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传统音乐

北海咸水歌

——唱出来的疍家生活

北海咸水歌因传唱地域得名。“咸水”顾名思义就是“海水”，咸水歌正是海

上的或海边的歌，基本上是渔民们的歌，也可以总称为渔歌，在北海外沙、地角

一带非常流行。这种富含海的韵味的歌谣，随着疍民迁徙漂移，在北海的文化土

壤落地生根，既保持原生地同名歌种的血缘关系，又吸收了迁入地土著渔民歌种

的养分而不断发展成熟，至今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是北部湾沿海一带以船

为家的蛋民世代传承的一个歌种。

一、咸水歌的种类

按照歌曲的内容可将咸水歌分为生产歌（包括打渔歌、摇橹歌、出海歌、驳

艇歌等）和生活歌（包括情歌、嫁娶歌、丧葬歌、儿歌等）。

按照演唱的情绪又可分为“欢歌”和“苦歌”两种。

按照歌曲曲调则可分为“叹”和“唱”两大类。

相对而言，疍家比较善于以“叹”代替言语。“叹”是一种轻声细语的吟唱，

感情内在含蓄，旋律平缓柔和，歌词与语言、音调结合紧密，

连说带唱的即兴性极强。此类歌曲主要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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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哭丧调，以长衬词“唉”而得名，专门用于丧礼及祭祀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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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男性疍民相互以歌逗乐和疍家婚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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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六种类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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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风俗歌。疍家传统风俗礼仪中所唱的歌曲，如婚礼中“拜饭”仪式的《拜

饭歌》，接亲时的《伴俩歌》等。

3．劳动歌。表述劳动情景和传授生产知识，如《摇橹歌》等。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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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儿歌。乐句短小，简单易记，富有童趣，如《摇啊摇》《月光光》《嗳娇

乖》等。

6．娱乐歌。是疍民劳作之余用来解闷消乏的歌曲，通常触景生情，随口而

歌，如《叫我唱歌就唱歌》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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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洪话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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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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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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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叙轻唱而音量偏小，

如吟如诉，音乐情绪低沉压抑，听来给人轻柔平和、舒缓恬淡、温润婉约的感觉。

三、咸水歌的文化价值

自古以来，疍家人在劳作时，终日面对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由于受到严峻



的自然条件和有限的生产生活条件的制约，许多艺术形式极难与之相适应，歌唱

便成为伴随疍民生活生产整个过程的首选。所以疍民在海上捕鱼时唱起咸水歌，

有时同邻近的渔船遥相对唱，彼此呼应。他们的歌声表达了他们对劳动生活的深

厚情感，表现了他们勇斗惊涛骇浪，努力夺取丰收的坚强信心；渔船丰收返港，

疍民们常常聚拢在家门附近唱起咸水歌，表达丰收的欢悦；疍家年轻小伙子及姑

娘们夜晚相约在海滩边用咸水歌倾吐爱情的心声；渔村在婚嫁的喜气日子里演唱

咸水歌以表达与亲朋故友难割难舍的亲情……他们练就了即兴创编、随口而出的

唱歌本领，多方面表现了疍家人的生活与情感，进而达到以歌代言、托歌言志的

境界。

北海咸水歌除了自身的实用功能，还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咸水

歌始终渗透在疍民生活的各个层面，真实记载了疍民的生产劳动、经济发展过程；

作为疍家文化生活的重要一环，与各种礼俗风习紧密结合，其不仅是疍家民俗礼

仪性质和过程的标志，还是疍家人界定、理解和表达“美”的一种方式，蕴含浓

厚的疍家风情和气息，从精神上深刻地揭示了疍民的审美观和人格特征。

图 12009 年 11 月 17 日，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郭亚十（前中）在外沙内港疍家婚礼现场与新娘（右一）

等演唱“叹家姐” 赵军／摄



图 2 2007 年 6 月 8 日，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麦九妹在南宁广西民族博物馆参加广西首届歌王大赛时演

唱咸水歌 赵军／摄

图 3 2007 年 6 月 9 日，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麦九妹（中）等在北海市北部湾广场第二个“文化遗产日”

宣传文艺演出上演唱咸水歌 赵军／摄



东海歌

——如诉似泣的曲牌

“东海歌”（又名“大堂歌”或“大唐歌”），是 20世纪以前合浦民间盛行的

一种民歌，流传于广西合浦县常乐镇以及北海市区、钦州市的犀牛脚等地。

东海歌起源于明代中期万历年间，属山歌剧开山师祖所创，是早期民间歌舞

“老杨公”和合浦县山歌剧中的一种曲牌。民间盛传开山师祖是北海市合浦县常

乐镇人，由于年代久远，具体姓名已经无从考证。常乐镇位于著名的南珠古郡、

海角名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的合浦县的北面，与浦北县接壤，离县城 32

公里，距北海市 60公里，209 国道合（浦）灵（山）公路横贯全境，交通、通信

十分便利。常乐镇总面积 256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55.21 平方公里，山地面积 100

平方公里，2001 年末全镇总人口 72722，其中农业人口 64509。

东海歌隶属“喜、怒、哀、乐”中的“哀”字诀唱腔，常在悲哀场合或做白

事时唱。歌曲有一定的旋律，唱歌时一般根据剧情的需要穿不同的服装，道具也

视剧情而定，有扇子、手帕、伞等。过去演唱东海歌时以锣鼓、镲、唢呐等乐器

伴奏，现多以高胡、扬琴、箫等乐器伴奏。人们一般都是在回忆往事、心情忧郁

或悲伤时唱东海歌，主要是向人倾诉、抒发自己的内心世界，歌曲感人肺腑。

东海歌演唱的形式多种多样，可边舞边唱，可独唱也可小组唱或群唱等，人

数不限，但无对唱，亦无多声部。东海歌乐段结构为四乐句，一般 7 个字为一句，

全歌为四句共 28个字，歌词讲究平仄以及押韵，没有特定的衬字（词）、衬句。

分上、下两节演唱，即前两句为上节，后两句为下节，中间以锣鼓音乐间奏。先

敲锣鼓落序即唱引子，每唱完一首歌，敲一下锣落序。

东海歌以赋为主，没有双关语，但词句流畅，情趣盎然，洋溢着渔家、农家

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情调，在地方民间山歌界别开生面，出类拔萃，数百年来，为

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传诵。东海歌的布局格式风味独特，合情合理。歌出低沉，

时而高亢，犹如弱女悲啼，如诉似泣，大有忧闷无比之态。一曲演唱得体的东海

歌，讲究的是腔艺俱佳，感情投入，将一个人的孤独、悲愤、痛苦、无奈及忆旧

的心境神态，通过演员的精湛演绎，丝丝入扣，以无比伤感的腔调充分地表达出



来，如渍雨梨花，感人心扉，扣人心弦，令观众潸然泪下，唤起观众的激励及同

情感，收到催人落泪、感染告诫、立竿见影的共鸣效果。

20世纪 50 年代，东海歌曾赴广东省中南地区参加文艺会演。“文化大革命”

时期，由于受到“破四旧”“立四新”和轰轰烈烈“文化大运动”的冲击而被禁

唱。中央粉碎“四人帮”后，一些老人又逐渐唱起了东海歌。现在能唱东海歌的

人年龄都在 60岁以上，且不足 20人。新中国成立后，东海歌经改编，既可以回

顾过去的生活，又可以歌颂新时代、新生活、新人新事，亦可唱间对白，演员可

以是一人、二人、三人唱。廉州方言山歌曲牌唱腔的东海歌，既秉承传统，又突

出时代的特色，倍受欢迎。

东海歌具有显著的历史研究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它在地方民间山歌里独树

一帜，有独具特色的音乐形象，既有音乐认同的含义，也有音乐艺术研究上不可

替代的作用。用廉州方言演唱的东海歌，内容多为告诫和教育世人明是非、辨恶

丑、明事理、讲和谐，鼓动世人奋发向上，具有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作用。作为

北海民间音乐的代表之一，东海歌与西海歌、咸水歌一样，不仅活跃了群众文化

生活，增强了群众的凝聚力，更具有音乐艺术研究的价值。

经普查，东海歌在 1976 年至 1986 年间，仍有较多年龄在 50 岁以上的民间

歌手在演唱。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东海歌，已经处于“前有古

人、后无来者”的状态。目前，北海、合浦和钦州犀牛脚仅剩少数老者在唱，无

年轻的歌手传唱，濒临绝迹。

《北海市志（清-1990）》载录有民间神话歌舞《老杨公》中曲调“东海歌”

和“西海歌”的相关情况。



2008 年 4 月，陈传凤在合浦县常乐镇向非遗普查人员现场演绎东海歌 赵军／摄

陈传风是东海歌第二代传承人，女，汉族，1939 年出生，合浦县常乐镇人。1952 年开始

从艺，为合浦县民间艺人、山歌剧演员、东海歌歌手。陈传凤从小就随师父卢统学艺，先是学

演粤剧，后转表演山歌剧，13 岁开始学唱东海歌，尤为擅长演唱东海歌及演绎民间舞蹈“耍

花楼”，曾多次荣获地区、市、县级文艺会演特等奖、一等奖等。



西海歌

——双关语的艺术魅力

西海歌用廉州话演唱，是北部湾畔东起合浦山口、西到钦州犀牛脚一带，甚

至浦北县、灵山县等部分地区民间最爱唱的一个歌种。“文化大革命”时期曾遭

禁唱，今天的西海歌主要在节庆、晚会活动或劳动时演唱，有对唱、独唱等。

相传西海歌衍生于明朝，清朝广为流传，新中国成立前最为盛行。自早期的

民间曲艺“老杨公”出现后，西海歌与东海歌就同时融入了“老杨公”中。至于

西海歌在何年代融入“老杨公”里，由于年代久远，无史料可查。

西海歌有二十二个韵，通常使用的是“人心”“关拦”“圈联”“秋流”四大

韵，惯一韵到底。形式有独唱、男女对唱，也有三人联唱。曲类有“催请歌”“盘

问歌”“辩驳歌”“庆贺歌”“苦情歌”“交情歌”等。西海歌的曲调悠扬，亲切流

畅。从曲式看，西海歌属四乐句的乐段结构，它是二乐句乐段的反复，第三句是

第一句的变化重复，第四句是第二句的变化重复。两句曲调一起一伏，互相呼应，

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调式主要是五声征调式( 56123)。由于语音的关系，曲

调是按词行音的，但半终止和全终止音是固定的。不管唱词多少段，曲式结构和

调式特点都是不变的。

西海歌无多声部，但歌词富于比兴、双关语和歇后语。这种歌把这些统称为

“山头”。一句一个山头的叫“双支头”歌；两句一个山头的叫“单支头”歌。

此外，它还使用谐音、比拟、拆字、叠字及首尾互相勾连的连锁词等，没有特定

的衬字衬词，唱起来形象生动，常用你问我答的形式，听来妙趣横生，引人入胜，

要求唱歌人才思敏捷，反应迅速，出口成章。

西海歌主要运用双关语来表现，常用来歌唱劳动与生活，寓意深邃，感人肺

腑，趣味无穷，扣人心弦，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是北海诸多民歌种类中较优秀

的歌种之一。西海歌曲类多样，富于变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音乐形象，在北海

民间音乐中，有其艺术方面的研究价值。它与东海歌、咸水歌一样，有着音乐认

同的含义，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增强了广大群众的凝聚力。

庞家佑（见下页图）作为西海歌的传承人之一，收集、整理、创作两万多字



的山歌集（油印本）一部，并曾多次在“广西山歌大赛”中荣获“歌师，，“歌王”

等称号。

西海歌与东海歌不仅起源与发展轨迹非常相似，同融于民间曲艺“老杨公”

与合浦县的山歌剧中，存续现状也基本是一致的。经普查，西海歌在 1976 年至

1986 年间，仍有较多年龄在 50 岁以上的民间歌手在演唱。而目前，除庞家佑断

断续续带有 3 个年轻的弟子外，只有北海的龙潭、合浦的山口和钦州市犀牛脚一

带还有少数老者在唱，青年人学唱西海歌的已寥寥无几。与东海歌一样，西海歌

也濒临绝迹。

2010 年 5 月 1日，庞家佑在北海市历史文化大展演“非遗”专场中演唱西海歌。地点：北部湾广场

赵军／摄

庞家佑，合浦县石湾镇人，85 岁，汉族，中专文化，是西海歌第二代传承人。他 6 岁拜

易然朝（庞家佑的表叔）为师，学唱民歌。1951 年，在合浦师范任土改文艺宣传队大组长时

开始创作民歌，之后经常参加各种演出及大奖赛活动。庞家佑不仅熟练掌握西海歌唱法，且熟

悉曲调和歌目，并在继承老艺人传统唱法的前提下创新发展，渐而形成自己的风格。他唱法独

特，行腔富于韵味，曾多次参加“广西歌王大奖赛”并获“广西民间歌师奖”“广西民间歌王”

等称号。2001 年 9 月，广西电视台对他做了专题报道。他除了传承发扬传统西海歌外，还创

编了不少新版西海歌，如《卖衣裳》《余晖赞》《应相敬》《贤叔扒螺妹》等，如今他已成为北

海市演唱西海歌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