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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南疍家人在创造了海上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创造了疍家咸水歌。疍家咸水歌亦称“水上民歌”，是以海

为家的疍家人千百年生活历史的活化石。疍家咸水歌汉族民歌的一部分，是早年疍家人迁徙漂流历史叙事

的真实艺术再现，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在丰富海洋文化、助推海洋文明中，留下了珍贵音乐

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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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长期生活在

海上以捕鱼为生，被称为疍家人。有史料记载：“疍家人

的祖先大多是中原汉人。”唐宋时期，大批的中原难民被

迫往岭南一带迁徙，造成了岭南地区生存空间的危机，这

时人们把目光转移向大海，逐渐在海上定居，演变为渔民，

再由渔民演变为现在的疍民。咸水歌是生活在海上的疍家

人演唱的传统民歌，最早出现在广东地区，随着疍民不断

地向西南、东南、南海热带海域迁徙，咸水歌也被广泛传

播到福建、广西、海南甚至更加遥远的东南亚地区。由于

各地的方言不同，咸水歌的发展慢慢与当地方言相结合，

在歌词、旋律等方面形成了南海地域特色。 

 

图 1  民间收集的咸水歌歌本 

海南地区的疍家咸水歌被当地人称为“水上民歌”（见

图 1），在疍家人中传唱度很高，70多岁的疍家咸水歌传
承人张发结说：“我们那个年代，是疍家人就一定会唱咸

水歌，不会唱的肯定是‘哑巴’。”[1]疍家咸水歌记录了水

上人家疍家人的生活与劳作，抒发着面朝大海的疍家人的

情感，歌唱着他们的寂寞、艰辛、喜悦与美好的向往，在

艺术审美方面，具有以下特征： 

1  海南咸水歌是海南疍家人的生活写照，形成了海

上流动的音乐景观 

自古以来，疍家人的社会地位都比较卑微，特别是封

建时期，受台风、寒潮等恶劣的海洋气候影响以及官府衙

门对疍家人的鄙视、欺压甚至驱赶，迫使疍家人刚刚适应

了一个地方的生活环境又要向其他海域迁徙漂流。这种不

断的随海漂泊、四处流浪的生活模式，一方面不断的提升

了疍家人的海上生存能力；另一方面，疍家人走到哪，咸

水歌就唱到哪，形成了海上流动的音乐景观。 
三亚咸水歌传承人郭亚清最喜欢的一首《祖先漂泊到

海南》中的歌词这样唱到：“祖先漂泊到海南来，生活条

件好艰（喽）难，住在（个）水排茅盖顶（喽），族外（呀），

称俺疍家（喽）人，出海捕鱼小旧船（喽），风大浪高漂

天涯，天不下雨没水喝，若遇到（啊），海风难（呀）回

头（喽）”，这首歌唱出了海南疍家人在海上迁徙途中的艰

辛、生活条件的艰苦、出海劳作的危险性以及内心的辛酸。 
虽然疍家人的生活简陋，受到外族人的歧视，尽管他

们有孤独和苦闷，但是咸水歌仍然记录了他们生活中的美

好，在歌曲《织鱼网》中，就歌唱了在日常劳作中青年男

女之间的爱情，也表现了疍家人对唱咸水歌的喜爱：“织

鱼网啊，织鱼网，哥妹喜欢唱渔歌，海风吹来烈日晒，渔

家姑娘织鱼网。”从歌词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疍家人一

般男人出海捕鱼，女人在家劳作。每当夜晚出海捕鱼时，

面对着寂静的大海，唱咸水歌也成为了他们劳作中的一部

分，有时大家一起唱，有时一个人唱，有时你一句我一句，

传承人张发结说，为了防止打瞌睡，他们就这样一直唱、

一直唱，可以唱到天亮。 
除了《织鱼网》，反映疍家人劳作的歌曲还有《十月

种花》，曲调优美、情绪爽朗，描写了疍家姑娘种花的场

景。歌词中提到 4-5月种花太阳最晒，能把花盆晒裂，6-8
月种花，雨季会把花蕊浸泡腐烂，9-10月的气候最适宜种
花，种出的花鲜艳美丽，花香四溢。从这首歌曲中，我们

可以了解到海南地区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对生活的影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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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疍家姑娘的勤劳与智慧。更重要的是，疍家人除了长期

的海上漂泊生活，也不排除逐渐转移到岸上活动。 
海南的疍家咸水歌唱出了疍家人的心声，勾勒出了疍

家人的生活画面，除了日常劳作的劳动歌曲和歌唱美好爱

情的情歌之外，疍家咸水歌也有描绘婚丧嫁娶等内容的仪

式歌曲以及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的爱国歌曲。在一首歌

颂三沙的歌曲中这样唱到：“西沙、南沙和中沙，祖国宝

岛是我家们的家，我们日夜在你身旁，世代靠你永不

忘……”疍家人将生活融入歌曲中，在歌声中开始和结束

一天的海上生活，疍家人的生活中处处有咸水歌，咸水歌

将疍家人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与情感的宣泄交融在一起，成

为一部记录着疍家人的迁徙史，浓缩成疍家人海上漂流的

一个缩影，隐藏着疍家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成为疍家

人的精神食粮。 

2  海南咸水歌是多种语言和多地区文化的碰撞，具

有融合性的审美特征 

疍家人的咸水歌从广东传到广西，从福建到海南，有

一个讲粤语的惯性特点，在广东粤语的基础上与海南白话

相结合，就形成了海南疍家咸水歌的语言特征。那么，迁

徙到岭南地区的中原人演变而来的海南疍家人为何将广

东粤语作为习惯用语，又是如何与海南当地白话同化的

呢？疍家咸水歌可以引领我们找到答案。 
疍家咸水歌之所以可以广泛流传，不仅仅是由于它唱

出了疍家人的心声，其重要原因之一还有其语言特点和习

惯与疍家人演唱声调极为吻合，疍家人的咸水歌能够抒发

乡音乡情，使海上漂泊的同伴容易产生共鸣。[2] 
与其他地区的民歌一样，疍家咸水歌作为海南疍家人

的“水上民歌”，歌词中也常常加一些衬词，如句尾加入

类似于感叹词的“喽”、“哎”、“啦”、“来”等，句中做连

接的“呀”、“呢”等。海南疍家咸水歌按其风格分为两种

形式，一种是用粤语+海南白话唱的古老歌谣，语言朴实
自然，采用依字行腔的方式演唱。另一种是受汉族文化影

响且用海南方言演唱的叙事曲，彰显地方语言特色。从他

们的表现内容上看，无论是劳作歌、情歌、敬酒歌等，都

体现着早年疍家人受到的封建男尊女卑的思想影响，疍家

女的社会地位不高，参与的社会活动范围具有局限性，因

此，在海南疍家咸水歌中，表现女性主题的情歌有很多。 
咸水歌与疍民传统风俗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些风

俗中还会有固定的咸水歌唱词和唱腔，比如婚嫁中的坐高

堂仪式来命名的高堂歌、亲朋送礼唱送礼歌、待嫁女子唱

哭嫁歌等。 
正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浇灌着一方

文化。海南疍家咸水歌在热带海洋的水域环境中孕育而

成，如歌中唱到：“渔家人仔福乐多，哥妹织网又唱歌，

咸水歌飘十里过。”体现着不同于内陆居民的鲜明的水文

化特质，伴随着疍家人的风俗习惯、语言特征等显示着其

独特的文化功能。海南疍家咸水歌是一个鲜活的音乐形

态，它的传播是研究海南历史、语言文化演进的直接依据。 
咸水歌自广东兴起，沿着大海的流向传播到广西、福建，

传播到海南的海口、三亚、陵水、崖州等地，很自然地形

成了多种文化元素的碰撞与融合。回望疍家人早年的迁徙

历史，被迫南迁的中原人并没有排斥南方的生活习俗，并

接受了岭南文化和当地语言，他们积极的融入到新的生活

环境，倾听、模仿并逐步学会了当地的粤语，并通过学习

演唱咸水歌增加了与当地居民的沟通与交流。语言的深度

同化进而推动着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汇聚，伴随着咸水

歌的流行和传播，加速着中原人从难民到渔民再到疍家人

的身份转变。 
海南疍家咸水歌这种以粤语为基础的粤语+海南话+

当地方言的多种文化元素的碰撞与融合，进一步再现了咸

水歌的语言迁徙的历史流变过程，形成了多地语言复合同

化的综合特质和审美品貌。他们在漂流中以族群的方式传

播，音乐语言丰富且表现出了海洋音乐民族性特征，显示

出了疍家人不断吸取着沿海各地海域新的民间艺术元素，

力图用歌声去证明一个族群的存在。他们一路高歌，不断

寻求更好的生活空间，沿海漂流到最南端的南海海域，打

造着海南汉族音乐文化的名片。 

3  海南疍家咸水歌的即兴性特征 

疍家人长期在海上漂泊生活，条件艰苦，咸水歌是他

们日常生活的陪伴与交流，受条件的限制，疍家人创作的

咸水歌并没有能够很好以标准记谱的方式承传下来。在咸

水歌的传唱过程中，大多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实现的传承

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曲调就会发生变化，以至于在现

有收集到的乐谱中我们会发现，咸水歌的节奏、节拍不稳

定，跨小节连线比较多。在分节歌的作品中，每段的旋律

都会有小的装饰性的改动。同一首作品不同的传承人演唱

的曲调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就给整理记谱增加了难度。

但正是由于咸水歌在传唱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使得咸水歌

的演唱更加灵活、不拘一格，体现了疍家民歌演唱的即兴

性和灵活性，这一点也与疍家人“以舟为家”四处漂泊的

生活状态相吻合。 
此外，疍家人简单随性，淳朴而又富有创造力，许

多疍家人可以看到什么就唱什么，现场发挥、即兴演唱。

在田间、基围、河堤、树下，到处是歌台。咸水歌的演

唱形式也丰富多彩，有独唱、二重唱、多人表演唱、叙

事歌谣等。男女老幼只要碰到一起，便以咸水歌抒发感

情，或独自哼唱，或田间河涌上对唱，或搭歌台斗歌。

那些被称作耕仔、耕女、钓鱼仔、水草妹的人们，不管

春夏秋冬、风吹日晒，只要兴趣一来，就可以大展歌喉。

疍家咸水歌的演唱形式由于属于口语化的吟诵式，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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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即兴演唱的方式，能够快速拉近演唱者与听众之间的

距离，帮助二者进行情感交流与互动，增强音乐的艺术

表现力与感染力。 

4  海南疍家咸水歌悠扬动人兼具粤剧的气质，彰显

地域性审美特征 

海南疍家的咸水歌具有热带海洋的滋味，曲调悠扬、

委婉动人，共有四个唱调，分别是木鱼诗调、家姐调、咕

哩美调、白啰调。其中，家姐调又分喜调和悲调，构成了

多姿多彩的音乐旋律和声腔。四个唱调以五声音阶为基

础，根据不同的主题搭配不同的歌词，旋律不变。木鱼诗

调为徵调式，曲调轻盈欢快。疍家人在闲暇走亲访友时，

聚在一起欢歌，大多唱木鱼诗调。家姐调为徵调式，几乎

不使用 3这个音，捕鱼满载而归庆贺的时候，唱的是喜调。
咕哩美调是咸水歌中表示开心快乐的声调，徵调式，旋律

主干音前乐句围绕 3和 6，后乐句围绕 6和 5。疍家人举
办婚礼庆典的时候一般用咕哩美调。白啰调为加入清角的

六声宫调式，曲调平缓，以叙事为主，疍家人出海打鱼唱

的水上歌谣一般采用白啰调。 
疍家咸水歌是在生活和劳作中产生的，结构短小精

悍。出海捕鱼时，遇到台风暴雨，为了保持船只的步调一

致，从而安全返航，疍家人会齐声高唱号子；在结婚庆典

上，女儿要唱“哭嫁调”，男人要唱“追女仔”，营造婚礼

的气氛；在失去亲人的葬礼仪式上唱悲调。 
海南疍家咸水歌的旋律受其语言音调影响，歌词结构

为一首一节或一首多节，句式以七言为主，押韵在偶句，

节与节之间可换韵，结构多为不规整乐段，形成了自身的

特征。疍家咸水歌的旋律主要以同音反复、级进和四、五

度跳进为主，很少有大跨度的跳进旋律。这可能与疍家人

长期居住在海上，活动空间局限于小渔船，加上社会地位

不高，性格比较低调、平和有关，歌曲旋律在中低音区居

多，并且旋律平稳，起伏不大。在下面的谱例中，我们可

以开到，这首《哥送我到海边》最高音到中音区的 3，最
低音到低音区的 5，最高音与最低音的差距仅仅六度，乐
句旋律以级进进行为主。在咕哩美调和白啰调中，还会出

现一字对应多个音的旋律，如白啰调《升棚》的第一句句

尾，一个字对应 10个音符，第三句开头一个字对应 5个
音符，旋律模仿粤剧，带有点戏曲的味道。此外，由于演

唱中歌词里粤语的发音特征，疍家咸水歌的创作中还比较

习惯性的在乐句末尾加一个轻柔的下滑音，这个下滑音的

加入丰富了音乐曲调中的岭南味特色，强化了旋律的抑扬

起伏（见谱例 1）。 

 

谱例 1 

与疍家咸水歌的旋律同样简单的是它的节奏、节拍，

疍家咸水歌的节奏型以四分音符和双八为主，此外还常使

用大附点、小附点、大切分等，与内陆地区的民歌节奏多

样化比起来，疍家咸水歌更加朗朗上口，易于传唱。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歌谱中的跨小节连线偏多，这有可能是由于

口耳相传的方式影响了记谱，也有可能是疍家人偏爱这种

不规律的重音。总之，这样富有特点的旋律和节奏形成了

海南疍家咸水歌平缓的曲调，反映了疍家人与世无争的个

性，戏剧化的长音反映出疍家咸水歌对粤剧的借鉴，体现

了民歌的地域性审美特征。 

5  结语 

因为迁徙和漂泊，有了疍家人和他们的咸水歌，他们

一路迁徙一路歌，从此南海上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海

南疍家人用简单的曲式结构和音乐曲调将生活中的各种

元素融入到咸水歌中来，题材涉及极其广泛。他们用小小

的形式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告诉后辈他们一路走来的艰

辛，但是从不对生活失望。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革，

疍家人已经结束了海上漂泊的生活，转移到陆地居住，那

些漂荡在海上的动人旋律依然在大海和陆地之间回荡，只

是声音日渐微弱。2020 年海南地区的咸水歌申请了非物

质文化遗产，现有的传承人正在不遗余力的发挥着自身的

作用，将记录了几代人生活图景的咸水歌继续传承下去，

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与发展，让更多的人了解海南地区

的疍民以及他们的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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