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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以菏泽地区民歌为研究对象，首先介绍了影响菏泽民歌形成的历史、民

俗、戏曲、语言等环境因素；其次以旋律、调式、曲式、衬词、节奏等音乐要素

作为切入点，对菏泽民歌曲调风格的形成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对菏泽民歌演唱

时采用的各种润腔技巧的研究，归纳出菏泽民歌在演唱风格中所体现出的地方特

色。最后从具体传承下来的菏泽民歌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艺术经验，以期能对

菏泽民歌的传承有所帮助，对中国民歌演唱艺术整体发展有所裨益。除引言和结

语外，全文共分为四大部分，重点是第二、三章节。

第一章：菏泽地区民歌产生的社会背景。一个地方民歌的产生是由复杂的多

方面因素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本文主要从四个主要背景来分析说明，即历史

地理背景、民俗背景、戏曲背景、语言背景等四个方面，这些因素影响着菏泽民

歌的风格、内容、社会功效和旋律的形成。其中民俗中如打夯习俗就形成了现存

数量最多，以打夯为主的劳动号子题材，庙会习俗中有传承下来的流传千年的担

经艺术表演，《包楞调》即取自其中。菏泽花鼓题材民歌与戏曲联系紧密，具有

浓郁的鲁西南特色。菏泽方言通过节奏、旋律、衬词与菏泽民歌紧紧结合在一起，

影响着菏泽民歌的风格特点。

第二章：菏泽民歌的曲调风格分析。通过对形成曲调风格各音乐要素包括旋

律音程、调式、曲式、节奏、衬词等的分析，来探讨菏泽地区的民歌风格：1、

旋律带有明显的菏泽地方口音，有着鲜明的菏泽语音特点，2、调式上以五声、

六声交宫调式为主，3、曲式是由单段体曲式结构及其各种变形、和花鼓的多段

联曲构成。4、节奏速度多为中速，紧凑律动，常以均分的八分音符为主，5、菏

泽民歌的衬词有很多种，劳动号子为了协调生产，鼓舞志气，多以衬词来领夯，

菏泽儿歌结构短小、叙事性强、少衬词。6、种类上以劳动号子、儿歌为多见，

语言风格上爽快直白。

第三章：菏泽民歌的演唱技法。论文从发声和润腔两个方面去分析菏泽民歌

演唱风格， 发声方面主要体现在真假声的运用和咬字与吐字上，’润腔方面主要

体现在演唱时装饰音的使用上。菏泽民歌唱法上基本都采用自然嗓，这种唱法吐

字清晰，菏泽在高音区的演唱运用的主要是假声。由于菏泽语言四声的不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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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腔技巧上形成了具有菏泽语调特点的装饰音演唱方法，包括滑音、倚音、擞音、

波音等装饰音技巧演唱。

第四章：加入现代音乐元素的菏泽新民歌。通过对传承下来的两首代表性歌

曲的分析，寻找传承因素，以期对其他民歌的广泛传承有所帮助。主要原因是：

他们跟随时代发展，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并用当下最流行的唱法演唱，更新了

演唱艺术的声音概念和演唱技巧，不断演变走向成熟。

关键词： 菏泽民歌社会背景曲调风格表演风格传承原因

分类号： J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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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Heze in this paper to study folk music， first of all， the impact

on the history of Heze folk songs， folk， opera， 1anguage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factors；f01lowed by the melody，mode，Form，1ining word

starting four elements of music， fOlk songs of Heze tunes style

foma七ion has been analyzed through the use of a folk song concert

Heze the variOus skills Run cavity research into folk songs from Heze

in the vocal style embodied in the form of the perfOrmance of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actices． Finally specific inherited fr。m the

folk songs in Heze suImned up with the regularity of the arts experience，

with a view to the heritage of f01k songs Heze help of the Chinese

folk song concert benefi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arts．

In addi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the text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with a focus on the second and third chap七ers．

Chapter 1：Heze in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folk songs．The formation

of a】．ocal f01k 50ngs by the complex Variety of factors and the formation

of long—tem deVelopment． This paper mainly from the four main

background ana】．ysis shows that， 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background that folk background， 0pera background， language

backgrounds，four of these factors affect the Heze folk style，content，

social effectiVeness and the fomation of melody．One of the folk customs

such as the Daben created the largest number of existing， mainly to the

Daben of labor，material， the customs temple in memory of years down the

spread of the performing arts Tam， 一BaO Leng stressed”that is taken from

them． 珏eze Dr蕊folk songs and Opera themes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a touch of flavOu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uthwest．Heze dialect through

the rhythIn，melody，words and Heze folk lining closely tOgether，aff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ze folk style．

Chapter 2：Heze style of folk tunes． Through the formation of

the music style tunes， including elements of melody interVal，mode，

Fonn，rhythIII， and 1ines such as word analysis，to explore Heze in the

fo】Ik style： l， with a clear melody of the Heze local accent， has a

distinctive voice characteristics Of Heze， 2，with five—on—sound， sound

changed Palace for the six—oriented， 3， Form by the single paragraph of

the structure and i七s Form Deformation，And the Drum sections of a song．

4，Ⅱnllti—speed rhythm for the medi叽一speed，compact rhy七hI【I，often sharing

Bafenyinfu mainly，5，the lining of Heze folk music there are many words，

of labor，in order to coordinate production，encouraged by the ambitious，

multi—lining to receiVe word Ram，Heze structure of children。s songs short，

narrative—less lining the word．6，on the types of child labor，children’s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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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s for the Most of language style readily straigh七fOrward．

Chapter 3： Heze folk singing techniques． Papers from the audible

and—run chamber of Heze to two aspects of folk style of singing，Vocal

aspects reflected in the real sound ancI the use of Ar七iculation and

Enunciation， Run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harnber concert at the

decOra七ion on the use of the sound．

Chapter 4：After transmission of the new f01k songs have been handed

down． Inherited by七he twO songs representatiVe of the analysis，

finding heritage，with a View tO a wide range of other fOlk heritage

help．

Key words： Heze folk style perfoming social background

tunes style inheritance reasons

CategoryNumber：J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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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岁月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

音乐遗产。民歌来源于人民，它记录了各时代人民的精神生活。民歌的乐观主义

精神给了人民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它的一些富含生活哲理的词句给予人民思想上

的启迪也是极为丰富的，从劳动到家庭、婚姻和爱情生活；从各种民族民间风俗

到宗教信仰，在民歌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本文所研究的菏泽民歌是中国

民间歌曲的一个细小分支，是菏泽地区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菏泽民歌经过

几千年的历史传承，始终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本文旨在通过对它存在的社会背景、

它的音乐基本要素以及演唱方法上的各种技巧上的研究，以期能对当下菏泽民歌

的区域风格、演唱风格做个粗浅分析。菏泽民歌与其所依存的菏泽文化背景也存

在着诸多共性，因此，通过对菏泽民歌作全面调查研究分析，可透视到整个菏泽

地区以至更广范围内民间乐歌曲发展的源泉和风格特色。同时，菏泽音乐又是鲁

西南乃至整个山东地方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它，对于了解山东地

方民间歌曲的发展规律，充实山东地方音乐文化的研究内容，发掘并发扬山东地

方音乐文化的特色与优势，都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菏泽民歌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和地域文化

渊源，并阐明本文的主旨；第二部分首先分析曲调风格的基本因素，并由此总结

出其特征；第三部分是本文的主体，从发声、润腔等特点中来看菏泽民歌的表演

风格；第四部分分析研究菏泽地区传承下来得到发展的民歌。第五部分是一个简

短结语，以简练的语言总结全文。

第一章菏泽地区民歌产生的社会背景

一、菏泽地区民歌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历史上的菏泽，曾是伏羲、尧、舜的故乡，先有商汤朝代，后继属周朝曹国，

在此基础之上慢慢发展建成了曹州。古代时为济水、菏水、黄河交汇之地，有连

通济、泗两大水系的天然湖泊，南有菏山，北有雷泽，故名“菏泽”。在清雍正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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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1735年)曹州升为府，设附郭县，赐名菏泽，开始作为政区名字来使用。

菏泽的文化历史源远：菏泽是延续三千年仰韶文化的东边缘，又是延续二千

年大汶口文化的西边缘，两种文化在这里撞击、融合，诞生了先进的龙山文化。

菏泽佃户屯办事处曹楼村东的一百五十余龙山文化崮堆，就是历史的见证。悠久

的古代文化哺育了一大批卓越的历史名人，农学家汜胜之、农民起义领袖黄巢、

宋江等圣贤，都出生在这片土地上，至今境内仍保留着尧王墓、百狮坊、范蠡湖、

仿山遗址、孙膑旅游城等1 0 0多处名胜古迹。【1】

现在的菏泽地区位于山东省西南部，与江苏、河南、安徽三省接壤， 辖牡

丹区、郓城、鄄城、曹县、定陶、成武、单县、巨野、东明八县一区和一个省级

经济开发区。黄河自河南省兰考县入境，流经辖区内的东明、牡丹区、鄄城、郓

城四县区。菏泽地区地处黄河下游，为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属

华北平原新沉降搞地的一部分，自西南向东北呈簸箕形逐渐降低，以缓平坡地面

积最大。【I】菏泽属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气候宜人，是农业大区。由于经济

上的落后，和与外界交流少的原因，构成了民俗、民间文化生长和传承的特殊地

理环境。

二、民俗背景

菏泽民间歌曲深深植根于乡间民俗之中，菏泽地区民间习俗众多，这里只谈

涉及到菏泽民歌的民间习俗。

第一类生产习俗。菏泽地区的生产方式有很多，有下地种田，有打夯等，

这里主要谈打夯。黄河在菏泽地区流经东明、牡丹区、鄄城、郓城四县区，她既

养育了菏泽儿女，也衰落了菏泽古代文明，与黄河作斗争，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话

■6

题。自尧开始，历朝历代都有建筑堤坝的记载。建坝就要用夯、硪，夯是有圆柱

体或立方体的石头加一个木棍组成，用绳子固定牢固并根据石头重量引出两根以

上数量不等的粗绳子，打夯时有一人通过木棍来控制夯的方向，有和绳子数量相

等的人手来通过绳索拽起夯，在领夯人夯号下，拽绳人同时用力和放下，打夯人

共同协作，协调用力，使夯用立均匀落地，这个过程就叫打夯。在与黄河长期抗

争的历史过程中，就形成了现存菏泽民歌中数量最多，以打夯为主的劳动号子题

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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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庙会习俗。 菏泽地区农村乡镇有“赶庙会”、“逛庙会”的习俗。庙

会又叫香火会，原为祭祀寺庙神佛而举行的集会，地址一般设在寺庙所在地或附

近的地方，由于人多热闹，会问往往还要唱大戏，后来渐渐有商贩加入，形成了

祭神、游乐、交易“三合一”的庙会形式。如定陶县的仿山庙会、菏泽市的龙王冯

庙会、唐庙李庙会、鄄城县的历山庙会、梁山县的腊山庙会等。庙会上的各类民

间艺人表演作为一种营生，与其他另外两种交易类型：生活物资交易和饮食玩具

交易并驾齐驱，因此一些音乐形式得以流传保存。常见的有耍刀枪的、耍猴的、

变戏法的、跑马卖械的、说书的、担经挑的等，大都临时围场演出，围观的观众

人山人海，每演一场或几个节目，艺人即绕场募钱。【2】有了收入就有了生存，有

着悠久历史的担经艺术至今仍在菏泽各庙会上经营繁衍。

担经是流传在鄄城县约有一千余年历史的民间艺术，是佛教音乐与本地民间

传统艺术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民间艺术形式。担经表演流传广，群众参与强，

所表现的内容主要以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祈求平安，教人敬老爱幼，多做好事i，

和反映现实生活故事为主。担经音乐旋律优美抒情，曲调有十多种，这些曲调可

以根据需要进行填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一般在三月三等时期的庙会上表

演。担经表演的形式主要分两种，一种是一人或多人担着吟唱，另一种是在宽阔

的场所表演，表演者身穿彩衣，担着经挑进行表演。一般表演3—12人，走的队

形有十字步八字步和同行等。担经表演时伴奏乐器为唢呐等民间乐器。担经表演

所用道具是由担挑的妇女自己特制的经挑，担挑的扁担用一根柔软的竹坯做成，

两头担挑着花篮，花篮绣着五颜六色的鲜花，鲜艳夺目，十分艳丽。担经常表演

的曲调有：民歌曲调、戏曲曲调、曲艺曲调等十几种，表演曲目有：白菜经、保

麦子经、泰山经、十二月经、五月经、走路经、进庙经等100多首。菏泽代表民

歌《包楞调》(谱例23)即是其中表演的一段，现在随着担经的萎缩也已很少被

担经人所演唱了。

第三类丧葬习俗。 菏泽民间旧俗，极讲究寿终正寝，葬礼中的礼俗较多。

整个发丧阶段包括：初丧、穿送老衣、放“噙口钱”、请主持、吊唁、成殓、守

灵、出殡、入葬、摆筵、过三日、过三年。程序复杂，历时三年。其中出殡中，

富户人家要扎各种“舍火”，有大花座罩、轿车、纸人、纸马、金山、银山、摇钱

树等，有的以绸缎代纸的。并用剪纸糊“引魂幡”，中间写亡者的姓讳及岁数。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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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相”(清末时多系秀才)、“司礼”、吹鼓手，热闹非常，．招引很多观众，以此显

示主家的威风和大方。客人到齐后，先举行“家祭”，然后灵柩抬到大街上“路祭”。

亲朋分批奠礼，亲朋多者，常至下午三四点钟祭奠才能结束。过“三年”时，守

孝满期，又需大操大办。【2】在出殡的整个过程中，鼓吹乐班基本从始到终的吹奏，

并有少数乐班迎合雇主需求，配有歌手演唱，曲目多为各种地方戏曲，也伴有部

分流行歌曲和民歌。

第四类菏泽尚武、赏花的习俗。菏泽人民历来崇尚武术，人才辈出，清朝

科举中武状元2人，武进士3 0多人。流传的武术拳种如梅花拳、洪拳、猴拳、

少林拳、太极拳等达3 9个之多。郓城、牡丹区、单县、定陶等县区被国家体委

命名为n武术之乡竹。【l】从菏泽走出较有影响的武术、体育明星有全国武术全

能冠军张玉萍、现代中国武状元陈超等。郓城宋江武术院的武术舞蹈“狗娃闹春”

1994年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给全国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菏泽是牡丹之乡，牡丹栽培历史400多年，享有“中国牡丹城”的美誉，面

积3万余亩，花大、色艳、香浓。每年谷雨时节(四月中下旬)，召开“菏泽国

际牡丹花会”，邀请四海宾客来赏花。在蒲松龄《聊斋志异》里就有“曹州牡丹

甲齐鲁”之说，并写下了葛巾玉版的神话故事。

三、戏曲背景【31

菏泽地区戏剧活动历史悠久，剧种繁多，异彩纷呈，享有“戏曲之乡"的美

名。现有传统地方戏剧种山东梆子、两夹弦、枣梆、大平调、大弦子戏、曲剧、

柳子戏、四平调和豫剧；其中枣梆系全国仅有的。菏泽曲艺也是种类繁多，主要

有山东琴书、曹州花鼓、坠子、山东快书、山东大鼓、山东落子、莺歌柳书等多

个曲种，堪称“曲山书海"。戏剧与曲艺，在菏泽大地上姹紫嫣红，竞相生辉，

从明末到20世纪的八十年代一直是当地群众劳动之余的主要娱乐形式。时至今

日，在农村只要有剧团来演出，“唱大戏"的消息会不胫而走，周围十里八庄的

乡亲们都会扶老拼幼赶来观着。地方戏和戏剧艺术在鲁西南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和渊远的历史。下面作一下各类戏曲曲艺剧种简单介绍：

山东梆子：是清初山陕梆子腔经河南传入山东，受到本地语言的影响，唱腔

有所变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地方特色，又名高调梆子。男腔(红脸、黑脸)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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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嗓”(真嗓)、二本嗓(假嗓)或“夹本嗓’(真假嗓结合)，嗓音高亢宏亮，刚

劲激越。女腔则清新明快，挺拔俏丽。常用的板式有慢板、二八板、流水板、散

板，另有导板、叫板、三哭腔、吹腔等，唱腔属“板式变化体”剧目极为丰富。

二百多年间，本地的菏泽(今牡丹区)、定陶、巨野、邪城、聊城、单县、成武等

县都先后成立了专业班社，遍布鲁西南。

大平调：属梆子剧种，由于唱腔比高调梆子的音调低，而称平调或大平调，

击节用的梆子较大(近二尺长)，又称“大梆子戏"。大平调的板式有怪板、‘二八

流水、栽板、飞板、导板等。唱腔一般都用真嗓，只有在慢板、拐头钉等板式的

起板时，尾声用极高假嗓(呕腔)。传统剧目近三百出，以西南为中心，流行于豫

餐苏皖冀五省交界地带。

枣梆： 枣梆的唱腔既高亢激昂，又委婉活泼，用真嗓吐词，假嗓托腔，而

且真假嗓音截然分开，由真嗓突然翻高而假嗓，这个假嗓用“咿、呀”托腔，腔韵

悠长，给观众余音缭绕之感。这是枣梆特有的韵律。目前，专业剧团仅荷泽市地

方戏剧院枣梆剧团一家，全国惟一。

二夹弦：是由当地民间小唱“花鼓丁香’’发展而成的地方小戏。因它的伴奏

乐器四胡，是每两根弦央着弓上的马尾拉奏而得名，也称“二夹弦"。由道光年

间的白殿玉创立，他酷爱花鼓，并在鲁西南游街串巷中吸取当地民歌、曲艺、戏

曲表演形式和伴奏乐器，使之日臻完美。两夹弦唱腔基本板式有大板、二板、北

词、娃娃、山坡羊、栽板等，传统剧目近百出，多是“三小戏"(以小生、小旦、

小丑为主角的生活小戏)。

柳子戏：在中国戏剧史上，“东柳、西梆、南昆、北弋"中的“东柳，就是

指山东柳子戏，它是由元朝“弦索”的基础上演变而来。柳子戏采用联曲体与板

腔体综合运用的形式，曲调丰富、婉转曲折，柔美动听，富有表现力。曲调有越

调、平调、二八调、下调。另有昆调、转调。曲牌有二百余支，常用的有黄莺儿、

娃娃、山坡羊、驻云飞、镇南枝等五大曲，另有高腔、青阳、乱弹、昆腔等。主

要伴奏乐器横笛、笙、三弦，表演程式固定，生旦净丑各行都有不同的程式。

大弦子戏：是由元杂剧“弦索腔’’演变而来的曾流行于奋西南如像东北地区

的又一古老剧种。因最初只用三弦伴奏而称“弦子戏’’，表演特点粗犷泼辣，极

富夸张。唱腔是运用曲牌的联级来完成，继承了“弦索’’北曲的一些曲牌，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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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吸收了当地民间小曲如山坡羊、镇南枝辱。分粗细两种Ⅱ昌曲，分别表达高亢徽

昂或舒级沮柔的情绪。

四平调，是由流行于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四省接壤地带的一种民间说唱

艺术要要野花鼓冶发展演变而成的，它以花鼓为主，吸收了评剧、豫剧、京剧等

剧种的营养，发展成了野四拼调冶，后改名为野四平调冶。又说，它的主要曲调

由花鼓的野平调冶发展衍变而成，曲调四平八稳，四句一平，因而得名。

其中菏泽花鼓题材民歌中的《娃娃》、《羊子》(山坡羊)就是从当地流行的

戏曲“柳子戏"基础上吸收演变而来的，而《砍头橛》(谱例21)则与当地流行

的“山东梆子"关系甚密，具有浓郁的鲁西南特色。【41

四、语言因素

由于菏泽民歌与其地区方言结合十分紧密，要研究民歌特点，就十分有必要

对其语言体系进行一番解释。

菏泽方言属于北方方言中原官话区郑曹片的一种方言，总体来说语音相近，

词语相同。但也略有不同，菏泽城西、西南和东明语音与河南口音近似，单县、

郓城东北和巨野北部又有变化，菏泽城区老年人和年轻人也小有差异，基本音调

在不同的语言环境可以有新音调。 菏泽方言在现代汉语语系中属山东西区·西

路小区，它的声韵母的发音规律是：

1．声母

(1)“袄安恩”等字读舌根浊擦音[Y]声母。

(2)大运河两岸地区无zh ch sh r声母。

(3)“双书水”等字多数地区读f。

(4)普通话j q x声母字部分地区读两组，如：精≠经、清≠轻、修≠休。

2．韵母

(1)“飞肥肺"多数地区读i。

(2)“责策色"等字读ei。

(3)“街解鞋、矮、崖涯"多数地区读ie。嘲

菏泽方言和普通话比较，语法基本相同。差别处在于：1、在书面语音和口

语语音上差别较大，比如“药’’读作“月"；人称代词菏泽方言不用“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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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而是用“俺一、 “咱’’。2、菏泽方言中的词法，词缀最具有特色：名词

词缀主要有“子一、“头"，菏泽口音中“子一读“的’’，“子’’作为后缀的名

词繁多，虽然没有实在意义，但能使词根的感情色彩增强。名词后缀“头"多

指人，喊有贬义，例如：败坏头、拧劲头。动词后缀主要有“巴’’、“达"、“悠"，

单音节动词加上可组成新词，新词重叠表示动作减弱，例如：洗巴、洗巴洗巴、

点达、点达点达、转悠、转悠转悠。“哩慌”多缀在表示感觉的动词和形容词后

面，例如：渴哩慌、饿哩慌、热哩慌。3、单音节形容词在前，表示程度的部分

在后，合成的词不论褒贬都特别形象，例如：苦不拉几、红不楞登、白不趔趄、

臭啦哄哩。馐1

第二章菏泽地区民歌的曲调风格

菏泽地区有八县一市，一个地区罩的情况大致相同，菏泽人民在语言归属上、

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文化背景、对音乐文化审美习惯等方面存在着共同点，所

以音乐风格上也存在着较为一致的方面。菏泽民歌曲调风格是指菏泽民歌在经过

历史发展而沉淀下来的艺术特点和创作个性。它与地理位置、民族、社会、时代、

生活习俗与环境、国家等诸多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通过对以下决定风格形

成的音乐几要素的分析来探讨菏泽民歌的曲调共性。

一、菏泽地区民歌的旋律音程

l、方言中的音程：菏泽方言属于北方方言中原官话区郑曹片的一种方言。

菏泽民歌主要建立在当地方言基础上，菏泽话是由单音节词构成的，每一个音节

又包含着声母、韵母组成的音素，每个字或音节又有“高低抑扬"不同的声调。

声调是去声调值，为前高后降再低升的降升调312或412。我们通过“小女孩’’

这个词来分析说明：小女孩(普通话)=小妮儿(菏泽方言)，用音乐音程记为：

51，是五度下行进行，如果直接用五度来念，太生硬，在l前加倚音3，在l

后加上滑音2，记为逝，3和2音都要快速进行，基本不占1音的八分时值，
只是快速一带而过，有一点音出来就行，那么这个小妮的发音就较丰满了，其中

“妮’’读nei，菏泽方言中韵母i读ei音，“妮’’字后还要带上儿化音，儿字

要弱小化处理，发音时韵母ei在2音上直接过度为儿音。经过分析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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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民歌中的五度下行音程来源于方言，这两个装饰音2和3就是音乐中的润腔

技巧中的两种装饰音，并由此产生了基本节奏型，即均分八分音符节奏型。再如：

伯父=大爷，音程标记为：逝；伯母=大娘，大娘相对大爷稍有变化，为：婴，
音程为四度音程。再如：阴阳人=二叶子，音程标记为：墅，其中1为高音1，
就是～个六度下行大跳，这也是在下面旋律分析中菏泽民歌中多五、六度音程的

原因。

2、旋律特征：菏泽民歌旋律来源于方言，字调的高低升降影响着旋律的起

伏跌宕，甚至旋律本身就是语言的加工。它的特点有：(1)菏泽民歌音域较窄，

多使用八至十一度之间的音域，稍超出生活语言常规音区。(2)从旋律中的音程

运动方式看，fe．si—la．sol是菏泽民歌中的较常用乐汇，如：《长毛来到曹州府》(谱

例8)中的“长毛来到曹州府”、《小二板》(谱例10)中的“不大用那个力哈来

号”等等。(3)菏泽民歌中的主要特点音程是：四度、五度跳进，正是菏泽方言

调值的具体呈示，配合大二、小三构成的“级进音型”的旋律进行，还有六度跳

进的使用，丰满了菏泽民歌的旋律语言，这些音程的使用对旋律起到了调色、动

力展开的作用。如《对花》(谱例11)中用四五度音程来衔接男女对唱，以及歌

词“小妮来"中的“小妮”的六度下滑大跳等，带给歌曲对比色彩和方言色彩。

另外在劳动号子中有七度、八度大跳民歌，如《对花号》(谱例1)中的：“起名

就叫仙桃花啦哎”其中由啦到哎就是3到高音2的七度大跳，音域较宽，多用真

假声交替演唱。再如打夯中的喊号调如《落莲花》(谱例3)中第一句的八度大

跳：“一号就那么下了去呀，嗨嗨哟哟哟哟哟嗨呀’’。

3、小结：语言跟音乐水乳交溶，浑然一体。可见语言的轻重强弱、高低抑

扬、快慢疾徐、顿挫连断，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语气、语势、语调是影响旋律的基

．本因素，加强了音乐艺术形象表现力与感染力。以上因素对菏泽民歌的音乐形态

和飙格起着重要作用。

菏泽地区民歌的调式特点

菏泽民歌中的调式、音阶构成及特色：菏泽民歌中以宫调式歌曲最为常见，

如《莲花落》、《姐是一枝花》等(谱例2、4)，劳动号子基本是宫调式；其次是

徵调式民歌，如《对花号》、《引蛾螂》、《拧个“鼻牛"嘟嘟响》等(谱例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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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再次是羽调式如《小五更》(谱例24)；最后是极少量的商调式，如单

县C调《夯号》等(请见谱例19)， 而角调式在菏泽民歌中则基本没有。在菏

泽民歌中没有三音列、四音列构成的旋律，多为五声、六声、七声调式。以《中

国民歌集成．山东卷》【6】中的菏泽民歌为例，五声调式民歌2l首，六声调式民歌

16首，七声调式民歌3首，算上花鼓5首。通过对比，由此可以看出：五声、

六声的运用最为普遍，五声调式数量稍多于六声调式一些，其中儿歌多为五声音

阶；七声调式也占有少部分比重，主要是清宫七声音阶，也叫七声清乐音阶。其

中花鼓基本为七声清乐音阶民歌，这主要是和当地的戏曲的长期交融而形成的结

果，因为在当地民间戏曲中多是七声调式，如吕剧。下面按调式分别说明：

1、五声调式的民歌在菏泽民歌中存在广泛，在劳动号子、小调、儿歌中都

很常见，如《义和团》(谱例22)、《专打日本鬼》(谱例14)。

2、菏泽民歌中的六声调式主要存在于劳动号子和小调当中，儿歌中也有少

量存在，用来增强儿歌的音乐动力，丰富音乐表现。菏泽有代表性的两首儿歌《花

蛤蟆》、《引蛾螂》(谱例15、20)都是用六声调式来表现的。在菏泽六声调式民

歌中，以五声调式加变宫构成的六声调式占主导地位【7】，几乎全部都是，如《小

五更》(谱例24)。这个变宫在菏泽民歌中作用一般有两种：l、是作为经过音，

唱的时候一带即过，如《花蛤蟆》里：“满坑里蛤蟆蹦跳”的“蛤”字上的变宫。

2、是代替宫音行使变宫音色，增加色彩，如《汶上号》(谱例13)， 在《中国

民歌集成．山东卷》中，只有一首是加清角的民歌，名为《寻个丈夫不称心》(谱

例12)。这首民歌在《中国民歌集成．山东卷》记谱上是加清角的宫调式，但如果

变为加变宫的徵调式记谱，一样顺畅，从听觉效果上是一样的，只是记谱方式不

同，这首歌的调式就变成为加变宫的六声调式了，完全符合菏泽民歌调式特点了。

3、七声清宫音阶构成的民歌也有少量存在，多数在花鼓戏中，还有鲁西南

代表民歌《包楞调》(谱例23)。

菏泽地区民歌的曲式结构

菏泽民歌是由单段体曲式结构及其各种变形、和花鼓的多段联曲构成。单段

体较常见的基本结构类型大致有如下几种：单一乐段的二句、四句和五句体结构，

此外还有少量的三句体、六句体、七旬体、八句体等等。按照旬式的构成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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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把它们分为对称结构与不对称结构。单段对称曲式我们以双句式为例：双句式

指由两个乐句组成的乐曲结构。在民歌中，它是一种应用广泛的独立的曲式结构，

是其他曲式的基础。在菏泽儿歌中，这种上、下旬并置关系的类型运用的较多，

如《娶了媳妇忘了娘》、《胖娃娃》、《黄豆歌》(谱例25)等。这种简单、规整的

双句式、四旬式一般多用于儿歌。到了小调，曲式就变得稍微丰富一点，以《包

楞调》(谱例23)为例。《包楞调》的音乐结构比儿歌稍微复杂，结构组织上体

现了“起、承、转、合’’的典型特征，但也稍有变化，加上了一句尾声，乐句长

度也有变化，为6+5+7+14+5，其中“承”是与第一句尾部不同的变化在现，“转"

是为第一句的逆行，带有对比色彩，“合"是“起”的三倍，造成乐句长短的不

对称，引出了尾声的出现，音乐具有较强的展开性，是非方整的四句型乐段，使

用的旋律发展手法也很多，如重复、逆行、长短对比手法等。到了花鼓就像形成

了一个乐章，它是一个段与段的联合，每段四个乐句，每个乐旬四小节，第三句

后加上一小节或两小节锣鼓点和一节衬腔，其后再唱第四句，完了再接锣鼓点，

如此反复或更换其它段落。

四、菏泽地区民歌中的衬词

菏泽民歌的衬词有很多，有哎、嗨、哟、啊、哎呀、哎嗨、啦、了那个、咧

嗨、嗨呀呼嗨、咿儿哟、呀、哈来嗨、哈哟、呀哈、呀呼、嗨嗨呀呼嗨、哪嗨哎

嗨哟、哎嗨哎嗨哟、嗯哎哟、嗯、得几、龙呛、得儿龙呛、嘛呀嗨、咿呀嗨、咿

呀咿呀嗨、耶、哼啊、哟喂哼哎、呀么、噢、包楞楞楞、楞楞楞、衬词有单字的、

双字的、词组的等，菏泽儿歌特点欢快轻松不哕嗦，结构短小、叙事性强、少衬

词，符合儿童特点，几句话把事说得清楚，不用添些衬词来哕嗦。

劳动号子就不同了，它来自劳动，用于生产，是为了协调一致使劲，鼓舞志

气而生成，不做过多的叙事表达，不像小调、儿歌那样具有较强的叙事描情内容。

所以在领号人做了开夯口号后，就多以衬词来领夯，比如：哎、嗨、哟、啊、哎

呀、哎嗨、啦、了那个、咧嗨、嗨呀呼嗨、咿儿哟、呀、哈来嗨、哈哟、呀哈、

呀呼、嗨嗨呀呼嗨、哪嗨哎嗨哟等。其他打夯人就来和号，除和号词外也加衬词，

衬词同领号人一个风格。菏泽号子以夯号为主，夯号有快夯，也有速度较缓、节

奏平稳的中低速夯，衬词在这不同的打夯速度中，也有了进一步的区分。快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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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菏泽市《夯号》，它的速度较快，中速偏上，表现在音乐上就有了以下特点：

旬式规整对称，一领一答，领的是正词，答得是衬词，衬词都以词组形式出现，

没有单字，衬词旋律是正词旋律的低八度反复，在这样规律简单的应和中，保证

工作较快有序干高效的进行，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对唱、戏耍。而在稍慢的中低速

夯上，在每一下劳动的中间，有了短时间的间隙，在对仗衬词的基础之上，就有

了多一小节，慢慢变为一乐句的衬句结构，如《慢四六》、《小二板》(谱例6、．

10)。这些衬词鲜明的体现出菏泽当地语言风格，反映出风俗气息。

五、菏泽地区民歌的节奏

节奏是音乐中最为重要的构成因素之一，是音乐作品的骨架，节奏就像旋律

的脉搏，能给旋律带来鲜明的性格。长短不一的音按照一定的规律组织起来就是

节奏。【8】菏泽民歌中的节奏同样也决定了菏泽民歌旋律的长短、强弱、缓急，牢

牢的和当地的劳作结合在一起。

黄河穿越菏泽，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以前，这里的人们要靠拉纤起锚开动船

只，砸土夯堤稳固航道，在一起的劳作中形成了不同作用、协调工作的劳动号子，

经过历史的传承，沉淀下菏泽现在朴实有力的民歌。有速度较缓、节奏平稳的夯

地号，如菏泽市《夯号》(谱例lO)。有开头领句节奏较随意，带有准备起夯性

质的，然后劳动者一起用力抬起夯来同时齐和结构规整的应旬，如《莲花落》(谱

例2)。有节奏紧蹙、声声催紧的抢险快号。由此可见，节奏在菏泽各类快慢号

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生动地反映出菏泽人的劳动场景。到了小调，就各类速

度的都有了，小调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涉及到人们的一切日常生活，紧张、

悠闲的都有，所以各类节奏型也较多，在这里节奏就不如在号子里显得风格鲜明

了。总的说来，菏泽民歌节奏速度多为中速，紧凑律动，常以均分的八分音符为

主，这种节奏型是菏泽民歌的典型代表，广泛分布在劳动号子、儿歌、小调、甚

至从戏曲延传而来的花鼓中。其次是后十六、以四分音符为切分音的切分节奏和
●●

符点八分音符节奏型，配上这些音型，就增添了乐曲的轻快跳跃感。另外，菏泽

民歌句子短小，尤其在应和的劳动号子中，一问一答简短的话语，就形成了常常

断开的乐句，呼吸快速灵活，使音乐听起来带有断开、句逗短的感觉，这种节奏

感在菏泽民歌中也带有较强的烙印。如：《专打日本鬼》、《夯号》(请见谱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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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民歌小调的乐句节拍大都是2／4拍，多为强起。

总结：通过对以上音乐几要素的分析，可以看出菏泽民歌旋律结构有以下特

征：调式是以五声、六声变宫为主的民族调式；曲式结构对称规整；节奏紧凑匀

速对比不太强烈；有各种润腔技巧、衬词直白爽快等，在这样的音乐基本特征之

上，菏泽民歌形成了自己的曲调风格：i、旋律带有明显的菏泽地方口音，有着

鲜明的菏泽语音特点，2、调式上以五声、六声变宫调式为主， 3、曲式是由单

段体曲式结构及其各种变形、和花鼓的多段联曲构成。4、节奏速度多为中速，

紧凑律动，常以均分的八分音符为主，5、菏泽民歌的衬词有很多种，劳动号子

为了协调生产，鼓舞志气，多以衬词来领夯，菏泽儿歌结构短小、叙事性强、少

衬词。概括说来，曲调风格较流畅豪放、质朴爽快、亲切自然、激扬明快，有明

显菏泽语言特色，语言上爽快直白，润腔丰富、装饰音较多。种类上以劳动号子、

儿歌为多见。

第三章菏泽地区民歌的演唱风格

菏泽民歌根植于菏泽地区这片沃土之上，受到人文地理环境、语言声调、生

活习俗以及感情表达方式的影响，在民歌演唱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演唱手

段和歌唱技巧，有着独具风格的地方韵味。下面主要从发声和润腔两个方面去分

析菏泽民歌演唱风格，发声方面从审美角度对民族唱法一般概括为“亮、圆、甜、

脆"，要做到这些，在菏泽民歌中就要练好真假声技巧以及咬字发音技巧。润腔

是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独特的演唱风格，主要是指行腔中的润色作用，它是以情为

中心，根据内容表达的需要，以各种手法对曲调进行润饰，以弥补其表情之不足，

促进词与曲的和谐，丰富音色的表现，展示唱腔的意境。润腔大致可按表现风格

和技巧分为“气质性润腔’’和“色彩性润腔"两大类。气质性润腔是以突出音乐

个性、气质为主的音乐表现手段，主要体现在速度、节奏、力度的变化方面。色

彩性润腔即为适应歌唱语言的需要或表现某种情感而增加的装饰音，是一种“花

奏’’、“夹花音"的演Ⅱ昌方法。【9】装饰音润腔发挥了修饰与润色语气的色彩作用，

它使旋律婉转起伏、迂回缭绕、血肉丰满、韵律和谐，增强了细微末节的情感变

化，丰富了行腔的抒情色彩与感染力。润腔对感情的表达，风格的体现以及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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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下面从发声中的真假声的运用、准确的咬字与吐字、润腔装饰音技巧几个方

面，做一下粗浅探讨。

一、真假声演唱技巧

语言是构成民歌演唱风格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菏泽人民性格直爽坦诚，菏

泽民歌歌词内容多，叙事性强，形成了菏泽民歌的演唱真声成分比较多的现象。

菏泽民歌在基本唱法上都采用自然嗓(也称真嗓、本嗓)。由于这种唱法的共鸣焦

点主要集中在咽喉和口腔(有时辅以鼻音)，很便于咬字吐词，其声音是生活语言

的升华，直接表露演唱者的嗓音特质。这种方法采用其朴实平稳而直线的声音去

演唱，使得声音明亮并富有穿透力，音色明亮，位置靠前，吐字清晰，能把唱者

声音的本色表现出来，且保持着当地所特有的风格和个性【10】。

菏泽在高音区的演唱运用的是假声，有的称“假嗓”、“小嗓’’，还有的称“二

本腔’’等。假声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段，既具有表情功能，又具有色彩意义，它

对一种音乐风格的形成，常常起着特殊的作用。

最后是混合声演唱，就是当前最流行的民族声乐唱法，也是我们在大学里系

统学习的民族唱法。这种声音从听觉效果中能感觉得到它既有真声的结实明亮和

一定的张力，又具有假声的圆润、柔和与流畅的高音位置，使真假声形成完整而

统一的歌唱整体。这种演唱方式是在以金铁霖为代表的各位优秀声乐工作者，继

承我国传统民族声乐精华的基础上，借鉴并吸收了美声发声的科学的方法而形成

的，既适合民族语言的行腔特点，又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既有科学性，又

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演唱优势。这种演唱采用较低的气息支点，喉头相对稳定并合

理地打开，软腭抬起，保持微笑状态，使声音统一流畅，上下贯通，音域宽广，

富有极强的创造力和表现力【¨l。这种唱法能够使菏泽民歌更加圆润流畅。

二、咬字与吐字

语言是形成民歌演唱风格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歌唱艺术中非常主要的组成部

分，菏泽地区的民族有其独特的民族母语、发音、行文、修辞特点。由于菏泽民

歌具有“诉说"为目的的演唱功能，因此也非常重视其咬字清晰、行腔圆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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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咬字与吐字的抑、扬、顿、挫的表现特点，由此也产生了对咬词吐字的追求。

在演唱歌曲时咬字头的时候要咬到共鸣位置上，但咬字与共鸣较难统一，注意在

母音和音高发生变化时，发音器官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多余动作，保持喉头、共鸣

的位置不变。吐字是指字腹到字尾的过程。歌唱中咬字时不能仅仅从音节着手，

还要注意与歌词、语气、语调、语势甚至歌曲旋律整体联系起来感受，以期达到

字与声在共鸣色彩上的统L性，使歌声饱满，充满感染力。

在演唱儿化字的时候则不相同：儿化字是在菏泽较为常见的语言现象。很多

歌曲中都有这种现象，在唱带儿化字的词句时，不能特意去咬，只要轻轻带过，

就像说话一样儿的带出来就行了，不要过分追究儿字的发音了，儿化字在山东也

很普遍，只要是山东人都会说。儿化字还有有助于歌词的过度，降低歌唱难度的

作用。儿化字带给音乐作品轻松诙谐、活泼风趣的音乐气质， 也算是菏泽的典

型特征之一。例如童谣《专打日本鬼》(谱例14)：小小日本鬼儿，喝凉水儿，翻

了船，沉了底儿，歪了汽车砸断了腿儿，坐飞机，挨炮子儿，打了罐子赔了本儿，

大人小孩来都呀都瞄准儿，人人都打日本鬼儿。嘎勾!

几种装饰音的演唱技巧：

装饰音润腔主要有倚音、颤音、滑音、擞音、喉音、波音、嘟噜音等演唱技

巧组成，每种装饰音各有特点。由于菏泽语言四声的不同，为了符合语言音韵的

规律和突出风格与感情的需要，菏泽民歌中也出现了各种类型的装饰音，有滑音、

倚音、擞音、波音等，形成了具有自己风格的装饰音特点，在运用声音色彩上，

抑扬顿挫、真假虚实，具有独具风格的行腔韵味。

1、滑音装饰。滑音连贯、圆滑，包括上滑音装饰、下滑音装饰等。大量出

现在花鼓当中，如《小赶脚》(谱例16)、《梁祝下山》。这其中语言对歌曲演唱

风格的形成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小五更》(谱例24)中“蚊虫我的哥"的

“哥’’加下滑音，“娘问我”的“娘”字是六度下行并加下滑音，使方言和旋律

结合起来，三个字唱出来后就具有了浓郁的菏泽方言特点，音韵归得自然，把语

言起伏规律和感情色彩巧妙地与音乐和在一起，采用装饰音和滑音更加修饰了音

乐的美感，这就加重了音乐的语气，更好地烘托出女儿思念情哥无奈又见不到的

哀叹之声，滑音的作用是为了突出菏泽语言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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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倚音装饰。是指记在主音前后的小音符，包括单倚音装饰、复倚音装饰

等，倚音十分轻俏、甜美。如《花蛤蟆》(谱例15)中模仿蛤蟆叫声的“喂哇”，

唱得时候喂字不能咬死了，舌尖要比普通话念时更往上往旱卷一些，要喷出来唱，

字头字尾都要强调，字头还可先出w音，因为w音是口腔和鼻腔出来的共鸣声，

这样更增强了模仿蛤蟆叫时带有一点嗡嗡声的特质。如《包楞调》(谱例23)中

的：白楞楞楞的白字，菏泽口音不念bai而是念bei，去声音调，在处理这个

音时，白字唱起来要快速轻巧的下滑，演唱时将气先提起后迅速下沉，声带顺势

放松，声带是先紧后松。有了这个小下滑音，这样加强了语气、语势、韵味十足，

带有浓郁的成武地方特色，生动描绘老百姓看月亮的场景，朴实自然，不是寄情

于景，不是花前月下，就是用菏泽话说：“天上挂着一个白不几、白楞楞的大月

亮"，菏泽读音是：“腆商挂桌椅歌贝卜急、贝楞楞楞累大哟两’’。

3、擞音。如山东民歌《包愣调》(谱例23)，彭丽媛在演唱快速进行的十六

分音符时揉进灵巧的擞音，与民歌乐句丝丝入扣的装饰音倚音的运用，令人拍案
●

叫绝，极具感染力，民族特色鲜明。这种方法因为发音部位不同而有所不同，一

种是发自鼻腔，一种发自咽喉腔，演唱时要协调控制好发声器官，口腔调好位置

后保持不动，舌尖放松才能灵活，靠舌尖与上腭的快速分合来控制气流，此时，

气流断续冲击声带，形成“顿气”的效果。

4、波音。波音显得活泼敏捷，如《梁祝下山》中的“小英台洋洋不睬"的

“睬"，波音突出了语气的韵味，显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为歌曲增色不少。

5、得儿音。演唱效果轻松跳跃，如《花开蜜蜂来》(谱例18)中的：“花开

千朵十(得儿)里香得儿呀得儿呀得儿龙锵龙锵呀呀呀呀呀一，演唱时口腔放松，

舌头放松平躺于口中，气流冲击舌头，舌尖作上下颤动，舌尖不能用力，否则，

舌头就会变得僵硬起来而打不出“得儿”来。演唱效果活泼跳跃调皮，表现了蜜

蜂嘤嘤嗡嗡围绕花朵采花蜜的繁忙热闹、生机盎然的景象。

以上这些演唱润腔技术技巧是从属于发声和语言并为其服务的，只有掌握了

语言的语音、语调等特点，才能唱出菏泽风格、优美动听的歌曲。从这些唱法的

用腔效果看，上述技巧有讲述发声的、调整字音声韵的、装饰美化的、反映菏泽

民歌风味、表现性格特色的等等，有了这些技巧的帮助，可使情感的表现与歌曲

的表达自然贴切的结合在一起，对于风格的形成也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那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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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名声乐工作者又该如何做呢?1．演唱者应该较为深入地了解菏泽民歌的分

区、反映内容、语言环境、时代、风格等，注意语言本身所固有的一些地域特点。

2．歌唱者尤其一名菏泽声乐工作者要去利用自己的声音特点，寻找与作品的相通

之处，与音乐作品最大限度的结合。3．歌唱者还应试着运用歌唱的“共性”，利

用自己在学校所学得唱法根据歌曲的不同风格，和民歌结合，尝试创新，探索菏

泽民歌的传承发展，运用不同唱法从不同角度去演唱菏泽民歌，使演唱风格不断

前进发展。

综上所述，曲调、语言、音色、咬字、与语言音调的风格趋向相近的一些装

饰性的音的处理，构成了菏泽的演唱风格特征，结合在一起往往可以获得独特的

效果，只有对润腔技法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并且运用娴熟后，正确运用在演唱上，

才会在菏泽民歌音乐表现上发挥其有效的作用。

第四章加入现代音乐元素的菏泽新民歌

一切传统的民族声乐艺术，最初都是起源于人民生活和劳动过程中所产生的

民歌，它们都置根于深厚的民歌基础上。在历史的长河中，民间歌曲经历了无情

的冲刷和淘汰，日臻完美，演绎为具有鲜明时代气息和特点鲜明的新民歌，成为

人民群众思想感情表达的结晶。菏泽民歌《包楞调》、《花蛤蟆》(谱例23、15)

即是属于这一种情况。

一、《包楞调》、《花蛤蟆》的传承情况

l、《包楞调》(谱例23)：歌曲因其衬词富有地方特色而得其歌名。《包楞调》

歌词是基于原来旧社会传承下来的64段原歌词基础之上改编的，继承了原歌词

的严密格式，即：第一句都落在“白楞楞楞⋯⋯⋯"上，第二句都落在“一点

红"，第三句最后一个字即是一首诗中的字，第四句落在“紧包楞"上。 有菏

泽文艺工作者为迎接六十年代山东民歌汇演而改编的歌唱家乡新气象、歌唱毛主

席领导的共产党的新歌词，很有激情，充满了对新社会幸福生活的向往之情，豪

放、明快的韵味是这首歌曲的特点。歌曲中继续沿用了富有菏泽特色的语气词白

楞楞楞，并由此发展出的和正词对应的长达八小节的衬句。演唱时首先要处理好

歌词与衬词的关系，主词要清晰、流畅，衬词要轻快，切不可喧染衬词忽略主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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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衬词的演唱要注意舌头的灵活性、弹性，要唱得活泼欢快，把人们热爱乡

乡、热爱毛主席的情绪生动地表达出来。由彭丽嫒演唱的《包楞调》中的楞楞楞，

掷地有声，明亮清脆的金属声，穿透力极强，楞楞楞字字分明，感觉脆的抛出去

的几根金属棍都不沾边，还要将“楞’’的尾音“饥g’’这后鼻音快速归韵清楚，

并保持着高度的连贯，展示了漂亮的“断腔’’的唱法。头腔共鸣采用与西洋结合

的新式民族唱法，给了《包楞调》—‘个全新的亮相，并带给了《包楞调》新生。

由于改过的歌词和采用的和西洋唱法结合的新式唱法目前还和中国的声乐舞台

上主流音乐形态重合一致，这首歌还在中国民族声乐作品中闪烁着光芒，并代表

着山东民歌风格。除去它的歌词和唱法是新式的之外，还有它的这个拖腔也非常

独特，拖腔较长，声调转折、旋律技巧多，包括倚滑音装饰音、急速的音阶进行

以及七度、八度大跳等等，音符短促、跳跃，旋律很华丽，音域主要在高音区，

音色明亮清脆灵活，演唱者需有优秀的高音区演唱技巧，换气技巧，气量和耐力，

来表演在高音区的炫技演唱。这一切都符合了西洋古典花腔女高音演唱技巧要求

的，所以当这首歌1964年刚一在上海音乐之春演唱会上演唱，就引起了大的反

响，被誉为“中国民间的花腔女高音独唱曲一。也是至今演唱不衰的主要原因之

一。到目前为止，已被众多不同唱法的声乐歌唱家反复演唱多次，并同时还有古

筝曲《包楞调》，二胡曲《包楞调》等器乐作品。

2、《花蛤蟆》(谱例15)：成武县民间儿歌。由魏传经整理纪录。歌曲以蛤

蟆为题材，以模仿蛤蟆的叫声为音调，模仿蛤蟆的蹦跳为节奏，清新明亮，富有

生机，配合着风趣的唱词，细致的刻画出蛤蟆的形象，显示出儿童们活泼烂漫的

想象和模仿能力。歌曲结构简练清晰，为单段体曲式。1963年，由菏泽地区少

年歌手张玲在山东省民歌会上演唱，上海唱片社灌制了唱片。随后，中央电台在

教唱歌曲节目中向全国少年儿童教唱。1983年，在山东省民间歌曲演唱会上，

再次由菏泽地区少年歌手张静演唱，山东电视台录制了电视艺术片。歌曲结合菏

tlli d石 y60 d否ng v石n s6i D60

泽口音唱出来的效果是：“着个腿(儿)，大粗‘腰，瞪。着个。眼儿，赛灯‘泡儿，

瑶g一嗡g，鬻把篱，磷一z架g，x鬻g水帮⋯⋯一猛。一蹦。，醺把葛，嘴一张。， 像。水。瓢⋯⋯一

现在《花蛤蟆》这首儿歌已经录入到小学音乐第十册(第五课)中，加上了

乐曲分析：用四度大跳形象表现花蛤蟆的蹦跳；运用大量倚音的唱法，模仿蛤蟆

的叫声；用短时值的节奏型(四分休止符和八分休止符)表现蛤蟆的跳跃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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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比喻的歌词描绘蛤蟆神态，使用这些技巧赋予歌曲轻快、跳跃、诙谐、活泼

的风格，构成了浓郁的地方色彩。乐器伴奏上加入了打击乐来模仿暴风雨，增加

紧张气氛，打击乐的运用具有震撼效果。演唱中要求用清脆明亮的声音演唱，要

唱出歌曲中的倚音，能正确表达四分休止符和八分休止符，用弹跳的声音唱出密

集的节奏，表达欢快的情绪，表现和赞美花蛤蟆。歌曲中两个“耶”的唱法有不

同处理，第一个“耶"要短唱，有惊奇的感觉，第二个“耶”较长，表现花蛤蟆

非常的喜悦和高兴。现在的演唱形式多种多样， 以魏传经纪录的花蛤蟆为基本

题材，改编出了表演唱，歌舞唱，合唱，笛子曲等形式。一首民歌能发展出这样

多的形式，也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在当前流行的合唱版《花蛤蟆》中虽要求

运用菏泽方言的儿话音，了解山东民歌的音调特点，比如说：“蹦、威、腿、眼、

猛、嘴、瓢"这几个字，在字后加上“儿"音，读成“蹦儿、威儿、腿儿、眼儿、

猛儿、嘴儿、瓢儿’’，但在现在的唱法中还是普通话的口味，地方的民味已不明

显，歌曲显得更加的正统。

这首儿歌的传承原因也和《包楞调》一样，因为素材好，具有鲜明的儿童特

征，形象的音乐刻画，活泼风趣，也是现代儿童常有的玩耍方式，能被快速接受，

并随之改编产生了合唱版的《花蛤蟆》，更加生动形象，比之单人章唱有了蛤蟆

群的音乐形象刻画，就像池塘罩的蛤蟆在春夏的夜晚此起彼伏的歌唱，很亲切，

很生活，很普遍，来源生活，升华为艺术。反过来，由于它的广泛流传，宣传了

菏泽民歌的基本风格特点，也通过教育提高了孩子们的音乐鉴赏能力。

二、传承原因分析

l、这两首歌曲能够得到传承共同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适合了新社会发展，

在原有很好的素材基础之上，顺应时代潮流，改编发展出很有时代感的新民歌，

并最主要的是用当下最流行的唱法演唱，更新了演唱艺术的声音概念和演唱技

巧，不断演变走向成熟。原始的小调、山歌、号子已不再适应和满足人们的审美

情趣、欣赏要求，也不能使演唱者充分的施展自己的演唱技巧。在社会化大生产

的今天，人们对窄亮、尖细、太本色的声音不再感到满足，更喜欢音域宽广、声

音圆润、有光泽、穿透力强的声音。这种科学的新唱法要求在继承发扬本民族优

秀传统的歌唱方法(包括学习戏曲、说唱的优秀演唱方法)的基础上，汲取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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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声的科学发声方法，讲究有明亮清澈、圆润柔和的音色，有深沉持久的呼吸支

撑，保持吸气时的喉头状态，使声音气息流通顺畅等歌唱肌体状态；要求有充分

的头腔共鸣和深厚结实的音量；在声音的表现力上，能使宽厚与纤细、泼辣与轻

柔相结合；在运用假声的同时，加强高音区运用真假声结合的混合共鸣，使高音

高亢明亮、坚实有力。【ll】这样明亮圆润、音域宽广、有光泽、穿透力的声音，加

上中华民族独特的东方气质、含蓄隽秀的吐字行腔及情感细腻的表达才是最具魅

力的音乐表达。

2、这两首歌曲能够得到传承另外原因之一就是，跟随时代发展，具有强烈

的时代气息。t12】改编后的歌曲不论是在作品反映的内容、还是对演唱声音的技巧

和形式的运用、以及演唱作品的个性、风格和艺术想象、表现力上都突出了时代

气息。它们都不同程度地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

随着时代的变迁，音乐是没有一成不变的，保护工作总要和传承结合在一起，

传承是对保护工作的支持，才能使歌曲得以生存发展。我们利用上面总结的两种

规律，把它运用在菏泽甚至更广泛的其他民歌上，首先以原歌曲为素材，通过对

歌曲旋律和歌词作改编，旋律上保持民歌基本主旋律，对其曲式、调式、段落等

方面再加工改编；歌词上也在原歌曲基础上，使用部分或甚至完全改编为以反映

时代精神为主的歌词内容。其次用不同的演唱方法、润腔技巧去尝试演唱，可以

使一首歌曲有多种不同面孔，个性风格上也和时代因素相结合。通过这样的尝试，

应该能使菏泽民歌更好的得以传承，更多的菏泽民歌受到大众的认知和欢迎，虽

然对原歌的整体精神面貌有所改变，但使歌曲得到了传承，不至于慢慢流失。如

果怕失去了原歌的风味，我们也可通过现代新科技技术，把原歌的原始演唱风格

刻录下来，制成光盘长期存放，在以后的演唱中再拿来借鉴、模仿，这样做既不

丢失歌曲原貌，又可使歌曲得以传承发展。

结语

菏泽民歌是劳动人民世代创造、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和文化积淀中形成的，

对菏泽民歌的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它的发展创新也有所帮助。

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进一步提炼菏泽民歌的有益价值，创新、增强菏泽民歌的时代

性，要把民歌与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新变化结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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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创造出能在群众中流传、适应当代生活的新作品。使更多人了解、喜爱菏泽

民歌，不断增强菏泽民歌的魅力和生命力。由于自己水平有限，本文只对菏泽民

歌的风格、演唱与传承作了初步的探讨，很不成熟，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引起大

家对菏泽民歌的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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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

二哟

又

．1辇U
二上’了

一(那 么)

号

墙

5．

来

来
、

坠 8 5 l tj． 3 5 I 5 j———●● ，。‘。’。‘’。。：} ●‘·-_’’__一

嗨 嗨 嗨 外 嗨 嗨 嗨 嗨

嗨 嗨 嗨 外 嗨 嗨 嗨 嗨

亘 l
(咧)，

(咧)，

L’堡I芝
落 差 花

落 莲 花

菏泽市

U}
嚷呀)，

奠呀)，

L』4
来 呀)．

来 呀)．

h篡((

●嗨

佥；§饽



山东师范大学硕’卜学位论文

2．打罢一墙又一墙，

再打刘秀走南阳．

3．行走阳关建了路，

碰见了石人站路旁．

‘．同它十声九不应．

马上怒恼汉三王．

5．尉啦宝剑出了精，

剑断石人在路旁．

6．斩断石人当啷响，

背后显出字两行．

7．一条大道走阳关，

一条小路鬼神庄．

8．朝阳先访马武将，

鬼神庄里访吉昌9

①以上各段词参照l段歌词填入，曙对衬词需要有相应遣变化．

1=A

响瞅
詈业

门里 花，

3 l

门外

4．姐是一枝花

(盛孝德唱伯廷记)

曹 县

，、，一、

3 3 2 3 3 2 I l 3 2 I 3 l 2 l‘。。。。。===j■●‘。。。。。=j=■■- ●’_‘‘---一 ● 一 -

姐姐 打扮 一枝 花， 头带 着

l 3 2 I 3． 5 3 5 l 1． 8
‘。1。。’。一 ●o‘o。。—j●‘o’。。oo⋯
金银 花， 羹 角 又擂 海棠

6． 1 6 l l 8 2 l I 3． 2
—：—’。—-—：’—’一●。●——‘一 t———————I

手 里 又拿 丁香 花， 粉 红

厂、

争l垒丝生三l生J 2 I● ●‘o。。。。1■■■E=昌。_。。’。。一 -‘_。。。-_一 l

花， 嘴里 又禽 野菊 花，

上-垒旱l生J 2．1．生』2 I’。o。‘。。一 ● --__。●_-一 ‘-．-___·__一 I

绣球 花 (中吗 晗 哎中 呀)，

l l坚l l彗毒堪l
鞋， 膳梅 花， 裙 带 两边

厂、

3 3 2

厂、

3 3 2

浑身 上下

I业
都是 花．

(刘挂英唱崔开玲记)

，

，

2花



山东师范人学硕上学位论文

1=F

5．莲 花 落

菏泽市

中速稍侵

÷芋i i l 5 i而I言5 5 5介I 5毛丌万5 l詈U i IⅡ巫I卫堕卫鱼I 5 li l丛5 l
(打三 哦 落莲 花) (都把呢 号来 应 外

丑通I．，瞻趋i l皿址l也连l
莲 花儿 开 呀)，都应 号 都把号 应了(号)，都把(呢)号子

都应 号 都把号 应了(号)，郝把．(呢)号子

1． 1

应(啊

应(啊

5

土

春

2

4

1=G

慢速

乒—～
3 5 3 5

太

I r^．．．I^．．‘卜I合 厂、
3． 1 2 l 6 l l l l 6 l 1 6 7 6 I 5 5 3 5 2 3。。—■㈤ -■■■■●■。。。一■■■■■■o。。一 ●‘。。。1■■■■-‘‘’—’●■●●_

咿 儿 哟)．正 月 里 荠 菜 花 剪芽了 出

咿 儿 哟)．小 孩 们 骑 竹马 前去 迎

厂、

5 3 2

花儿

花儿

6．慢 四 六

(盛孝德唱伯廷记)

斤l I f万一1 l n 5 l唪3 6 l I 3 3 2 1 I 1． 3 5 I 1、
‘’。。。。=====薯 _—’’——。=■■■■I ●。’’---_。■一 l ●

阳 (了) 出 (哟) 来 (呀)，

菏泽市

合

5 5 I
(嗨 奠

譬1 I u△I吐1 f：阜l飞蝉I
嗨 呀 嗨 呀 嗨 呀 嗨 呀 嗨)， 满 (哟) 院 (罕 来)

5丝
红(来哎 号

导l售’导l导l l卫血lh u f
来)，(嗨 嗨 嗨 呀 嗨嚷 嚷嚷 嗨 嗨 呀．喻)，

Q l l且3 2 l l l 2

来 嗨) 佳(哈

5 l、、 t l 睾
哟) 人 (来)，(嗨 嗨

^盟

3一罕罕

乎莲、缮衿外《％



山东师范大学硕：L学位论文

譬-l u盎l垂，lk 3 l业佥l佥．，f
_ 呀 -一 尊_ 嗨呀 ●)，赵(邪)氏 芙(薯 哎) 蓉’ (穗)，

L 5 l佥址l u 5 I，仓n u lL量 5 f星旦生旦l L三 5 I l j≥I鼍l l 2 l
(连号 号 嗨 哎砖 呀哈 号 穗 t 呀 哈哈)．

1=D

中速稍慢

詈趋遏I、
打夯 要集 中

7．夯 号

(盛孝德唱伯廷记)

单 县

言遗l i i l噩逍l佥i I售迎I主主I5曼曼J曼l l l l业垒垒曼璺l鱼-l I 3皇世I 2 2 I
(嚷 嚷呀呼 嚷 嚷)t青年 加油 干 (连)，(嗨 穗呀呼 嚷 嚷)，

领’^ ^ 一 合

jL丝垒』l血5 l业巡I i

社年 劲 更 猛 (啊)，(簟嗨嚷呀呼 嗨

合
，一、

韭盟l主、
(一 ． 呀呼 螺

，、

5 5 6

像秆 枪(连)，

合

5 l业巡I i i、I
(呀)．(嚷嚏 嗨呀呼薯 嗨)．

(田玉明唱壕t记)

8．长毛来到曹州府

l=D

中遵稽快
／‘。——、

导6主7 6 l i 5 8 l 3 ×l i i 6 5 l 3{业址li 5鱼l 3×lU业I曼
1．长毛来翻 -妈 府①(耶)，富豪魅盲都

2．官府处处敲恶 毒 (耶)，硬说长毛砍

／———、
● ●

l l 8 5

放校

长毛

①一，H府，今菏泽市．

成武县

／——-、

l皇_互3 l鱼i 亘l 2 5 l 3’2 I 1 一l
开金库，穷人 有 吃 不 发答·

揍财主，穷人 再 不 受 饥 蕾．

(张符枣唱冀传篮记)·

o虬一¨

P一



山东师范大学硕卜学位论文

1=F

9．夯 号

菏泽市

詈垒业l监Ⅱl气婴I遮．IL业I
十 一(那)月(呀) 来(哎)(嗨 呀嗨嗨呀 嗨)立(是)了(那)

醯譬l}婴I值-lh MI逍u一些I
冬(那 哈)(嚷呀哈 嗨呀 嗨)，天(是)寒(了)地冷 来(嚏)(嗨呀哈

厂、

l 2 6

嗨呀

领
，、

3 5 3 2 u l佥业l耋曼丝丝l金l 4
嚏)水也(是)成(呀)冰 (呀哈)(嗨嗨嗨囔 呀啥 喂 呀)．

1=C

10．小 二 板

中遗

’}__—_=—_—-．，'、．八八小
●

● ‘
● ● ●

7 ’ ’ 一

廿6 2 3 2 3 2 l B 7 6 5 7 B 7 B

(^孝德唱伯芝记)

合

l p
I

。5 5 2 7 l 6 3 5
’‘‘—-■■●■■；●‘。’’1■■；：-

菏泽市

(号 来 呀 号) (嗨呀罕 嗨呀嗨嗨嗨嗨)

锾 八 ，、合。。 k
● ● ● I ● ● ●‘ - ● ● · ‘ ● ● ● ● I ● ● ● I地业I 1世I生j丝l窒!垒兰。卫2 I婴至丛l-———■■=；I—‘—--—1鼋l‘———■=；_ ●。。‘——1_ 一●jt■■■●；目■■_。’‘。1。●昌 -；；；；!!；}一‘‘。。‘‘=■■■鲁I

拉拉拉起 来(呀喻)，(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哟号)，头 一(鄢个)

生卫5 I唁卫佥I￡笪巡l k出I 6主庇、l6 2 7 6飞l
目■■■■|目目■■■目j■ ●

硪(呀哈)来，(嗨 呀罕 嗨呀嗨嚷嚷嗨嗨)，不大 用(那个) 力(哈来 号)，

合 锾

l、 p I
． ．I：，．．=、．

飞 5 2 7 I 6 3 5 8．1 6 1．I 35353———==I-———咤==-_—E奢i置E；暑 r曩苦i言兰詈_
2 7 6

合

弋5 I、5￡
1。‘‘‘’’一 l‘o’—。■t目E=

(嗨呀罕 嗨呀嗨嗨嗨嗨嗨)，蔓 太公钓(哟号)鱼(呀)，(畴呀罕

8 3 5 6．'6 1 l
● l

——‘’___I_-l；'|，‘=--●

镬

2 2 1
f>．。I．些1‘1

厶

l丛 6 1 6 2

蜂呀嗨嚷嗨嗨嗨)，在(那个)水 里(呀喻)·(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哟)．

(盛孝德唱伯廷、撂生记)

^纠



山东师范大学硕上学位论文

，’、

l 8

里

S 8

想起

、

曼l L点
(鄂) 里

1 1．

5 l
素

对 花

5 5 8 5 3_-_。’■●■■■●-o。oo。o-

什么<郄)-花凡

5 l 7 7 B 5 3 l 2 3
，’__oo'■●■■●●■t’_o’’’o一 ●o’-’’_一

索 迎謇(都)花凡 开，

厂、

5 8 l' a 2 l 8 5 7 B I·-___H__⋯ ■·_·h**_‘⋯
缘的 哥哥来，辣子(哎)，

开，

邦墟县

- l至 3 曼l
正 月 (邪)

2 l!Z璺殳呈l L皇 2 l●‘--—1●■●■■■l 1’’—。一 ·

翘磐(都) 花儿 开，

L曼是鱼l殳量
鼍哥(唆)， 正

8 5 l 8 5 8 5 l●■■●●_■⋯●■■■■■■一 ●

月曼 开的率蹙

I^-，_—————‘、
至≥ 皇I殳鱼生』|互』鱼』l譬一l曼鱼殳量ln 7、l
一‘一I o·-__-一-__-_-一●o-__-_一__-___一I●●o_-_oo⋯‘_o‘。。一■
迎 謇 花， 花JI．来蕾 开· (七不戈冬 帝蟹 冀

业盟lⅡ7、|盟业l佥金l盟址I孥．1
^不龙冬 中呀嗨 一泵一囊 莲 旋) 蕊j1．束管 劳。

(支士瑞唱捌怠砰记>

l声F

中遗藕慢詈业业
1．青 丝 丝 的

2．姑 娘 我

3·不 怨 (鄢 个)

4．哭 了 一 声

12．寻个丈夫不称心

5 I
天儿

长

(来)

(来)

／’—、
● ●

l 3 5 3 l 5 6 5 3

寻 了 一 个 丈 夫

奴 丈 夫 他 打 了 新 春

都 怨 (那 个) = 爹 娘

不 如 我 一 下’ 子

①象音chh

6 6

起 了

一(呀)

不 怨

哭 了

8 5

一块JI．

一 十

(那 个)

一 声

2 l 3 2

不护我的
五(呀) 五 十

图(呀) 图 东

跣 劲 黄 {啄

(程佩印唱

东明县

l l · l
心．

_一 ●

西．

里．

孛伯英赛守义记)

噎

3月卜幢5一芷
2一t

、-

，

，

，

，

4

云七地地

笔

一．～一蓝年天天

●■■■I



山东师范人学硕七学位论文

13．汶 上 号

l=C

中速

锾 冷

詈址生堑l u 6 l己6坠三l
1．重叫 了(那个)号子 来(嗨 呀 呢

厂、

6 7 B

外哟 号

菏泽市

领

6 5 6 l 3． 2 2 7 I
l ● ● ●

—。’’。。一 -。’‘’——。■E——。—。‘。一J

嗨呀 嗨)两 阵 打(是

I合 。 。领 。^ ．

t6旦_三l旦_鱼 8 l U旦_』l t三 3 l
嗨 呀尼 嗨呀 嗨)，关 一 下子 (外 哟)

T合 镊厂、 合

、立三I业8}釜羔韭』I i 址l主 一l i j 4—’’’。-I～-’—_——l一●一● H

(嗨 呀 尼 嗨呀 嗨)拉(是)起(的)来 了 (号 嗨 呀)．

2．蛤蚌爬行在沙滩。

遇见黄鹰空中旋，

黄鹰想吃蛤蚌肉．

缩身抖翅往下翻．

3．黄鹰叼着蛤蚌肉，

蛤蚌夹鹰在沙滩，

如今处在为难处，

水头漂过打渔船．

I．渔翁一见心欢喜，

连鹰蛤蚌携上船．

黄魔放在船头上．

蛤蚌放到仓里边．

①第2—6段歌词为四句一段，每段诃需唱两追曲．

5．黄窿掉下伤心泪，

再ⅡIl蛤蚌你听育，

早知死在渔翁手。

你归湖去我归山．

6．你归湖去饮甜水，

我归山去乐轻闲．

本是前朝一笔话，

留落后世传万年9

(盛孝德唱伯廷、根生记)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l=C

橼
詈业

小小

厂、

3 5

厂、

8 l

沉 了

， ' ， 、

8 5 8 l

日 本

14．专打日本鬼

成武县

／‘———'、

i 5． 3 l 5 8 1 5 3 l 2 o l 5 2 5 l
-‘一 ●‘。。。。。■■■■■■●。·___-一 ● I‘---—-_一 ●

鬼， 喝(呀么>喝凉 水儿， 翻了 船，

／’——_＼

生』生』l亘_』5 l L』上_童l主． 鱼I生』上』
打了 罐子 赔了 本凡，大人 小菝 来 都(呀)都瞄

5 o l
准几，

1=bB

2 2 2 l

／—一＼

I 8鱼—旦

人人 都打 日 本

l i — I 羔

鬼儿 嘎

15．花 蛤 蟆

勾l

(张玲唱麓传经记)

成武县

中逮

x 一、l卫』殳』l呈_j￡_鱼l曼一j亘一』l曼_』卫』)l
哇l

n业l n业l mⅡ降业咋h 5 Ih业jl地i I5 l 5 O I 5 1 5 O l l l‘l 7 1 l、2 5 O虻‘l O 5 I’O 5 o]l l 5 B l I。。-。。-_I‘_-__一 一●o·_‘'■■■■一。。--_一● 一I●。·_·__一 ●‘—-—‘～l●----1■=j●I I

绿蛤蟆， 花蛤其， 满坑垦蛤填焉耽， 爱 哇l喂 哇! 仲着个腿，

业5 l也j l韭5 I业盟I垃5术hh l’’。’。一 -。‘--1=E=■=置 I—-‘—-一 ●‘‘____。●_’。。-。一 -‘。⋯。1E=|==■■ -l’·---__一—---_一 I

大租 曩．瞪着个眼，赛灯 泡，喂 哇曩哇 真会 叫． 喂 喂

业业珊h o l缒nI也5 I班血l也5·I匕一I． ，、 n ● ．

哇 哇 耶l 猛一舅， 爱把 高．嘴一张， 像水、囊，耶I

蛆址l{o lⅡ业Ih她lhh I业业I o 5、43． 2 1 2 l l O l。1 O 5 O l、2 O 5 O I‘l O 、1 O l 5 O 5 O l O 5、慢
—_-·‘‘1一’—。。。一● ”忡”一● I■

舅 着还会 叫． 嚷 哇， 喂 睦，··喂 嚷， 哇 哇 哇l

(张玲唱魏传蔑记)



山东师范人学硕上学位论文

1=A

中逮

16．小 赶 脚

(娃娃) 郓城县

詈(堕堡羔l韭盟l况盟l况盟l盟盟I况盟I

盟况I盟盟I盟况l盟丛I况盟l盟盟l才况)I

．中速稍快厂、 厂、

詈j-鱼5．1 o i n业l i 8

我 的 驴来 (这个) 好大

i毛允l o毛8 5 5 l
的膘， 吃麦糠

量5亘‘3 o I o盟5 2 I o o盟o l迫5鱼盟
l 厂、 ．1 ^

加水 (乃)淘， (这个)哪天 不掉 (耶) 二斤 (这)料．

o 皇5 5、5、I 5 l 2 5 3 2

，一_、

套到磨上 它不 (乃)走 (哇)，

厂、 厂、

O 5 5 5 3 3 2●o’●_-’⋯ ，一、

6 3

(这个)套 刭 曩

5 5 I
上(这)

，一、／一、 。厂、 ．厂、厂、

盟盟5。I o 8 8盟I o 3 8业I韭盟8业．1一———一 l—_—一l———‘1．二二-—=_二=_—=一一一l

光 尿 泡． ．气得我 (来)发(也就) 发 暴 燥。(那么)

佥金6．／l。6 a金l叠．(况盟I詈盟况l。盟l6 l 3 5 6 一／l O 6 6 l 3 5 l 6 5． f况才况l÷衣才况l o 才才I——-一一 ●__—一'——一J— I一—二_—=I 4=：L—o●’⋯’-

早 知 道 卖到 疑 上

况盐l况丛I盟况I才盟l盟盟I÷况)l÷o 3毛6 6}
到锅上．

厂、‘厂、
。

，厂、／一、

盟业8-、I!吩业l鱼5·(冕盟l盟况．o o)4
只 把 它 驴皮=扒 了．

(刁望存唱志祥、本栋记)



山东师范大学硕_上学位论文

17．拧个“鼻牛一嘟嘟响
成武县

-，—、—’。、一一—、／—‘、

业l 2-I u业I 2-l上l鱼l‰蛆l
条 青， 长 又 长． 拧个 。鼻牛”謇晖

童 团， 强 又 强， 斗地 主， 打 东

譬一l上』
响， 儿童

洋， 重量

l=F

中逮

手／垫垫．

18．花开蜜蜂来

1选让l血5

u上—鱼l夸一I
都(呀)都上 岗．

共(呀)共产 党．

(佼名唱魏传应记)

成武县

l张L量业I些磐I
，一)l}』坠』l旱5韭

1．南 风 吹 来 万(得儿)万物

2．琦 里 栽 花 墙(得儿)墙外

它 街 泥

托 出

它不

千

3． 1

褥 儿

得 儿

，’、～

5 3

吃

朵

不

花

干

十

／。‘。一、

5 8

(得几)

(得儿>

桑

里

沙，

来，

I l—I业
发， 小燕

开， 隔

／’—、

一l呈 2 旦l
老(哎)

花(哎)

5 Ih
叶 (得儿

番 (得儿

6 5 l 3． i 6 5 l毛5毛5毛5毛5 l毛5 o l6 5 l 3．1 6 5 r5、5、5。5 l。5 O l‘。。‘‘一●‘。。。-。。。’-‘‘。。’‘一。’。。’’一， ■

龙仓 得 尼龙仓 呀呀呀呀 呀)，

戈仓 得 儿龙仓 呀呀呀呀 呀)，

结束旬

}-o疆盈
花。 十

来．

I，-'、

5 3

呀

呀

小童蜂

十 里

子

墙

，’‘、-

业l
得儿 呀

稃儿 呀

^
1． 2 5 3 l
-__-·_·。‘j一。____。一，

它 不采

引 进

五l彳6 l 5 6 I l'。。鼍芹。
蜂 来．

(王世君、盖亮涛噶传亟、一新、保善记)

3l

．

帽厂“一梆几
2了1
2

尹芈

金

8|．衔枝

l

量：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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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

中速

，久
号星旦

(哟

!9．夯 号
单 县

丝I垒u l选业l趣旦l盐丝l2 2 I 5．6 1 l 2 2 3 6 5 5 l 5 5 6 1 l l 1 2 3 5 2 2 l— o．：——’5一。=罩昌《亍_：———■ ’_：—亏=f——’一——’山唠)，(唠 山唠)。还有一个(山哪)，(哎呀呼嗨哟)，架起一个(山哪)，

镊 合

丝I巡u l业墨塾I 2 2|盟迥l 2 o 4。。——一 ●‘。’’。=；=；；———‘一——————=；；{誊 ¨， -■

嗨呀)，架稳了(山哪)，高架起(那个 山 哪)，(哪嗨 哎嗨 哟)．

(田玉明唱陈重记)

l=bB

20．引 蛾

菏泽市

中速稍慢

詈(缝旦坠』l。!旦曼』I旦惶 曼I 6、i I鱼旦量l 5皇)I

／‘—-＼

14 5 5 o l 14 5 5 o I 5 14 5 l 8、i I 6 5 5 l 5 旦I—岬 ，—一‘一●●■●■- ⋯ ⋯ 一 一 一 ’ 一 ’

耶 耶 螂， 耶 耶 螂， 耶 耶 耶 螂，耶 耶 耶 螂，

亘亘量I詈旦互曼l詈量量曼l惶鱼运|旦l垒亘I 6．、l
单 秋 一 跟我 的， 单 黄 香 来打 对，耶 耶 耶 螂，

i旦量旧、玳詈业盟I业5 l盟垒堕I业5 l
耶 耶 耶 螂， 蛾螂 蛾螂 你来 吧，到家给你个 大甜 瓜．

蛾螂蛾螂 你来吧，到家给你个 大甜 瓜．

3 5 3 5 I 6 j 5 l 3 5 3 3 5 I 3 6 5 I旦一亘垒_亘I生鱼o I一 一 l’___-·一 ● 一‘。。’'=====置⋯⋯ 一 ’

蛾螂 蛾螂 你走 吧，到家 给你个 大苦瓜．蛾螂蛾螂 你来，

蛾螂 蛾螂 你走 吧，到家 给你个 大苦瓜。蛾螂蛾螂 你来，

i、．1ti／；I生鱼殳量l生』5 l生量
欧

咦

3 3 5 I鱼』 5 I
蛾螂 蛾螂 你走 吧i 劐家 给 你个 大苦 瓜·

蛾螂 蛾酆 你来 吧， 刭家 给 你个 大甜 瓜．

丛孵合3一哎，～

旦晗嗯．1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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詈堕旦是三l堕曼殳』I曼缝亘l o、主I鱼亘’fn旦l
耶 耶 螂· 耶 耶 螂， 耶耶耶 螂，耶 耶耶舅，

耶 耶 螂· 耶 耶 一· 耶耶耶 舅，耶 聩耶螂，

亘量亘l詈殳』亘l詈曼至垦I坦鱼堂I亘堕量I
单 秋 ■ 跟我 的， 苹 黄 香 来 打 对， 耶 耶 耶

————————————]旺—————～
．

e、旦l i旦曼l 5．驻曼曼亘l詈址曼I詈亘量亘I
■， 耶 耶 耶 酆． 簟 秋螂 晨我 的， 单 黄 番

曼鱼皂至l童缝量l 8、皇l i旦亘I丌量o j|
来 打 对， 耶 耶 耶 辫， 耶 耶 耶 螂．

1=E

21．砍 头 橛

(张玲唱庞礼记)

郓城县

幌 一{空丑曼l业l o、l鱼衍≥曼l盘I 5 I业l卫l{业l业l业l o、l业I盟l血I 5 I业l卫l
既 然 是亲 戚， 让 蓟 客舍 里． 您 或是

遗I主、l业I卫l业l 5 l蛆l业l业l 8、l
按笼 宴， (那) 或是 摆酒 席， 或 是 去擗 饼，

／——————．、

业I业I星王I詈l亘o。曼l鱼5羔I蛆韭
或 是 杀公 ．鸡(呀 哈)． 论 一论

l o 5 l业业l
(哎) 谁大

，—、 I

皇7 亘l卫盟I堂7 工l 7 圣 l l亘t6 l!l 5 盟l
共 谁 小 (哼啊)， 谁 是 (耶) 哥 哥(啊 哈 毫 哎呀)

一一‘。、I，—、 l，一'、 I——、一_‘’、I

o 7 8 l o 15 o I 8 5． I 7 主 ‘5 8 I o 15 6

或臀 兄 弟， 或 是 兄

(谢汝采唱怠祥、本栋记)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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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

中速种撒

詈5 6

义 和

5

大

5

人

22．义 和 团

I t6 - I

i l 5

刀 神

3 l 6

杀

／—————————————、
●

3． 5 6 1

团 是

3 l 5

拳 铜

／’—．、

3 8

石 拳，

／——一、U l 5

赃 官，

o l 5

烧

／。——．、

l 5 i

好

o l 5

灭

成武县

l、 ．

汉，

／‘—-、

l 6

洋

／—_、，_—————-、

垒 至 l 鱼 曼 3

教 堂

厂——、，—、，4、 ^ ．厂—_、／—、

壁：旦生』I 2 o I l L4 I殳』2 l业生三
有 铁 胆， 不 怕 洋 人 不 怕

，．-、／。。、／。—、

l o l 6 墨 垒． 1 6 墨 璺 l 鱼 曼 垒 至

砍， 洋 枪 挡 不 住 大 刀

5

胸

／’——-＼

3 2

膛 露 冲

垒 至 璺 墨 l 2 9 l l

洋 枪 土 鳖 完 了 蛋．

垒 曼 6

俺 就 反． 立

§ I 主

起 大

片。

／“——、

璺 ．．堡 i 5 o

上 前，

O

{帙
o l 垒 墨 垒 璺

说 俺 造 反

i l §

旗 保

23．包 楞 调

／。—’、Ⅱl i o

庄 田．

1=D

中镩撇
叠 ， - tIi【业业h竺兰兰业I逝平殳盟I

●O B 8 l手主I
， ■

墨空至呈 l O 2 2

(月庆言唱冀传经记)

成武县

迎I
I L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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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l 2 1 I 5。2
’’。‘‘’一‘’’‘’‘j■●}_，‘。‘。。一

1．月亮几(哪个)出来

2．棉花桃(啊阶)开花
3·一对对(舅阶)飞鸽

l I。7 7 7 7 8。5
’—’'目=《；目i。——一

7 白楞榜楞楞楞

来 自楞楞榜楞楞

来 自楞楞楞捞楞

l 5 5 4 3。2 2 l
●j■●===={|}；{崔—’-E；；：=王

楞楞楞楞楞楞楞

楞榜楞楞楞楞楞

榜榜楞楞楞楞楞

5业l业{l矗i l曼5 i I
榜楞， 太阳(来) 出来(了) 满(哟) 天

楞楞i 高粱(来) 结耔(来) 遍(哟) 地几

楞楞， 百花(来) 开放(来) 万紫 干

● ● 1

l 5 5 1 I

^
1 3 3 2

葵花朵朵 向 太(来)阳，条

粮柿丰收 好 年(来)景，家

人人跟着 共 产 党，万

2 -

楞．

榜。

榜．

I星曼
大姐

二姐

三蛆

^
l 21

来哎

来哎

来哎

I立
唱罢

唱罢

唱罢

● ● - ‘ ● ●

厂、，．、

5 3 3 l 3 2 2 l
。。’。。。■●==I ～
条(来哎)道 路

家(来哎)户 户

众(来哎)歌 唱

l飞坠地l
捞楞楞楞楞榜

楞楞楞楞楞楞

捞楞楞楞楞楞

l o p t I

I l 5 21 66 I 5． 4 3 l
-。‘。‘。一=====自==； -●●■=l ，

通 北 京(楞楞

挂 红 灯(楞楞

毛 泽 东(楞楞

，————1●—_、厂、 、

·· · I●· I

1 2 l l‘1 6 5 I 5 8 3 2 l l
●●|{}。一 -。—’。一 l j■■■●■=■■■■■_。。。。。一

了

了

了

．o．．。， I ．．

5 l 232 l I。5 6 6 503 3 I 2 O 2 2 1 O l l
。。。。一'z■■■；=j- ●‘。。'==■■；j■====■口暑o========≈■目I I■●■■；；●■■●I

=姐紧鄢个 包楞楞楞楞楞劈楞楞楞楞楞

三姐繁那个 包楞楞楞楞榜楞楞楞楞楞楞

大家紧那个 包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

3
6 6 5 。5 5 8。。‘o。j=；==■目‘。‘。‘=====■蕾

楞楞楞 楞楞榜

榜捞楞 楞楞楞

楞楞榜 楞楞楞

结柬句

主 吝 lj 舂2 5 -4 5

楞楞 楞楞 楞

榜

楞

楞

与4 3 I===■自 l

楞楞

楞楞

枵楞

l 2

楞楞

紧 邳个包楞 姐

紧 那个包楞 姐

紧 那个包榜 姐

I．．．．曼
l 2 3 2 1。5 6 6
■=；；==■===z=一。。‘1====I

楞楞楞楞楞楞楞

楞楞楞楞楞楞楞

楞楞楞楞楞楞楞

2 O 2 2 1 O 2 2

逊l
来送给

来送给

来送给

l 5 5 4 3 2 2 l lJ●■≈j目■●■■口目薯‘oo’E■E瞄 ，

楞楞榜榜楞楞榜

楞楞楞楞楞楞楞

楞楞楞榜楞楞楞

h孺
楞 榜楞榜 楞榜 榜 楞)

楞 楞楞楞 楞楞 楞 楞)

楞 捞楞枵 捞楞 楞 榜

楞

萼旦 I
楞

，

5 O O

楞)

(镌月兰唱孙啸天、魏传簋记)

35

西五

一一一纵纵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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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 五 更

l=F

中邃．

詈；业I；5 l蛆业I
1·一更里 一r点 正好也失

2．二更里 二点 正 好也失

3．三更里 三点 正好也失

4．四更里 四点 正 好也失

5．五更里 五点 正 好也失

^
l 2 3

闷了

嗣了

嗣了

闹了

镝了

菏泽市

f、．门。厂、．
3． 2 I l 1 o 2 l 5、3． 2

·一 I。_-_。。_一··。。。·-一 l’-_’‘‘。。1-

鼠，

眠，

鼠，

鼠，

眠，

8 5 l 8 o I 1 2 7 8 5 l 8、o l
··_—_一 I ● _—。。—1■■■l’。——1一 ●

一声 喧， 蚊虫 我的 哥，

一声 喧， 伏水儿 我的 哥，

一声 喧， ．蛤蟆儿 我的 哥，

一声 喧， 鹌鹑 我的 哥，

一声 喧， 更鸡儿 我的 哥，

忽听

忽听

忽听

忽听

忽听

蚊虫

伏水儿①

蛤螟JL

鹌鹑

更鸡儿

厂、 ^ ^，、厂——、． ．蛆也I址5 I也坐l 3、兰l L』生羔I____I。瞄。_-。'=■= ●。_。_-’_ ●’。‘。j==-I_==I。—一 ⋯ ⋯
你 在 门外 叫 了， 我在 绣 房 听， 叫的 我

／—-、5、蛆I L』’。。。。。‘。。●l ■。‘。‘。‘‘一

瘾 情， 叫的

l 2

越思

／——’、

2． 3

l 6

越伤

口q (哎

I 譬
心．

-，一_、

殳』l 5、生三
我 伤 心，

厂、{Ⅶ}粤
枕边 两相

9 o l
思，

，、厂—-、

卜．3 5 l 6 i 8 5 l 8． i 6 i
—_·-__一 ●‘·__—j■j=I ，’。。’。’。'l‘’———1一

娘 同 女 孩 什 么 虫儿

●

6． 1 t 6 5
‘’。。。’。。jI’“’。’—一

三 朵 花儿

·，—、

I l l l 2 l i、 3 5⋯ ■‘_o’o‘‘。一

好似一襞 梅花

O、●●●●●●，●，●●●●J

，

，

h

，

，5．哥哥哥哥哥^¨1．哥哥哥哥哥2一小小小小小^船一虫机鼽藉舢●一蚊伏蛤蔫更

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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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三生鱼I生鱼三l生上生至I 9一l生三L旦}拿o l
来哎 嚏 哎哎哎)， 女儿走近 前， 妈妈你(是) 听，

2 2 l 8

一———■
“扣咖旷刭二
“哟嘲，刭三
。哦哟，到四
。追J谴旷到五

更，

更，

更，

更，

I晕 o l
更，

更，

更，

更，

阿_—————————■二■————————————万一
。非u业旧盟I u业I 5、盟珊

五更 里 更鸡几 。咯咯” (里)。咯咯一，

四更 里 鹌鹑 “追儿追几”(里)“追儿追旷，

三更 里 蛤填几 。哦哇儿”(里)“哦哇旷，

二更 里 伏水几 。吱儿吱儿”(里)“吱儿吱J，，

一更 里 蚊虫 。扔儿扔几”(里)。扔JL扔J，，

厂、，，—_、，_—————弋
5 6 l I l · l 3． 1 7 6
’_oooo一 - ●。oooo’。。；=‘oooo。一

／——、

I 5 一 l 5． 1 3 5 3 l 2 o 3 l
- l。__·_·_—j蕾==E==■●—__一 - 一 -

五 更 更 鸡 (那 么哎 嗨 哎

—、

l 2 3、

耶嗨 嗨

O．
●

奠 哎)，

I金5 I三-1 2 mI生量5 I 2 l I 2 9 I曼_兰
叫 大天 明(哎． 哎

3 5

哎嗨

^，．———、厂————————、
．

量L—量l l l—I／垒：三!』I 5一I
五 更 更 鸡

／_———、
●

5 1 3 5 3
—‘‘’。。。一，■E=====。。’o一

(那么 哟 穗

2 l

大 天 明

生三l u 3、

哎 耶嗨 嗨

-，’、

I业
叫

n!业I盟业h．19 l}』}』I}三}4 l t9 。l
(哎 哎 哎哎 哎哎 哎哎 哎)．

(杜奉德唱韩风、牛雨记)

一警

一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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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l=C

． 中逮稍快，一’、

詈L』t立
1．黄 豆 粒

2．磨 上 一会

3．粗 手 巧做

5 l

打成

热豆

农家

业I
豆油

庸，

就有

25．黄 豆 歌

厂、

5 6 5

金光

豆芽

农家

1 6

体溜

豆 杂

家 常

5 I 6． 1
。—————’—1_

匿， 磨 成

面， 蒸 成

饭· 四 季

厂_、

8 5 8

闪， 泡出

芽， 葱花

乐， 黄豆

6 5

豆 庸

慎 慎

番 甜

生_量l i

豆芽 肥

油盐 睐

耿儿 唱

成武县

l业
雪 白

香 又

又 省

莲，

甜，

钱．

1 l · l
鲜．

全．

完．一一一．又遭不



山东师范大学硕十学位论文

注释与参考书目

[1]《菏泽地区志》，菏泽地区志编纂委员会，1990年lO

月

[2]《山东省省情资料库风俗库》

[3]《戏剧背景》部分根据《菏泽地区文化艺术志》第三篇《戏剧》整理改

编，菏泽地区文化艺术志编纂委员会，1991年10月，

[4]《菏泽地区文化艺术志》，菏泽地区文化艺术志编纂委员会，1991年10

月

[5]《山东方言简介》，引自中国方言网

[6]《中国民歌集成一山东卷》， 《中国民歌集成一山东卷》编辑委员会，中

国ISBN中心1997年出版，2000年3月

[7]王誉生《论音阶及宫调体系一续》，天津音乐学院学报，1996年04期

[8]徐文、冯雁《音乐节奏的结构及其表现意义》，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4

年02期

[9]詹桥玲《民族声乐的润腔美》，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l

期

[10]魏占河： 《山东民歌演唱漫议》．《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4期。

[11]杨仲华尤志国《中国气派 民族神韵百姓欢迎——论金铁霖民
族声乐学派的确立》，中国音乐(季刊)2005年第1期

[12]李秀华《新民歌的形成及演唱风格》， 《科教文汇》2006．11

[13]苗晶、金西《山东民间歌曲论述》，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14]李晋维、李晋缓整理，沈湘著： 《沈湘声乐教学艺术》，上海音乐出

版社

[15]吴祖强《曲式与作品分析》，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年11月

[16]山东省群众艺术馆编： 《山东民间歌曲选集》，1962年。

[17]杨瑞庆：《中国风格旋律写作》人民音乐出版，2002年。

[18]周青青著：《中国民歌》，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

[19]洛地著《词乐曲唱》，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

．[20]汪毓和《关于中国艺术歌曲的演唱问题》，U氓音乐》2000年第lO期。

39



山东师范大学硕上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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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能够成文，首先离不开导师李海鸥教授百忙之中的辛勤努力和悉心

指导。李老师肩负着音乐学院的行政工作的同时，还要带着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

工作，她本人又是一位优秀的声乐演唱家，有很多的演出，在这么忙的情况下，

李老师还要抽时间审阅我的论文，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在选题之初，考虑到对菏

泽民歌的普查和分析研究是对自己综合能力的考验，在调查研究、形成自己的观

点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我游移不定，甚至一度想抛弃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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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声乐组导师们的一次次的严谨、认真、有益的批评指正!您们以丰富、

有益的知识和对待教学一丝不苟册的态度为论文的写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性的意

见和建议，对我的论文顺利完成提供了很大帮助。

感谢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提供的良好学习环境：感谢学院科研处科学高效

的管理!

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支持我的人们!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吕剧的历史、现状和发展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2008年5月，

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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