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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天游艺术特征之初探

张 坚

(西安体育学院艺术系，陕西西安710062)

摘要：陕北信天游属于民歌中的山歌体．是旧社会下

层劳动人民劳作于山野淘壑间吟唱出的一种山歌．是悲惨凄

苦的生活中对命运、人生的宣泄。它曲调丰富多彩．内容包罗

万象，很受广大劳动人民的喜爱。通过对信天游艺术特征的介

绍，发扬信天游这一珍贵民间文化遗产。信天游以至陕北民歌

的继承与发展，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信天游 艺术特征发展

信天游是陕北流传地域而积最广的一种山歌。陕北黄土

高原位于“北山”以北，是我围黄土高原的中心部分。由于长期

水土流失，山秃沟深，基本地貌类型是黄土塬、梁、峁、沟。金字

塔的梯田和层叠的窑洞构成了陕北地域的主要视觉特点．洛

河、延河在高原上悄然涌动、奔流不息，构成了高原苍黄、博

大、雄浑的黄土风光⋯。

信天游的基本特征是结构短小精悍，感情炽烈深沉。可以

根据不问情景自由吟唱，具有浓厚的抒咏性。它是陕北人民对

生活有感而发的产物。空旷的高原环境、艰难的生态条件、贫

瘠的生活现状、漫长而寂寞的旅途．这些都是促使信灭游产

生、传唱、流传的催化剂。陕北人民借信灭游来抒发他们的思虑、

积怨、追求和向往，它的名称最恰当不过地概括了它的特征【2】。

一、信天游的歌词特征

信天游的词，结构单纯，直抒胸怀，比兴巧妙。其内容以歌

唱恋情、生活凄苦、离情别绪为多。

1．信天游大多运用比兴手法，上句起兴。下句点题。

比、兴的表现手法，是一种形象思维的方式。比，就是比拟

法、比喻法；兴，就是托物起兴。借着鸟兽草木、雨雪风霜、日月

星辰等自然物来起兴，抒发作者内心的思想感情。以物比人、

以人比物、以物比物、借景抒情，是比、兴方法的基本特色。它

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更有力地唤起人们的联想，达到以情感

人的效果。

还有一种就是“赋”的手法．就是敷陈其事，直截了当地铺

陈、抒写、叙述．把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完整地，有层次地说出

来．给人以明确印象。

上下两句构成一个段落，这是信天游的基本结构。上句用

起兴引起人们广泛的想象．使下旬题旨中抽象的感情活动，变

为具体的形象．让人易于把握。如：

阳湾的桃树河畔的柳，

共产党来r跟上走。

——《共产党来了跟上走》靖边
上句起兴展示意境，下旬陈述情怀，是信天游的基本艺术

表现手法。这些比、兴之词，都是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细致扑捉

和提炼浓缩，赋予信天游以独巨匠心的艺术魅力。

2．叠字的运用

形、音、义完全相同两个字复叠，便叫叠字。陕北话中名词

(包括物鼍词)一般不叠用，但在对小儿的用语巾却常常叠用．

“信天游”把陕北话中这种只对d,JL才用的叠用法。广泛用于

“情哥哥”、“小妹妹”、山、水、草、木、鸟、虫、走兽中。以表达出

亲近柔和的感情色彩。如：

一堆堆鸭子～对对鹅．

一对对毛眼眼瞧着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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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对毛眼眼瞧着哥哥》府谷
叠字在陕北话中还常常作为形容词后加成分，与一个单

音节形容词和袁音字“格”构成四字格的状态形容词f3】。如：红

格丹丹(太阳)、蓝格英英(的天)等等。

3．和谐优美的韵律节奏

“信天游”是随曲而唱的。它的基本格式是上下旬结构的

两句体，从押韵的角度来说，上句定韵，下旬押韵，自然是句句

押韵。如：

雷声儿大来雨点JLtl、。

行路的朋友莫心焦。

——《行路的朋友奠心焦》定边
押韵不仅增加了音乐美，而且使上下旬紧紧维系在一起，

易唱易记．便于流传。

“信天游”的基本句式为七字句。其节奏为三个音组两个

顿歇的“二、二、了”或四个音组三个顿歇的“二、二、二、一”。节

奏灵活多变、明快流畅。

4．质朴自然的语言风格

“信天游”大多是即兴而编。信13而唱，是人们真实思想感

情的自然流露。因其“真”、“实”，它的语言质朴而自然，具有一

种天然之美。它多采用通俗而平易的口语，具有自然、醇厚、天

然之美⋯。以第一人称直抒胸怀，即兴填词，尽情而发，具有强

烈的抒情性是信天游的特点。

二、信天游的曲调特征

信天游的曲调大致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音调高亢、节

奏自由、气息悠长、空间感很强的山野之歌。另一种是音调委

婉、节奏较规整、略具小调性质的曲凋。但不论前者还是后者。

都以上下两句组成单乐段为基本结构。

前者如：《这一回娘家没盛够》

后者如：《我的哥哥好心肠》

辑2 爱的鼍鼍灯心■ 陕北

信歹游的基本音调结构，是以在五声徵、羽、商i种调式

基础E．由上下五度音围绕主音作四度跳进而形成的双四度

框架，是以一个纯四度加大二度或两个纯四度的迭置(双四度

结构)为主要特征，调式特点多样化。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四声、

五声、六声、七声音列，甚至八声音列幛1。

这种由于三个调式骨架音构成的乐曲多由于曲调的强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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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极端中的声乐曲写作

贾伦刚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四川江油621700)

摘要：每个人从创作开始到成熟几乎都走过一段极端

的路程．要么不懂凭感觉写，要么不尊重艺术规律写。这都是

一些极端作法．声乐曲写作必须遵循它自身的规律才能获得

成功。文学作品与音乐作品的发展具有相似性．创作者了解文

学与音乐名作的发展，再加以比较，定能对歌曲发展有更深的

理解．从而更好地创作声乐曲。

关键词：声乐曲极端写作文学作品 写作技法

声乐曲(通常叫歌曲)是相对器乐曲而存在的一种音乐类

型．它的普及面远远大于器乐曲。每一个能发出声音的人都可

以参与。声乐曲的早期创作起源于民间歌曲，后来由于社会的

进步、文化的繁荣、分工的明细便出现了声乐曲的专业创作．

出现了以器乐曲或声乐曲创作为主的职业作曲家。如贝多芬

主要是器乐作曲家，而舒伯特则主要是歌曲作曲家。

每个人从创作开始到成熟几乎都走过一段极端的路程，

概括起来讲大致有这样一些类型：1．哼哼叽叽．哼完就写完。2．

照搬他人的模式，以样画葫芦，千人一腔，万人一面。3．乱用变

化音，作玄了来唬人。4．杂乱无章，“天上一下地上一下，东扯

葫芦西扯瓜”。5．没有生活和感情，做文字游戏。极端的写作是

有“毛病”的写作．有些人在写作中常常表现出不完善的状态．

暴露出了音乐审美中的遗憾．因而应努力去避免，从而使自己

创作出的作品趋于完美。

一、极端写作的原因与后果

1．哼哼叽叽．哼完就写完。这种作者对写作章法不清楚．

完伞凭感觉。把听别人的东西东拼两凑地放一起．觉得像声乐

曲就可以了，没有更高的要求。这类作品其实往往不能称其为

作品，因为它十有八九是杂乱无章的．缺少逻辑思维的主线，

即使是巧合地成了作品。往往也有很多败笔夹杂在其中。艺术

价值不高。

2．照搬他人的模式，依样画葫芦。千人一腔，万人一面。这种

作者，盲目受欢迎，有市场，不信任自己的创造力；客观上讲有心

理因素作祟．没有端正的学术思想．没有更高的创作要求和热

情。这类作品主观因素很少。有剽窃之嫌．模仿的因素较多。

3．乱用变化音，作玄了来唬人。这种作者怕人说技法旧，

突出部位．形成了鲜明的个性。这种基本的音调结构与其他各类

的音调结合．构成了许多既有共同特点又各具风采的曲调。

信灭游的曲调的基本结构虽然只有上下两句，但由于两

句的落音采取了不同的组织方式．由于节奏顿挫抑扬处理得

当，短短两旬，却生动地刻画了歌者的心境，给人留下深刻的

印象。或由于加入了衬词衬腔，丰富了乐句的内部结构，或因

一曲多词．随i司意作了即兴的局部变化．从而产生了许多情趣

盎然、优美动听的曲调。

信天游按照曲调风格的不同，大致可分为绥(德)米(脂)、

神(木)府(谷)、靖(边)定(边)三个色彩区。流行在其他地区
的．大致可以归纳入内。这是因为“歌随人走”是民歌的一种流

传方式。随着人口的迁徙，在甲地也可能收集到乙地风格的歌

调。这里所说的色彩区是就其基本特征而言的[5 J。

绥、米一带的信天游。具有最典型的陕北风格。空旷高亢、

激越深沉。神、府一带由于和内蒙古、山两接壤，当地的信天游

与爬上调、二人台互相交融渗透，曲调华丽，节奏活跃，别具风

韵。靖、定一带则由于与宁夏、内蒙古连接，当地的信天游与花

儿、蒙古族歌调联姻，也形成别具一格的风采【6j。

综合以上对信天游的初步探究，可以有以下启示：

第一．恶劣的自然环境、贫困的生话现实是陕北人民创造

民歌的重要土壤。

第二，人种血缘的不断融合重组。是陕北民歌形成的重要

条件。

第三，多民族杂居和汉文化的融合。是影响陕北民歌形成

的重要原因。

第四．特殊的社会现象“走西口”．即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

大规模的“打工潮”，是传播、发展陕北民歌的重要途径。

第五，陕北人唱民歌是生命的需要。陕北民歌的本质内涵

是以优美的抒情与凄苦的咏叹构成了永远的“交响”。

第六，陕北民歌神奇迷人的特性．就是陕北人率直真诚、

热情大方、粗犷洒脱的气质特性。歌词上二句体的句式结构是

陕北民歌的文学特点。

第七，陕北民歌旋律构成是以一个纯四度加大二度或两

个纯四度的迭置(双四度结构)为主要特征，调式特点多样化。

机遇和发展总是与危机和挑战共存。在这样一个愈来愈

全球化、一体化的大环境之下．伴随着各民族、各区域人们受

教育程度的提高、自主意识的增进及对本土文化艺术认同感

需要的迫切，并不是流行的通俗音乐能带给不同地域的人们

一种基本的文化认同感、凝聚感．相反越是在国际化的一体化

语境中．独具特色的地域民间文化越能彰显出一种优越的、自

主的本民族、本地域的文化归属感和艺术本源感，从而也才能

在世界艺术文化之林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它们超凡的生存

力也许会因为一体化语境的逼仄而迸发得愈加充满活力和生

机。对此，陕北民歌的传人们，乃至所有民间、民族文化的传人

们。以及文化艺术界的有识之士们，都在不断地努力和进取地

贡献。

总之，信天游是陕北人的创造．但它始终在塑造陕北人的

文化素养，他们之间的双向循环，使信天游成为熔铸了高原、

人和文化三位一体的，内涵极为丰富的精神结晶。因此．珍惜

文化资源，发展陕北民歌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完成这一人

类文化的伟大事业，既非一人之事。亦非一人之功。只有大家

携起手来，筑成一道坚实的堤坝．才能保证继承与发展信天游

这一珍贵民间文化遗产的伟大工程不至于渗漏、决堤乃至崩

溃。从这层意义上说。信天游以至陕北民歌的继承与发展，任

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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