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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源于生活，全国各地的民歌风格各不相同。从

体裁分类来看，民歌包括山歌、小调和劳动号子，是我

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艺术瑰宝。1 民众用民歌来陶冶情操，

表达释放自己的情感，同时民歌也是民众缓解劳动压力

的一种有效途径。民歌的风格特点与文化地理因素密不

可分，地理环境与文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依据，

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文化地理不仅影响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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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的体裁和风格，同时还是对民歌影响最强烈，最稳定

的因素。民歌最能够反映彼时彼地的社会现状，且流传

速度极快，创作简单，表达直接，因而成为广大民众最为

喜爱的一种歌曲体裁。从各个角度对民歌展开的研究自古

有之，成果颇丰，且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在不断更新中。

1　中国民歌发展现状

民歌是我国民族音乐文化中的瑰宝，也是其他传统

民间音乐种类创作发展的基础。目前我国大部分年轻人

在接触音乐时会选择更具现代因素的流行音乐，对中国

传统音乐的认识十分匮乏，喜欢民歌的年轻人少之又少，

这也是中国民歌在青年人的认知领域中得不到拓展的一

个主要因素，而当代青年是我国未来优秀文化发展传承

的主要力量，因此这种现象对民歌乃至整个音乐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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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十分不利的。我国当代音乐受众对民歌缺少关注

以及重视，加之现代社会文明的高速发展令传统民歌慢

慢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导致民歌走向式微并逐渐被边缘

化，使我国传统艺术文化得不到更好传承。当代青年对

民歌缺少重视的主要原因是其对民歌缺乏学习兴趣，认

为民歌对自己并不具备充足的吸引力。民歌是我国劳动

人民的精神传承，在中国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对中国

社会的发展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反映价值，它是劳动人

民的精神食粮和亲密伴侣，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就当代民歌的发展情况来看，传统的中国民歌时

刻面临着失传的风险，因此针对民歌的相关研究显得十

分重要，如何使民歌继续在我国保持重要地位、促进民

歌的传承与发展，是目前相关人员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2　地理环境与中国民歌的关系

中国民歌丰富多彩，具有多样性与多元化的特点。

民歌产生的背景与当地地理环境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不同地区诞生的民歌，更符合本地域人们的气质、

性格以及审美，这就造就了不同区域的不同民歌风格，

也使民歌的体裁与风格受到影响，使不同地区的民歌表

现出不同的地域区别。文化地理影响着民歌的特征，地

方人们的生活特点也使其对中国民歌的欣赏与审美存在

差异。民歌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劳动过程中自创的歌曲，

其能够直接反映当地的社会生活以及民风民情。随着社

会的发展，民歌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其始终无法背

离地理人文环境和民族文化的特征。

3　按地理区域划分的中国民歌

3.1 江南民歌

江南水乡风景优美，小桥流水旁坐落着古朴的民宅，

有素雅的粉墙黛瓦、清丽的竹林桃花……江南地区依山傍

水，具有十分古秀的特点。江南民歌的主要特征为安静淳

朴，这便与江南人民的生活习性息息相关，水乡人民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安逸的生活温养了其温和的气质，更能凸

显出江南人民心思细腻的特征，因此江南水乡小调充满优

雅抒情与阴柔的特色。著名的江南民歌如：《杨柳青》、《茉

莉花》、《无锡景》等都有细腻优美，柔婉妩媚的曲风特点。

3.2 北方民歌

北方平原民歌风格豪爽激昂。北方平原地区的历史

沧桑壮阔，其地理分布以山林草原为主，且气候较为寒

冷。北方人民性格质朴豪爽，这也在其民歌风格中得到

了体现。北方平原号子整齐划一，慷慨激昂，但其中又

蕴涵着悲壮的格调；东北民歌洋溢着积极向上的乐观主

义精神，其劳动号子中有较多的吆喝唱法，比如黄河号

子《嘹号》等。北方平原号子体现出的刚强与沉重格调

较为明显，东北地区民歌多为鼓秧歌类型，东北地区受

到正统文化的熏陶，民歌中将北方人民强烈与淳朴的性

格凸显得淋漓得淋漓尽致。

3.3 西北高原民歌

西北高原地区气候半干旱、半湿润，黄土高原山地

广阔，交通并不发达且经济发展落后，自然条件与江南

地区相差甚远。[2] 这种地理环境中生存的民众气质中蕴

涵着压抑感，其民歌中充满着劳动人民的情感宣泄，高

亢嘹亮、音域宽广的特点更利于尽情释放自己内心的压

抑与束缚。如信天游这种广泛流传于中国西北地区的民

歌形式中，就包含着明显的陕北民歌特征，其受地域与

民族文化的影响深远，因此其个性特点也更加鲜明。西

北高原信天游更多以情歌的体裁进行表达，比如《三十

里铺》、《走西口》等，这些民歌曲调优美、朗朗上口，

因此在民间广为流传，极受民众的喜爱。

3.4 西南民歌

西南地区主要包括四川盆地、云贵高原、青藏高原

南部和两广丘陵西部等地形。中国面积最大、世界上海

拔最高的青藏高原即位列其中，其地域辽阔且矗立着世

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高原区域文化十分多彩，这种

险峻的地理环境和较为恶劣的气候条件使高原地区经济

发展始终处于落后地位，文化方面的进展也十分的缓慢，

甚至有部分地区环境非常封闭，但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当

地人民拥有属于自己的语言与审美，也拥有着与众不同

的文化风貌。高原人民性格直爽，开朗祥和，很多民族

热情奔放，能歌善舞，这也促使高原的民歌节奏明快多

变、音域广阔、音调较高、曲调多样、内容丰富多彩。

3.5 北方草原民歌

北方辽阔的草原使草原人民拥有悠久的游牧历史，

从而培养了其勇敢热情直爽的性格，这也使北方草原民

歌体现出了豪放开朗的民族文化特色，大多数草原民歌

中广泛地使用白云、蓝天、骏马、绿草等内容，并以歌

声抒发草原人民的内心感受，其民歌风格特色中蕴涵着

人民的热情，这也使人们感受到草原民歌中体现出的劳

动人民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以及安居乐业的生活状态，

经典作品包括《金翅鸟》、《乌力岭》等。

4　文化地理学对民歌研究的影响分析

4.1 体裁

民歌的体裁可以分为劳动号子、山歌和小调三种。

不同地区的民歌作用各不相同，在不同环境中所创造出

来的民歌存在本质上的区别，这就使不同地区的音乐形

式存在一定差异。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

的一门人文地理分支学科，是由希里多德首次提出的，

它研究地表各种文化现象的分布、空间组合等，并对与

此相关的地方文化景观、起源与传播等方面的内容展开

探究。文化地理学也是影响民歌体裁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不同的文化地理学造就不同的民歌体裁。我国具有地域

辽阔，地形复杂的地理特征，存在平原、高原、盆地、

水乡等一系列地形。这些地形对中国民歌的影响也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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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复杂的地貌特征造就了中国民歌千姿百态、风格

各异的特点，这就使民歌的体裁出现了多样化特点。[3]

以从南到北的划分规则可以总结出我国的地理特征大概

为：东部南部临海；长江以南大部分为水乡和平原，同

时也包括部分低山丘陵；黄河下游分布较多的是平原地

区，而中上游主要的地理特征是高原；北部地理环境多

为草原一带，主要包含内蒙古，新疆等城市。不同地区

所形成的不同的劳动方式可以对民歌的体裁造成一定影

响，如以捕捞为主的“渔作曲”主要分布在沿海附近。

在一定情况下，民歌的体裁与风格甚至可以由于不同地

理位置所劳作的产物的不同而受到影响。如，长江流域

种植水稻面积更大，而黄土高原海拔高气候干燥，从而

形成了“粟种区”，草原地带更适合游牧等，于是，长江

稻作区民歌普遍为田间地头演唱的田歌，高原地带盛行

高亢自由的山歌，而新疆内蒙古等游牧地区则流传着广

阔的牧歌。地理特点使劳动人民的劳动感受各不相同，

因此其民歌的唱法也存在区别，如水乡人民擅长船歌。

由此可见，文化地理学的影响促使劳动人民创作出了与

环境相适应的民歌品种，也诞生了多样化的民歌体裁。

4.2 风格

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提出文化地理学主

要通过物质文化要素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性，民歌作为

地方特色的文化要素与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息息相关，其对

民歌音乐的风格具有十分强烈的影响，地理环境限制着人

们的生活区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方人民的性格气

质。随着日积月累的变化，不同地区民歌的创作和形成也

会出现一定区别。民歌受文化地理影响的特点不仅在我国

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在其他国家也得到了证实，比如美

国南方地区多山且地形复杂，造成此地区民歌风格开朗，

其中蕴含着山区人民的刚硬性格；中西部地区环境多为平

原草地，且地势环境更加豁达，所以当地民歌的风格更加

奔放自由，比如牛仔风格的民歌便是出源于美国中西部地

区。文化地理学对民歌风格的影响十分深远，不同地区的

民歌即便题材与体裁相近，其呈现出的风格也存在较大差

异。同时，由于受到地方人民唱法的影响，同样的民歌在

不同地区歌唱风格也各不相同，比如《孟姜女》在我国流

传十分广泛，其曲调表现出来的内容主要是离别的哀怨之

情，但其音乐风格却在江苏与河北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异，

江苏地区民歌曲调更加平稳节奏舒缓，而河北民歌风格曲

调十分奔放，相同的内容在不同地区表现形式差异巨大，

这种情况也是受到文化地理影响导致的。

4.3 题材

文化地理学对民歌的题材也具备一定的影响力，民

歌的题材主要表现在民歌的内容上，民歌内容一般会随

着地域的变化而变化，许多的民歌歌词中包含当地的地

形地貌，动物植物以及气候特点等。这些因素的来源是

不同的地理环境、地理文化、民风民俗。文化地理学与

民歌的关系十分密切，比如草原人民歌唱的民歌属于牧

歌，大部分歌词中都包含蓝天、白云、羊群、草地等，

这些内容生动地绘画出了美丽的草原风景，使听众仿佛

置身草原牧场，感受蓝蓝的天空、青青的草地、雪白的

羊群。民歌歌词简单，内容丰富且情感十分真诚，类似

的民歌范例还有许多。不同地区人民歌唱的元素也各不

相同，草原人民在民歌中更常表现出来的风景与对象多

为草原、骏马等，而高原地带民歌中包含更多的是壮丽

的山川、雄鹰等，位于海边的人们更擅长将歌词中融入

海风、海浪、海鸥等。除了这些自然风貌以及实体对象，

民歌中还经常表现地域的气候，比如舟山渔歌《风暴

歌》歌词中包括南风，暴风等天气规律，这首民歌的主

要内容是当地冬季的天气规律，由于舟山是渔作区，人

们需要经常进行出海捕鱼，因此这首民歌主要是用来提

醒出海人群注意天气的变化，由此可见，不同地区和地

貌环境下产生的民歌内容存在较大差别，许多民歌的曲

调和内容都是经过长期日积月累发展衍变来的，民歌中

包含着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其题材和内容及形式深受

受地理环境风俗风貌的影响。[5]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章结合中国民歌的发展情况以及文化

地理学与中国民歌的关系、音乐地理与我国民歌的关系，

分析了这些因素对民歌研究所产生的影响。探究发现文

化地理对民歌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不同

地区色彩各异的民歌体现出了当地独特的地理风貌、文

化、审美等。民歌的发展与地理特征水乳交融，密不可

分。民歌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文化

的传承具有促进作用，也清晰地表达出不同地域劳动人

民的劳动情感，不同特色的民歌也反映出了当地不同的

社会风气等，因此在进行民歌研究时应充分结合不同地

区的地理特征进行探索，只有如此才能充分感受不同民

歌的风格体裁等内容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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