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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民歌作为我国地方民歌中具有独特艺术特征的传统民间
艺术之一，经常用来歌唱历史人物或民间传说故事。山西民歌旋
律优美，感情真挚，并且内容十分容易理解。《大红公鸡毛腿腿》
作为山西民歌中十分有代表性的的作品之一，具有十分独特的艺
术风格和十分鲜明的地域特色。

1　创作背景
山西民歌《大红公鸡毛腿腿》是一首广泛流传于山西省忻

州市定囊县一带具有典型山西地域特色的民间歌曲，目前广为传
唱的歌词与谱例是1982年山西省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刘铁柱在对
山西省忻州市定囊县民间传唱的民歌进行收集整理后，记谱、填
词完成的。《大红公鸡毛腿腿》作为一首十分有代表性的定襄民
歌。独特的山地地形与季风气候形成了定襄豪爽愉悦的文化特点，
造就了当地特色的民间音乐文化。深厚的文化、复杂的地形、独
特的生活方式和气候，形成了定襄民歌独特的艺术风格。

2　曲式结构分析
该曲的曲式结构为并列单二部曲式，曲式结构图为：
               A                        B
a              a1            b         c         d
1—4          5—8        9—13    14—20  21—24
4                   4            5         7         4
 D徵六声加变宫
如图所示，该并列单二部曲式由两个乐段构成，全曲的调

式调性为D徵六声加变宫调式。
第一乐段为1-8小节，是由两个材料相同的乐句构成的平行

乐段。。乐句1为第1-4小节，乐句 2为第5-8小节，沿用了乐句
1的材料，最后结束在徵音。

第二乐段为9-24 小节，是由三个乐句构成的乐句群结构。
乐句1为9-13小节，采用了紧缩的手法，重复“2321 71 226 5”
这一材料。乐句2为14-20小节，该乐句共7小节，单大部分都在
重复“1265”这四个音，目的是巩固该歌曲的地方风格。乐句3为
21-24小节，该乐句节奏较为密集，也是全曲最有技术含量和特色
的一句，可称为点睛之笔，最后回归至徵音结束。

3　情感意蕴分析
通过前面对于歌曲《大红公鸡毛腿腿》曲式结构的分析，

可以将歌词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旋律反复三遍但内容不
同的三句歌词；第二部分为利用大量虚词来进行情感表达但歌词
并无实际意义的部分。第一部分三段歌词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色
彩，通过歌词内容可以发现这应该是描写女子内心情感的爱情歌
曲。第一句，虽直接描写大红公鸡的形象特点，但根据后面的歌
词“你才是小妹妹的心上爱”和“人里头挑人就数哥哥你”可
以分析出，第一句歌词“大红公鸡毛腿腿，吃不上东西白跑了
腿”采用的是比喻的手法，将女子心爱的“哥哥”比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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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公鸡”，这样第一句歌词就可以理解为:“女子心爱的男子英
俊潇洒就好比大公鸡一样威风凛凛，但女子并没有留男子在家中
吃饭，让男子白跑了一趟。”这一句歌词体现了女子对心上人的夸
赞以及在见到心爱的人时内心的娇羞。反复后第二遍歌词的第一
句“二两稀粥熬白菜，你才是小妹妹的心上爱。[]”这句歌词女子
就直接称呼男子为“哥哥”并且开始为“哥哥”做饭吃，说明两
人的感情逐步加深，女子也没有一开始那样羞涩。第三段歌词第
一句“满天星星一颗颗明，人里头挑人就数哥哥你。[]”这时女子
对男子的感情已经情深似海，内心深处已经认定男子就是值得自
己托付一生的人。

歌曲的第二段歌词使用了大量的虚词来表达作者内心的情
感，但在虚词之中也穿插入一些能够直接表达女子内心对未来十
分憧憬的句子，例如：“杨柳叶东夏长青，一粒果果，一粒果果”
这一句歌词刻画出女子期望自己与心上人的感情能够像杨柳叶一
样东夏长青长长久久，也希望能和心上人能够子孙满堂。而“观
明灯照，马家来了”则是形容的娶亲的场景，“观明灯照”形容热
闹、喜庆的场景，而“马家”则是代指男方的娶亲队伍。通过对
两段歌词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这是一首刻画女子内心情感变
化的爱情歌曲，从三个阶段向大家描述了女子在遇见心上人时内
心的情感变化。

民歌源于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实践，《大红公鸡毛腿腿》
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为山西民歌增添迷人的艺术色彩，表现出
不同地域的审美情趣。结合笔者对于山西民歌《大红公鸡毛腿腿》
的音乐结构和情感意蕴的分析，期望为声乐学习和演唱者在声乐
艺术的发展道路上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对民族歌剧的研究和教育
工作的进一步拓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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