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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炎陵客家民歌的产生、发展与创新 

尹学毅

（湖南工业大学 音乐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湖南炎陵客家民歌包括客家山歌、小调、劳动号子以及风俗歌曲，是炎陵客家人在山野间的劳动和生活中产生的，
全面反映了历史上炎陵客家人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内容。炎陵客家民歌在客家人近现代的革命活动、曲艺、戏曲和民间

器乐以及建国后新民歌的创作中，其表现内容、音乐旋律、音乐结构和表演形式都在不断发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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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霄东来、衡岳西望，湘江北去，
"

水源长”，

湖南株洲的炎陵县，原名酃县，因“邑有圣陵”———

炎帝陵（炎帝陵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安寝

圣地，位于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城西１９公里处的
鹿原陂，是炎黄子孙寻根祭祖、旅游观光的圣地，享

有“神州第一陵”之美誉。江泽民、胡耀邦等３０余
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为炎帝陵题词题字），１９９４年经
国务院批准更名为炎陵县。炎陵县位于罗霄山脉

中段，湖南东南边陲，江西井冈山西麓，四面环山，

是个“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域和庄园”的山区小

县。全县面积２０３０平方公里，人口２０余万，客家
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２／３以上，这里也是湖南客家
人口密度最大的一个地方。炎陵客家人主要分布

在县内东、南部的沔渡、十都、石洲、垄溪、策源、水

口、中村、下村、平乐等乡镇，这些乡镇属于客家人

的居住地，很少有“土著”居民。城关和城东等西部

７个乡镇为本地人居地，但也有散居的客家人，南
端的龙渣瑶族乡是客家人与瑶族人的杂居地。

据《炎陵县志》记载，最早迁入炎陵的客家人是

在宋代由河南洛水一带迁入，相传以明后期及清代

的“康乾时期”为最多。清代后期，客家人又从广

东、江西再次大量地迁徙到炎陵。现在居住在炎陵

的客家人，多数是粤、赣等地客家人的后裔。在炎

陵客家地区，涌现了革命先驱何孟雄、开国将领张

经武、抗日阵亡高级指挥员廖纲绍、著名爱国民主

人士何炳麟、郭春涛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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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化、周里等一大批客家人的优秀儿女。

炎陵客家民歌是炎陵客家人在山野间的劳动

和生活中产生的，是炎陵客家人的口头艺术形式。

其中，炎陵客家山歌具有《诗经》的传统风格，也深

受唐诗竹枝词的影响。千百年来，炎陵客家民歌在

岁月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音乐特色，并在当

地民间广为流传。但由于炎陵地处偏远、交通不

便，很少有大家、名家来此采风，其客家民歌也很少

为外人所知。

　　一　炎陵客家民歌的产生

我国中原地区的文化十分发达，宫廷音乐和民

间音乐极为丰富。客家人从中原迁入炎陵山区之

后，过着自给自足的安定生活，他们仍然经常用歌

声抒发情感，传承祖先留下来的传统音乐文化。但

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其音乐也逐渐注入了地方的

民间音调，形成了具有炎陵特色的客家民歌。

（一）炎陵客家山歌

炎陵客家人住在深山老林，开门见山，出门爬

山。两山遥遥相望，如有人要交谈，很不方便。他

们经常用喊话来交流，喊话的“吆喝声”加上客家音

调，便是高腔山歌了。

例１　《过山梆》（二）［１］３２

例１是一首炎陵客家高腔山歌，旋律宽广绵
长、高亢嘹亮，是一首炎陵客家人呼喊在外劳作的

阿哥阿嫂回家吃饭的山歌。

音乐反映了大自然的各种声音，也反映了人类语

言的高低起伏。炎陵客家山歌的产生与炎陵客家人

的语言音调息息相关，是炎陵客家人的直抒胸怀。

例２　《一把芝麻撒上天》［１］３１

例２是一首在炎陵广泛流传的客家山歌。我
们只要用客家话的语音声调去反复吟颂，找到相应

的音调，就可以自然地唱出这首山歌了。

炎陵客家山歌就是炎陵客家人在长期的生产

劳动和社会生活中真实情感的抒发，经过世世代代

炎陵客家人的不断传承和创新，它逐步演化成了一

种具有浓郁炎陵地方特色的民间歌谣。

（二）炎陵客家小调

炎陵客家人的祖先迁徙到炎陵后，逐渐建起了

乡镇，如县城东边的沔渡镇、十都镇，南边的水口

镇、下村乡、中村乡等。在这些乡镇集市中，客家人

沿袭传统习惯，遇事喜欢用歌声来表情达意。闲暇

之余，炎陵客家人即兴哼唱的口头小曲，就是最初

的炎陵客家小调。炎陵客家人用这些客家小调咏

叹心思，用以消遣助兴。炎陵客家小调结构均衡、

节奏规整、曲调细腻、温婉柔美，是炎陵客家人在生

产劳动之余自娱自乐的口头艺术形式。

在汉族民歌中，小调歌曲一般以羽调式居多，

而炎陵客家小调中最常见的调式是徵调式。除徵

调式以外，炎陵客家小调也有宫调式、商调式和角

调式，羽调式反而很少。

例３　《送郎调》［１］１９

这是一首表现炎陵客家阿妹在情郎远行送别

时吟唱的炎陵客家小调，为角调式，旋律温婉、缠

绵，表现了炎陵客家阿妹送情郎参加革命时依依不

舍的情景。

（三）炎陵客家劳动号子

炎陵客家劳动号子是他们在从事比较繁重的

生产劳动过程中，为了统一步调，统一节奏和呼吸

自然发出的吆喝声或呼号声。炎陵客家劳动号子

常常由客家人边劳动边即兴创作，其旋律简单、粗

犷有力、有领有合、顿挫分明，在齐心协力完成劳动

任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民间歌曲。

现存的炎陵客家劳动号子比较少，过去主要产

生于伐木、搬运、扛抬、打夯、筑路打硪、开山采石等

繁重的生产劳动中。一般只有“嘿哟！”“加油干

呀，嘿哟！”“一呀一子，嘿哟，二呀二子，嘿哟，三呀

三子，嘿哟”“用力打呀，嘿哟！”“用力夯呀，嘿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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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炎陵客家劳动号子主要有搬运号子和筑路号

子。搬运号子是在扛抬、挑担、搬运等劳动中歌唱；

筑路号子是在打夯、伐木、采石等劳动中歌唱。

（四）炎陵客家风俗歌曲

炎陵客家风俗歌曲是指炎陵客家人在婚、丧、

喜、庆节日演唱的歌曲，如酒歌、骂歌、哭歌、祭祀歌

及一些地方宗教歌曲等。炎陵客家人吃饭喝酒时

猜拳唱的是酒歌，对人、对事不满意时唱的歌是骂

歌，举办红白喜事带着哭腔唱的歌是哭歌，民间丧

事或追悼会主祭人唱的歌是祭祀歌，乐队坐堂时带

领孝子们唱的是孝歌，还有过去年长一辈去世时道

师主唱的地方宗教歌曲等。

例４　《哭姐》［１］６２

例４是一首炎陵客家哭歌，是妹妹在姐姐去世
时的哭号。其旋律如泣如诉，表达了姐妹之间的深

厚情义。

炎陵客家民歌与炎陵客家人的生产劳动和日

常生活紧密相连，全面反映了炎陵客家人的生产劳

动，也是炎陵客家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炎陵客

家人无事不歌，无处不歌。炎陵客家山歌久唱不

衰，其民间小调、劳动号子以及风俗歌曲亦各具特

色。在历史的长河中，炎陵客家民歌也打上了时代

的烙印，并不断得到发展和创新。

　　二　炎陵客家民歌的发展与创新

（一）炎陵客家民歌的发展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炎陵客家民歌在各

个艺术领域里得到了广泛运用，随着社会的进步在

不断发展。

１．炎陵客家民歌在客家人的革命活动中得到
发展。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初，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
队经过“三湾改编”后来到炎陵，活动近２０天。红
军在水口镇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军事训练，并举行首

次连队建党宣誓仪式。在水口镇的日子里，红军部

队第一次唱起了我国最早的军旅歌曲《三大纪律六

项注意歌》（又名《红军纪律歌》）。

炎陵县是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

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中指出：

“军事根据地：第一个根据地是井冈山，介在宁冈，

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２］据炎陵县志记载：井

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罗

荣桓、任弼时、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

十余次来到炎陵县，走遍了炎陵的山山水水，在这

里开展了大量的革命斗争活动。

红军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在炎陵客家人的心间，

而客家人则响应党的号召，纷纷参加革命，投身到

革命斗争的浪潮中。据统计，当时不满１０万人口
的炎陵县，有一半以上的人先后参加了革命斗争。

在为革命事业牺牲的近３万炎陵人中，有近２万是
客家人的儿女。在炎陵客家人参加革命活动的过

程中，新的具有炎陵客家风味的革命民歌不断涌

现。如《劝郎当红军》《当兵就要当红军》《妇女革

命歌》《暴动歌》《红军百姓一家人》《红区建立苏维

埃》《白军土兵说你听》《蒋介石就怕毛泽东》等。

例５　《慰劳红军歌》［１］１６

例６　《下山虎》［１］１７４

例５是一首炎陵客家人在革命活动时产生的
革命民歌，对比例６之后不难发现，例５开头的音
乐曲子 就是用例６的炎陵客家
民间 器 乐 曲 《下 山 虎》开 头 的 音 乐 曲 子

加工变化而成的。

炎陵客家革命民歌，从内容到形式都保留了炎

陵客家民歌的特点，广泛运用了当地客家人熟知的

客家传统音调，易学易唱，对炎陵的革命斗争起到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这样，炎陵客家民歌在客家

人的革命活动中不断发展。

２．炎陵客家民歌在客家人的曲艺、戏曲和民
间器乐中得到发展。炎陵地处湘赣边境，客家人戏

台上表演的曲艺、戏曲和民间器乐，很多都具有江

西“采茶”风味，俗称“打采茶”。同时炎陵所处的

位置又是在湘东南角，过去属衡州府管辖，戏台上

表演的一些曲艺、戏曲和民间器乐又具有湘东湘南

风味，俗称“打花鼓灯”。在炎陵客家地区，不管是

“打采茶”“打花鼓灯”，还是其它的曲艺、戏曲和民

间器乐，都注入了炎陵客家民歌的音调，具有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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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炎陵客家音乐特色。

例７　《比比歌》（二）［１］７０

例７是在炎陵沔渡镇流传的客家莲花闹，运用

了前面例举的《过山梆》（二）的音乐素材 、 、

、 、 来创作，旋律主要有小３度、纯
４度、纯５度和纯１度。莲花闹传入炎陵后，被迅速
推广并应用于群众文化宣传活动，特别是在炎陵东

片各客家乡镇，以沔渡圩为代表的客家群众特别喜

爱莲花闹这种曲艺形式。

炎陵客家曲艺、戏曲和民间器乐，很多都是用

炎陵客家山歌和客家小调改编而成的，炎陵客家民

歌在深入客家人生活的曲艺、戏曲和民间器乐中不

断得到发展。

３．炎陵客家民歌在建国后的新民歌创作中得
到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炎陵的新民歌除老调填新

词外，创作的新民歌增加了客家民歌的韵味。具有

客家音调的新民歌给人耳目一新。

例８　《山里人爱唱歌》［１］５８

例９　《山歌唱得好热火》［１］２６

例８《山里人爱唱歌》是一首具有浓郁炎陵客
家音乐风格的新民歌，它是以例９的炎陵客家民
歌 《山歌唱得好热火》的音乐素材为基础进行

创作的。

原始的炎陵客家民歌主要以单旋律为主，主要

以单乐段曲式和独唱、对唱的演唱形式为主。建国

后，客家民歌得到了炎陵文化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客家民歌音乐素材被广泛运用到新民歌的音乐创

作中。炎陵客家民歌在建国后的新民歌创作运动

中得到了飞速发展。

（三）炎陵客家民歌的创新

炎陵客家民歌的创新是从曾任炎陵文化馆馆

长的尹秉华开始的。他１９３８年出生于湖南炎陵客
家重镇沔渡镇洞里村，曾任部队文化教员、中学教

师、炎陵县文化馆长、县文化局副局长、县文联副主

席等职。光明日报、长沙晚报、湖南电视台、株洲电

视台等媒体都对他的事迹进行过报道。尹秉华在

炎陵县文化馆工作３０多年，从事炎陵客家民歌创
作５０余年，共收集炎陵客家民歌１５００余首。他的
创作，始终坚持“革命化、大众化和民族化”的道路，

社会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即“做什么，看什么，就

想什么，就写什么”。［１］扉页

尹秉华的音乐创作大量运用了炎陵客家民歌

素材，在继承炎陵客家民间音乐的基础上推陈出

新，丰富和发展了炎陵客家音乐文化，在创新炎陵

客家民歌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他创作炎陵客家

民间音乐风格的新民歌有１００余首，其中有４０多
首在省、市乃至全国发表、演唱、播放和获奖。如

《捱哩都爱山区好地方》《山里人爱唱歌》（合唱）

《唱出机械化好时光》（对唱）《毛委员朱军长率领

我们挑军粮》（表演唱）《满山树叶嫩菲菲》（女独）

《井冈美》（独唱）《山妹妹出嫁》（表演唱）《我爱山

乡是真情》（表演唱）《桃源洞小唱》（小组唱）《明

朝山乡更秀丽》（小组唱）《炎陵山里游》（表演唱）

《炎陵之歌》（独唱）和《孟春花》（广播剧作曲）《一

片热土一方歌》（山歌影视片）等，这些歌曲至今还

铭刻在炎陵人们的心中。退休后，他还为自己所在

的“常春老年艺术团”创作了合唱歌曲《客家山歌

好又多》，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炎陵客家民歌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１．表现内容的创新。从前的炎陵客家民歌主
要表现与炎陵客家人日常生产和生活紧密联系的

内容，以“小爱”为主，包括爱情、劳动、休闲娱乐等

等，有的民歌也告诫人们一些做人和勤俭持家的道

理，但很少涉及“国家大事”。新中国成立以后，炎

陵客家民歌紧跟社会的发展，其表现内容紧扣时代

发展的主旋律，以“大爱”为主，表现内容除了爱情、

生产劳动这些永恒的主题外，更多的是弘扬社会的

正能量，表现内容更加丰富。

例如，创新的客家山歌《唱出机械化好时

光》［１］２７７歌中唱道：“打个山歌飞过江，问妹这向忙

不忙，敢久不见妹照面，唱歌不见妹接腔。十五月

亮两头光，阿妹这向忙又忙，白天学会开机器，晚上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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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上课堂。燕子会飞不怕高，阿妹攻关有胆量，

会驾铁牛耕绿野，会开汽车上山岗。一对白鹅飞过

江，阿妹阿哥放声唱，唱得青山团团转，唱出机械化

好时光。”这首歌词，把阿哥阿妹的爱情与学文化、

练本领相结合，不再是单一的情歌，生动表现了客

家阿哥阿妹如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勤学科学

文化知识，苦练实现机械化本领的内容。

又如，１９７９年被人民出版社《献给祖国的歌》
歌集收录的炎陵客家新民歌《人人都当实干家》中

唱道：“不学麻雀叫喳喳，要学黄牛把犁拉，不做口

头革命派，要做一个实干家，人人鼓足冲天劲，干出

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首歌抓住了时代发展的

主题，表现了炎陵客家人响应祖国的号召，要为实

现四个现代化做一个实干家的志向。

２．音乐旋律的创新。随着表现内容的需要，
炎陵客家民歌的音调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从原

始地道纯粹的客家民歌到红色革命民歌元素的渗

透，再到文化大革命红歌的兴起和中国改革开放时

期新歌的风格，无不影响着炎陵客家民歌旋律的发

展。炎陵客家民歌从简单到复杂，从单旋律到多声

部旋律的衍变，都是炎陵客家民歌音乐旋律创新的

体现。

例１０　《满山树叶
!

菲菲》［１］３００

例１１　《桐子开花仰上天》［１］３４

《满山树叶
#

菲菲》是一首清新的炎陵客家音

乐风格的新民歌，它运用了十都乡的老客家高腔山

歌《桐子开花仰上天》结尾的音乐素材来创作，新乐

谱中的 和 与老歌中的

和 风格是一样的。简

短的老歌，简单的音乐素材，发展成为情绪对比鲜

明的三个乐段的新民歌，其旋律得到了很大程度的

创新和发展。这首歌曲曾获湖南省业余文艺调演

创作二等奖。

在炎陵客家新民歌的创作中，多声部旋律的炎

陵客家民歌开始出现，这也是炎陵客家民歌音乐旋

律创新的重要标志之一，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３．音乐结构的创新。原始的炎陵客家民歌多
数为上下两句的规整结构，或为１句、３句、５句的

不规整结构。由一段体民歌到二段体曲式以上的

新民歌结构，使炎陵客家民歌在音乐情绪方面更加

具有对比性，更加具有艺术感染力。

前面例举的《过山梆》（二）《一把芝麻撒上天》

《送郎调》，都是单乐段的炎陵客家民歌，而《满山

树叶嫩菲菲》的谱例只是歌谱的 Ａ段，省略了活泼
欢快的对比段 Ｂ短。这首新民歌把极为简单的一
段体老民歌的音乐素材发展成了典型的 Ａ＋Ｂ＋Ａ
三段体曲式的新民歌，炎陵客家民歌的音乐结构得

到了创新。

４．表演形式的创新。炎陵客家民歌内容的创
新、旋律与结构的创新，使得其表演形式也由最初

的独唱和对唱，逐步创新出表演唱、齐唱、小组唱、

重唱、合唱等多种表演形式。丰富多彩的音乐表演

形式，更好地表现了炎陵客家民歌的内容，更好地

表达了歌曲的思想感情，更好地展示了炎陵客家民

歌的动人魅力。

“民歌是人民自己的创作，它记录了各时代人

民的精神生活。民歌的乐观主义精神永远给人民

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它的一些富有哲理性的诗

句，人民思想上的启迪也是极为丰富的”。［３］３６湖南

炎陵客家民歌在炎陵的大山中，在热爱自然、热爱

生命、勤劳朴实、坚忍不拔的炎陵客家人的生产劳

动和日常生活中产生。炎陵客家民歌随着社会的

发展而发展，伴随炎陵客家人的生活需求在不断创

新。炎陵客家民歌全面反映了炎陵客家人的劳动

生产和生活，表达了炎陵客家人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抒发了炎陵客家人纯朴真挚的感情。炎陵客家

民歌这朵中国民歌海洋中的小浪花，不仅是炎陵客

家人生命的伴侣和照亮人生的灯塔，更是中华大地

上绽放的音乐艺术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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