即在东莞至今传唱的《十

二月采茶歌》中的前三段。咸水歌经过漫长的年代，到了民国年间，仍是疍民喜

闻乐见的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广泛流传，“文革”期间遭遇封杀，

进入改革开放后，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面临着濒危的状况，迅速抢救和保护咸

水歌成了迫切的问题。

咸水歌的分布与类型

咸水歌是渔民操广州方言演唱的一种传统渔歌，主要流传于中山、珠海、番



禺、顺德、东莞、阳江、湛江、新会等地。北海咸水歌格调清新，音调婉转、通

俗易懂，唱叹流畅，感情浓郁，主要分布于北海市侨港镇、海城区的地角、外沙、

合浦县的西场等。

旧时北海疍民主要分为三种，蚝疍、珠疍、渔疍。当代北海市内的疍家人多

以渔业、货运和摆渡为生计，分布于外沙、海关大楼的东西海岸边、高德、地角、

白虎头及涠洲等沿海地带，侨港镇的疍民主要是 1978 年越南排华潮中的难民。

银海区侨南社区群众即兴演出咸水歌，体现北海丰富的疍家文化。

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疍家人用生动的歌词，把疍民的生活、故事淋漓尽致

地体现出来，没有固定的歌谱，基本上就一个调。流传方式也非常原始，没有专

人去教，都是老一辈人口口传唱。这种口头文化反映了疍家人的内心真实感受，

是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疍民把歌唱作为一种内心情感的诉说和精神上的支柱。

按照歌曲的内容，可将咸水歌分为“歌堂歌”和“大板歌”。歌堂歌一般在

婚礼酒席中或者宴会喜庆场合演唱，大板歌生活歌（包括情歌、嫁娶歌、儿歌）

则为日常工作或休息间的娱乐之作，每句的末尾常加入“姑呀妹”等诙谐的点缀。

从音乐学的角度，可将咸水歌划分为叹和唱两大类。叹的歌不是热情奔放地

放声高歌，而是轻声慢语地吟哦低唱，感情内在含蓄，旋律平而缓和，歌唱时带

有极强的即兴。此类歌主要有以下三种调：一是叹家姐，又名哭家姐。过去仅在

婚礼前疍家女哭嫁时歌唱，临嫁的姑娘将感恩惜别等内容即兴编入这种固定曲调

中，发展至今已不局限于哭嫁时唱，而被广泛地运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喜庆场

合，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都自然流畅，娓娓动听。二是唉调、叹调。唱类的咸

水歌相对叹的而言，情绪相对奔放起伏，音域稍显宽广，具有较强的抒情性和歌

唱性，此类歌按照歌的以长衬词“唉”而得名，专门用于礼及祭祀场合，内容大



多传颂先辈的功绩，寄托哀思，悼念亲人，旋律情调低沉委婉，悱恻哀怨。三是

叹调。这是一种男性相互以歌逗和婚礼伴郎仪式中演唱的曲调，多由两人对唱，

一问一答，偶尔有独唱，内容有叹字眼，叹古人，叹物等。唱类的歌，曲调多样，

音域稍广，抒情性和歌唱性较强。

根据歌曲的功用、场合来划分，可将咸水歌划分为以下六种类型：一是叙事

歌，篇幅较长，内容多讲述传说典故，如《曹安杀仔》《车龙卖灯》等。二是风

俗歌，疍家传统风俗礼仪中所唱的歌曲，如婚礼中拜饭歌、接亲时的《伴俩歌》

等。三是表达劳动情景和传授生产知识的劳动歌，如《摇撸歌》。四是情歌，是

青年男女谈情说爱、倾吐心怀，求婚成亲常唱的歌曲，如《十二送情郎》等。五

是儿歌，乐句短小，简单易记，富童趣，如《摇啊摇》《月光光》《嗳娇娇》等。

六是娱乐歌，是疍民劳动之余用来解乏消乏的歌曲，通常触景生情，随口而歌，

如《叫我唱歌就唱歌》等。

咸水歌的旋律及曲调

演唱咸水歌的疍家话比北海白话更接近广州话，带有广东江门话口音。由于

长期受廉州话及广西内地白话的影响，使它的语音、语调与正统的粤语产生差异，

喉音较为浓重，声调有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阴入、中人、阳去、阳入八种

之多，其歌曲结构松散，音调、旋律游移不定，节奏缓慢、节拍自由，歌词大多

具有实际意义，很少使用装饰性的辞藻，其旋律简洁而清晰，旋法形式以级进进

行为主，较少运用花俏、华丽、复杂的修饰手法。

咸水歌的调式体系以宫、商、角、徽、羽五个乐音组成的五声调式为主，其

次是加入偏音的五声性六声调式，此外还有一部分较原始的三音列和四音列，其

旋律大多没有构成功能性的节拍形式，以无节拍的散拍子为主，初具节拍特征的

旋律仅占少部分，严格意义上的规整化节拍相当少见。简而言之，语调、旋律、

调式等特征要素集于一身而表现的咸水歌，音域较窄，音区较低，拍子、节奏自

由松散，曲调的旋律性不强，重舒轻唱而音量偏小，如吟如诉，音乐情绪低沉压

抑，听起来轻柔平和，舒缓恬淡，温润婉约。

咸水歌有长句、短句两种形式，各有不同的音调和拉腔，而演唱形式有独唱、



对唱；它一般是由上句和下句组成，也就是单乐段体，这种单乐段体多数用在独

唱或是问答式的对唱曲中：也有由四个乐句组成的复乐段体；有时，因为歌头、

衬词或者是叙事的需要，会把乐段扩充或延长，从而构成不拘一格的自由体，如

“长句咸水歌”，或是叙事形式的长诗，但其结构基本上还是保持在四句为一乐

段的复乐段体。

咸水歌以第一、二乐句为基本形态作旋律发展，除了歌头、中间的停顿和歌

尾基本固定外，中间的旋律都是围绕主音以二度级进、上行或下行、加花或减花

来表现；乐句中间的旋律构成多数是“因字落腔”，服从于语言声调的高低，处

理比较机动灵活。因此，同是一个唱腔的咸水歌，第一段词的旋律和第二段词的

旋律就会有所不同，只是它的歌头、歌尾或拖腔不变，这就形成了咸水歌的特点。

咸水歌一般由上下两句组成单乐段，或由四个乐句组成复乐段。有独唱、对唱等

形式。而以后者为主。对唱采用男女互答形式。

咸水歌的传承现状

随着时代的变迁及当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北海除了侨港、外沙岛几条村还有

些许老者唱咸水歌，其他的村已经几乎没有人在传唱了。

究其原因，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文革”时期对民间文化造成严重冲击，咸

水歌被斥之为“封、资、修”毒素，以“破四旧”的做法加以抵制消灭，咸水歌

在水乡销声匿迹，使咸水歌的传承产生了断层。二是经济社会得到发展的同时，

缺乏足够的保护措施，使原生态的咸水歌失去了生存环境。受当代文化思潮的影

响，年青人的审美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传统文化的东西大多不感兴趣，加

之咸水歌的老艺人相继去世，使一些乡镇的咸水歌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

侨港是疍家文化传承相对较好的地方，但随着咸水歌顶梁柱的歌王何福友、

梁容胜、陈石等的相继去世，现今侨港现存能系统地唱咸水歌的已不超过 10人，

而且他们大多年事已高。再加上外来文化的大量涌人和年轻一代文化意识、价值

取向的改变，使咸水歌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06 年 5 月 20 日，中山咸水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的民间音乐。北海市群众艺术馆对咸水歌的传承保护进行了诸多努力。



他们积极建立完备咸水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制作咸水歌影像资料作为存档

文件，联系有关部门和专业的音乐人对咸水歌进行谱曲出版，制作大量的展览资

料进校园展览，增进北海市各学校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还联系安排“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校园”的活动。自 2007 年开始，北海市每年都会举行非

物质文化遗产汇报演出活动，将优秀的民间口头文化和艺术展示给市民，咸水歌

也是表演项目之一。侨港咸水歌老歌手

郭亚十，女，1940 年生。她从小在越南婆湾岛（吉婆岛）听人唱咸水歌，自

己也从十二三岁便开始唱咸水歌，精通咸水歌中的“叹”类，尤其擅长“叹家姐”。

她的爷爷、父亲和母亲都会唱咸水歌，她在越南时还听过父亲唱“喃伴郎”。据

郭亚十讲，她从没学过咸水歌，只是别人唱的时候自己认真听，听多了就会了。

在越南，男的唱咸水歌要比女的多。海上夜间航行要十分谨慎，一不小心就会触

上暗礁，因此，男人们都会唱歌作乐，保持精神避免触礁。在她的脑海中，战争

占据了太多的记忆，他们在炮火中营生，生活十分辛苦，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儿，

根本就没有心情来唱歌。回到祖国定居侨港之后，生活越来越好，人们才有时间

和心情来唱歌。郭亚十性格开朗，这也使得她为归侨咸水歌的传承与传播做出了

一定贡献，她多次代表侨港镇参加北海市政府部门举办的文艺演出，她优美的嗓

音和杰出的歌才使观众对归侨咸水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疍家人很害羞，不

愿意在陌生人面前唱歌，但是在郭亚十的带动下，在黎明英的号召下，越来越多

的归侨愿意站出来为疍家文化的传承保护付出自己的努力。如郭其友、林春权、

卢瑞明、冯秀英、冼就诊、冯亚天等，他们所唱的咸水歌曾经上了中央电视台。

郭其友，男，1944 年生于越南，1964 在越南结婚，结婚时，女方家的叹家

姐唱了 4 个晚上。育有三儿一女。1978 回国，被安置在侨港镇。小时候家里穷，

无钱上学。回到中国之后，他参加政府为难民组织的扫盲班，能认识部分汉字，

但普通话的听说能力几乎为零。郭其友 13岁便会唱咸水歌，其嗓音优美，音域

宽广，中气十足。他唱出来的咸水歌宛转悠扬，让人百听不厌，是当地民众公认

的独一无二的歌王。郭其友喜欢唱咸水歌自娱自乐，在歌声的熏陶下，他的几个

儿子和孙子对咸水歌的曲律都耳熟能详，并且都会哼唱几首小曲，只是他们不愿



在外人面前演唱。

侨港镇组织歌手利用成水歌向群众宣传中共十九大精神

林春权，男，1942 年生于越南婆湾岛，曾经上过 4 年的越南文学校，1978

年回国，现居于侨港镇。回国后自学中文，对中文有一定的认读能力，但无法用

普通话沟通交流。年轻时出海打渔，年纪大了就将船交给儿子管理，自己在家专

门经营织网或者修补鱼网的生意，照顾卧病在床的老伴。据林春权讲，他老伴的

叹家姐也唱得非常好。林春权有三儿五女，子女们认为咸水歌是过时的东西，是

老一辈人的娱乐方式，对咸水歌不感兴趣。

郭其友和林春权二人经常搭档表演。有角色扮演时，常常是林春权装扮成女

性歌者与郭其友所代表的男性进行对唱。在“疍家婚礼”上，二人分别代表新郎

新娘进行咸水歌情歌对唱。曾经在侨港镇政府举办的文艺晚会上，二人用咸水歌

的形式合作表演过小品节目《打工仔与渡艇妹》。从 2008 年开始，他们二人经常

被邀请参加北海市政府组织的“非遗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二人的嗓音

条件好，歌才好，也乐于在公开场合表演。此外，郭其友还曾被邀请到宜州参加

庆祝广西政协成立 49周年举办的民歌歌友会，唱了许多优美的咸水歌；2013 年

“十一”黄金周期间，侨港镇政府推出“侨港旅游·疍家文化”品牌活动，在侨

港镇越南风情街上临时搭建舞台，请他们二人表演了 4 个晚上，将咸水歌的独特

魅力展示给前来观光的游客。

卢瑞明，男，1946 年生于越南，在越南上过小学，回国后自学中文，达到初

中文化水平。能够讲比较流利的普通话，交谈没有困难。年轻时做过渔民，后来

在越南渔业公社当干部，回国后在华侨渔业公司工作直到退休。郭、林二人每次



的成功表演都离不开卢瑞明的幕后支持。他经常组织老年朋友参加北海市文化部

门举办的文艺展演活动。卢瑞明很会唱咸水歌，但是自认为嗓音条件不如郭其友

和林春权，所以不愿在公开场合表演，不过遇到亲戚结婚，他也乐意唱上几首祝

贺歌。遇到政府部门需要咸水歌节目时，经常由他来策划节目，联系表演者。《侨

港政府成立 30 周年》《十二月打渔歌》《咸水歌疍家唱》以及小品《打工仔与渡

艇妹》等都是他的作品。

黎明英，女，1941 年生于越南婆湾岛，越南文高中毕业，中文达到初中水平，

能用普通话进行简单的日常交际。1978 年回国，在侨港政府任职，主要负责妇联

工作，1989 年获得自治区“三·八红旗手”称号。育有四子一女。黎明英在同龄

的归侨民众中算是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是镇上的老干部，为人宽厚，在镇上有

很高的威望。家里祖祖辈辈都是海上劳作的疍家人，因她文化水平较高，在越南

时就在公社当干部，管理疍家人的渔业生产。回到侨港之后，她为疍家文化的传

承做出了贡献。在她的组织下，2009 年 11 月“疍家婚礼”参加海城区举办的“第

二届社区疍家文化艺术节之‘疍家人水上婚礼’”活动，并参加了央视国际频道

《走进北海——疍家婚礼》专题的拍摄。那一次，郭亚十、林春权、郭其友等人

都进行了咸水歌演唱，黎明英本人也唱了不少叹家姐。据黎明英老人讲，她的妈

妈很会唱歌，从小教她唱了很多歌，只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她渐渐地都忘记了。

官方认定的自治区级传承人代表在侨港镇只有郭亚十 1人，郭其友、林春权、

卢瑞明、黎明英常常是担任传承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具体开展的实践者。他们愿意在侨港镇以外、归侨生活圈以外的地方进行咸

水歌的传承或者推广活动，愿意接受来自外面的记者或学者的采访，因而将他们

当作归侨咸水歌的显性传承人代表。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关怀下，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在祖

国温暖的怀抱，归侨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告别颠沛流离，过上幸福的生活。

几十年时间，很多东西都变了，歌手们大都年纪大了，小孩也成家立业了，唯一

不变的是一如既往喜欢唱歌。什么时候都可以唱，想唱就唱，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有一次，生产开会会间休息的时候，领导说，请大家停一停，欢迎给我们唱支歌，



就有歌手唱了：

捕鱼技术分三等，一等技术有才能。

深水海埠拿得准．水砣下水看砣裙。

唱完之后大家都鼓掌，大家都开心。

歌唱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从原来仅关注生活生产，到现在歌唱中国共产党歌

唱祖国的好政策，咸水歌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认可。不仅仅

是自娱自乐，疍家人还利用咸水歌宣传中共十九大精神，结合实际编写了十来首

咸水歌，传唱十九大。如：

马列主义是真经，党的领导真英明；

依法治国严治党，掌舵就是习近平。

派出所长骆春伟，灭火救船真英雄；

舍身救民好警察，生的伟大死光荣。

北海出个大英雄，舍身救民实可颂。

党十九大鼓东风，举国上下乐融融；

全面改革再深化，经济文化更繁荣。

十九大胜利召开，惠民良策又出台；

深化改革更开放，复兴中华指日待。

先有树来后有花，先有国来后有家；

送仔当兵保国土，才是天下好爹妈。

碧海蓝天青又青，北海创建文明城；

游客涌来看海景，侨港美食最出名。

今晚我上山歌台，山歌越唱心越开；

放声歌颂十九大，歌从心头涌出来。

2017 年，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到侨港检查工作，郭其友和其他三位老

人一起唱歌宣讲中共十九大精神，得到彭清华的高度认可，《北海日报》《北海晚

报》相继刊载。这让几位老人感到很开心。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发挥自己的长

处，为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政策做贡献，这是他们以前没想过的。由此，他



们也坚定地表示，“会唱一辈子咸水歌．今后，还要继续唱下去。”

（吴莲，北海市银海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