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北民歌信天游是我国民族音乐文

化中独特的音乐形式。是不可多得的艺术

瑰宝。由于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

化，其歌曲既雄浑苍劲又不失幽婉深情。

通过对陕北地域文化特色．信天游艺术特

点和信天游的审美特征的认识，人们能更

深刻地了解和认识信天游的艺术魅力，更

好地传承祖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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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天游的审美特征
文／吴志仙

”信天游”又名“顺天游”。顾名思义，是“让内心情感随着歌声的翅膀在蓝天大

地自由地邀游”⋯。信天游属于汉族民歌中的山歌体裁．是广泛流传于陕北地区独具风

格特色的一种山歌。它是陕北人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凄苦生活中对人生与命运的

一种情感的表达。因其内容丰富，情感真挚，所以千百年来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一，地域文化特征

“汉族民歌音乐具有整个民族所共有的基本文化风格．地方色彩的差异是整体内局

部特征的区别。因此，这种差异性也就成为该民歌的地域风格特征。121信天游是广泛流

传于陕西北部的一种民歌形式。众所周知，陕西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这里曾是中

革命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了

工农政府，实行耕者有其田，废除买卖婚

姻，提倡婚姻自由。根据地的人民过着自

由、平等、安乐的生活。因此．广大人民

群众用歌谣来表达对革命的乐观和支持的

态度。在万安苏区，人民也把这些红色歌

谣当作进行开展革命宣传的一种重要表达

方式。这首《苏区山歌》则描写的是劳动

妇女在家忙农活，男子去前方杀敌的情

景，”劳动妇女学犁田．犁田耕地都学会；

英勇哥哥前方去．鼓足干劲杀敌人。”歌

曲实际上是以一个女子的口吻．告诉”心

肝哥”：要一心杀敌，不要有后顾之忧的

嘱咐。

2．《要把老蒋一扫光》：

“蒋贼进攻很疯狂，残杀抢劫象阎

王；红军民众一条心，要把老蒋一扫光。

此曲表达了一种坚定的革命信念。并

冈山斗争时期，革命队伍处于白色势力包

围之中，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就是用这

种革命理想信念来点燃并冈山的星星之

火。这首歌流传于江西省万安县润田乡一

带。歌谣反映了当时革命根据地的概况和

轰轰烈烈的伟大斗争．表现了当地劳动人

民响应革命、宣传革命和积极参加革命的

心情，并号召乡亲们要与红军万众一心．

把像”阎王”一样的”蒋贼”消灭干净，

即”要把老蒋一扫光”。在这种革命信念

的指引下．曾天宇等同志成功发动了震惊

中外的万安暴动，建立了江西省第一个县

苏维埃政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

期．万安人民仍然斗争不息．前仆后继，

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3．《革命真快乐》：

“革命真快乐，白军打仗喂喂子哟，

送我抢呀!我的亲郎哥!

红军缴获白军枪哟，有情那个郎，乖

乖我的妹!

白匪军官喂喂子哟，多丧气哟，我的

亲郎哥!”

这首歌谣则反映了万安人民坚决反抗

剥削和压迫．支持土地革命，向往自由．

拥护共产党和红军，视有生命危险的革命

运动为”真快乐”，唱出了千百万人民群

众的真正声音。”打白军、拥红军”。正是

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读首民歌．比读本历史书还真实动

人。红色歌谣在宣传党的政策，教育群众．

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推动土地革命．扩

大红军等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是红军鼓

舞斗志的强心剂。八十多年过去了．革命

先烈的血没有白流．共和国没有忘记他

们，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们!这些歌谣，就

像一幕幕活生生的历史画卷展现在我'fI"JHE

前。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素材，我们

应该充分利用这些红色歌谣．把井冈山红

色音乐资源纳入特色音乐教育的范畴．并

从基础音乐教育抓起，使这些脍炙人13的

红色歌谣被革命的后人代代传唱．就像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井冈山精神一样，将

作为中国人民的精神瑰宝永远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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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人类和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早在旧石器时代，“蓝田猿人”就在这里

繁衍生息。西安的半坡氏族遗址向我们展

示了六七千年前母系氏族社会的文明。大

约五千年前，炎帝和黄帝带领各自的部

落，在陕西北部的黄土高原一带开创了中

华文明。陕西西安旧名长安，自周秦以来

曾是十多个朝代的都城。1 935年，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和毛主席

在这里领导中国革命并取得了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因此，这里悠久的

历史和文化传统为信天游的形成和发展提

供了丰腴的历史文化土壤。

“地理环境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空间，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生存生活的方

式、风俗习惯．心理素质和文化艺术传

统。”[31女1将陕北地区的民歌与江南的民歌

相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陕北的民歌音色

高亢、嘹亮．节奏自由，具有浓烈的西北

地域文化特点，而江南的民歌则委婉．秀

丽，具有浓郁的水乡文化特点。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国

的地理分界线——秦岭．将陕北．关中与

陕南隔开．黄河则由西向东流经青海．甘

肃、宁夏、内蒙古、山西和陕西等省，经

过数千年的发展，这里孕育了悠远深厚的

华夏音乐文化传统。陕北地区属于温带半

干旱气候，由于土地贫瘠、水土流失严重，

所以这里经常是广种薄收，十年九旱。这

里的人们日日夜夜面对着深沟巨壑，荒漠

风沙这样特殊的地理环境，生活相当困

苦。因此，信天游的旋律和音调中常常会

带有苍凉．凄楚之情。但是．正是在这样

的一片黄土地上．孕育出了信天游这样既

雄浑苍劲又不失幽婉深情的民歌。在流传

至今的许多信天游作品中．人们仍深切地

感受到陕北人虽被贫穷，落后所困．却从

不掩饰他们对这片黄土地的挚爱以及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正如中国著名乐评人金兆

钧先生所说：“音乐中凝结的历史是最真

实的历史“【4】。其实，诸多广为流传的信天

游就是陕北人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为了满

足自身生产、生活和精神的需要．并与他

们的生存条件和生命价值紧密联系。

由于陕北区域文化与地理位置的特殊

性．且区域内外文化交流环境相对闭塞．

区域内部文化传承关系又相对简单．所以陕北信天游与其他区域的民歌相比则较多地

保留了原生态艺术的基质和古老的传统艺术形式．从而成为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中一道

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亮丽风景。

二．节奏方面的特征

节奏是音乐的基本组织形式之一，被称作是音乐的骨骼。世界各地音乐节奏形态

的文化差异也十分明显。信天游的节奏大多数十分自由．旋律奔放．开阔．扣人心弦．

荡气回肠，如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这与沟壑遍布的陕北地貌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地人

们习惯于站在坡上或沟底远距离地大声呼叫或交谈，因此，常常需要把一部分声音拉

得很长，于是在高低长短问形成了自由疏散的韵律．正是这种生活和语言习惯对信天

游的节奏元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由于信天游自身的即兴性特征，因此在节奏

上又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即自由性的散板节奏，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山丹丹开花

红艳艳》，该乐曲音调高亢奔放，节奏自由而抒情，具有典型的信天游音乐风格特征。

这种即兴性．自由性的节奏特点在一些歌曲某个音的处理上也经常出现，如陕北民歌

《脚夫调》中的第一句：“三月里的(个)太阳”，在”阳”这个字上加以节奏的自由延

长．突出了信天游即兴性的艺术特点。

L'’' flll～"-L,

。

三月里舶个 太 阳 缸 又 红．

为什幺我 赶膏人儿啪 这 样 苦?

除此之外，信天游还有一种节奏风格类型，即匀称固定型，如《槐树开花》．《知

道不知道》和《我的哥哥当了红军》等。以《我的哥哥当了红军》为例：

辽阔地、IT,'IIlltl ．

一杆杆的 缸 簟 呼啦 啦地 ■

当IT军的■膏 哥 野 痢311 了．

该曲是由两首信天游为素材组合而成的民歌。乐曲A段的节奏自由．音调高亢，

具有很强的山歌特征；而B段的节奏非常工整对称，音乐风格与前一种类型相比则显

得平和而委婉．具有小调的风格特征。

三．曲调方面的特征

据统计，信天游大约有一百多种基本曲调。信天游的曲调开阔奔放，音乐结构短

小简洁．感情炽烈深沉且富有浓厚的抒情性。究其原因．与信天游在旋律、调式、润

腔等方面所具有的风格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

信天游的调式以徵调式，商调式为主，其次为羽调式和宫调式。信天游常用的音

阶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缺少角音的五声音阶．如《脚夫调》和《横山里下来些

游击队》。第二种是五声音阶，例如陕北延长的《天心顺》，宫．商，角．徵、羽五个

音全部出现。第三种是六音音列，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五声的基础上加清角

音，如民歌《我的哥哥当了红军》；还有一种是在五声的基础上加变宫音．如《揽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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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润腔等方面所独有的艺术风格很

好地表达了陕北人的生活和情感世

界。

四、歌词方面的特征

许多人初次听到信天游的时

候．可能会感觉到它很”土气4．没

有精致之美．但是若能细心品味．

便会发现隐藏在”土气”中的美一

一淳朴且苍凉、豪放并富于激情，

具有一种撞击人心灵的美。陕北人

在”信天游“中所表达的正是一种

”原始”的对情感的释放与体悟．这

些纯朴之美在信天游的歌词中就可

以研读出来。

陕北信天游的内容．不外乎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对男女

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吟

和《赶牲灵》等。 唱等。其中情歌更是信天游的精华，并由

信天游的曲调常常以主音及其上方四 此构成了陕北民歌的主流。如民间传唱的

度音和下方四音为骨干．如re-sol—do、 《三十里铺》，《知道不知道》．《赶牲灵》．

ta-re—sol等。这种现象被称为”双四度框 《送情郎》等都是情歌的代表作品。在陕

架”，这种音调在信天游中很常见．经常 北信天游中描写男女之间甜蜜、感伤．离

在歌曲的一开始就出现，并且形成很大的 别、相逢的内容最多，言辞直白．听来让

篇幅．甚至贯穿全曲。例如在《脚夫调》 人心肺跌宕，热泪盈眶．如《赶牲灵》的

中，全曲除倒数第--／J、节的第二拍以外， 歌词片断：“走头头地那个骡子哟三盏盏

全部由徵，宫，商三个音组成．并构成双 灯．戴上了那个铜铃铃哟哇哇的声，你若

四度音调。 是我的哥哥哟招一招手．你不是我的哥哥

信天游的曲调很好地表现了陕北人的 哟走你的路。”该歌词描写的是一位姑娘

情感世界。比如《三十里铺》，其曲调形 对远行的情人的等待．并以最简单，最朴

式特点为对应性的三上一下四句体(二句 实的语言．形象地刻画了姑娘在等待中的

体的变体)，用带”fa”。”la”偏音的六声 心理活动。

音阶，并以soI—do—re为骨干音．旋律 信天游的歌词常用比．兴的手法，引

进行中多用五度下行跳进。这些音调的运 出或映衬下句唱词中具体的叙事和抒情。

用使歌曲中的深沉．伤感的情绪得到了充 所谓“比”，即比喻．“以彼物比此物“：所

分的表达。 谓”兴”．即寄托．“托事于物”。以广泛

此外，信天游在演唱时所使用的润腔 流传的信天游《蓝花花》为例，该曲共八

手法也独具特色。所谓润腔是指”陕北一 段唱词．在前两段歌词中，第一段的上句

带民歌的演唱者常使用涩滞和不那么圆润 用的是兴，第二段的上句用的是比。以五

的音色，听起来有股愁苦和苍凉之感。侧 谷中数高梁最高来比女儿中数蓝花花最

譬如在音调下行的过程中短时值的反向上 好．这是比喻的手法；以青线、蓝线颜色

行的装饰手法就是陕北人常用的一种旋律 的光彩夺目来象征和映衬蓝花花的动人风

润腔手法．也称作“甩音“。甩音常用假 采，使用了”兴”的手法。

声演唱，其时值往往比乐谱上记录的时值 信天游是陕北人对生命的祭歌，对爱

要短，甩音到位后就立即离开．例如前面 情的赞歌．对生活的颂歌。其生命力来自

《脚夫调》谱例中第三小节的第二个音(高 广袤的黄土高原和那滚滚黄河，她汇聚了

音do)。综上所述．信天游在旋律．调式 万千劳苦大众对生活点滴的素描，凝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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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与自然和生命抗衡的陕北人民的自我

倾诉。蓝天．白云、情哥哥．黄土地，这

是陕北最亮丽的风景线。陕北民间有”信

天游不断头．断了头，穷人无法解忧愁”

之说，由此可见信天游与陕北人是血脉

相连、密不可分的，因为它直接地表达了

陕北入的生活现状以及丰富的情感世界。

正如著名音乐家赵季平先生所说的：“陕

西艺术的苍凉，苍劲已融到我的骨子里

了．它既阳刚又透出一种委婉的苍凉．大

气。”嘲

今天．信天游基本呈两条线发展：一

是沿着原生态的路线继续传承，其中．以

“西北歌王”王向荣为代表。王向荣的歌

声具有浓郁的”原生态”的特点，其音域

宽广，音色高亢并具有沁人心脾的表现

力。另一条线则是将现代音乐元素与传统

信天游相结合，创造出新的音乐风格．并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中国流行音乐史

上著名的“西北风”音乐．代表作品主要

有《黄土高坡》．《信天游》等。“西北风”

歌曲就是将西北民间音乐元素(主要是信

天游)与西方的摇滚乐元素相结合而形成

的新的音乐风格，该风格对大陆流行乐坛

原创音乐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综上所述，了解和认识信天游的艺术

风格和审美特征对于更好的传承民族音乐

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了解是为了继承，

但更重要的是创新。我们应充分关注祖国

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并努力从丰厚的历

史文化遗产中挖掘出更深厚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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