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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天游”源于陕北地区的黄土高原，是中国流传地域最广、影响最大的民歌之一，和山西省的
“山曲”及内蒙古地区的“爬山调”属于同性质的山歌体裁，旋律自由奔放。 本文针对信天游的音乐特征（包
括调式、音律、旋律结构、节拍节奏、旋法）、信天游唱词特征及唱词与音乐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探讨，期能更
深入了解陕北黄土文化孕育下的信天游的音乐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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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信天游”顾名思义是指其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唱于高山，随意漫游在蓝天白云间，又名“顺天游”；
因“情歌”占信天游极大的比重，陕北地区独特的生
活使信天游中的情歌甜中带酸、酸中含苦、苦中蕴
辣、辣中有麻，故亦称为“酸曲”[1]，是人民生活中即
兴而作随口而唱的一种歌唱形式，和中国西北地区
山西省（晋）的“山曲儿”，内蒙古地区的“爬山调”属
同性质不同称谓的山歌体裁。 有人依据信天游“两
句一段，上句起兴，下句咏唱”的基本体式，推断它
是一种很古老原始的汉族民歌。信天游是中国大西
北地区流传地域最广、影响最大的民歌，有着单纯、
统一鲜明的地域特征，内容丰富，主要是反映旧时
代底层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及妇女对爱情婚姻生
活的咏唱；曲调高亢、激越奔放、旋律自由、悠长、宽
广；唱词质朴自然，有着显著的音乐特质，因此本文
对其蕴含的诸如：调式、曲调、节奏、音阶……等要
素做探讨，期望能深入一窥其音乐内涵。

二、信天游的音乐特征
山脉对文化的传播， 往往起着阻隔分割的作

用，中国西北因特殊的地貌，使其在内部的社会经
济形态、生活、生产方式表现出“单一性”，对外的关
系上亦具有“封闭性”，在这两种因素的影响的下，
造成民歌在风格上呈现出地域本色。陜北黄土高原
就具有这种地理环境，因此源于此的信天游也有着
西北地区汉族山歌的风格特点。以下分别将信天游

的特征分述如下：
（一）音阶
五声音阶最为常见，也有相当数量是由六声音

阶或七声音阶构成。
１.缺“角”音的五声音阶。 谱例一：“十三上订亲

十四上引”[2]

２.五声音阶。 谱例二：“出门容易回家难”[3]

３.加“清角”缺“角”音的五声音阶。 谱例三：“太
阳下来照窗子”[3]

４.含“清角”的六声音阶。 谱例四：“牵牛牛开花
羊跑青”[4]

５.含“闰”音的六声音阶。 谱例五：“上山打一个
莲花落”[5]

６.含“闰”、“清角”的六声音阶。 谱例六：“手拿
上相片拉不上话”[6]

７. 七声音阶。 谱例七：“当红军的哥哥回来
了”[7]

综上，含“闰”、“清角”五、六、七声音阶是陜西
关中音乐独特的音调和旋律风格，谱例六中的第七
音“sol”运用了特殊的音律，用↓符号来标示，它略
低于本位 sol，又略高于 bsol，介于 sol 和 bsol 的间，
这种音调主要流行于靠近延安以南的各县市和榆
林以西的靖边和定边吴堡一带，受到关中和陇东音
乐的影响。 加入这两音对乐曲有润色的作用，使旋
律更加顺畅，相对的音乐性格也显得柔和些。

（二）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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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天游的调式以征调式为主， 其次有商调式、
羽调式，宫调式较少，角调式更是罕见。

１.征调式：这是信天游最普遍的调式。 在《中国
民歌集成·陜西卷 (上)》 所收录的一百多首信天游
中，征调式就占了半数以上，音乐中重要的乐句结
束在“征”主音上。 如谱例八：“百灵雀子满沟飞。 ”[8]

２.商调式：商调式是信天游中次多的调式，音
乐中重要的乐句结束在“商”主音上。如谱例九：“麻
子高来黑豆低。 ”[9]

３. 羽调式： 羽调式在信天游中也是普遍见到
的。 音乐中重要的乐句结束在“羽”主音上，如谱例
十：“兰花花”[10]

（三）旋律结构
信天游的旋律以“四音音例”为骨干构成“双四

度框架”，是上、下两句单乐段体形式，结构规整平
衡，上句落在主音的四、五度上是一个属主和下属
主的关系，以商调式“太阳下来照窗子”为例（见谱
例三）下句落在商音（Ｃ），上句落在羽音（Ｇ），上下
句的结音相差五度。曲调的发展分为二种，其一：下
句是上句的变化重复，尤其是以换尾重复最为常见
（见谱例四“牵牛牛开花羊跑青”）这种重复手法造
成音乐语汇的单一和音乐性格的鲜明、统一，而上、
下句结音的对应造成某种程度的变化，在音乐上亦
获得完满的解决。 其二：上下句由不同的音乐素材
组成，上句往往情绪奔放，具有发展旋律的特征，音
域多在高音区飘浮。 下句为人物内心的流露表白，
旋律由高而低具有收拢下行的特征，音域多在低音
区（见谱例十：兰花花）。 两句在整体上是前扬后抑
的腔格，“无形中把高亢奔放与深沉婉转融于一体，
创造了一种宏壮悲怆的美。 ”[11]信天游旋律的走向
有两种规律。 第一种为抑起式，即高起向下行的走
向，第二种为扬起式，即低起向上行的走向。 “一般
情况旋律会根据音区高低和音程度数大小而流动，
在人声音域范围内，高音区四度上行后旋律做下行
进行；高音区下行超过小七度音程，旋律做反向进
行；中音区上行超过小七度音程，低音区上行超过
九度音程旋律做下行进行。 ”[12]无论是抑起式或扬
起式， 所有的信天游下句的落音都是全曲的最低
音。

（四）节拍与节奏
陜北是个农牧结合的地区， 它独特的地貌、气

候促成了山歌的流传。 于从事农耕地域的信天游，
节拍规整、节奏平稳，而处于牧业地区的信天游节
奏则显得较自由。 在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陜西卷
（上）》所收集信天游的曲谱中以 2/4 拍最多，几乎

占了 95%以上，3/4 拍、4/4 拍、3/8 拍、6/8 拍只占少
数。这些虽是规整节拍，但自由性是山歌的特点，故
信天游的节拍属于自由化的规整节拍，亦即把自由
的节拍加以规范。在信天游里常在乐句中间或句尾
来延长音的时值，呈现出它的自由性，如谱例十一：
“你看见哥哥那达儿亲”[13]中第三小节的 Ｄ 音延长，
句尾 Ａ 音使用二分音符的长时值， 使音乐虽有明
显的节拍，但却有自由的游移感。 另外，“民歌的歌
词字数结合语言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的特
点，则构成基本节奏的骨骼。 ”[14]信天游的节奏型态
多样，以为基本型态混合使用，它的曲调节奏比较
接近自然语言的节奏，唱词节拍的重音和音乐节拍
的重音是相一致的。

（五）旋法
1.跳进音型
信天游中旋律进行时的大幅跳进非常多见，四

度跳进最为普遍，连续二次四度的跳进是此地特殊
的旋法，在西洋音乐中无法见到。除此的外五度、六
度、七度以上的音程跳进也常见，见谱例十三：“百
灵子雀儿满天飞”[15]。

2.双四度音调结构
双四度音结构是陜北民歌中最具有特色的典

型音调，它是在五声、六声、七声的“征”、“商”、“羽”
调式的基础上，由调式的主音及其上下五度音为骨
干音构成双四度迭置音调─“征-宫-商-征”，“商-
征-羽-商”，“羽-商-角-羽”。 在周青青著《中国民
歌》 中对双四度音调结构提出两种不同的构成方
式，其一：由调式主音及其上下四度音构成，如谱例
十四：“不唱山歌不好盛”[16]。 其二：由调式主音及其
两次下行或两次上形的四度音构成， 如谱例十五：
“哥哥走了没盛法”[17]。 其三：由双四度音调曲进方
式构成， 它是双四度音结构经过一次曲折而成，而
成为双四度音调结构的形式，如谱例十六“横山里
下来些游击队”[18]中可看到“征-商-羽-角”及其反
向“商-羽-宫-征”的音调，它是“由四个音经过曲
折而成。这种曲进双四度音的曲调性格和第一种形
式所造成宽广、开阔、酣畅的效果相比较，往往显得
更委婉些。 ”[19]

3.润腔
润腔是指装饰音（包括倚音、滑音、颤音…）、音

色、速度、音量、发音吐字方法等，民歌的润腔是丰
富而多采多姿的， 由于各民族语言和风格的相异，
润腔方式也就不同。

（１）音色：陜北是高原地形，因地形、气候和土
地条件较差，人民生活困苦，一部分信天游中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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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苍凉、凄楚的情，故信天游的歌者常用涩滞不圆
润的音色演唱，让人听了有凄苦苍凉的感；高音区
使用假声，中音区使用真声，不同音区真假声交替，
成为信天游的特色之一。

（２）“直音”、“甩音”、“下滑音”：“直音”和“甩
音”是信天游唱法的一大特色。 信天游中的长音得
保持平直，偶有小颤动，无其他装饰。 如：谱例十七
“赶牲灵”[20] 中第四五小节 f2 的四拍长音必须用直
音演唱，如用大音波共振的唱法，就失掉了它的风
格；甩音是“一种在音调下行的过程中插以短时值
反向上行的装饰手法。 ”[21]陜北地区人们偏爱真假
声互相结合的唱法， 曲调中的甩音常用假声演唱。
如：谱例十八“十回看你九回空”[22]第二小节 d2 往
上甩向 g2，唱到后马上离开。 甩音和被装饰的音常
相差四度，这和此地区的音乐特点相吻合。 在信天
游中还喜欢使用“下滑音”，大都出现在句末或句中
换气的地方，如谱例十九“一对毛眼眼怎丢开。 ”[23]

三、信天游的语言特征、唱词与音乐的关系
（一）信天游的语言特征
信天游的唱词简洁、朴素，塑造人物和描写景

物，很少引经据典，多用第一人称，直接而不加修饰
的表达歌者内心思念、哀伤、苦痛、渴望、沧桑等不
同的感受。它以七字句（２＋２＋３）结构为基本格式，上
下两句构成一节唱词。 每首信天游至少有一节唱
词，多数有几节唱词，有的有十几节甚至几十节的
唱词，由同一曲调反复歌唱，如同分节歌的形式，已
有了简单叙事的格局了。由于陜北的生活语言常习
惯用重词迭字， 来表现亲昵语气和情感的渲染，就
形成基本句式七字句的扩充，出现八、九、十、十一
等字的句式， 如：“白布布衫衫黑褂褂”、“白格生生
脸脸太阳晒”、“巧格溜溜手手拔苦菜”、“白格生生
胳膊巧巧溜溜手”、“上圪台台院子一排排窑”。这些
重词迭字的运用不但活跃了歌词的节奏，亦美化了
音律。

（二）信天游的唱词与音乐的关系
民歌的形成和发展与该地区的地理、历史习俗

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方言方音的影响却是最直接、
最强烈的，是形成民歌旋律和风格特色的决定性因
素。陜北语言属于中国汉语北方言语系中的西北次
方言区，与以北京话为标准的中文发音有相同的调
类（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有些地区有入声），但调
值却有区别， 以陜北志丹县与标准北京话比较：北
京话音平调值为（55），阳平调值为（35），志丹县的

方言只有平声，不分阴平、阳平，调值为（231）；北京
话的上声调值为（214）；志丹县上声调值为（42）；因
此志丹县方音的发音在阴平、阳平及上声在调值上
和北京话差异很大，去声调值为（31）和北京话去声
调值（51）是相近似的。虽说信天游的创作是即兴自
由的，曲调并不受语言音调的局限，但我们也不能
排除字调的升降和曲调走向的关系，例如志丹县民
歌“后山里下来些游击队”[24]第二小节的“里”字为
上声，调值为“42”与标准国语的去声相似，又如“盛
着惯惯儿你要走”第三、四小节中“麦”、“穗”为去声
调值（31），“长”为平声调值（231），都为抑声，曲调
旋律均由高往低，它的走向符合字音的走向，表示
信天游运用独特的当地语言，并因使用”依字行腔”
的方式与音乐结合， 使得当地人人能郎朗上口，也
易于理解唱词内容抒发情感。

四、结论
“信天游”是陜北地区覆盖面最大的一种山歌，

亦是陜北诸多体裁的民歌中最具代表性及地方特
色的歌种的一。陕北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社会环境对
“信天游” 有着深远的影响， 造就出了它那旋律简
洁、洒脱富歌唱性，音乐粗犷、悠长高亢，具有鲜明
空间感的艺术特征。此篇文章让我们了解到民歌的
音乐特质，使得这门看似浅显的艺术，其实有着深
遂的内涵，确实值得大家探讨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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