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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信天游与古代突厥民歌
亲缘关系之比较(下)

(云南大学艺术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摘 要信天游是中国民问歌曲中极其重要的．并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歌种。由于
其传唱人群和流传地区在历史上的复杂性、特殊性。以及这一歌种与内地

民歌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异。地处陕西北部的信天游与曾经游牧在古代

中国北方草原上的。后来又大批落居长城一带的古代突厥民族有关，其形

式和内容都受到古代突厥民歌的较大影响。通过对<敷勒歌>族属的再研
究．以及分析、比较古代突厥民歌与陕北信天游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关联，
可以认为．今天的陕北信天游与古代突厥民歌不论从音乐形态方面还是
文辞结构方面都有着明确的亲缘关系。

关键词陕北信天游；古代突厥民歌；素缘关系；<匈奴歌>；<敕勒歌>

三、陕北信天游与古代突
厥民歌音乐形态的亲缘关系

人是人类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某一族群的

文化一般会随着这一族群人民的迁徙而被带到迁徙
地长久地“定居”下来。中外史学记载了公元4、5世
纪以前由东向西迁移的突厥民族的足迹和版图范围。

学者们从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甚至音乐学
的视角出发。基本证实了活跃在漠北草原上的匈奴人

是今匈牙利人的祖先之一；另外，公元9世纪时，漠北
回鹘的一支定居在今甘肃南部地区．逐步形成今天的

西裕固族。在这种民族迁徙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匈牙
利民歌、西裕固族民歌与陕北信天游在音乐形态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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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对于研究信天游与古代突厥民歌的亲缘关系，
自然是很有意义的。

一、节奏、节拍

匈牙利民歌和西裕固族民歌常常使用切分节奏，
即前短后长的节奏型。这一节奏特征主要来自突厥

语的特点之一，词的重音一般位于末一音节。匈牙利
有一部分人群(匈奴人后裔)使用的语言属阿尔泰语
系突厥语族。

谱例l：
匈牙利民歌

突厥语至今还保留在西裕固族中，它对西裕固族

民歌的影响固然是深远的。下面这首<萨娜玛>仅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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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小节没有使用切分节奏，其余七小节都出现了切 放羊歌

分音。弱强律动型是这首民歌的典型特征。

谱例2：

萨娜玛

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西部地区

叠 皇7 r ■珥 五近阿 (奠 采)．

髓 翻 ， ， 一玛 人人 豢 t (采)．

再看陕北信天游《脚夫调》
谱例3：

脚夫调

为什么曩 蠢■人几‘确) 嚣样 蕾 ●．

从谱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信天游也大量运用切分

节奏型，几乎每一首信天游都可以见到切分音。这种
特性节奏同样是来自于突厥语发音的特点。虽然汉化
了的陕北人已不再使用突厥语言．但是古代突厥民歌
里体现这个民族尚勇健力性情的特性节奏始终不能

泯灭．它们打破了音乐节奏结构内部的律动和强弱关
系，增强了音乐进行中的力度感，从中还能体味到陕
北先民游牧经济下的心理特征。

匈牙利民歌中常见变换节拍的现象。据音乐学家

杜亚雄先生分析：“固定节拍的形成和集体性的劳动
有关，游牧民族自古以来这类劳动就较少，所以节奏

节拍的运用比从事农业的民族在使用上更为自由。”
Ⅲ虽然现在的匈牙利人民已经不再以游牧为生了．然

而，一个远古的草原民族集体记忆中的音乐律动不会
消失在他们的民歌文化中。

谱例4：
匈牙利民歌

这首民歌全曲七小节．在小节数上呈现出与偶数

小节数的不同，不具备规整的律动性。节拍方面，在仅
有的七个小节中就存在五种不同的拍子。几乎每一小

节都有一次节拍的变换。并且各不相同。
以游牧为生的西部裕固族的民歌中常常能够见

到自由变换的节拍。

谱例5：

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西部地区

覆掌乡 (啊 哆) 采取■

这首民歌表现西裕固族人民放牧草原。自由歌唱

的场景。全曲七小节，与汉族民歌常见的小节数呈偶

数的现象不同．同样不具备整齐的特性。四种节拍在

七小节内自由的使用，并且在每一拍中，多次出现三
连音、五连音以及自由延长音．打破了节拍内部固有

的强弱进行。使这首民歌听起来更加自由。

再看信天游的变换节拍现象。
谱例6：

有婆姨人儿不可交

陕北靖边

花曩 ■ 身上 暮(也’量 暮‘T， 省

青●麓 人凡 羊葺 交·

这首信天游的小节数也呈奇数．三拍子和二拍子

交替出现，虽说没有达到西裕固族民歌<放羊歌>中节

拍变化的程度．可是三拍子的歌唱性、舞蹈性多次反

复地冲击二拍子的规整．以及出现在每个二拍子当中

的切分音型。都使这首民歌很强烈地体现出歌唱者随
意和自由的心境。

变换节拍在信天游曲目中极为多见．有时在个别

小节变换一次，有时每一、两小节变换一次，例如：<大

榆树上榆钱钱><三十里明沙四十里川>等；还有在上
下旬之间变换对比的．例如<革命成功再到一搭>等；
以及两种节拍从曲首到曲尾交替出现的，例如<蓝盈

盈天气起白雾>等。
二、音程

四度音程的跳进是匈牙利民歌旋律行进中常见

的现象。

谱例7：
匈牙利民歌

再看西裕固族民歌中四度音程的跳进。

谱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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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姑娘

裕固族西部民歌

童蜂野童蜂呀t蜂 野 扛謇lh飞来曲小■ 蜂·

童蜂野童姗 童 蜂呀． 在这里受苦帕t蜂呀．

陕北信天游旋律中四度音程的跳进也很多见。

谱例9：

老天爷杀人不眨眼

陕北横山

这是一首C微调式民歌．旋律基本是由上下五

度音围绕主音作四度的跳进构成的。这种四度关系的

音程连续出现．大多数时候形成信天游旋律进行的骨

干音型．即“特性四度”。它已经成为识别信天游音乐

色彩的方法之一。

三、音阶

匈牙利民歌的音阶是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学家巴

托克民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他的“论文书信选”

中。这样写到：“我们的农民保留了一千多年以前的一

种极古老的风格，这种风格的旋律是五声音阶的，没

有半音。”首先。匈牙利农民歌曲中五声音阶已经存在

上千年了。匈牙利音乐学家萨波奇·本采在研究旋律

史时，也曾关注过五声音阶的发展和传播，他把蒙古、

切拉米斯人(伏尔加河流域中的少数民族，又称马里

人)和匈牙利的民歌并置在一起，通过分析，指出了上
述三个族群的五声音阶风格正暗合了从中亚到匈牙

利的通道，即大迁徙时土耳其部族走过的，至今还依

稀可辨的途径。显然五声音阶是突厥人由漠北草原带

到东欧一带的。(巴托克称作的“土耳其部族”，是指包

括匈奴人在内的突厥民族。)
谱例10：

匈牙利民歌

匈牙利民歌的五声音阶通常是do、弛、fa、sol、la
的排列。

西部裕固族民歌也大多采用五声音阶。
谱例11 1

带头面歌

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西部地区

舅a老啊●啊‘堵 啊a老 启啊量儿 啊咤

啊晓 饲内置光。 啊咤 啊嗜 好好的女儿

啊 姥 啊 嘘 曩在奠教 啊 口老·

这是一首五声D羽调式．调式五级音以倚音形

式出现。

陕北信天游也是以五声音阶为主。

谱例12：

蓝花花

陕北

青置笈‘那十)苴缱嫂 重格荚荚的

髟， 生下一十 苴花花 客实的重死 人．

这是一首五声D羽调式民歌。

四、旋法

从旋律发展手法上看，匈牙利民歌、西部裕固族

民歌和陕北信天游有着极其相似的旋法“规则”。

(一)匈牙利古老的农民歌曲中有“一种所谓曲调线的

下行结构，这种特殊的结构形式，其后面半句是前半

句低五度的近似重复”。团唧18’柯达伊称它是“五度结

构”。在这里“曲调线的下行结构”应该理解为曲调线
下移的结构更为贴切。旋律“下行”常常会被理解成音

阶式的级进下行，而旋律“下移”才是在原来旋律基础

上发生有规律的音高变化。

谱例13：
匈牙利民歌

全曲共八小节，四小节为一乐句，第五、七小节在
节奏方面相对于第一乐句第一、三小节有些变化，但

旋律上，第二乐句是第一乐句的下五度变化重复，音

程基本保持五度关系。

西部裕固族民歌同样存在“五度结构”，全曲共
八小节，四小节为一乐旬，从节奏方面看，第二乐句基

本重复第一乐句．在个别地方加花变化。从旋律方面
看。第二乐句从第二小节开始以下五度的关系重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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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第一乐句。

谱例16：
黄莺妈妈

裕同族西部民歌

一靠轲上 九■把(吗一 目■南 ■)

九霄把上 一十高‘■ 嚼 罔●膏 ■)

这种“五度结构”在陕北信天游中也常见到。

谱例15：

三妹子爱上个拦羊汉

陕北佳县

■辟辟磊十膏素 童辟碎怔。崖啐上罩十拦羊 鼍见了体．

全曲共四小节，两小节为一个乐句，下旬在强拍
和次强拍上均为上句的严格下五度重复。其它音符是

上句的变化重复。信天游类似这样的旋律发展随处可

见。再如：

谱例16：

三哥哥想我满滩滩跑

陕北神木

一■■ 山瓦窑 (叹) 缸(十'事t呀畸，t·

像t (蚤十)小赫赫 (唆) 佴在7后太 謇．

全曲十小节，五小节为一句，下旬一、二小节是上

旬一、二小节的下四度变化重复。第三小节为严格的

下四度重复，后两小节为下四、五度的变化重复。

民歌旋律的发展是极其自由而多变的。“五度结

构”不仅反映在旋律线条的进行中，同时。还扩展到民

歌调式、调性的布局中。下面，笔者选择了几首谱例。

来说明信天游中存在调式、调性的“五度结构”关系的
转换。

谱例17：
走上顶如那水上漂

陕北府谷

一格生生 头(十)麓 白格 生生 ■．

羹■■■ 白格■■ 薯 叫 膏■ 唯．

全曲共八小节，四小节为一句。上句落音是宫

音，为A宫调式。原因是，第一、二小节的旋律强调宫

音为主音．宫音的时值最长，第三小节旋律向宫音倾
向进行。第四小节落在一个长长的宫音上，有强烈的

终止感。并且。A宫的调式音阶明确，为do、地、IIli、80l

排列的四声音阶；下旬落音是徵音，为E微调式。虽

然第一小节重复上句第一小节，但在第二小节．旋律

不再强调宫音．经过第三小节强拍强位上的两个徵音

和上二度、下三度两个调式色彩音对它的环绕进行．

使旋律的调式色彩明显转向微，下旬E微调式音阶

明确，为80l、la、do、re、nli排列的五声音阶。这样看来，

<走上顶如那水上漂》的上下旬的调式关系是A宫调
式转换到E微调式，属同宫系统内的五度关系转换，

这是“五度结构”在调式转换上的体现。

谱例18：
吒一回哥哥退一层皮

陕北靖边

青辫(■)椿 树 棒羹 (翥)■．

拿不岛曩 心 体墓 素 (哟'采．

全曲共十二小节，六小节为一句。先看上句，落音

是微音，为A微调式，第一、二小节微音均在强拍位

上，强调徵音为主音，第三小节长音可以看作徵的属
音的保持，有半终止感，第五、六小节是四声A微调式

的下行级进：nli、他、la、∞l，强调微音，结束了上句。下

旬落音是商音，为E商调式，第一、二小节以强调商
音为主音。第三小节的长音可以看作商的属音上的保

持，有半终止感，第四、五、六小节是E商五声音阶的

下行级进：弛、do、La、∞l、mi、re强调商音，结束了下

旬。《眨一回哥哥退一层皮>的上下句调式关系为A

微调式转换到E商调式。属同宫系统的下四度调式
转换。同样是“五度结构”在调式转换上的体现。

下面一首是四、五度关系的同调式转换的例子。
谱例19：

鸡爪爪黄连苦豆根

陕北

上一目 庙 (来) 打(呀’一目 钟，

为一目 曩 赢 伤‘吁)一目 心·

全曲共八小节，四小节为一句。第一乐句落音是

羽音。为五声D羽调式。调式音阶为llI、do、聆、mi、80l。
第二乐句前两小节是第一乐旬的完全重复。第三小节

的前四个音是第一乐句第二小节前三个音的下五度

变化重复，这一移位重复只包含∞l、la、do、弛四个
音，回避调式的特征音级mi，为转调作好了准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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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旬的最后三个音是第一句最后三个音的下五度完
全重复，将上一句的终止m、do、la变为sol、fa、地，引

入了新调的三级音fa。这样第二乐句后半部分就明确

地转到五声G羽调式上了。《鸡爪爪黄连苦豆根》的
宫调关系是F宫五声音阶D羽调式转到bB宫五声

音阶G羽调式，为四度关系不同宫同调式的转换，即

中国传统宫调转换中的“清角为宫”。

(二)西部裕固族民歌在旋律发展上还普遍存在

另一手法，从“长歌”中可以看到。“长歌”大都在开始

部分出现一个呼唤性的高亢、嘹亮的音调，称“曲首”。

“曲首”一般是“长歌”的核心音调．有明确的调式、调

性。民歌的主体段由“曲首”发展而来。所谓“曲首”可

以理解为作曲技法中的“动机”．笔者在下文中所说的

“正曲”就是由动机发展而来的主体乐段。

见谱例11《戴头面歌》，全曲共十四小节，曲首两
小节，由la、do、他三个音构成，调式三级音出现，为五

声D羽调式。正曲十二小节，六小节为一句，下旬是

上句的完全重复，正曲的第一、六小节是曲首的再现，

中间部分由曲首加花变奏而来．旋法以曲首动机为

本，作上行或下行级进，无三度以上的跳进。正曲的

sol仅作为经过音出现。均在弱拍的弱位上。可以看

出，曲首的两小节是全曲的主导动机，正曲的旋律不

断重复曲首，强化加深曲首动机的音乐形象，使其在

旋律线条、调式、调性上得到圆满的统一。《放羊歌》
(谱例5)也是一首典型的例子。

如果把西部裕固族民歌的这种旋律发展手法放

大了看，换句话说，就是把曲首看作一首基本曲调(一

首民歌)，再把正曲看作一首由曲首发展得来的变化
了的另一首曲调(新的民歌)。那么，这种旋律发展手

法同样普遍存在于信天游中。笔者就杨璀编写的陕北

民歌集《露水地里穿红鞋》反复研唱，作了量化统计：
全歌集共415首信天游，基本曲调103首，其余312

首均为这103首发展而来。有的基本曲讽变化发展了
13或14首，有的仅为基本曲调本身一首。平均计算
下来一个基本曲调有三至四个变体。见以下例子。

谱例20：

栓马桩上栓红马

陕北延安

挂马桂上 (毋) 挂 虹 马．

这是一首基本曲调，共有八小节，C微调式，四二
节拍。由调式主音80l，两个支柱音(功能音)do、他和

一个色彩音18(作经过音)构成，旋律进行多以调式主
音向它的两个支柱音作四度跳进。旬尾作下行级进收

束结尾。上方大三度色彩音la向徵音倾向进行。

谱例21：

你当上红军我宣传

陕北延安

鼻置上(前) 缸 军 囊岢曩的 寡·

革膏(上的' 成 功(也) 再目 ‘也)搴．

这是一首变体曲调。共有八小节，E徵调式，四二
节拍与四三节拍的变换拍子。第一小节主音“和功
能音do仍构成四度跳进。第二小节加花变奏，这两小

节整体看来还是∞l—do—sol的旋律。肯定徵调式的
进行。第三、四小节两次出现四度跳进，与上一首基本

曲调的四度跳进风格保持一致，再级进到调式的功能

音上，作半终止。下旬的第二小节变换节拍，但都在微

的色彩中进行。最后两小节作下行级进收束结尾。这

条变体加进了主音上方大三度和大二度色彩音。作经

过音进行到主音微音。把原基本曲调的四声音阶扩展

成五声音阶。使旋律更加丰满。

谱例22：

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

陕北安塞

这是另一首变体曲调。共有九小节，C徵调式，四
四节拍与四三节拍、四二节拍的变换拍子。由基本曲

调的四二节拍扩展到四四节拍．曲调更加宽松、自由。

音符长度增加一倍，但旋律走向严格保持了基本曲调
的线条。上句一、二小节，是sol—do一附一sol双四度

跳进，确定调式，三、四小节是基本曲调拉宽一倍的重

复。下旬开始．节拍发生变化，经过了四三节拍、四二

节拍，最后回归到四四节拍。事实上，这四三节拍、四

二节拍是基本曲调同位置两个小节的发展扩充，达到

一种非常放松、自由的音乐效果。最后两小节，同样作

下行级进收束性结尾．仅使用主音上方大二度的色彩
音向主音的倾向进行。是基本曲调的简化变体。

谱例23：

当红军的哥哥到我家

陕北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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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基本曲调的第三首变体。共八小节，C微调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已经融于他民族，从而放弃了自
式，四三节拍与四四节拍的交替使用。这一变体的速己的语言、生活习俗。但是，蕴涵在他们心灵深处的音
度较基本曲调加快一倍。旋律进行比前两个变体变化乐质素却难以发生变化。正如萨波奇指出的：“这种音

稍大一些。但主要的旋律线仍保持基本曲调的面目特乐深深根植在他们(突厥人——笔者注)的心灵之中，
征。上句，前半部分为∞l一一d旷_re--sol，肯定调式主在从中国经过中亚西亚到居住在黑海的诸民族的心
音，后半句为陀一sol—re—do半终止在调式的属功灵中。”囝(聊)这就是古代突厥民歌与陕北信天游之间

能上。下句是基本曲调的变化进行，基本曲调下旬的亲缘关系的根源所在。

第一、二小节的sol—do—陀一sol的进行就完全体现
在这一小节的旋律中。最后作下行级进收束结尾。这

一变体节拍变化自由，从歌词上看，与基本曲调相同，
但由于节拍和旋律的比较大的发展变化。使音乐风格

和情绪产生了相应的改变。由规整严肃变为自由欢

快。

结 语

综上所述，《匈奴歌》、晋书所载的匈奴民歌、《敕
勒歌》、古代突厥民歌和陕北信天游在曲体结构，以及
古代突厥民歌和陕北信天游内部的韵律结构之间的

确存在着明确的直接的传承关系。此外．匈牙利民歌、
西裕固族民歌以及陕北信天游的音乐形态特征．无论
从节奏、节拍、音程、旋法等各方面都可以看到它们之
间的高度亲缘关系。尤其是作为旋律发展手法的“五

度结构”，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音乐思维的核心因素
在三个地区的民歌中普遍运用，这决不是一个巧合，

而是突厥民族各部族在历史的变迁中各自寻找自己

的栖息地，当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定居下来．他们的音

乐便在那里永远地流传开来。虽然．有的地区的人群

注：本文为笔者申请西安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陕北信天游与古代突厥民歌亲缘关系之研

究》的第二章。本论文已于2005年6月通过答辩，文

字稍有改动。

参考文献：

【1】杜亚雄．裕田族民歌的音乐特色叩．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1981(3)．

【2】【匈】巴托克．巴托克论文书信选(增订版)【M】．北京：人民

音乐出版社。1985．

f3】萨波奇．早期匈牙利民闻音乐与东方的关系Ⅱ】．柯迭伊

著，廖乃雄等译．匈牙利民间音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5．

责任编辑程天健

一1·≯、≯～≯‘～，～≯1·≯、≯～≯‘·∥、≯、≯～≯～≯、≯、≯、≯～≯～≯～≯、≯～≯··≯、≯～≯··≯··，～≯．．，、≯、≯～≯～≯～≯～≯～≯、≯、≯～≯～≯、≯、≯··≯··≯～≯～，、．

32

我院两门课程入选2007年度陕西省普通高校精品课程

在2007年度陕西省普通高校精品课程评审中，我院送报的由翟志荣教授主持的“民族交响

乐队训练与表演课”以及由周玲教授主持的“美声教学课”，入选陕西省普通高校精品课程行列。
我们将再接再厉，做好精品课程的后期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头作用，为提高我院教育教
学质量做出更大的贡献。

(教务处、科研处与研究生处)

 万方数据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