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仫佬族传统民歌的音乐形态研究
周金玉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中等专业学校，广西 河池 546499）

摘要：仫佬族民歌传递着仫佬族人民积累着的民族感情、生

活理念、特有的民族精神，从民歌的内容、调式、结构与类型上，

能够体现出仫佬族对音乐艺术的传承与理解。基于此，本文将围

绕仫佬族传统民歌的音乐形态展开研究，分析仫佬族的民歌艺术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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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仫佬族传统民歌概述

（一）仫佬族

仫佬族是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一，是广西世居的土著民族，除

零星居住在广西各县市外，其余的仫佬族都聚居在罗城仫佬族自

治县。仫佬族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自身的文化，也吸收了汉文化

与岭南其余地区的民族文化，形成了自身的独特民族文化与民俗。

新中国建立后，在民族识别工作中，将仫佬族认定为单一的民族，

作为我国的 55 个少数民族之一。仫佬族先民早在秦汉时期就属于

百越中的一支，历史传承悠久，与壮侗语民族有着深厚的渊源，

仫佬族有着自己的民族语言，但并无文字，属于汉藏语系的侗台

语族，与闽南语、侗语较为接近，许多基本词汇的语言相同。

（二）仫佬族传统民歌

仫佬族民歌题材广泛，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且具有严谨的结

构，展现了仫佬族人民的生活与日常习俗。仫佬族民歌的历史悠久、

传承较为广泛，曲调优美，贯穿仫佬族人民的政治与生产等各类

领域，在仫佬族的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人民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仫佬族的民歌一般分为三种形式：首先是“古

条”，“古条”有固定的歌词，多以歌唱历史人物、英雄事迹、

民间传说等为主，最少的每条有十几首，多则多达数十首或几百

首。在结婚、生日、乔迁等庆祝的场合，在亲友相聚的场景以歌

庆祝。歌手会选择与喜事的风格相符的祝贺类歌曲，在当天的夜

深人静时，会选择唱古条歌。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刘三姐》

《八寨赵金龙》等。这类歌曲的篇幅较长，便于在编写与演唱过

程中保持着新鲜感，允许在这期间不断换韵。其次，“随口答”

的内容较为广泛，其中包含了猜谜歌、爱情歌、礼俗歌、时政歌等，

内容涵盖广泛，没有固定的歌词，歌手能够根据需要临时进行编

唱，这种形式也是应用最多的形式之一。第三是“口风”口风是

歌手们在对歌中互相斗歌时常用的形式，利用歌曲称赞对方或是

讽刺对方。用于讽刺对方、言词尖刻的称为“烂口风”，“口风”

在歌曲中没有固定的歌词，由歌手在对歌的过程中临时编唱。

如果按照句式分类，仫佬族民歌能够分为“七言”“十一言”“长

短句”三类，“七言”以七字为一行，每行为依据，四句为一首，

当地歌手会称其为“四句歌”。“十一言”的仫佬族民歌也是每

首四行，每行变为了十一个字，是以四字加七字的形式呈现。“长

短句”的种类较多，但整体上能够分为两类，一类按歌词的行数

命名，一类按歌曲的字数来命名，都有其固定的句式、字数与唱法，

其押脚韵并不规则。

（三）仫佬族古歌

仫佬族古歌形成于元末明初，是仫佬族人民在生产与生活中

广为流传的歌曲的总称，也是民间艺术的代表。仫佬族古歌主要

分布在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的东门镇勒俄村、四把镇双寨村，在节

日、传统活动中会聚居在歌坡对歌，也在传统的歌坛上进行歌唱。

仫佬族古歌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流传较广泛的有 600 余首、

曲调 90 余种，大致能够分为“开坛歌”“古条”（叙事类）、“走

坡歌”（情歌）、“口风”（竞技比歌）、“礼俗歌”“仫佬语

古歌”等种类。大部分的古歌都具有历史文化传承的特色、具备

深厚的民族性、艺术性价值。2010 年，仫佬族古歌景观广西壮族

自治区政府认定，入选了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仫佬族传统民歌的音乐形态

仫佬族古歌反映了仫佬族的多方面文化、知识，古歌的形式

多样，主要有句式个与字数歌，不同句式或字数的仫佬族古歌共

有 44 种歌名与 90 种句式，也是我国各类民歌中形式最为丰富的

一种。仫佬族古歌在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历史性的积淀，

口头传承与书面传承相结合使得其艺术性与文化包容性也较为突

出，其承载的文化地域也是仫佬族的民族凝聚力、认同感的标志，

是民族文化多样性与创造性的见证之一。

（一）语言特点

仫佬族没有文字但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以口头的形式传唱自

身的精神文化。民族歌曲的发展基础带有较为浓厚的地域色彩，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发展出了自身独有的艺术风格。首先，在

语言的特点上，语言作为艺术的发展前提，是歌曲传递情感与信

息的重要渠道，仫佬族民歌从仫佬族语言中诞生，记录着人们的

生活日常、情感表达，在语调上与歌词的节拍上都与当地的语言

有着重要的联系。仫佬族有着自己民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也在生活中普遍使用汉语，由于民歌的传承方式多数由汉文与当

地汉族方言、土俗字记录的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句式的结构、旋律、

节奏都与当地的汉族方言即土拐话、“土拐歌”相似。这是民族

关系融洽的体现，在语言文字与音乐艺术上相互影响。大部分的

仫佬族人都会使用两种语言，歌唱时使用的是汉语的土语即土拐

话，土拐话有八类声调，通过声调的变化，民歌的节奏更加鲜明

活泼，更容易被记住，旋律也更加丰富。

仫佬族的歌唱技巧上，有着关于咬字与吐字的讲究，咬字代

表字的开头需要利落，吐字代表字的后音需要精准，不能拖音。

仫佬族民歌的声母与土拐话的声母都有三种类型，需要按照发生

部位与咬字进行精准的歌唱，需要歌者对语言的充分了解。民歌

使用的是汉族方言，但由于没有文字记录或记载，还是有较多的

歌曲在流传中失传，在翻译中也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二）民歌调式

仫佬族民歌与土拐歌均为徽调，双声部，同声重唱或慢拍起

唱的形式都有，这与仫佬族民歌没有乐器伴奏有关，其中高声部

为主、低声部衬托，与高声部形成对比与和声。仫佬族民歌的曲

式与唱词的结构紧密联系，一句词与一个乐句都彼此搭配，基于

唱词的分析，能够根据唱词的句子数量或字数进行划分。三句腔

演化并发展出了多种句腔，民歌的曲调较为固定，歌词变化显著，

在时代的发展背景下，歌词也加入了大量的新内容，歌曲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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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节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民歌的节奏与歌词句式相连，节奏与

旋律都是随着句子的变化而变化，变化的同时也有着自身的规律。

例如，在三句腔中一般会始于强拍，在句子结尾处进行延伸，而

在四字句中，组会在中部产生四字句。七字句是最为基本与最普

遍的样式，会出现对节奏的切分，综合来看，民歌的节拍会较为

规则，句式样式十分规范。

仫佬族民歌的乐调观念发源于大二度音程，随后受到汉族文

化的影响后逐渐定向，形成了较有特色的徽调式音列。当下的传

统民歌仍有一部分由四音列构成，例如《祝寿歌》。在节奏与节

拍的安排上，节奏与语言的节奏关系性较强，尤其在叙事型歌曲

中，这一特点更加突出。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还流传着节

日中男女自由择偶与婚嫁的习俗活动，这类活动中传统歌曲的歌

唱活动是主要的组成部分。仫佬族民歌受到民族生活习惯、自然

经济背景的影响， 仫佬族的节庆娱乐、劳动作业、行歌对歌都保

持着自由的状态，也表现在了歌唱的节奏节拍之中。高声部节奏

自由东单，多为一字一顿、二字一顿，例如《初学唱》；低声部

相较高声部会晚进一至四拍，对于高声部来说主要起到支撑作用，

例如《祝寿歌》与《初学唱》，具有依附于高声部进行的特点。

仫佬族民歌的语调会重视节奏性，节拍组织较为规律，节奏自由，

具有较强的特点。

（三）文化背景

仫佬族作为能歌善舞的民族，将唱歌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尤

其在传统节日、庆典习俗活动中，歌唱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以走坡节为例，走坡节是仫佬族的传统节日，在这一节日活

动中青年男女交友相会，择偶歌唱，也产生了“对歌”这一形式，

也称为“走坡歌”，代表了仫佬族传统民歌中的爱情类歌曲类型。

走坡节是仫佬族人最重视的节日之一，在农历八月十五举办，节

日前夜，青年男女就会准备聚集“走坡”，节日开始后便开始进

行邀歌，在特定的山坡对歌而行，随后举办各类活动，男女对歌

共同庆祝节日。走坡对歌作为走坡节的重要形式，能够体现歌曲

中的内涵与音乐特点，对歌的歌曲形式上，可以分为“句式歌”

与“数字歌”，歌曲的形式相较于仫佬族古歌与山歌较为简洁明了，

分类上也不复杂。其中，句式歌能够体现对歌的演唱形式，以双

数句式的形式进行演唱，数字歌则较为难对，对歌较为考验歌者

的水平与默契，由简单的十一字到三百六十字都能包含在这一形

式之中。对歌的歌曲韵脚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其中的韵脚比较自

由，对歌中的韵脚共有十三种，种类繁多，歌者会根据使用习惯

在歌曲中应用。走坡对歌的唱词也与仫佬族的生活息息相关，歌

词中的衬词有着突出的特点，例如“啰”“呐”“啊”之类的衬词，

应用在歌曲中会起到强化歌曲活力、提高歌曲的节奏感等作用。

（四）和声结构

仫佬族传统民歌保留着唯一的一种歌唱形式就是无伴奏的二

声部男女对唱形式，仫佬族的歌手一般会将高声部称作“起”，

在起唱的同时也有定音的作用，同时低声部为“跟”，意为跟唱，

起到了支撑与和音的作用。我国的传统音乐中多声型音乐主要建

立在主旋律的线条基础上，以旋律性音乐为主，仫佬族的民歌对

唱有着明显的附生性特点，由支声与和声两种手法构成。支声音

乐是多声部音乐形式的一种，产生于集体音乐活动，在走坡节这

一群体性活动中，或者节日庆典、社交活动中，这些群体性歌唱

的特点仍在保留。和声则是对主旋律声部的职称，和声在我国的

传统音乐中应用，会体现较强的附生性。仫佬族民歌可以按照唱

词字数与句式结构进行分类，在演唱中高音部与低音部两个声部

都存在着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

仫佬族的民歌与方言有着紧密联系，其中的衬词与衬句也是

相当突出的特点之一，衬句与衬词会让歌曲特色更加鲜明，在衬

词的应用上，会使用“呵”“哈”等衬词对歌曲进行辅助，没有

实际的含义，衬词的使用能够让听众听清词语，能够使气氛更加

热烈。

（五）歌唱形式

仫佬族古歌从生活之中选择主题，能够展现出当地的民族特

色与民族风采，按照演唱的内容，可以将传统民歌分为三类。其

中“古条”是对历史任务、传说故事进行叙事式演唱，代表了民

族的共同标志与符号，发挥了对于培养民族认同的功能，古条歌

的歌词不能够进行随意改变，例如《古今对唱》就涵盖了民族的

发展历史，要进行对歌比赛时，需要将整条古歌认真背诵。在节

庆活动之外，人们也会通过随口答的形式描述生产生活，例如《农

事歌》会描述劳作与节令，随口答能够对歌词进行随意编排，在

日常生活中交流与抒发感受。开坛歌是在歌坛或歌堂上唱的歌曲，

会在庆祝活动或日常生活中开坛唱歌，形式较为多样，有接唱、

对唱、坐坛歌、闹坛歌等形式。礼俗歌则是各类习俗庆典上会唱

的歌，例如婚礼、小孩满月、祝寿、贺迁新居，都有相对应的歌曲。

三、仫佬族传统民歌的传承与保护

仫佬族传统民歌已经被列入非遗，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

民歌作为一种娱乐方式也会逐渐被各类娱乐取代，年轻男女也会

离开乡村进城务工，节庆活动没有太多人参与，民歌的传承也出

现了问题。仫佬族古歌以土拐话与仫佬族语相结合为基础，但当

下随着社会发展，民族语言能力下降，民歌的传承基础也受到了

影响。为此，在研究民族音乐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树立起保护

民歌的意识，推进民歌的传承与保护动作的落实，在文化活动举办、

文化节的组织上进行推进，学校方面加强教育重视民族文化的教

育与传承，增设民歌的授课，树立其传承文化的意识。

总而言之，仫佬族的音乐形态多元丰富，传统民歌承载了民

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民歌以独特的歌唱形式、内容与演唱风格、

语言特点为基本特征，有着鲜明的民族气息，是我国传统的民族

音乐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仫佬族民歌在时代的变化中保持着

自身的特色，传承着自身民族的文化与艺术，我们需要树立起保

护意识，促进其在新时代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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