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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族概况

傣族历史悠久，是古越人的后裔，是一个跨境的民族，人

口总数为 126 万余人（2010 年统计）。中国傣族主要分布在云

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耿马傣族

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其余散居于元江中

游的新平、元江、金平等 3 0 余县。据史籍记载，傣族最早的

称谓是“滇越”。后又有“掸”、“金齿”、“黑齿”、“白衣”、“百夷”

等族称。20世纪50年代后, 统称为“傣族”。傣语属于汉藏语系

壮侗语族仕傣语支，傣族绝大部分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其民俗

节日主要有泼水节（傣语称“桑堪比迈”）、关门节和开门节等。

傣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音乐种类多、音调美、民族

特色浓厚。主要体裁有民歌、器乐、歌舞、说唱音乐、戏曲音乐、

宗教音乐等六大类。傣族民歌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它是傣族社

会最古老的艺术之一。傣族音乐因地域不同又有所差异。据龚茂

春统计，傣族民歌包括44种调子, 流传至今的有8种，分别是山

歌调、鹦鹉调、鼓调、十二马调、哭调、念经调、戏调、念诵调。

2  傣族山歌调

山歌一般在田野间、山林间插秧、放牧或行走时演唱，主

要是歌颂优美的自然风光，反映人们的生活面貌，赞美辛勤的劳

动成果以及讴歌祖国的繁荣富强等。另外，其主题也不乏表现男

女青年间爱慕之情的。傣族山歌与其他民族开阔、高亢的山歌风

格，即“高腔山歌”有着天壤之别，它属于“平腔山歌”，蕴涵着

自身独特的气质。由于傣族傣族自然地理条件不同，其主要生活

在平坝地区，语言声调比较柔和，所以傣族山歌旋律比较细腻婉

转，更加柔美抒情。傣语包含了六个舒声调和三个促声调，属于

有声调的语言，因此吟诵性是各地傣族声乐体裁作品的旋律特征。

傣族山歌演唱形式自由，既可以独唱，又可以男女对唱，还可以

合唱。唱词有传统的和新编的，也会有感而发即兴编唱。歌词句

式长短不拘，很少有整齐方整的结构。曲体结构主要分“喊哈扔”

（译为一节歌，即一个乐句即结束全曲）；“喊双哈”（译为二节歌，

即上下句构成一个完整的段落）；“喊散哈”（译为三节歌，即在二

节歌的基础上，加一个赞美和比喻性质的短小乐句）等。唱词内

容十分广泛，各个傣族地区流行的山歌不同。德宏地区流行的山

歌丰富多彩，有芒市山歌调、盈江山歌调、瑞丽山歌调。

2.1 德宏地区山歌

2.1.1 芒市山歌调

芒市山歌调主要流行于潞西县一代。芒市山歌又可细分为城

子山歌（傣语为“喊麻勒姐”）和坝子山歌（傣语为“喊麻勒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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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麻”是山歌，“勒姐”是城子，“勒勐”是坝子。城子山歌流行

于城区，音调较高，唱音悠扬、柔美，节奏平稳，速度适中。坝

子山歌流行于农村，音调比城子山歌稍低，节奏缓慢，起伏较大，

浑厚有力，音乐开朗质朴。谱例1《喊麻勒姐》为五（六）声宫调

式，音列为：do re mi (fa) sol la。上乐句停在re上，下乐句

终止于宫音do。旋律进行以三度的小跳和五度下跳为特点。特性

终止式的主音do尾部以上方大三度或纯四度滑音润饰。长音re的

虚波颤唱法颇具特色，此外还有滑音装饰。

谱例 1 （选自张兴荣《云南生态民族音乐》）

谱例2《喊麻勒勐》为五声商调式，两句体非方整性乐段

变化重复。装饰音有倚音、波音。歌词中有衬词有“撒罗”。

谱例2（选自张兴荣《云南生态民族音乐》）

芒市地区的山歌还有“喊班套”, 意思是“老人山歌调”

或“古老山歌调”，其流传地域较小。吟唱这类山歌的主要是中老

年人。“喊班套”唱词内容多体现男女爱情和自然风光。曲调短小，

多为五声羽调式，节奏平稳，音乐风格古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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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芒市山歌多为宫、羽调式；音域主要在八度以内；

旋律进行比较平稳，主要是级进和小跳，偶尔有五度、小七度

大跳；旋律中常有羽调式—宫调式或宫调式—羽调式的调式交

替；旋律有时向下五度转调，让音乐风格更婉转深情。

2.1.2 盈江山歌调

盈江山歌（傣语为“喊麻勐腊”）主要流行于盈江县一

带。音调较高，节奏明快，跌宕起伏，粗犷豪放。

2.1.3 瑞丽山歌调

瑞丽山歌调流传于瑞丽县一带，瑞丽的傣族称水傣（傣语

称“傣崩”），与德宏州其它地区的傣族不属于同一支系。瑞

丽山歌常被称为喊同卯或瑞丽水傣山歌。与芒市山歌明显不同，

喊同卯有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喊同卯的曲调多为徵调式，旋律

悠长而清晰，进行常有大跳出现，尤其是do — sol 的五度上行

跳进和sol — 1a（低）的小七度下行跳进。瑞丽地区男女对唱

的歌被称为喊必央爽，意思是“俩相爱歌”，其旋律与喊同卯

区别不大。谱例3《喊必央爽》mi la 的长音都用了虚颤音装

饰。典型的旋法是：sol-mi-re-do 下行或迂回下行的泛音式五

度反弹，给人以空幻和宁静的感觉。

谱例 3 （选自张兴荣《云南生态民族音乐》）

瑞丽地区还有两种山歌，即喊傣良和喊楞挡。这两种山歌

是从缅甸傣区流传而来，其音乐风格特点不同于喊同卯，旋律

中常采用变徵音#fa，属于七声羽调式。

2.2 西双版纳地区的山歌

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山歌特点主要表现为音乐欢快，节奏鲜

明。曲调多为五声宫调式，徵音so1常在旋律中和乐句终止时出

现，而到乐句、乐段结束处才出现稳定的宫音do。角音mi在音乐

中反复出现，是旋律中重要的支柱音。版纳的山歌旋律平稳，多

在八度以内，以级进和小跳为主，偶尔有五度的跳进。该地区男

女对唱的情歌曲调与山歌区别不大。

3  山歌的保护和传承

傣族山歌是傣族民间音乐的一个重要分支。德宏州的山歌调

最多，给艺术创作提供了宝贵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随着社会

的发展，傣族人民同外界的交流增多，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

击和影响，尤其是流行音乐，因此本民族最珍贵的文化传统被

逐渐淡化。44种山歌调流传至今的只有8种，现在听到的大部分

是傣语翻唱的流行歌曲。这种文化生态的改变使少数民族传统音

乐面临着生存危机，这将造成一个民族文化的巨大损失。因

此，保存和发展是新时期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很好地保护即将

消亡的曲风和乐种的方式。但也不意味着少数民族音乐将一成不

变地继承，保留原文化的同时，也要与时俱进，借鉴、吸收

多元的现代音乐，这样才能一直让民族音乐保持活力，使其得

到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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