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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巴渠民歌作为巴人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内容上，既有反映

巴蜀人民辛勤劳作的内容，也有反映青年男女的婚恋的内容，
在风格上，既有豪迈疏旷的一面，又有委婉含蓄的一面，因而

在巴渠民歌中处处显示着巴人文化对于它的影响。由于巴渠民歌

所处地域的特殊性，所以巴渠民歌虽历经战乱与人口迁移仍保有
核心的内容风格与声腔调法。

1　巴渠民歌的主要特征

现存的巴渠民歌中有相当的部分可以清楚地反映民歌在不同
时期的变化，通过对这些巴渠民歌的分析研究可以发现，巴渠

民歌的歌词与内容同巴人文化密切相关。

1.1曲式地域特色鲜明
在分析巴渠民歌的曲式时，不难发现巴渠民歌中经常用到的

是单乐段，而这种乐段也常出现在即兴的散曲民歌当中。单乐

段同复乐段相比，更加简短，所表达方式的也更加直接。在巴
渠民歌中，单乐段中的乐句随着伴奏的变化而变化，往往显得

更加即兴，而复乐段以单乐段为基础，乐句更加多样化，表现

的内容也更加复杂。引起关注的是，民歌中的乐段界限并不明
显，而是两相融合赋予巴渠民歌独特的音乐性[1]。

1.2乐句灵活技法多样

在多数的巴渠民歌乐句中含有复杂多样的技法，而在诸如重
复、变奏等技法经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导致乐句在实际使用中

可以通过这些变化展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这些在不同组合后得

到的衍生旋律，同巴人自由不羁、乐观豪放的文化风俗紧密相关，
使运用这些衍生旋律的巴渠民歌更加灵活多变。这些乐句融入了

巴人的生活情景，是经过巴人审美检验后的结果。历经时代的检

验，这种将不同技法组合的创作方式已延传到现代巴渠民歌的创
作之中。

1.3应用逻辑的对称美

在分析巴渠民歌的用语用调方面，可以发现巴渠民歌在创作
时重视歌词的延续性与用调的韵律。它的韵律相对严谨，体现出

巴人文化中对于“美”的定义与传统音乐所拥有的对称美。巴渠

民歌中的歌词俚俗直白，浅显易懂，上下句歌词显示出紧密的连
续性。而巴渠民歌的曲调会随着歌曲情感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

化是合乎对称规律的，使巴渠民歌有种独具一格的音乐美。由歌

词和曲调的结合而成的巴渠民歌，显示了巴人文化中巴人具有的
正直勇敢、乐观坚强的品格和情怀[2]。

2　巴渠民歌的声腔调式

2.1四声音阶为主的声腔调式
这种以四声音阶为主的声腔调式为主的特点，是巴渠民歌在

原有的五声音阶基础上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经过筛选与继承而优

胜略汰的结果，体现了巴渠民歌的个性化与地域化。巴渠民歌的
四声音阶是在巴蜀语言环境的影响下，为了使演唱者在演唱过程

中的吐字与音调相匹配，不得不改造传统五声音阶，使民歌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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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与用语相吻合的结果。而在巴渠民歌的四声音阶中“徽调”“羽

调”的运用较“宫调”“商调”更为广泛。

2.2音调结构与音列
正是因为音调结构受到音列的影响，使得民歌之间风格迥然

不同。在巴渠民歌中有着三音列、四音列、五音列的民歌，其中

三音列的民歌最少且多存于劳动号子与说唱结合的风俗小调之中，
四音列和五音列的民歌基数相当，二者皆有一定的地域代表性。

民歌风格的变化受具体音阶的影响较大，通过音调中骨干音的不

同排列组合会使不同地域的民歌有着强烈的反差。通过不同地区
的民歌对比可以看出，巴渠民歌的涵盖地域中，不同区域的民歌

也不尽相同，展现了巴渠民歌的丰富性以及强烈的地域色彩。

2.3偏音与转调
清角、变徵、清羽、变宫四种偏音在巴渠民歌中也有所应用，

其中清角的使用范围最广。而在使用清角时，有一种情况值得人

们注意，那就是在民歌将近结束时才使用清角，令原调式含混。其
他偏音的使用较清角的使用要少得多，因此与之相干的转调也较

少。偏音和转调的使用帮助巴渠民歌过渡了音阶与歌词间的空隙，

使作品在增添地域特色的同时，令民歌更加完美。
3　巴渠民歌与地域文化

巴渠民歌作为具有地域特色的民歌形式，它的用语中含有丰

富的地方方言与当地生活习俗。其中运用的衬词、衬腔所显示
出的就是巴蜀地区的语言特色，当地人民的生活习俗与方言习惯

在巴渠民歌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由于巴渠民歌的形成过程中

曾有过几次大的人口迁移，外来迁移人口将带来的文化融入原本
单一属性的巴渠民歌，使得巴渠民歌在以巴人文化为核心的基础

上融入了多元的民族文化。文化的融合和对原有文化的继承使得

巴渠民歌即便在现代社会同样有一席之地。
4　结束语

经过研究分析，笔者发现巴渠民歌与巴人文化的关系十分

密切，不仅表现在巴渠民歌的歌曲内容反映了巴人的日常生活，
而且巴渠民歌的用韵用调同巴人的语言方式密切相关。在声腔调

式上，“羽徽交融”的调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羽调”主要

分布在少数民族聚集区，“徽调”主要存在于汉族聚集区，因此
“羽徽交融”体现了巴渠民歌是其所属地域中不同民族音乐文化

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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