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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天游音乐文化传统 时期的变迁
Three Periods of Music Culture of Xintianyou

撰文／郭小利

信天游流传于陕西的北部和宁夏、甘肃的东部．当属中国

民歌大花园的·枝奇葩。20世纪．信天游以其独特的发展轨

迹：从直接抒发内心悲苦与哀怨的传统信天游，到大众化的新

民歌．再到流行乐坛的“西北风”。一路发展下来，经历了两次高

峰期．-次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信灭游新民歌

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激励着一代人的精神与斗志：另一次则是

在80年代的大众商业化音乐兴起时期．“西北风”作为一·种来

自本土的新民谣风靡全国．成为一种独特的音乐文化现象。本

文将以信天游为个案．以上述三个时期的信天游音乐作比较研

究．分析其各自的音乐形态、情感表现以及审美倾向方面的变

迁。试图探索中国传统音乐是如何与时代接轨，融人、当代生活，

并得以传承、发展与创新的。

一、传统信天游：悲剧性色彩——悲苦生活的情感倾述

信天游主要流传于陕北的榆林地区和延安地区。据史料记

载，这里原是草原文化。是游牧民族匈奴、突厥人的聚居地。明

朝洪武年后．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一方面人口剧增导致r过

分开荒种田。水土大量流失．沙漠化严垂．造成了自然干旱频繁

的恶劣生态环境，所以才有了那么多“走西rI”的民歌：另一方

而．胡汉民族的融合与繁衍义形成了陕北人所特有的地域性个

性气质与精神风貌。并且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一种外来文化(包

括儒家文化)成为这块上地上的主流文化．陕北人祖祖辈辈都

以接近自然的方式生活着．以古老的信天游倾诉着生活的艰辛

和心I|1的情感。9

(一)歌词分析

1、结构样式：一段或多段

传统信天游的歌浏多以鲜明而形象地“兴”手法进行结构．

作者简介：郭小利．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在站博士后；福建

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①牛冬梅《陕北信天游的人地关系探讨——从音乐人类学的视

角》，《民族艺术研究)2006年第3期．第56-70页。

都足工整的卜下句．以七字句为多．有时会加上一些衬词。有的

整首歌曲仅有一段歌词(两句)，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

卷》中有多首两句歌词的信天游。还有以若干段组成一首完整

情节的歌曲，如《蓝花花》原来有48段歌词，后被删减为20段，

目前流行最广的为8段．②

2、结构手法：“兴”

信天游的“兴”分为起兴和比兴两种的手法。(1)“起兴”是

“只借物以起兴．与后面的歌意了不相关”。⑨如“日头出来·点

红，mf J人儿谁心疼”．上句的“日头出来”与“心疼出门人”之间

并没有关系．只是借物起兴。(2)“比兴”是上句“未全为比而借

物起兴，与正义相关者”。如：“人凭衣裳马凭鞍，婆姨凭的男子

汉”、和“樱桃好吃树难栽，朋友好交【l难开”等是一种比喻兴；

“仡狸猫身上落雀雀．有婆姨的人儿不可交”则是推理兴；“鸡蛋

壳壳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小嫌哥哥穷”则是象征兴；“j

十里明沙四f‘里川。五十里路上我把妹妹看”．此处“三十里”和

“四十里”都是为了渲染烘托下句的气氛兴，、

3、语言特点：淳朴而生活化

信天游源于生活，歌词具有浓郁的农家乡土牛．活气息。如

“远远照见好像个你．恨小得长上个翅膀飞：听见你的鞋底儿

响．一舌头舔烂两块窗”。， 一听歌词．就町以想到生活中的窗户

是用纸糊的．而“长上翅膀飞”、“舔烂窗户纸”形象而牛动地表

现出姑娘想见到情郎的急切心情：“送哥哥送m十里亭。韭菜心

长得绿茵茵。韭菜儿割了还出来，哥哥(他)走了再没有回头”，

由于生活的艰辛，歌手将生存与爱情都作为自己生活的重要内容。

4、表现内容：悲苦牛活的情感倾诉

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所收集的100多首信天游

②孙韶《<蓝花花>还是<兰花花>?——兼谈陕北民歌<蓝花花>

历史真况》，《前进论坛》2fNJ7年第7期。第40一42页．

(勖转引自刘肖杉《从信天游“兴”透视<诗经>“兴”之本真形态》，

《陕西师范犬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87—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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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多以热恋、失恋、守寡、离情等爱情生活为题材。因为在解

放前的陕北．“丰衣足食的富家子弟中几乎没有出现过歌手．歌

手大都是那脞光棍、孤儿、孤苦老人、贫苦妇女、流浪汉、赶牲灵

的脚夫”，j也许正是因为生存的艰辛、物质的匮乏，他们更加渴

望自由、幸福的情感精神生活，有多少失恋的人，多少失意的

事．就有多少信天游歌声的代代传唱．也就有r吖占天游。不断

头．断了头，穷人无法解忧愁”的民谚。信天游既是陕北人内心

情感的直接流淌．也是对无奈现实的自我心理凋剂．

(二)音乐形态分析

根据笔者对《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中所收集的11l

首信天游的统计，微渊式56酋．商调式29首，羽凋式25首，角

调式1首。可以看出，信天游主要为微调式．次之为商调式，羽

凋式再次之。徵凋式歌曲的骨干音主要为低音s01一中音do—

re-$ol，强调双四度框架进行，旋律跌宕起伏大，情感表现悲愤

而激越。

典型歌曲分析：双四度框架音型

l、《脚夫调》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信天游民歌，骨干音为低音

sol一中音do—re-sol，仪在第八小节出现了低音la音．第·乐旬

旋律连续三个四度上行．接着以反方向高音do一中音soI—re的

两个四度下行p}同到do音．第二乐句再次以两个上行四度接

以一个下行四度．再接以一个上行四度(re—s01)和反方向的下

行四度(sol—re)，再下行级进到主音结束。上句借物起兴或叙

述．情绪高昂；下旬倾诉命运，低沉哀怨。

2、《蓝花花》足信天游中最具代表性和流行较广的·首民

歌，目前的音乐著作中都将《蓝花花》作为羽调式歌曲，根据王

耀华教授的分析以及歌曲来源于民歌《哭丧调》(“民间较为悲

切的民歌”)的佐证，我们有理由推论它足一首徵调式歌曲。因

为羽调式雉以体现出《蓝花花》所要表现的激动、悲愤的情感。

按照微调式时所出现的降si我们可以理解为秦晋支脉最具特

色的苦音音阶，则更说明了本歌的悲剧性色彩。更正后的《蓝花

花》乐谱如下：

[谱例】《兰花花》

蓝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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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美倾向分析：悲剧性色彩

陕北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了信天游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

①李震《陕北民歌：自由心灵极限体验生态价值》，《文艺争鸣》

2004年第4期．第87—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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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艰辛与悲旨．使信天游成为人们生活巾不可或缺的情感

宣泄方式。那些民间歌手或创作者，大部分都是生活不幸、情感

受挫者．信天游是他们唱给自己的歌．甚至有时是一种完全沉

浸在自己内心世界的无意识的心情流露，无论从歌词内容还有

音乐情感表现．最大的特点就足“悲剧性”色彩．

二、新民歌信天游：积极奋发的精神——个体性向群众性

的过渡

1936年一1949年，红军长征后，陕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

据地。这期间，产生了大黾的音乐新品种(新民歌、新秧歌、新社

火、新歌剧和创作歌曲)，信天游也不例外．一些民间歌手对其

进行改造．成为新民歌．并且演唱方式由原来的个体性向群体

性过渡．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歌词分析：积极乐观

社会变革带来信天游民间歌手社会地位与精神面貌的变

化．为陕：lr．fh-天游注入了新质。期间，由于战争需要(中日战争、

解放战争)，昔日的揽工、脚夫参了军。并且提倡爱情与婚姻自

111．人们情感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新民歌的歌词内容由过去

的悲占情感倾诉改为描述积极乐观牛活．歌曲风格也随之产生

了变化，由原来的悲笛：、苍凉、高亢。而变为清新、乐观、敞亮。

但歌词的结构原则和手法并没有改变，、

(二)音乐形态分析：框架相同基础上的变化继承

新民歌时期的信天游．主要有两种音乐创作形式：

1、旧曲填新词

信天游的新民歌．由于创作者并非々业作曲者．依旧足民

间歌手．所以在创作手法与音乐形态上与传统信大游相比没有

大的改变，只是由于歌词内容的变化．随之将曲调、节奏等方面

进行适当的改造与调整。如《横山上下来些游击队》，就是利用

旧有曲调填入新词进行音乐创作．音乐形态与传统信天游没

有改变．“但是南于填人新词的结果，加以演唱时的再创造，却

赋予音乐以新的气质。”②

2、虽然是用旧曲调填入新歌渊，但由于旧曲涧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所以做出适当的发展与变化．使之适应新内容需要。

《我的哥哥当了红军》(谱例略)就是由两首信天游曲调所组成。

这两个曲调都是商调式．音域都是从中音re到高音sol共十一

度，都是由上下两个乐句构成一个乐段。第一个曲调情绪奔放、

热情、自由；第二个曲调平稳、深沉、委婉。将两首曲调连缀在一

起．使音乐比传统信天游更为丰富多样，表现情感也有了一些

对比性变化。但乐段内部的音乐形态并没有变化。

(三)审美倾向分析：奋发向上

“新民歌是从旧民歌发展而来的．新民歌发扬了过去时代

民歌的优良传统．在艺术形式上．新民歌与旧民歌之间也同样

存在着又继承有革新的关系。”④

②③王耀华等著《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

5月第1版。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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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50年代．由JH曲调填词的新民歌是一种非

常普遍的现象(如《东方红》《边区十唱》《妇女自由歌》等都是旧

民歌填渊的结果)．它具有多产性．弥补了当时々业作曲者不足

的客观情况。由于创作者大部分依然是民间歌手．所以歌曲内

容表达仍然非常直白，情感比较淳朴、炽热，具有积极健康、奋

发向卜的精神面貌．客观上起到了政治宣传的功能．是那个特

殊时代的产物。所以．信天游也因此由传统的“唱给自己的”的

个体性歌曲．向多人演唱的群众性歌曲过渡。，

三、“西北风”信天游：迷茫中的寻根——民族音乐的专业

化与通俗化展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围音乐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标

志着中国通俗音乐开始独立探索、之前的大陆歌手都以模仿港

台歌手为时尚。没有出现真正有特色的通俗音乐作品。程琳在

1987年春节晚会上一曲《信天游》带来了“西北风”的流行。一

些以北方民歌为素材所创作的歌曲，如《黄土高坡》《我热恋的

故乡》等．风靡一时。

80年代t{1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化时期．西方哲学

与人文科学大量涌入封闭了多年的中国．刚接触到外来异质文

化的中国人．还处于迷茫而困惑的状态．既有对过去历史的同

顾与反思．也有对未来发展的展望与尝试，一方面努力寻找本

真自我的回归．另一方面义贪婪地学习西方的现代文化．这也

成为“西北风”m现的社会文化基础。对于通俗歌坛来说．迫切

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与话语方式．而解承强作曲、程琳首

唱的《信天游》就成为当时的一个样本。

(一)歌词分析：怀J日情感

创作歌曲《信天游》歌词结构上依然是传统信天游的卜下

句结构。但是结构手法、原则发生了一些改变，不再完全遵循着

上句“起兴”下旬“写实”的手法．也不再使用农耕时代的生活语

言．而更贴近于现实牛活场景与话语方式．歌词内容也是时代

文化的观照，，由于创作主体是专业作人员．歌词中的“山沟”、

“白i”、“大雁”、“小河”、“山丹丹”虽依然是陕北的风光，但是

创作者与演唱者同所描述、歌唱场景已经有了“距离感”．倒更

像是游子归家看到风景依旧的情感。所以说，信灭游是一个没

有答案的文化追M：“我低头”面对中国依旧贫穷落后的现实．

而“我抬头”还是同顺从前蹉跎岁月．信天游似乎足以一种慷慨

激昂的方式宣泄一种莫名的忧愁．“白云依旧悠悠”而“思念却

永远”。这是典型的文化迷茫中寻根：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中

国通俗音乐试图寻找属于自己的独特话语方式．寻找中围文化

的自我认同与归属感。

(二)音乐形态特分析：继承基础上的创新

从音乐形态方面来看．信天游流行歌曲继承了传统信天游

的音乐形态特点，又具有较多的创新因素．以创作歌曲《信天

游》为例，是两段体的歌曲：A段(乐段蕈复一次)，商调式。旋律

音阶为低音sol、低音la、中音do、re、mi，上句落在低音la，下句

落在主音re上．具有信天游音乐形态特征的四度跳进出现在

第-d,节和第五小节．同传统信天游相比又不太频繁，在跳进

之后立刻接以反方向的音阶级进．柔化了传统信天游过于悲

凉、沧桑与激越的特点。B段微调式。旋律没有跳进比较平缓，

给人展示出回忆依旧、思绪悠悠无限延展的图画，也像是逐渐

远去的呼唤，，

从以卜分析来看，创作歌曲《信天游》继承了传统信天游两

个乐句一个乐段的传统．但是突破了单段体的结构，发展为两

段体．分别为商调式和徵调式，进行调式的对比变化，所以音乐

表现力更为丰富。另外．四度跳进不太频繁．情感表达没有传统

信天游那么强烈、粗犷，更倾向f城市化民谣。存继承传统基础

上，打破了原来的双四度框架，根据所要表现内容、情绪的需要

加入了诸多新因素．但又“新中有所本。变中不离根”。‘L正是F}1

于专业音乐家的参与．使传统信天游由“一曲多变”的民间创作

方式转变为“专曲专用”的专业创作方式。

(三)审美倾向分析：文化碰撞中的“寻根”

可以说．西北风的信天游流行歌．是矛盾的结合体：巾国乡

土民歌与西方电声加摇滚的中西结合：乡音吼唱与城市化大众

流行的土洋结合．歌词上的文化批判性与粗犷豪放的演唱风格

的矛盾结合．虽着力于发掘信天游东方民间音乐素材但却使用

最西方的现代方式来演绎。，西北流行风体现了中国民族在西方

外来文化冲击下．民族自尊与崇外思想并存的矛盾心理，真正

具有那个时代的特色。

结语

本文是以时代为依托．以传统信天游为参照，分别分析了

传统信天游、新民歌时期、西北流行风二三个时期信天游的歌浏

内容、音乐形态与审美倾向，实际上仍然属于■个个案比较研

究．并没有对50年代之后的当地信天游的发展与传承情况、以

及专业音乐领域对信天游的创造性发展进行研究(如刘志信专

业化改编的《蓝花花》等)。通过■个不同时期信天游的比较研

究．我们町以看到信大游的独特发展轨迹．它如何从情感自娱

性的民间音乐．走向具有时代特征的大众化音乐．并跻身丁现

代商业化音乐文化之中的；它是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变化、如何

满足不同时期的新需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信天游本身所具

有的鲜明特色足其真正魅力所在．它足人们宣泄情感的最佳方

式．无论是传统信灭游中对悲苦生活的情感宣泄、20世纪上半

叶受尽苦难的陕北人盼来新牛活的情感释放．还是八十年代人

们对于文化冲击后寻找自我认同的文化追问．它们都继承了信

天游的文化“基因”：以物寓情，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圈

①王耀华《中国现代戏曲音乐创作的三维特征》，《福建艺术》，2009年第1期，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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