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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看出，株洲工业学校接发球共 30 次，其中失误 4 次，

占总接球次数的 13.4%，慈利职专接发球共 64 次，其中失误 22 次，

占总接球次数的 34.4%，株洲工校女排接发球的失误率低于对手

21%。其次，株洲工业学校接发球到位 13 次，到位率 43.3%，慈

利职专接发球到位 8 次，到位率 12.5%，由此可以体现，株洲工

业学校在接发球方面比慈利职专强。从录像观看得知，株洲工业

学校在接发球时存在的问题：因为慈利职专是用下手发球，所以

在接发球时，队员掉以轻心，造成脚步起动和移动速度过慢，而

是伸胳膊去接球，造成球垫飞；其次人与球之间的距离取位不合理，

以至垫球不能垫到二传位置，造成二传传球不到位，不能很好地

组织进攻。

2. 拦网球情况研究分析

表 4 拦网技术统计

次数 失误 得分 失误率 得分率

工业 3 0 1 0% 33.3%

慈利 16 0 0 0% 0%

由表 4 显示，株洲工校女排拦网共 3 次，拦网得 1 分。失误 0 分，

慈利职专拦网 16 次，拦网得 0 分、失误 0 分。株洲工校女排拦网

得分率 33.3%，慈利职专得分率 0%，慈利职专拦网处于劣势，与

株洲工校女排差距明显。株洲工业学校主力队身高为 1.62 米，1.72

米，1.70 米，1.65 米，1.63 米，1.71 米，平均身高 1.67 米比慈利

职专至少高 5 厘米，在网上占绝对优势。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株洲工校女排技术上的优势：

1. 队员平均身高高于对手，在拦网上与对手相比占有绝对优

势；

2. 扣球方法多样，不仅有 2、4 号位的强攻，吊球，还有三号

位二传的二次球，和后排进攻。

（二）建议

在接发球上，应加强接发球到位率，减少失误率；在扣球上，

应提高扣球的得分率，减少失误率，加强远网扣球。

（三）不足之处

1. 上手飘球的技术动作掌握还不是很好，球的飘还不够。

2. 在遇到对手发球弱时，接发球到位率低，失误多，造成二

传传球不到位，不能很好地组织进攻，削弱了全队的整体进攻实力。

3. 二传在接发球不到位的情况下，传球不到位，造成攻手扣

球失误。

（四）改进不足的建议

1. 应在击球时加强手对球控制能力以及发球的速度和力量的

掌握；

2. 接发球的整体水平有待提高，应重视接发球的训练，练就

过硬的接发球技术；

3. 加强二传的训练，提高二传的到位率以及一传不到位调整

球的能力。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
——松柏汉族平话山歌的研究与传承

韦　玲

（南宁师范大学，广西 南宁 530100）

摘要：松柏汉族平话山歌是在南宁市单声部平话民歌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是壮、汉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习俗长期相

互渗透和影响，从而在民歌风格上有了许多共同点，松柏汉族平

话山歌就是在这种复杂性中形成的多元性的文化形态。内容通俗

易懂、自然简洁、隐喻生动，是当地人民表达和交流感情的一种

方式。但是，在二十一世纪新社会的发展下，地方山歌渐渐不被

人熟知，保存至今的资料越来越少，技艺失传越发严重，非物质

文化遗产流失率不断上升。松柏汉族平话山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同样面临着很大的危机，根本原因在于：被新兴娱乐所取代；

比较墨守成规，不被人们所喜爱；没有特殊场地进行活动；传承

人渐渐老去等。为了能够更好的传承和发展松柏汉族平话山歌，

一方面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还要运用多种形式对松

柏汉族平话山歌进行传承，共同为松柏汉族平话民歌寻求更美好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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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问题，越来

越受到世界各国的注重。松柏汉族平话山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发源于南宁市兴宁区三塘镇松柏村。这种别有特色的汉族双声歌

种，一直以来深受老百姓的喜爱。然而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阻碍

了地方传统文化前进的脚步，并且在欧美流行音乐和内地流行音

乐双重冲击下，松柏汉族平话山歌的生存环境也大不如前，伴着

老艺人的相继离世，后继无人，导致资源流失严重，面临“绝响”

危机。

一、松柏汉族平话山歌的种类 

松柏汉族多声部平话山歌主要是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当地的

风俗习气为题材，内容丰富多彩，天南海北，无所不唱，他们或

在田间劳作，或在休闲节庆，或在秋收过后，即兴吭采，以唱歌

取乐，用歌声抒发对人生的感慨与回味。它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逗引高腔二声部平话山歌，一种是平腔二声部平话山歌。

（一）逗引高腔多声部平话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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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种表达信号的歌曲，是在山坡上准备唱歌时，由民歌

歌手首先演唱的。通常以二重唱的形式呈现，负责召集大家唱歌

的两位歌手来高声唱，而其他歌手则在听到该曲时赶紧赶往演唱

场地。这意味着歌曲开始了，知音者快来的意思。旋律的结构是

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被当地民间歌手称为“硬”声部的为歌曲

的主要部分（上声部），被称为“软”声部的为歌曲的合唱部分（下

声部），又称“起”腔、“答”腔，顾名思义，就是“开始”和“回

答”的意思。这首山歌以衬词为主，声调高亢而雄伟，感染力强。

因此，它被称为逗引高腔平话山歌。 

（二）平腔多声部平话山歌 

先是有了平话单声部民歌，然后在它的方言韵律基础上，逐

步演变才有了平腔多声部平话民歌。平话单声部民歌的歌词有朋

乖韵、金银韵、娇连韵、桥张韵、垂留韵、情乖韵、爷些韵等多

达十六个韵律。每首歌唱的对象不同，所下的韵也不一样，如对

象是情人，则下情乖韵；对象是朋友，则下朋乖韵。

二、松柏汉族平话山歌的艺术特色 

（一）语言特色 

松柏汉族平话山歌要用平话来演唱。平话是汉语言的第八种

方言，平话民歌是汉语文化的一种，有韵有律，内容通俗易懂，

唱起来朗朗上口，人们主要掌握音调、韵律、平仄声之后，采用

七言绝诗的方式就可以创作出来。形式可分为七言家、家信（家

书）两种。七言家每首诗有四句话，每句都是七字。注重押韵，

就像那七言诗，一句、三句末一字是仄声，二句、四句末一字是

平声，一句、三句可以押不同的韵，二句、四句必须押韵，而第一、

二句间用相对固定的韵律连接，第三、四句间用固定的“队”（平

话人的“队”意为“们”“我队”“伝队”，即我们这群人之意）

这一辅助音来相连，表示和谐、亲热，这是平话民歌与其他民歌

最大的区别。如：“历代贤才凭苦读，古今名相靠钻研。凌魂直

上青儒府，一举成名天下传。”“读”与“府”便是仄声，“研”

与“传”便是平声，且第二句“古今名相靠钻研”与第四句“一

举成名天下传”都作了押韵处理。家信句式则相对比较自由，这

种句式前后七言，中间的韵律有三、五、六、八字不等。如，“一

报我朋栽种竹，搬坭归壅土，得成林，咪系路旁摆竹根呀！十报

去贩英容伞，舅个英容好，遮盖伝，舅咪移阴遮别人呀！”

（二）语调特色 

悠扬、平缓、原生态，是人们听松柏汉族平话山歌时的第一

感觉。唱法有感而发而毫无雕琢，即兴歌唱而自然成趣，不但可

以自由发挥歌曲曲调，歌词也可以即兴创作，更可以通过音调的

节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声部之间既有独

立的音调，又有背景和声部分，相互协调，音色柔和；也有的宽

广嘹亮，粗旷高亢，曲调上古老悠扬，地方色彩比较浓厚，风格

上淳朴健康，生活气息浓郁，生动比喻。

松柏汉族平话山歌的语调具有超凡的声音魅力，无论是高亢

飘逸还是深沉沧桑，都充满着当地原生态的浓厚野性。

（三）旋律特色

松柏汉族平话山歌的旋律与唱腔都是独具特色的。因为用平

话言所唱，韵律的音调决定了旋律的走向。它的多声原理是：每

当上声部“硬声部”唱至旋律的衬词时，其下声部“软声部”则

有固定规律地进行商——宫——徴的三音下行，并与“硬声部”

韵律衬词的音高羽——徴构成 4 度、3 度、同度的和声进行，没

有壮族多声部民歌的 K2 进行，具有协和性特征。旋律清晰，调式

丰富，形式多样，带有较强的风俗习惯和民族风情。节奏和节拍

相对自由，富于变化。且是没有伴奏的，都是口头演唱，因而听

起来非常的古老、朴实、自然、沁人心脾。

三、松柏汉族平话山歌传承途径

（一）松柏汉族平话山歌生存现状 

南宁市松柏汉族平话山歌有 400 多年历史。传统的中秋节前

后的山歌演唱活动除“文革”时受冲击外，每年都能正常举行，

目前面临濒危的表现有以下几点：

1. 受到各类娱乐节目及网络技术的影响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广西南宁市兴宁区三塘镇、四塘镇、五

塘镇等地的很多男女青年都会唱平话山歌，他们在谈情说爱过程

中，从初恋、热恋到结婚，言情说事，大都以对歌形式进行，以

歌传情而结情。如今，随着现代化城市的迅速发展，人们的娱乐

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从电视、手机到电脑，各种新兴事物无不刺

激着人们的眼球，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年轻的人们

长期受开放的经济文化影响，更喜欢层出不穷的各种娱乐、综艺

节目。长此以往，松柏汉族平话山歌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被忽视、

埋没而备受冷落。

2. 乐曲老套陈旧枯燥乏味

松柏汉族平话山歌大都是经民歌手口口相传才流传下来的。

许多歌曲虽然经时代的发展有所演变，但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

还是比较老派，陈旧，带走浓浓的年代感，并不符合现代人的审

美标准。在舞台表演形式多样化的状态下，松柏汉族平话山歌会

受到其他乐队和个人爱好的影响。而且，人们觉得松柏汉族平话

山歌流传了这么多年，永远都是一个味道，曲目老旧，让观众觉

得枯燥乏味，毫无新鲜感。

3. 传承主体面临“绝响”难题

中国艺术学院的田青教授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现代社

会正在快速发展，就像一列快速行驶的火车，原始的民歌就像那

放在车窗上的一次性纸杯。当窗户打开时，纸杯就落下去了。”

松柏坡虽然村民很多，但只有二三十位老人会唱平话山歌，其中

大多数还是五十岁以上的村民，歌师黄南津说：“如果地方政府

不采取措施保护它，就不要说会唱平话山歌，就连会说平话这种

语言的人也会在三到五年内迅速萎缩。”随着原有的歌师和老艺

人逐渐衰老或死亡，民间歌手也越来越少。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

时间与精力去创作新作品，很多经典的好听的乐曲也随之消失了，

且此歌种没有特殊自然环境含义的场地，就难以举行对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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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态民歌正在走向衰亡。

虽然松柏汉族平话山歌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但是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这一歌种有消亡的危险，所以需要立即采取强有力的

保护措施，使松柏汉族平话山歌得到传承和发展。

（二）原生态传承

1. 政府应加强民族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作为社会组织的管理者，政府的文化政策和指导对于民族文

化的传承、传播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为了保护平话山

歌的文化精髓，政府首先应全面细致地开展普查工作，彻底摸清

松柏汉族双声的历史沿革、发展的规律、民歌的双声原理、活动

情况等全部状况。将普查资料分类、归档，整理入数字库，开展

汉族双声的理论研究工作。其次，以三塘松柏村山歌队伍为保护

重点，以点带面全面组建四塘、五塘、九塘的民间平话山歌队伍，

多组织演出，山歌队有演出活动就有生命力，就有发展壮大团队

的希望，是目前最现实和最有效的保护措施与方法。最后，每年

都要举办民歌合唱节或田园艺术节，与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交轨，

多相互交流与发展，把辖区内的原生态民歌艺术的保护与建设推

向新的台阶、新的格局。

2. 与学校教育相结合

教育行业是优秀传统民间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领域。近年

来，我国对于艺术教育愈加重视，尤其是在如何将传统曲艺引进

校园方面做了许多探讨与研究。地方和学校应当在尊重当地的人

文、地理知识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将松柏汉族平话山歌引

进各大中小学，进一步加强松柏汉族平话山歌在艺术教育方面政

策的实施，提升其在教育教学方面的影响力。首先，将松柏汉族

平话山歌纳入编写的乡土民间音乐教材，进行教授学习，培养学

生的兴趣爱好，让学生能够了解和学习自乡本土生长出的文化硕

果，感受其独特的艺术色彩和魅力。其次，在三塘镇的中小学开

办学生民族文化兴趣班，编写双声部民歌教材，并组织中小学生

民歌合唱团。最后，可以聘请民间老艺人到学校对音乐教师进行

山歌演唱艺术方面的培训，为松柏汉族平话山歌的传承加强师资

力量的投入。

3. 加大对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人的重视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传承人是最重要的活态载体，

是活的“宝藏”。因此，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承人身上。对于一些在松柏汉族平话山歌专业能力方面有

突出造诣的、在传承与发展方面有一定成绩的民间山歌手予以适

当的经济补助，从而使民间艺术家在民族民间优秀的传统文化和

艺术传承中的热情和积极性大大增强。同时，要组织一些青年群

众组建平话文艺队伍，不定期开设平话山歌表演培训班，聘请专

业教师下村培训指导群众业余文艺队的骨干和平话山歌的爱好者，

并在春节、重阳节等节日组织歌手进行唱山歌比赛，实时跟进学

习进度，检查成果。南宁市兴宁区三塘镇文化站干部也要加强对

松柏山歌队的关心，展开调查活动，投入资金组织开展文艺团队

文艺汇演等，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松柏汉族平话山歌这一民间艺术

得到更大的发展与传承延续。

（三）传统与现代结合

为了更新和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松柏汉族平话山歌，首先要发

掘出其自身的潜在魅力。一方面要展现松柏汉族平话山歌的特点，

一方面要张扬其个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保留松柏汉族平

话山歌原生态的音乐元素前提下，又加入一些现代元素，与现代

形势下的音乐形态相结合，创作出一些新颖的曲目，能够在各个

年龄层之间都游刃有余，这是确保这一民间文艺形式的本分之道。

如在歌唱“美丽南宁·清洁乡村”活动中，潘国娥歌师与搭档所唱的：

“美丽南宁实在好，垃圾不得乱丢弃。卫生公约同遵守，条条大

路得新开。”押韵的语调和简单的文字，都让观众感到非常亲切。

贴近如今的生活，贴近大众，人们才会对松柏汉族平话山歌的了

解更加深入，喜欢传唱山歌，也能够明白到此歌种一旦消失，将

永不再生的高危处境。

四、结语

总之，在中国民歌集成中，松柏汉族平话山歌有其独特的魅力。

通过挖掘、整理、抢救和保护松柏汉族平话山歌，研究其民歌的

发展过程、民族音乐史、多声原理、民族审美观等都有很重要的

学术价值。如今，松柏汉族平话山歌所面临的问题也正是我国传

统民间文化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能眼看着松柏汉族平话山歌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渐消亡，直至消失不见。所以，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为保护松柏汉族平话山歌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拿出实

际行动，传承和发扬这一民间艺术，使松柏汉族平话山歌能够随

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能够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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