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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畲族民歌调式分布的再衍变研究 

汪普英 

【摘 要】浙江畲族民歌有着鲜明独特的民族风格，它的调式调性、旋法特征与当地汉族民歌迥然不同。浙江传

统畲族民歌在某一流传区域范围内，通常只有一个基本曲调，按照曲调的主要流传地命名，分别为瑞安调（宫调式）、

丽水调（商调式）、景宁调（角调式）、文成调（徵调式）、龙泉调（羽调式）。但近几年的畲族民歌研究者和采集者

发现，浙江畲族民歌调式分布发生了变化，在畲族民众聚居的许多区域、甚至是同一畲族自然村，普遍存在两种或

者两种以上的调式。浙江畲族民歌调式分布的这种再衍变现象主要跟近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畲族民众文化交流的日

益频繁，畲族族群的整体搬迁，畲族人员流通日益方便，创作的新畲族民歌到处传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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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式是音乐思维的基础。它使乐音组成某种体系，并使旋律的运动隐含着内在的倾向性和逻辑性。不归属于某种调式的旋

律是不存在的，至少在中国民歌中是如此。调式是音乐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所以，各个民族由于其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不同

的地理和环境，逐渐形成了各自的调式特征和旋律运动的习惯。浙江畲族民歌有着鲜明独特的民族风格，它的调式调性、旋法

特征与当地汉族民歌迥然不同。为了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文化，浙江省音乐工作者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了对畲族民歌的挖

掘和整理工作。主要负责完成这一任务的是浙江省群艺馆，当时浙江省群艺馆组织了几个音乐工作组深入全省各畲族居住地进

行采风，他们在各地区文化局、群艺馆和文化馆的支持与协助下，对畲族民歌做了专门采编、收集与整理。那些当地的民间音

乐工作的先行者，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收集了大量的畲族民歌。80 年代初，浙江省群艺馆缪杰、马骧两位研究员再次负责完成

了浙江省畲族民歌普查以及全省畲族民歌资料《浙江畲族民歌汇集》①的编辑工作。马骧、缪杰两位研究员与浙江省各地区文

化局、群艺馆和文化馆的音乐工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畲族民歌在某一区域范围内，通常只有一个基本曲调。在同一

区域内不论男女老少，不论歌词体裁，也不论内容情绪，听唱的畲族民歌都只是同一基本曲调或其变形。于是马骧、缪杰通过

收集到的谱例分析和地方音乐工作者研究汇总材料等资料，在一九八六年发表在“福建省首届畲族歌会文集”上的《浙江畲族

民歌初探》②一文中，把浙江畲族民歌按照曲调的主要流传地命名，分别为瑞安调（宫调式）、丽水调（商调式）、景宁调（角

调式）、文成调（徵调式）、龙泉调（羽调式），得到了畲族音乐研究者的普遍认同。中国音乐学院樊祖荫教授的《浙江畲族民歌》

③和浙江省丽水学院罗俊毅教授的《丽水畲族山歌的调式分布特点及内在联系》④两篇论文也分别阐述了浙江畲族民歌调式分

布和区域之间的联系。在这些论述中可以发现，畲族民歌在畲族某一区域、某一自然村中基本属于单一调式。它们的流传分布

区域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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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近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畲族民众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畲族族群的整体搬迁，畲族人员流通日益方便，畲族某

一区域、某一自然村单一调式的畲族民歌出现了变化，通过调查发现，在畲族民众居住的同一区域、甚至是同一自然村，许多

地方已经普遍存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调式的畲族民歌。2012 年丽水学院罗俊毅教授在《音乐研究》发表的《畲族丧葬仪式音声

研究》⑤一文中首次揭示了这一现象。景宁畲族自治县文化馆雷献英研究员在本区域收集到的 22 首畲族民歌，除了 9 首是景

宁调（角调式）外，其中 5 首丽水调（商调式），3 首龙泉调（羽调式），3 首瑞安调（宫调式），2 首文成调（徵调式），五种

调式同时存在。 

谱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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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丽水市委宣传部、丽水市文联、丽水市文化馆、丽水市音乐家协会联合组织了一批专家开展艺术调查时，在丽水市

莲都区均溪畲族村发现了上均溪村畲族村民唱的民歌是角调式（景宁调），而下均溪村畲族村民唱的民歌又是商调式（丽水调），

在同一村寨出现了两种不同调式的畲族民歌。2013 年和 2014 年丽水学院“畲族音乐舞蹈融入艺术教育的人才培养和创新团队”

（该团队获得浙江省财政提升地方高校办学水平专项资金资助）连续两年在调查龙泉调（羽调式）流传区域的龙泉市竹垟畲族

自治乡畲族传统民歌时，也发现了除龙泉调（羽调式）外，还存在角调式和商调式的传统畲族民歌的现象。同样，在瑞安调（宫

调式）流传区域的温州瑞安市文化馆在 2013年收集到本区域的 8首畲族民歌中，其中瑞安调（宫调式）3 首、文成调（徵调式）

2 首，丽水调（商调式）3首⑥，这进一步证明在畲族聚居区同一区域流传着不同调式畲族民歌的现象。 

谱例 2 

 

这与马骧、缪杰提出的“畲族民歌在某一区域范围内，通常只有一个基本曲调”的结论完全不符。 

谱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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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现象，我们进行细致的调研，发现浙江传统畲族民歌在近几年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中，调式分布发生了再衍变，

由过去的“畲族民歌在某一区域范围内，通常只有一个基本曲调”的现象，衍变为畲族民歌在某些区域范围内，通常有两个或

者两个以上基本曲调。浙江传统畲族民歌调式分布的这种衍变现象，和以下几种因素之间有着必然联系。 

一、畲族族群迁徙导致畲族民歌调式分布发生变化 

改革开放之前，畲族民众这种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形式基本不变。改革开发后，许多畲族村落由于当地修建水库、公路，

农村城镇化建设等原因，某一区域畲民整体移民到他处畲民集聚区域，造成畲族民歌调式分布发生变化。如由于要建造丽水市

青田县滩坑电站，景宁畲族自治县的部分畲族村落整体搬迁到了丽水市莲都区城西民族村，丽水市莲都区城西民族村是浙江畲

族民歌丽水调（商调式）的主要流传地，而景宁县畲族民众主要传唱景宁调（角调式）畲族民歌，所以现在在丽水市莲都区城

西民族村畲族民众流传者丽水调（商调式）和景宁调（角调式）两中畲族民歌调式。在丽水市莲都区均溪村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在上均溪村畲族民众主要是唱景宁调（角调式）畲族民歌，而在下均溪村畲族民众主要是唱丽水调（商调式）畲族民歌，因为

上均溪村主要是从景宁、云和县搬迁来的唱景宁调（角调式）畲族民歌的畲族民众，下均溪村主要是原来一直唱丽水调（商调

式）畲族民歌的原畲族居民。 

二、畲族人员流通导致畲族民歌调式分布发生变化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交通日益方便，原居住在偏远山区的畲族居民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频繁，如丽水市青田县雷公岙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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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自然村东连文成调（徵调式）和瑞安调（宫调式）区域的温州市，西靠丽水调（商调式）区域的莲都区、南邻景宁调（角调

式）区域的景宁畲族自治县，所以在该区域流传的畲族民歌调式近几年随着交通的便利，人员流通增多，发生了巨大的变异，

如在根据 80年代初，浙江省群艺馆缪杰、马骧两位研究员负责完成的浙江省畲族民歌普查以及全省畲族民歌资料《浙江畲族民

歌汇集》和丽水市文化馆完成的《丽水畲族民歌集》中发现，该区域在 80 年代前只流传丽水调（商调式）畲族民歌，并没有

其它调式民歌。但是根据丽水学院罗俊毅教授在 2012 年发表在《音乐研究》的《畲族丧葬仪式的音声研究》一文揭示，“由于

受相邻地区畲族的影响，畲族音乐商调式、徵调式、角调式与宫调式在该区域都有存在，所以它的丧葬仪式音乐也是商调式、

角调式、徵调式和宫调式都有存在的奇特的现象，我们在雷凤仙丧葬仪式上收集到的所有 19首丧葬仪式音乐中，商调式 8首、

角调式 6首、徵调式 3首、宫调式 2首，这种畲族音乐四种调式在一个畲族集聚区同时出现的现象是很少的。”⑦ 

谱例 4 

 

我以为，这种现象跟新时期畲族民间道士的普遍流通有一定的关系，过去由于畲族居住地多在偏远深山，交通十分不便，

畲族民间道士们的祭祀活动基本在自己所居住的区域范围内，很少有跨区域的活动。但随着交通的发展，道士们流通十分方便，

特别是一些民间口碑比较好的道士班，经常被请到其它区域参加祭祀活动，道士班这种跨区域活动现在十分频繁，他们把自己

区域的畲族歌曲传唱到了其它区域，同时也在其它区域学到跟自己区域不同调式的民歌，久而久之，这种传唱导致了畲族民歌

调式分布的衍变。 

三、畲族文化交流导致畲族民歌调式分布发生变化 

历史上的畲族人民由于受着阶级剥削和民族歧视的双重压迫，民族地位及其低下。文化生活及其简单，不同区域之间的文

化交流几乎没有。再加上畲族人民居住在远离城镇的穷乡僻野之地，交通十分不便。所以各区域之间流传的畲族民歌几乎没有

任何形式的交流，调式分布在各个区域间相对稳定。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民族文化交

流逐渐增多，如丽水市莲都区、松阳县和金华市武义县的四个畲族乡镇联合组织的每年一次的“新桥竹柳”三月三畲族歌会，

吸引了全省甚至全国的畲族同胞前来参加，他们之间密切的以歌会友，使各自传唱的畲族民歌得到了进一步的融合，其结果导

致畲族民歌不同区域不同调式的畲族民歌得到衍变。同样景宁畲族自治县每年组织一次畲族大型的全国畲族歌会活动，歌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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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歌会期间相互交流，相互学歌，这也同样把不同调式的民歌传唱到了自己生活的区域，导致畲族民歌调式分布发生衍变。四、

新畲族民歌的流传导致畲族民歌调式分布发生变化随着文化发展，浙江涌现出一批畲族民歌研究者和创作者，他们把自己的研

究成果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去，不断的推陈出新，创作了一大批新畲族民歌，这些畲族民歌在调式调性、旋法特征上继承了传

统畲族民歌的特征和优点，并且更加优美动听，这些歌曲通过电视、电台、广播及其它网络传媒，传播到各畲族村寨，畲族民

歌民众不断传唱中使畲族民歌调式发生了衍变。如丽水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丽水学院杨建伟教授创作的《阿哩啰》，就是以丽

水调（商调式）音乐元素为基础，创作的一首旋律优美动听的畲族新民歌，这首歌曲曾经多次获得省、市大奖，深受畲族民众

喜爱，在丽水畲族各区域传唱，这样就把畲族商调式民歌传到了角调式和羽调式畲族民歌流传地。景宁调（角调式）传统畲族

民歌《敬酒歌》经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团长雷萍改编后，在调式保持不变、旋法特征上保留了原来的特色，但在传唱中

更加朗朗上口，深受畲族民众的喜爱，丽水市电视台、景宁畲族自治县和丽水市广播电台曾经多次播放这首歌曲，在丽水市畲

族各区域到处流传，这样的新畲族民歌彻底打破了原来的畲族民歌在某一区域范围内，通常只有一个基本曲调的现象，使畲族

民歌调式分布发生了衍变。 

谱例 5 

 

总之，因为社会的发展、交通的便利、人员流通增多、文化交流频繁、新民歌到处传唱，畲族传统民歌由过去在某一区域

范围内，通常只有一个基本曲调，而衍变到了在某一区域范围内，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基本曲调。我们在畲族民歌的研究和

创作时，应该更加关注和重视这种现象。 

注释: 

① 缪杰、马骧：《浙江畲族民歌汇集》，内部资料，1981年印刷。 

② 马骧、缪杰：《浙江畲族民歌初探》，福建省首届畲族歌会文集，1986印刷。 

③ 樊祖荫：《浙江畲族民歌》，《中国音乐》，1984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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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罗俊毅：《丽水畲族山歌的调式分布特点及内在联系》，《中国音乐》，2008年，第 2期。 

⑤⑦ 罗俊毅：《畲族丧葬仪式音声研究》，《音乐研究》，2012 年，第 2 期。 

⑥ 瑞安市文化馆：《瑞安市民歌集》，内部资料，2012 年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