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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天游是中国民间歌曲中极其重要的,并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歌种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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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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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通过对 敕勒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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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陕北信天游;古代突厥族民歌;亲缘关系; 匈奴歌>; 敕勒歌>

摘 要

关键词

比较古代突厥民族的民歌 指游牧在古代中国北

方草原上的操突厥语的诸民族民歌 本文涉及到的这

些突厥语族诸民族有 匈奴 敕勒 突厥 回鹘等相关

民族 与今天的陕北信天游 几乎可以说 信天游的歌

词结构 旋律形态是研究古代突厥民歌的活化石 之

所以为此 是因为古代突厥民歌与陕北信天游确实有

着比较明确的亲缘关系  亲缘关系 一词来自于语言

学中的概念   亲属关系 语言学把有共同来源的语

言称为亲属语言 这些语言彼此之间就具有亲属关

系 本文认为陕北信天游与古代突厥民族的民歌之间

在音乐形态以及文辞结构方面有某些共同的成分 在
历 史 变 化 的 过 程 中 保 持 着 一 定 的 传 承 关 系  

一"现存的古代突厥民歌
及#敕勒歌$的族属

古代突厥民歌 现存最早用汉文献记载的一首

是 
匈奴歌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O

这是公元前 121 年 汉朝大将军霍去病率军出兵

陇西 占领了匈奴控制的祁连山和焉支山 失去故地

的匈奴人 吟唱这首歌来表达他们伤感悲凉的心情 
 匈奴歌 对于本文的意义 首先在于它是最典型

的按语意的上下句结构形式 它奠定了突厥民族民歌

歌词形式的基本框架 在以后的所有可见文字的突厥

民歌记载中 大多再现或模仿了这一体式 
另一首是 晋书 中用汉字记下的匈奴语语音的

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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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信天游与古代突厥民歌
亲缘关系之比较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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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支替疾风1
仆谷秃勾当O

经法人伯希和悉心研究后,将其复原成古突厥语

发音:
Su gi ti Iai gan,
Pu gu tura Olan.

意思是:
军队上路了1

仆谷(人名)被抓住了O [1]

这是一首典型的上下句结构的叙事歌O
出现于公元 5 世纪末的<敕勒歌>是又一首古代

突厥民族的民间歌曲,其体式结构与<匈奴歌><晋书>
所 载 的  军 队 上 路 了, 仆 谷 被 抓 住 了  " 完 全 一

致:
敕勒歌

敕勒川1阴山下1
天似穹庐1笼罩四野;

天苍苍1野茫茫1
风吹草低见牛羊O

但是,就 敕勒歌>的族属和作者问题,史家们曾

经展开过长久的争论,讨论的焦点在于:一 斛律金

作 二 鲜卑族说 三 敕勒族说 以上不同观点的三

方,主要基于下面的两则史料,以及有关敕勒部的记

载 
 北齐书 帝记第二>  (东魏武定四年 546 年

11 月)己卯1神武以无功1表解都督中外诸军事1魏帝

优诏许焉O是时西魏言神武中弩1神武闻之1乃勉坐见

诸贵1使斛律金敕勒歌1神武自和之1哀感流涕O U
 乐府诗集>引 乐府广题>曰:H北齐神武攻周玉

壁1士卒死者十四五O神武悲愤1疾发O周王下令曰 高

欢鼠子1亲犯玉壁1箭弩一发1元凶自毙O神武闻之1勉

坐以安士众O悉引诸贵1使斛律金唱 敕勒>1神武自和

之O 其歌本鲜卑语1译之齐言1故其句长短不齐O U
民歌历来都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中共同创造

的,这早已是个不争的事实 并且,以上两则文献均记

载的是斛律金唱敕勒歌,因此, 斛律金作"一说首先

应当否定 
 鲜卑族"说认为:一  敕勒歌>为北朝民歌 二 

文献中 使斛律金敕勒歌"应理解成 使斛律金<这位>
敕勒<族的老公>唱歌" 三 斛律 高车是他称,是北

方 诸夏民族对高车时期突厥民族的称呼,而不是自

称 四 通过梳理史料,当时的北方只有鲜卑和柔然两

个民族,这两族又是同源 所以,北朝民歌中的 敕勒

歌>应属于鲜卑族 
 敕勒族"说认为,按民歌中描写的敕勒川的地理

位置,正是公元 429 年太武拓拔焘讨伐漠北,将内附

的敕勒部人安置的地方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敕勒

部人的生活迅速走向繁荣,歌中唱到的情景也正是阴

山南麓水草丰美的景象 
以上两种观点都着眼于历史文献的记载,结合研

究者个人的思考,希望对 敕勒歌>的族属问题做出回

答 判定一首民歌真正的民族归属,固然要凭借可信

的文献,从史料中寻找线索仔细地求证 但是,我们的

问题对象是一首民歌, 为什么不直接从这首民歌入

手,而是在民歌的外围单纯用史料的疏证来解释这一

问题呢? 下面笔者将立足于 敕勒歌>的歌词形态,并
将它放置到同一时期流传的鲜卑族民歌中作横向比

较,同时,再与敕勒部有亲属关系的民族后裔的民歌

作纵向比较,再结合文献的记载,重新诠释 敕勒歌>
的族属 

 乐府诗集>引 乐府广题>中有这样一句话:H使

斛律金唱 敕勒>1神武自和之O
·
其

·
歌

·
本

·
鲜

·
卑

·
语1

·
易

·
为

·
齐

·
言1

·
故

·
其

·
句

·
长

·
短

·
不

·
齐O U

神武即高欢<496-547>,河北景县人 6 世纪初

服务于鲜卑人,是鲜卑化了的汉人 斛律金,汉化了的

敕勒人,其祖上是敕勒族斛律部倍侯利率部内附的降

户,跟随高欢多年 因此,斛律金用鲜卑语唱歌的记载

是合理的 文中说, 敕勒歌>本来是斛律金用鲜卑语

唱的,后来被翻译成 齐言"  齐"在这里为国家, 齐
言"即齐国的语言,不应理解为文学中规整的韵文 这

一时期有两个以 齐"命名的国家,一是南齐,一是北

齐,语言上均通用汉语 可以得出:这是一首把鲜卑语

译成汉语的民歌 再向下看, 故其句长短不齐",意思

是说,所以歌词结构是长短句的形式 换句话说,这是

一首由鲜卑语译成汉语的民歌,是不整齐的上下句结

构 以上是笔者按史料原文做的解释 可是问题还没

有触及 敕勒歌>的族属,并且还会有这样的疑问,一
位敕勒老人,用鲜卑语为一个鲜卑化的汉人唱有关敕

勒族生活的地方或是鲜卑族曾经生活的地方的场景,
并使这位鲜卑化的汉人 哀感流涕" 这首歌到底应该

属于哪一个民族呢? 似乎敕勒族 鲜卑族都有合理的

成分  敕勒歌>族属问题的结症就在于此 当我们横

向的观察比较同一时期有明确记载的鲜卑族民歌<非
文人参与创作的民间歌曲>, 就可以使问题稍稍明朗

一些 
据罗根泽先生对 乐府"的研究:把北朝时平民创

作的乐府诗歌分为两个时期,虏歌时期和汉歌时期 [2]
<PI57> 虏歌时期的民歌流行于公元 300 年到 360 年左

右,指专用虏音歌唱的民歌,是北方游牧民族初入中

国或入中国之前所咏唱的,是鲜卑族民歌 因为多是

鲜卑语的唱辞,都不可解 汉歌时期的民歌流行于公

元 360 年到 580 年左右 指胡人用汉音或胡汉风格兼

有所演唱的民歌 乐府称汉歌时期的民歌为 北歌" 
 唐书 乐志>载: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 吐谷浑 部落

稽三国,皆马上乐也 后魏乐府始有北歌,  此歌是

燕 魏之际鲜卑歌也 笔者摘取了三首这一时期的鲜

卑族民歌作为示例:

陕北信天游与古代突厥民歌亲缘关系之比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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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驱

青青黄黄1雀石颓唐O 槌杀野牛1押杀野羊O
折杨柳

遥看孟津河1杨柳郁婆娑O
我是虏家儿1不解汉儿歌O

捉 搦

黄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O
小时怜母大怜婿1何不早嫁论家计O

这三首民歌无论四言~五言还是七言,都是四句

体的整齐句式结构O韵律节奏,四言民歌每句两顿(两

个音组>每顿两字(双字尾>:

地 驱

青青/黄黄1雀石/颓唐O 槌杀/野牛1押杀/野羊O
五言民歌,每句三顿,一~二顿每顿两字,末顿一

字:
折杨柳

遥看/孟津/河1杨柳/郁婆/娑O
我是/虏家/儿1不解/汉儿/歌O

七言民歌,每句四顿,一~二~三顿每顿两字,末顿

一字:
捉 搦

黄桑/柘屐/蒲子/履1中央/有丝/两头/系O
小时/怜母/大怜/婿1何不/早嫁/论家/计O

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北朝时期鲜卑族民

歌的音律已基本形成单语素~双音步的特征,即一个

字表示一个意思,两个字组成一个音组(音步>的特

征0
现在,再将疑为鲜卑族的<敕勒歌>与鲜卑族民歌

横向比较,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如果<敕勒歌>在结构

上同为鲜卑族的民歌的话,那么,当它译为汉语时,也

应该是整齐的四~五~七言的四句体,可是,<敕勒歌>
偏偏却是一个长短不齐的上下句结构0当然,如果<敕

勒歌>作为一首鲜卑族民歌的例外,它就是长短不齐

的上下句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0下面,我们继续就这

个问题追踪下去0
<新唐书 回鹘传>载:H回纥1其先为匈奴也1俗多

乘高车1元魏时亦号高车部1或曰敕勒1讹为铁勒On唐
元和四年时(公元 809 年>改为回鹘,取回旋搏击,如

鹘之迅捷之意0 公元 840 年,北方草原上的回鹘被另

一支突厥民族部落---黠吉斯击溃, 分三支西迁,和

西域原住民结合先后建立高昌回鹘 河西回鹘和喀喇

汗王朝三个政权0其中喀喇汗王朝是西迁来的回鹘人

与近族葛逻禄和样磨联合建立起来的0 经历了 10 世

纪中至 12 世纪长达两百多年的历史0 在喀喇汗王朝

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一本用阿拉伯语注释突厥语词的

词典---<突厥语大词典>, 这本书完成于公元 11 世

纪 70 年代, 由维吾尔族伟大的学者和语言学家玛赫

穆德 喀什葛里所著0 此时的喀喇汗王朝虽然已经信

奉伊斯兰教,并与伊斯兰人融合,但是作者在本书的

序言中明确表示: 他收集整理各地区的突厥语言,是

为了弄清这些语言之间的细微差别0说明这是一本忠

实于草原文化的词典0 笔者作了统计,词典共收集古

代突厥民歌 244 首,上下句结构的有 8l 首,占总数的

l/3,按语意的上下句结构有 64 首,占总数的 1/4 古

代突厥谣谚 243 首,上下句结构的有 176 首,占总数

的 3/5 还多0 这一组统计数字雄辩地证明了上下两句

体是典型的古代突厥民族的民歌体式结构0下面笔者

摘取几首为例:

当作忠告智者言1
善言影响入心田O [3](Pl49)

魔鬼欢迎你1给你捧上蜂蜜1
你都不明 白1 仍 穿 着 绸 衣 甘 心 当 傻 瓜O [3](Pl5l)

我的目标远而遥1
黑眼睛把我俘虏了O [3](P25)

另外,在同一时期的另一位文学家优素甫 哈斯 
哈吉甫著有一部反映 ll 世纪维吾尔的社会情况~哲

学观点, 并带有训诫性的长篇叙事诗---<福乐 智

慧>0本书是 ll 世纪我国历史上喀喇汗王朝时期用回

鹘语(古维吾尔语>写成的一部长诗0被誉为维吾尔古

典文学的典范之作0全书 6645 段,每段均为上下句形

式,体式结构酷似中国现代诗人李季采用陕北信天游

的形式创作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0同样

摘取几段为例:

有一位突厥梅禄讲得真好I
子女是父母闪光的眸子O

为子女操心好似无底的大海1
子女使父母的容颜凋枯O

谁若是有了妻子儿女1
岂能在夜间酣眠安息 

父亲为了儿女瘦骨嶙峋1
子女却往往把父亲忘记

(按:梅禄,古代突厥官职,大臣0 >
<福乐智慧>第二十一章 <月圆对儿子贤明留下遗嘱>
[4](Pl59>

下面, 我们再来关注鲜卑族的历史发展和迁徙0
有史料明证,现代的锡伯族是北朝时期东胡系鲜卑族

的血胤后裔0锡伯族世代生活在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

地区0 l7 世纪以后, 锡伯族曾作过两次大规模的迁

交响   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季刊) 2007 年第 l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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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 其中一次是清乾隆二十九年 1764  清政府为加

强西北国防兵力 从东北抽调锡伯族官兵千余人及家

属几千人移驻新疆伊犁地区 为了政治和军事的需

要 这批西迁的锡伯族人又于乾隆三十一年 1766 进

驻伊犁河南岸 今察布查尔地区  现举两首新疆察

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民歌为例 
谱例 !!

相亲歌

新疆察布查尔

谱例 "!
迁徙歌

新疆察布查尔

以上两首民歌的曲体结构均为整齐的七言四句

体 歌词的词拍格式是 

父母!养儿!艰辛!多!
为儿!定亲!更犯!愁!
处处!打听!处处!寻!
八方!求亲!把人!瞅"

大清!皇帝!发圣!旨!
奉天!将军!传羽!檄!
抽选!锡伯!千户!人!
远戍!边防!到伊!利"

每句四顿 一 二 三顿每顿两字 末顿一字 与

北朝时期鲜卑族民歌的格律完全吻合 
通过对北朝时期两大民族的民歌所做的共时性

比较 以及两民族迁徙后 对其民歌进行的历时性比

较  敕勒歌 的族属就比较明确了  敕勒歌 是一首

突厥民族民间歌曲 追溯 敕勒歌 的族属 笔者的意

图是想勾勒出一条逝去的民族与当代民族的文化线

链 在时隔千年的历史中 观察他们的影响与共融 以

及这两个民族之间共同构成的一种地域文化   信

天游 

二"陕北信天游与古代突厥
民歌文辞结构的亲缘关系

在拟定本课题研究的可行性过程中 有学者疑

问 把信天游和十多个世纪前突厥民歌并置比较 要

考虑在这其间会有其他民族民歌因素的介入 这个提

示很中肯也很尖锐 笔者当然不否认 信天游也同时

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 但是 就民歌的文辞结构 
旋律形态方面陕北信天游与古代突厥民歌的确有着

无法抹去的亲缘关系 
我们还是先从 敕勒歌 说起 
明代诗人何白 曾游历到今陕北榆林市的红石

峡 留下了一首 34 行的七言律诗 游红石峡  诗中这

样写到 
  
葡萄酒泻莲花榼!
豹血寒凝马乳香"
秃衫小队催歌舞!
南部吴歈出新谱"
重翻齐译敕勒歌!
操撾更按渔阳鼓"
健儿角技校前分!
万马嘶风日欲曛" "#$

  
这首诗歌为本文提供了一条有力的证据 何白的

诗给我们描绘了明末陕北的生活图景  豹血寒凝马

乳香  万马嘶风日欲曛 说明游牧经济在当时还占有

相当重要的位置 基本保持草原经济的特点 这是其

一 其二 草原文化因为生产方式的存在而存在 更重

要 的 是 在 5 世 纪 末 出 现 的  敕 勒 歌  仍 然 被 传

唱 
一个族群的音乐文化在其流变过程中最稳定 最

不易发生变化的就是音律 调式 结构等形态 音律 
调式 结构是某一民族音体系范畴的组成部分 它的

产生基于使用这一音体系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一

个完整的文化环链 这是一个多层的 动态的结构 音

体系当中每一个因素的存在都是整个体系的一个必

然 因此 有理由相信 在我们考察了 敕勒歌 歌词的

结构形态之后 明末时何白听到的 敕勒歌 与公元 5
世纪末的那首 敕勒歌 在结构形态上应无二致 并

且 在笔者看来 何白诗中的 敕勒歌 并不仅仅是敕

勒族内迁以后传唱的那一首具体的民歌 而应该理解

它为广义上的敕勒歌 即一个由上下句构成的非整齐

句曲体结构的民歌 并且何白在诗中也明确写到 重

翻齐译  即在其基础之上生发出更多的 通过笔者对

 突厥语大词典 中四百多首突厥民歌的量化考察 认

为 上下句是突厥民歌最典型的一种曲式结构 在内

陕北信天游与古代突厥民歌亲缘关系之比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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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突厥人居住\活动最集中的陕北地区9就广泛地流

传着由上下句构成的信天游0 无庸置疑9这种音乐文

化上的亲缘关系就来自于同一地域<陕北>中这两个

历史民族的血缘传承9这是这两个民族共有共用的艺

术形式0
那么9何白所谓的c重翻齐译y是什么意思呢?笔

者认为c翻yc译y的是歌词的内容0从对游牧生活的描

写转向对爱情的歌颂\倾诉0 歌曲内容的渐变过程也

就 意 味 着 c 信 天 游 y 这 一 民 歌 体 裁 在 逐 步 形

成0
关于汉族民歌音乐体裁的划分9民族音乐学家周

青青教授有过一个比较全面的阐释0她首先肯定9c一

般音乐作品体裁的划分主要依据表演形式和作品的

结构篇幅等外部形态特征0 y[6]<P24>对于民歌体裁的划

分9 指出1c民歌的体裁划分应当依据社会生活条件

<即民歌的产生和应用场合> 加上功用要求所形成的

音乐表现方法0 y [6]<P25><着重点为笔者加>0 就作品的

结构篇幅这一外部形态特征9笔者在前面已作过详细

的论述9 认为信天游一脉相承了敕勒歌的结构形态0
第二9就音乐表现方法所囊括的社会生活条件和功用

而言9信天游已基本完成了由对游牧生活的歌唱向对

爱情生活的表现的过渡0已经形成了以表达爱情生活

为主9在野外歌唱的一种体裁了0 陕西绥德一位姓张

的 60 岁的老人告诉笔者1c信天游都是唱爱情的y0因

此9按笔者在本课题的思路9广义敕勒歌在内容上的

转变是信天游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0
与我国其他地区的各类民歌一样9信天游的探源

还没有得到学界的共识9这是民族音乐学领域比较难

解决的问题0 原因是9历代正史一般不去关注散布在

乡野村落的小曲9任其生存消亡9明清以前的文人笔

记中对民间歌曲的记载也非常有限0 因此9对类似信

天游这样的民歌9只能从其外围入手9结合历史材料9
渐次地分析9以达到预期的结果0在笔者看来9这是一

个不是办法的办法9也是一个好办法0 它丰富了研究

材料的多视角性9拓宽了民歌研究的思路9为民歌的

研究注入了更清新的气息9展示了更多的可能0
有这样的研究成果9 从信天游的历史话语痕迹

看9保守地估计9信天游的广泛兴起9最晚可以上溯到

元末明初0 [7]文章着眼于信天游歌词中的c一十三省y
这个地域概念和c奴y这个女性自称0作者追溯中国历

史上从元代开始将全国划为十一个行省9明代初年扩

建为十三个行省的这一行政建置的历史事实9和元末

明初的小说中妇女普遍自称为c奴y的现象0 同时9有

c一十三省y这个历史名词的民歌中9几乎都是表现在

c一十三省y的范围里的爱情故事9

例如!鹁鸽喝了泉子水1
一十三省的地方挑下你0

五谷子那个田苗子1就数高粱高1

一十三省的女儿哟1就数兰花花好0
c奴y更是相爱男女双方9女性的自称9

例如!奴家的男人一十六1
一十七岁上走西口0

奴妈妈生奴九菊花1
你给我寻下个丑南瓜0

这些材料比较充分地支持了至迟在元末明初信

天游就已经存在的观点0艺术是艺术家对他那一时代

生活的表现和反映9这是东西方艺术理论界早已公认

的0 因此9c元末明初y说9在逻辑上是合理的0
综合何白的<游红石峡>中对陕北地区敕勒歌的

描述9和信天游起源的c元末明初y说我们可以得到下

面的结论1信天游在元末明初已基本形成9但在当时9
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体裁称谓9可能在当地传唱人群的

心目中9他们还在唱突厥人的c敕勒歌y0
下面9笔者从民歌内部的韵律结构进一步讨论古

代突厥民歌和陕北信天游之间的亲缘性所在0
按照目前民间歌谣格律节奏划分的一般规律9笔

者选择了几首信天游来分析其词拍现象0 词拍9是从

音乐的角度分析 寻找\划分歌词的构词法和句法中

体现出来的层次性9亦即歌词中语词组合手法所体现

出来的音乐性规律<高低\长短\强弱\急缓等>9

例如1"偷眼眼看人你有主意# <府谷>
白脸脸/坐在/阴凉/地1
偷眼眼/看人你/有主/意0

"妹妹的心事我知道$ <靖边>
二黄/糜子/紫格蓝蓝/草1
心事/好来咱/慢慢/交0

%老天爷杀人不眨眼$ <横山>
天上的/云彩/风刮/散1
什么人/你把我/路掏/断0

"实实铁心跟上哥哥你$ <府谷>
煮了/一圪堆/钱钱/下了/一圪堆/米1

实实/铁心/跟上/哥哥你0

"为革命下决心把兵当$ <定边>
在前线/你要把/为妻我/想1
但愿你/立功/戴花/转回/家乡0

信天游是非常典型的不整齐上下句式9将每句进

行音组的划分9 发现每句音组的数量并不完全一致9
而是有多有少9参差不齐9同时9每个音组中包括的音

节也没有规律9有单音节\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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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句尾音组也没有规律的音节数O
再看汉族传统诗歌的格律现象O
我们可以初步总结汉族传统诗歌的格律节奏特

征 以齐言为多 每句音组数量一致 四言为两个音

组 五言为三个音组 七言为四个音组 每个音组中

包括的音节很有规律 以双音节最为典型 除四言

外 五\七言的句尾音组均为单音节O 李西安对中国

诗歌的这种词拍特征的形成原因 从语言的角度作

过分析:u从表达词义的角度来看 汉语以单音词和

双音词为主 古代以单音词为主 现代双音词增多 
三音词和三音以上词较少O "[8]语言是影响音乐的重

要因素之一O 杨荫浏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讨论过

有关语言与中国音乐之间的关系O 他说:u任何一种

音乐 它都与那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有着最密切的

关系O 音乐是语言在情感\音调\节奏方面的延伸和

深化O "[9]在汉民族语言长期的影响作用下 汉族民歌

包 括 文 人 律 诗 在 内 的 大 部 分 作 品 几 乎 都 形 成 了 以

u2" 为基本节奏形式的数字律O 即每个音组为双音

节 每句最后一个奇数音节作长音或加休止符处理 
同样形成在节奏上的双音节效果O

与信天游的自由音律相比 这是截然不同的词

拍现象O 我们说 汉族的格律诗歌(无论四\五\七\十

言>是由文人在汉族传统的诗律模式下创造的 它有

严格的规则 与民间歌谣的格律有着极大的差异 也

正是因为文人诗作的规范 使其成为特定时期的精

英文化模式 特定时期的主流文化势必对民间文化

造成广泛而强烈的影响 导致汉族民间歌谣的格律

化倾向或者格律化O 按照这样的逻辑 汉化过程早已

结束了的现代陕北人 他们演唱的信天游却没有完

全的格律化 

例如:!想起情人上长路" (安塞>
真武洞起身延河弯里站1
延安府下去倒把个情人看0

再如:!人家都在你不在" (定边>
山在水在石头在1人家都在你不在1
刮了一阵风下了一场雨1不知哥哥在那里0

为什么信天游中还大量存在未完全格律化的歌

词现象呢?
笔 者 认 为  还 是 应 该 从 格 律 产 生 的 根 本 原

因---语言现象入手 寻找问题的答案O
前文已经论述了信天游早期的结构形态是突厥

民族敕勒部的u敕勒歌"所反映出的上下句形式 因

此突厥语是本文这一部分关注的对象O 我国现代突

厥语族语言有八种: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

语\西部裕固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图佤语\撒

拉语等O [l0](P36l>

其中 u西部裕固语的单词多为一-三个音节组

成"O [ll](P77l>另外 笔者从<突厥语大词典>中 看到了大

量的三音节词汇 此词典用阿拉伯语注释突厥语词 
再用拉丁字母标出突厥语词的读音 并翻译成汉语O
语言在几次转译的过程中 出现不忠实原文含义的

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但在这儿我们仅仅观察它们的

读音O 下面摘录一些三音节词语:

igk!rdi 使进入 [l2](P246>

alturdum 使取 使拿 使收[l2](P243>

y!tiskti 上年纪 被追上[3](PlO2>

yumluxd! 闭合 [3](PIO2>

突厥语言中广泛存在的三音节单词现象 与汉

语的语词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在汉语语词中极少

看到三音节词汇O 三音节词在突厥民歌中广泛出现

也就在情理中了 我们还是从<突厥语大词典>中辑

录几首突厥民歌 来观察三音节词语的应用:(加线

单词为三音节词>

biIg! !r!D SavIar!D aI"!I "g#t
!$g# Sav!" !$I!S! "zg! Si!gr

当作忠告智者言1
善言影响入心田0 [3](Pl49>

bard! Sa!a y!k turu baI
barg!D k!$ip!D t!I# yuv"a bOIup kaI

魔鬼欢迎你1给你捧上蜂蜜1
你都不明白1仍穿着绸衣甘心当傻瓜0 [3](Pl5l)

O"ra"!m k!Dd# y!rak
buIDad! m!Di karak
我的目标远而遥1
黑眼睛把我俘虏了0 [3](P25)

atSa Ok!D k!zg!rip kim turaD! y!"dag!
ta"!" atip O"raSa "zi kuy! y!rt!Iur

如果测准距离射箭1谁还能保卫得了堡垒;
如果瞄准山射箭1大山和谷地都会粉碎0 [3](Pl03)

大词典作者已经按音节把每句歌词隔开 三音

节词在民歌中多次自由的出现O 比较信天游的三音

节歌词现象:

!大河畔上种黍子" (府谷>
煮了/一圪堆/钱钱/下了/一圪堆/米1
实实/铁心/跟上/哥哥你0
白天/想哥哥/大门外/聊1
黑夜里/想哥哥/睡不着/觉0

!什么人留下一个闹革命" (陕北>
前沟里/下雨/后沟里/晴1

陕北信天游与古代突厥民歌亲缘关系之比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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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人/留下来/闹革命O

这几首信天游歌词里多次出现三音节词!出现位

置自由没有规律" 是否可以认为!信天游中普遍存在

的三音节歌词现象与突厥语言给突厥民歌旋律造成

的影响有关"原因是!语言是音乐最直接的决定因素!
突厥民歌里存在大量的三音节词是受到突厥语言的

影响" 歌词是曲调的先行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音

乐的发展" 无须赘述!突厥民歌的旋律来自于突厥语

言的格律" 由于语言中三音节词的出现!突厥民歌的

旋律发展势必就要配合它而出现适合三音节的旋律!
突厥人在长期的汉化过程中!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民族

语言!改说汉语!然而他们心灵深处的旋律#$$由突

厥语言长期影响下产生的旋律$$$是不易改变的%旋

律中过去三音节歌词的部分! 在使用汉语演唱时!由

于汉语多为单或双音节!产生了缺少一个音节的心理

不满足感! 为了达到民族集体记忆中歌唱的心理惯

性!歌手们在随时需要的时候!添减歌词的字数!更好

的表情达意" 最终凝定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在信天游

歌词中不规律出现的三音节词现象" 同时!突厥民歌

中每句音组数量不定!每个音组的音节数也不相同的

这一特征!与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相互印照!他们逐

水草而居!自由流动居无定所!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性!
也与他们的艺术心理形成同构关系" 这样!陕北的民

歌文化就有了这种独特现象"这也是影响信天游内部

格律节奏自由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更是与定居的农耕

文明$$$汉族诗歌文化中严格的律动相区别的重要

原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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