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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雷歌的艺术表现形式之起源与发展 1

雷州歌，从萌芽至成熟一共经历了千余年的发展历

程，一共经历了萌芽时期的秦朝、进一步发展的宋朝与

明朝、成熟时期的清朝，最后形成自身独特的风格。从

艺术表现形式的演变过程上看，雷歌一共经历“谚—

谣—歌”三个阶段 [1]。这些演变并非偶然，是随着时代

更迭而演变的。

雷歌的艺术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类：雷剧、雷州

歌谣、口头歌、姑娘歌、榜歌、甜头歌等等。例如姑娘

歌，姑娘歌以一男一女为搭档进行同台演出，女主为主，

男主为辅，故称为姑娘歌；口头歌则是民间群众随口歌

唱出来的即兴创作出来的作品，数量庞大，流传快，是

雷歌发展的重要途径；榜歌则如现代比赛一般，由官府

基金项目：本文广东海洋大学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

助（项目编号：CXXL2021357）研究成果。

跟当时的文人雅士一起组织的悬金赛歌，在榜上提出要

求，征求来自五湖四海的能人异士所创作的歌曲，再聘

请“榜师”进行评价打分，最后以榜上的排名进行奖励。

总而言之，不管雷歌的种类分为多少种，其艺术手

法都是相一致，其表现的技法更是与全国的民歌一脉相

传，都运用了赋、比、兴这三种主要表现手法，又或者

是对称、重叠等多种重合加在一起的艺术表现手法。

2　雷歌的创作艺术研究

雷州民歌的创作艺术，主要通过词与曲进行研究。

雷歌的唱词具有工整对仗的特点，乐曲具有与唱词契合

之处，也存在着灵活的即兴特征。这些都值得我们细细

研究。

2.1 词

雷州民歌的唱词，需要我们分别从历史、题材、结

构的三方面角度进行分析。并且，通过实例进行诠释和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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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粤西雷州民歌，简称雷歌，发源于广东省雷州半岛，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在其传承发展的每个阶段里，

不断与时俱进，向世人展现别具一格的雷州半岛风格之音乐文化艺术，并于2008年正式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项目。雷歌，承载着雷州地区民间生活的点点滴滴，百姓们取之用之，代代相传。因此，它的发源历史至当代的

文化传承之意义，都值得学者们深入研究。

　　本文主要围绕雷歌这一优秀传统音乐文化艺术进行研究与探讨，从它的历史起源与发展到创作艺术的详解（包

含词、曲、唱腔运用）。最后对雷歌未来的发展进行美好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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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角度分析，雷州本是夷蛮之地，文化底蕴甚

弱，它的发展源于北宋时期被流放至雷州的诗人，他们

的文采震撼了雷州本土人，带来不少文学启发；从题材

角度分析，雷歌包含百姓的日常劳作、爱情故事，都是

反应百姓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从形式角度分析，雷州

歌的唱词简洁凝练，与它“谚 - 谣 - 歌”的发展息息相

关；从结构角度分析，雷歌歌词在严谨的原则下体现灵

活的即兴运用，并且严格遵循雷州方言的语质和音调，

对字数、句数、平仄、顿逗、韵脚都有严格要求。同时，

加入即兴的装饰，为了句子结构平衡与对仗工整，会在

尾部加入 1-2 个衬字，可以表达歌唱者不同的语气和情

绪，体现词作的灵活性（多用啊、咪、呃、呀，少部分

用哇、敖）。此外，押韵方式则是一、二、四句末字押

韵，一韵压仄声，二韵压阴平声，四韵压阳平声，三句

末字用仄声，但不用同韵仄声。[2]

第一首：《有礼仪》，如图 1 所示：

图1

歌词大意：远亲不如近邻，竹子都有上下枝之分，

看见年纪大的老人就叫他“阿公”，稍微年轻一点的就称

他为“叔叔”，这么懂事的一个女人，有谁敢说她不懂礼

仪呢 ![3]

这首作品讲述了雷州百姓待人之礼，内容风趣幽默

而言简意赅。歌词严格遵照七言四句的文体进行创作，

没有衬词的装饰。按照雷州方言的发音规律，每一句句

尾的字都是“e”发音，句句押韵。

第二首：《得稻得薯也得芋》，如图 2 所示：

图2

歌词大意：每月若得三阵雨，得稻得薯也得芋；也

得花生和黍稷，榨蔗糖多靛也多。

这首作品描述了百姓的辛勤农作而换来的丰收情景，

内容也参照七言四句的文体。按照雷州方言的发音规律，

四句的尾音读法都不一致。同时，通过衬词的即兴添加，

使乐曲充满欢快的氛围。

2.2 曲

雷州歌的分析主要通过歌曲整体的结构特点、动机

的运用与发展、以及唱腔带来的创作影响的三个层面进

行研究。它们在乐曲创作中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

从结构角度分析，雷歌的结构构造与歌词密切相关，

它不仅借用歌词结构中对仗工整的特点，同时也表现出

结构上不一致的地方。如图 3 所示：

图3

这首作品一共分为 4 个乐句，它们的乐句长度分别

为 3-3-2-3，在第三句的时候长度缩短了，体现出乐曲

与歌词不一样之处。并且，歌词的尾音体现出押韵的特

点。通过对调性的发展变化，不难看出雷歌的音调在

传统的五声范围内。第二句和第四句的尾音为羽调式，

一三句调式分别为宫调式与商调式。如图 4 所示：

图4

从雷歌对于节奏与音高材料的运用，可以反映出它

的演唱对象。由于雷歌是平民百姓在劳作与生活中口口

相传的艺术产物，因此，它的节奏与音高都采用较为简

洁的设计，偏向于大众化的演唱水准，可供演唱者自由

发挥。同时，雷歌普遍存在着音域窄、多以级进音程代

替大跳音程的特点。从节奏与节拍角度分析，雷歌通常

采用较为均匀的节奏形态，因为雷歌的演唱对象的音乐

歌唱水平有限，所以它无论是在基础结构把握还是即兴部

分，都会出现比较均匀的节奏形式，易于上口和掌握。如

图5所示，此曲的音程跨度集中于纯四度以内，较窄的音

域适用于未经过专业训练的平民百姓演唱，朗朗上口。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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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展望雷歌的未来发展

从上文可以得知，粤西雷州民歌是用雷州本地方言

进行演唱，蕴含了浓厚的地域色彩，在雷州这块地方，

男女老少皆会哼上一段雷州歌，不难可以看出雷州歌十

分亲民以及通俗易懂。

追溯雷歌发展的过往，长期的农耕以及轻工业的制

作，导致雷州地区的经济萧条以及文化得不到良好的发

展，以致于唱雷州歌、打牌等娱乐方式成为了雷州人民

放松和抒发情感的一种方式，渐渐地也成为了老百姓喜闻

乐见的娱乐方式。在细品雷州歌之后，能感受到淳朴的原

生态气息，这是由于古代雷州所处的地理区域非常偏远荒

凉，所以依靠真声进行交流，从而导致之后的演唱也大量

采用真声以及本嗓进行演唱，这也是雷歌的一大特色。

随着时代更迭与进步，在国家号召文化自信的旗

帜下，文化以及艺术文化开始繁荣发展，各式音乐走进

人们的生活中。在强大的外来文化潮流冲击之下，原汁

原味的民歌也不断与外来音乐文化融合，其中也包含雷

歌——外来文化对雷州文化带来影响，通过雷州歌的形

成折射而出。雷州歌，也在不断跟上时代的脚步，不断

丰富与创新，也通过演唱者的二次创作不断注入新的活

力——在保留传统基础上，加入了假声将其润声，使得

雷州歌更加多元化。所以，雷州歌在粤西地域音乐文化

体系的构建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对于粤西地域传

统音乐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4]

4　结语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腔雷话颂一曲雷歌。雷歌，

就是这样一份充满了烟火气息、淳朴乡情的音乐文化产

物。作为粤西雷州地区的艺术瑰宝，雷歌沉淀着漫长的

雷州文化发展历程，浓缩着雷州人民的创作智慧。同时，

它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也备受关注。随着时代更迭，口口

相传的传统艺术逐渐被外来文化的汹涌浪潮冲蚀。雷歌，

也迎来了严峻的生存考验。只有以守住优秀传统、融合

优秀文化精髓为根本，以借助科技传播的便利优势为渠

道，才是稳跟时代步伐的生存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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