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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天游的草木兴象
刘赫然

（延安大学，陕西 延安 716000）

摘 要院“比兴”是信天游中一大艺术表现手法。信天游中用以起兴的物象种类多样，不拘一格，其中草木植物的起兴使用

广泛并且有着深刻的文化意蕴。信天游的歌者常常将草木比兴与人之品貌、婚姻爱情联系在一起，20 世纪 30 年代红军

到陕北后，又常常以草木来比兴革命事业的红火热烈。这些联系既有着深刻古老的文化风俗内涵，又与陕北这一地区的

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不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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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天游是广泛流传于陕北黄土高原地区的一种山歌，其

基本体式是以两句为一联。在两句体的歌唱中，“比兴”是其抒

发情感、塑造形象的最常见手法。信天游的上句往往运用“比

兴”手法来展示意境、渲染氛围，下句再具体作出情感的抒发。

其实，“比兴”传统早在信天游之前就已经得到广泛使用。“上

古诗歌中，用以起兴的物象是多种多样、不拘一格的。‘凡禽鱼

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唐皎然《诗

式》）举诸日月、山河、草木、鸟兽，以及柴薪、车舟、服饰、器物

等无不可取以为兴。”信天游的兴象也是多种多样，长久以来，

陕北人民对于动植物所沉积倾注的亲密情感，使得“自然万物

在长期的历史文化中，就逐渐蕴含了超乎本来意见之外的意

味，成为一种意象原型。”

信天游诸多兴象中，草木植物的起兴使用很广泛并且具

有着深刻的文化意蕴，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草木比兴与人的品貌
以草木植物之自然品性来比况人之品貌的表现手法古已

有之，且不论《诗经》中诸多例子，单一部《离骚》中就常常以

“香草”这一意象来起兴说明人的精神之高洁无暇。信天游中

以花草树木起兴时，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光艳照人的花草

来比兴女子之貌美才俊，另一种是以树木等来隐喻男子之阳

刚伟岸。

（一）以花草喻女子品貌

“崖畔畔开花一朵朵红，人里头就数妹妹你亲。”“三月的

桃花分外红，我越看妹妹越心疼。（心疼，有可爱俊俏之意。）”

其实在很多文学创作中常常会使用盛开的花朵这一意象来比

喻年华正茂的女子，信天游中以绽放的花来隐喻女子的歌词

也不免会落入这样的窠臼，但与常见的此类比兴不同之处在

于这种对年轻姑娘的赞美往往发自于姑娘的爱人口中，是一

种满含深切情感的赞叹。

除了以花朵来夸赞女子外貌俊美之外，也有一些歌词以

花草来隐喻女子好的品行，如：“山丹丹花儿背洼洼开，我爱妹

妹的好人才。”山丹丹花儿没有开在显眼引人注目的山坡，而

开在“背洼洼”里，一定程度上也指出了女子内在的优秀品质

在爱人心目中所占的重要位置。再如：“黄河畔上灵芝草，二妹

妹你比谁也好。”以灵芝草来喻女，既突出了事物的形象特点，

同时又抓住了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形象的描绘来说清抽

象的事理，让人感觉很真实且很形象，一方面很大程度地增强

了民歌的表现力，另一方面又不失其厚重、淳朴。

（二）以草木喻男子品格

有时，一些用来隐喻女子的兴句也可以用来喻男子之品

格，如前面用来形容女子的品貌的“灵芝草”也被用来隐喻男

子的才得：“黄河畔上灵芝草，哥哥你人品生得好。”

这种现象可以在口头程式理论中找到解释，在某个民族、

某个地区的民间文学中，常常会有一些语句形成“套语”，被民

间歌手们广泛反复地使用。在信天游中，这样的套语的使用也

是十分广泛，对于歌者来说不算“投机”而是“取巧”。

在信天游中，除了一些珍草之外，更多的还是以树木来比

喻男子，如“青杨柳树扎了个高，你看哥哥哪哒好？”在自己心

爱的女子面前，男子以青杨柳树自比，展示出自己的高大阳

刚，并自信此是女子对自己爱慕的条件。

“端个铮铮青杨冒呀冒得高，哥哥就是那人稍稍。”与上一

首的以树木自况不同，这是一位姑娘用青杨树来比喻自己的

情人，夸赞自己心上人与其他人相比高出一筹，出类拔萃。以

此比兴既饱含着女子对情郎深切的爱，又满溢着对自己情人

人才品行高大的自豪之情。

当然，草木比兴不仅仅比况男女的优秀的品格，起兴爱慕

与赞美之情，有时候依植物自然品性的不同，还常常会来比兴

人的恶劣的习性，从而起兴厌恶或咒骂之意。如：“芦草开花空

心心，看你也不是个实心人。”以芦草这种植物开花时是空心

的这一习性来隐喻人心的不实在，将内心的不信任的情感表

达得恰如其分。“蓬头柳树空壳郎，我男人是个二圪梁。”“二圪

梁”在陕北方言中指做事粗鲁、蛮横，不考虑后果的男人。歌者

以树干腐烂空心，只剩树表皮的柳树来形容自己蛮横粗鲁不

成才的丈夫，满含着对丈夫的抱怨与对不幸婚姻的控诉。

二、草木比兴与爱情婚姻
信天游歌词里有一句“三月桃花满山山红，世上的男人爱

女人”，爱情永远是人们世世代代歌颂传唱永恒不朽的主题，

生活中有太多的物象被人们拮取出来，表达相思之情，表达求

偶之意，其中草木是被人们使用得极为广泛的起兴物象。“在

宗族之情中，种族繁衍至关重要，而树木强大的生命力令人们

羡慕”，所以信天游里的草木比兴在比况人之品貌的同时更多

的与男女爱情婚姻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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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草木比兴与思恋之情

信天游中常用花草来隐喻女人，用树木比况男人，所以也

自然而然地会用藤蔓类的植物来比兴男女之间相思相恋之情

或用来比兴女子对男子的依附：“藤蔓缠在树根底，我就把身

子许给你。”“你是大树我是藤，你缠我抱分不开身。”歌者用大

胆直白的口吻，以藤蔓与树的缠绕来表达自己以身相许的决

心，显示出陕北地域人们的豪放与爽朗。还有如“两棵桃树一

条根，两个身子一条心”这样的歌词，以同根生的两棵桃树来

起兴，歌唱自己与心上人同心同德、忠贞不渝的爱情。

“山山洼洼野花开，相思病得下盼人来。”“鸡冠冠花开来

自来红，难过不过人想人。”“金针针开花黄灿灿，想哥哥想得

吃不下饭。”在这些歌词中，各种花儿的开放与主人公的相思

之情表面上看来并无什么必然联系，但是满山盛放的花儿却

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一种情境，使主人公看到这样的情境后，

自己相思的情感一触即发，一方面欣赏眼前美丽的景色，另一

方面自己孤单思念的心情又与这样美丽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

比，更突出了自己对心上人的相思之情。

（二）草木兴象与婚偶婚育

“民歌是民众用来抒发感情的重要渠道，在生活中尤具现

实意义。男女互相赞美对方，本身就隐含着爱慕与追求的意

图。”在《诗经》中“薪柴”就有求偶之意，如《周南·汉广》：“翘翘

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马乃迎亲之工具，和

“薪”一起都是婚礼中用到的物品，魏源《诗古微》就说：“《三百

篇》言娶妻者，皆以析薪束薪取兴，盖古者嫁娶必以燎炬为

烛。”闻一多先生也说：“析薪束薪盖上世婚礼中实有之仪式，

非泛泛举譬也。”

同样的，信天游中也常以砍树打柴来比兴男子对女子的

追求，打柴不得则意味着追求失败，没有结果。如：“驼腰腰柳

树剐不下柴，俊个丹丹妹妹搂不在怀。”求偶求亲当然大多数

时候首先是因为爱情的因素，但还有一点原因不容忽视，就是

陕北地区人们原始朴素的婚姻观念，结婚最主要最终极的目

的就是传宗接代，繁衍子嗣。一个家族的人丁兴旺与否常常成

为人们对于其评判的首要准则。如果一个家族人丁稀少，纵使

其家财万贯也不被人们羡慕，反遭同情，所以人们十分注重女

子的生育能力。在信天游中，就常常以植物的开花尤其是结果

来隐喻两性的结合以及女子的生育能力。

“马茹子开花结圪蛋，红军的婆姨不嫁男子汉。”“老麻子

开花结疙瘩，红军的婆姨守活寡。”“山芋开花结圪蛋，哪一个

老婆不嫁汉。”“山药开花结蛋蛋，你是哥哥的亲蛋蛋。”从以上

的例子可以看出，信天游中不仅仅用自然界的花草，更多的是

用陕北常见的农作物的开花结果来隐喻男女两性关系及婚育

生殖。一方面，这些作物在陕北人的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与

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这些作物生长力顽强，易于培

植，也在一定程度上从内容上隐喻女子之生育能力，虽俗野直

白，但又不失纯朴。

除了这些作物，核桃、枣、瓜果也隐含着陕北地域的人们

的生殖崇拜的观念。如：“阳畔上核桃背畔上枣，咱们俩为什么

这么好？”“红柳园园种南瓜，你几时怀上宝疙瘩？”“核桃”、

“枣”常常与两性及生育联系在一起，在如今的陕北很多地方，

依然会有一种习俗，即在新婚夫妇的新床上铺压核桃、枣、花

生等东西，“枣”谐音“早”，“核”谐音“和”，这也寄寓着家中长

辈们对于新人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的希冀。而瓜类也以一蔓上

结出的果实多而受到人们的喜爱，蕴含着人们对自己宗族多

子多孙、人丁兴旺的美好愿望。

三、草木比兴与革命事业
如果说以草木来比兴人之品貌、婚姻爱情诗历来传统，非

信天游之独创，那么，用草木生长盛况的起兴来隐喻革命事业

的红火壮观则是信天游中草木比兴的一大特色。

信天游中，多见歌颂革命事业与革命领袖之词。一方面，

与《诗经》、《离骚》等古代经典诗歌相比，这本是近才有之的事

件，所以具有一定的现代性。另一方面，这与陕北地区的社会

历史发展不无关联。

陕北黄土高原多山，交通闭塞，所以此地的生活状况相对

落后，人们世代都是靠天吃饭，风调雨顺收成好，日子才相对

好过一些。但是这一地区又以贫瘠荒漠化的黄土地为主，无论

从地势还是土壤状况来说，多数地方都不宜耕种，所以穷苦是

大多数人的生活境况。陕北人常将自己称为“受苦人”，信天游

中有歌词唱“山丹丹开花背洼洼红，受苦人盼着好光景”，就说

明了多数人生活境遇还是很不好。1935 年革命队伍到这里之

后，首先就从人们最关心的切实利益出发，帮助人们改善生活

条件，提高生活质量。这样的革命得到百姓真心实意地拥护，

并将这些赞扬感激之情表现在信天游的歌词中。

“山丹丹开花红满山，红军来了大发展。”“山丹丹开花红

艳艳，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山丹丹花是陕北常见的一种野

生花朵，幼时和杂草没什么区别，一旦绽放，周围的一切都成

了它的背景，每年到其花期，便与杂草伴生，花色鲜红，生命力

极强，陕北人素来喜爱山丹丹花，将它看作是象征美好、热烈

的花朵。这种起先常常被人们用来形容爱情的花朵，在红军到

来之后，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上述歌词就以漫山遍野的红色花

朵象征着革命事业的红火与壮烈，隐含着陕北人们对革命发

展的信心与拥戴。

信天游中也不乏一些对于革命领袖的由衷感激与崇敬。

如：“腊梅花开了迎春花儿开，毛主席领导咱穷人站起来。”“马

茹子开花结疙瘩，刘志丹的队伍真勇敢。”信天游中歌颂领袖

的歌词，以吟唱毛主席的最多，其次是刘志丹。说明“这一段历

史时期让老百姓感觉到政治与他们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民

众首脑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这些利

益，他们身体力行，领导人民奋斗不止，直到让人民实实在在

地得到了切身利益。”所以人们拥戴他们，歌颂他们，以各种物

象起兴来抒发自己内心对于他们的崇敬之情。

“牵牛花儿红彤彤，革命成功再结婚。”“山坡坡的菅草根

连根，穷人和红军心连心。”陕北人民拥护革命、拥护共产党、

拥护红军绝不是嘴上说说，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军与民的鱼

水之情，发自内心地将自己命运托付于红军，并用实际行动来

支持革命事业，男人扛枪参军，女人劝男人参军并作好后援工

作，这些都可以从那些以草木起兴的歌词中找到例子。

总而言之，信天游可以说是体现“比兴”艺术传统的活标

本。其中的草木兴象以比喻性、象征性的植物意象居多，这些

草木意象让人有着形象可感的直观性，以它们来形象生动地

比兴所描绘的事物，从而使听者观者生发出直接的形象思维

并引发联想。无论是以草木兴象来比兴人的品行，婚姻爱情，

亦或是后来的革命事业，都可以见出其深刻（下转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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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52页）丰富的意蕴。或许它们还有更深层次的意蕴

内涵，还亟待人们的深入地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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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新一代粤剧爱好者，使爱好者最后成为戏迷，有助于粤剧

的传承和发展。

（4）少年儿童处于身体发育阶段，生理的变化、成熟也成

了艺术教学中无法回避的课题。尤其唱功在粤剧艺术中所占

的比重较为重要，而在业余的艺术教学中就更显得突出了。由

六、七岁到十一、二岁的时期，少儿的嗓音属于童声范畴，没有

显著的男女声音的区别。但一般到了十一、二岁，就进人了变

声期。在这个时候，如果训练方法和训练量掌握不当，就会出

现倒嗓，导致声带病变，损坏嗓音。所以，经过我们的细心摸

索，随时总结少儿练声变化情况，逐步梳理出一套被实践证明

行之有效的方法—采用戏曲传统的“吊嗓”训练与现代歌唱的

自然发声相结合，运用较高的发音位置（即头声感觉）的一种

轻声唱法。具体在发声前，要求学员尽量张开嘴巴，舒展放松

喉头使发声范围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张，让他们做深度的吸气

和自然呼气的练习。再结合鼻腔共鸣，使学员们从中体会到头

腔共鸣，切忌无节制的高声叫喊。在练声过程中，经常注意把

握由低音向高音区的逐步过渡，避免产生变声期带来的声带

疲劳。在这个较为敏感的时期，应采用以教唱腔旋律、板式、曲

牌为主，而以抑扬顿挫，偷收抖漏的演唱技巧为辅的教学内

容，使孩子们既学到粤剧唱腔，又能保护好自己的嗓音。

（5）提供参观学习的平台。少儿粤剧培训，除了实地教学

之外，对外学习交流也很重要。例如，组织学生到广东省粤剧

学校参观，了解正规粤剧学校学习的课程，欣赏高水平的少儿

粤剧表演；组织学生参观粤剧博物馆，了解粤剧的发展历程；

组织学生到剧院观看粤剧的演出，到剧场后台观看演员化妆

的过程。

（6）提供展演展示的平台。正所谓“学以致用”，演出是展

示教学成果的有效途径。道滘镇每年会举办“粤剧黄金周”，粤

剧曲艺社的会员、粤剧培训班的学员和粤剧爱好者都有机会

在“粤剧黄金周”中展演展示。仅靠“粤剧黄金周”一年一次是

不够的，道滘镇有 19 个曲艺社，如果每个曲艺社每 2 个月至

少组织一场私伙局在当地社区演出，全年就有 100 多场演出，

组织少儿粤剧培训的学生参与 100 多场粤剧演出，将会使学

生得到锻炼，水平得到提高。

四、结束语
粤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是岭南文化艺术奇葩。粤剧

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新生代的演员和观众的培养，少儿粤剧

培训承担着艰巨的历史任务，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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