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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北民歌中的皖北民俗文化1

张婉侠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 音乐系，合肥 230001）

【摘 要】：民歌产生于山野乡村、城镇聚落，大都传唱于劳动人民之中，能最直接反映出当地的社会民俗。皖

北民歌是指产生在安徽淮河以北的乡村及城镇村落群的民歌艺术，文章从皖北民歌音乐形式及内容题材等方面分析

其所反映的皖北民俗文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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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北，安徽北部的简称，其地理位置在淮河以北安徽境内，包括阜阳、宿州、亳州、淮北、淮南、蚌埠六市及所辖的县乡；

六地自然环境、地理位置、文化特点等有诸多相似之处。淮北平原广袤无垠，淮河文化绚丽多彩。淮北大地上曾孕育出许多优

秀的中华文化以及诸多先哲和巨擘，如最具代表的楚汉文化、淮河文化及老子、庄子等代表人物。同时，由于淮河流域地处中

国南北地理分界处，所以多少也掺杂了一些南方文化特点。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赋予了民歌音乐丰富的养料，作为精神文

明艺术，它的面世是在其它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精神文化等基础上诞生的，其在内容和形式上也充分反映出了皖北人民的

精神、行为及物质文化特质。

一、院北民歌反映了院北民俗精神文化的特点

皖北是老庄文化的发祥地，老庄思想的核心理念是道法自然观，主张人性复归自然，主张至公精神等。老庄思想在皖北有

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当地的百姓质朴厚道，直爽硬朗；待人明快诚挚，说话铿锵有力、干脆利落；是非分明，敢于抗争；爱家

乡，爱生活。

皖北地区最具特色的民歌要属舞歌音乐，其中“花鼓灯”最具代表性。“花鼓灯”的表演形式是载歌载舞，舞蹈动作刚健

朴实，欢快热烈，舞蹈动感特强，节奏紧促有力，动作韵味十足；速度快捷敏锐，舞姿变换频繁，表演场面炽热欢腾；演员情

绪欢快激昂，唱腔粗犷高亢，整个演出气氛堂皇富丽，地方特色浓郁，是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和震撼力的民间舞蹈之一，曾被

周总理誉为“东方芭蕾”，最具鲜明的地域特色，代表作有《凤阳歌》、《凤阳花鼓》、《王三姐赶集》等[1]。

皖北小调是近年来出现并趋于成熟的一种传统民间曲艺形式，作品质朴、本色，关注现实生活，真实反映农村现状，具有

浓郁的乡土气息，《李玉莲》（宿州）、《摘石榴》（五河）、《小拜年》（蚌埠）《丰收不忘共产党》四句推子（凤台）[1]

等是其中的代表作。皖北小调的创始人是阜阳界首市泉阳镇集东行政村人薄战士，他在小调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后，还自编、

自导、自演了《苦命儿子孬种爹》、《新编墙头记》、《父子泪》、《押上老婆去赌博》和《疯子娘瘸子爹供儿上大学》、《穷

光蛋闯上海》、《科学养妈》等戏曲小调和电视剧[2]，这些民歌、曲剧更加贴合农村生活，真实反映了老百姓的精神需求，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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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主义的风格完美体现了皖北民风的质朴、实在，个性突出，特色鲜明。

皖北人民的爽朗直率、朴实无华，还表现在对社会不公的勇敢反抗上。19 世纪中期，在广阔的皖北大地，爆发了一场除太

平天国运动之外的农民革命战争——捻军起义。这是一场以皖北地区为主，波及豫、鲁、苏、鄂四省，志在推翻清政府的大规

模战争。起义首领为亳州市涡阳县人张洛行，因捻军主要由穷苦大众组成，所以一起义即备受百姓拥戴。当时皖北地方的民间

歌谣中均有歌颂捻军的民谣，亳州的《唱捻军》、宿州的《捻子要称王》、淮南的《跟着捻子有奔头》等，都表现了人民的反

抗以及捻军兴仁义之师为民除害而深受百姓拥戴的主题；歌词如：“正月里来正月正，日子过的叮噹叮，穷人跟着老乐干，专

打楼主和清兵。二月里来龙抬头，咸丰皇帝发了愁，派来花妖千千万，安营扎在南宿州……十二月里来整一年，老乐见了洪秀

全，封了老乐为沃王弟，老乐领俺下淮南。”[3]。

皖北民歌调式音阶等音乐形式上也最能反映皖北民风的质朴、刚硬、爽朗。从调式色彩来看，皖北民歌以徵调式、宫调式

为主要调式，具有明朗、刚劲的色彩特点。徵调式约占一半以上，其次是宫调式，特别是小调和舞歌中尤为多见；羽调式较前

者次之，商和角调式较少。徵调中常以徵商交替，宫调中常以宫徵交替，明亮而挺拔。总体来看，皖北地区民歌是以汉民族调

式音阶之代表一五声音阶为主要形式，数量约占一半以上；其次 1/3 是六声音阶和部分七声音阶，即在五声音阶中加进一或两

个偏音，使得旋律更加棱角分明；另外有少数四声音阶存在。如《凤阳花鼓》（凤阳）宫调式五声音阶；《李玉莲》（宿州）、

《王三姐赶集》（凤阳）徵调式六声音阶；《摘石榴》（五河）徵调式七声雅乐育阶等。明亮挺拔的徵、宫为主的调式和以五

声音阶为主的丰富多彩的音阶形式，很好地表现了皖北人爽直开朗的人文情怀。

二、皖北民歌反映了皖北民俗行为文化的特点

皖北文化的代表是淮河文化，由于淮河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各种不同文化在此碰撞、交流；从历史传承上说，

其主要承袭的是自炎黄文化发展、迁延至今的中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吴楚文化对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因而淮河文化

具有兼容性和过渡性的特点，因此皖北民歌在行为文化方面既表现出粗矿、直率的民风，反映了当地人民生活态度的真诚与积

极，还表现出了多样性的特点，并且，六地之间也稍有不同。

皖北处于华北、扬子两个板块的结合处，其中的淮南、淮北两地以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著称。因而两地煤矿工人数量较多，

两地也就流传着有很多关于歌唱煤矿的民间歌曲，如淮北的《挖煤的汉子》、《煤海里海燕在飞翔》、蚌埠的《拾煤号子》、

淮南的《英雄的矿工》等。众所周知，煤矿作业大都工作环境差，有煤尘、岩尘、水泥尘等粉尘污染，有高温、噪音等不利因

素，在一定程度上还冒着瓦斯爆炸的危险。但这些民歌记录的却是虽然这项工作艰苦、有时甚至危险，但讴歌的却是他们不怕

艰苦、勇敢面对生活的艰难的信心和决心，以及矿工之间相互协作、互相关爱的精神。《矿工安全之歌》唱道：“煤矿工人斗

自然，日日夜夜忙生产；生产必须讲安全，我对工友劝一劝。我劝矿工要牢记，严守规程莫麻痹；时刻绷紧安全弦，警钟常鸣

响耳边。我劝矿工记心间，生产过程莫偷懒；井下生产把心安，着急发慌出危险。我劝矿工莫分心，精神集中别走神；班中家

务少纠缠，事事处处想安全……”[4]。歌声中丝毫没有对艰苦劳动的畏惧，没有对沉重生活的抱怨，反而是对生活的认真负责，

和对待发生危险可能性的积极态度。面对可能出现的危险，他们不是害怕、躲避，而是郑重且认真地提醒着身边的工友注意安

全，这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是务实的，其行为方式是正确的，值得称赞的！并且，由于矿工生活影响面大，这种积极的生活

态度已经深刻地成为了皖北精神文化中的一种重要文化因子，1959年 4月中共淮南矿委宣传部曾编印了《淮南矿工歌选》一书，

其中涉及煤矿工人的歌曲有 149 首之多，曲曲都是充满正能量之作，可见这种积极向上的生活风貌足以成为皖北人民积极奋斗

行为方式的一种代表。

婚丧嫁娶等行为最能体现一地的民风民俗。皖北地区是悠久中原文化的传承地，民俗中行为文化色彩尤为厚重。婚礼是人

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皖北地区婚礼仪式过程格外隆重。对于深受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影响的炎黄子孙来说，在这样庄重的仪

式中，每一过程都必须有寓意和讲究，并且不可逾越祖先留下的传统习俗。于是皖北民俗中就有了现在还能看到的如“合八字”、

“择吉日”、“下聘礼”、“拜天地”、“闹洞房”等婚礼环节。皖北至今男女双方在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达成婚约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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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两家人都还会拿着各自的生辰八字到算命先生那里，以择吉日和合命理，确认命理合适后才下聘礼，然后再准备择日迎亲。

在结婚当天，花轿到达新郎家门口后，新娘下轿，旁边的花童会将手中的花生、红枣之类寓意“生子”、“幸福”的物事撒向

新娘，同时司仪口中会唱《撒帐歌》。《撒帐歌》皆是七字句，内容都是配合物事用于祝福的话语，只是在歌词用语上皖北六

地稍有区别。进入堂中，拜见长辈，行合卺酒仪式时，司仪会唱《观新人歌》之类的歌曲。仪式过后，送入洞房，叔舅家的年

轻小伙子或姑娘们会来闹洞房，此时会逗趣新人并唱《洞房歌》。下午还有妯娌们用红线为新娘开面的一环，意味新娘做姑娘

的时代即将过去，从此将成为有夫之妇，即将成为贤妻良母，此时淮北、宿州等地都会唱“开脸歌”或“开面歌”。

大跃进除“四害”是一场波及全国的群众运动，这一运动在皖北民歌中也有很好的反映，如宿州歌谣：“苍蝇是个害人精，

浑身上下是细菌，人们要想不生病，一定要同它作斗争。随身带着蝇拍子，碰见就要它的命。”[5]82阜阳歌谣：“吴乡长，朱书

记，扛着扫帚扫垃圾，干部带头作榜样，消灭四害没问题”
[5]82

等。

节日也是民俗行为文化表现的重要方面。同一民族，在相同的文化环境下，各地的节日习俗基本一样。皖北因地处华中内

陆，传承的主要是中原文化，因此，汉民族的大部分节日歌谣在这里都有传唱，如，元宵节舞龙耍狮时唱的“节日歌”，二月

二龙抬头时唱的《二月二》歌，乞巧节的《七夕歌》等；并且皖北六地因地域相邻、省份相同、文化相似，所以传统节日及其习

俗都完全相同。而民歌体裁分类上，皖北民风的现实主义风格与习俗的质朴无华，使得皖北人民大都运用民歌来直接反映生活，

并且更多地将歌谣与劳动生活紧密结合，因而号子流行广泛；并因淮河流经皖北的阜阳、蚌埠和淮南三市，在这三市中歌唱淮

河船夫的号子最多，详见《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安徽卷》[6]中所载。因皖北平原多、山区少，因而皖北民歌中山歌类民歌较少。

其他类型中小调类歌曲较多，情歌又是小调类民歌的主要题材。在歌舞方面，蚌埠是花鼓灯之乡，境内花鼓灯歌曲较为丰富。

这些同中有异的情况也体现了皖北民歌题材多样性。

从节拍节奏以及结构特点等音乐形态方面看，皖北民歌依然呈现了丰富多彩的特点，首先是有 2/4、3/4、4/4 等各种类型

节拍，也有包含三种拍子的变换拍子。其中以 2/4 为主要节拍形式，而 3/4 拍比较常见的是出现在变换拍子中。劳动号子节奏

规整、强弱分明，给人以铿锵有力、干脆利落、明朗果断的感觉，较大程度地区别于南方拖泥带水的缠绵，表现了皖北地区人

民爽快明朗的个性。如《两条竹轨长又长》[7]、《红旗一展哗啦啦》[7]。其次，号子有很多是自由的散板、4/4 拍和丰富的节奏

型，不同于 2/4拍的强弱分明规整，更加舒展而具有歌唱性。如淮河船民《凤凰三点头》[7]。另外，独具一格的舞歌节拍节奏特

点也是皖北民歌一大特色，如流行于蚌埠地区的花鼓灯音乐，节拍形式丰富，有二拍子、四拍子等单拍子和复拍子的重音强弱

分明；也有含几种拍子的变换拍子，随着舞蹈和鼓点重音变化灵动，丰富多彩。另外，花鼓灯演唱中的锣鼓间奏是一大特色，

即两段式结构，中间用锣鼓作为伴奏乐器，以间奏或前奏的形式出现。或压缩的短促，或延伸的较长，最常见为三小节六拍“匡

匡｜令匡一令｜匡 0｜”。

旋律上皖北民歌也是我行我素、质朴自然的，因为民风民俗的影响，人们说话做事直白简洁，因而导致皖北民歌的旋律多

半明亮舒展、刚劲明快、生动干脆，句子清晰而不拖泥带水。音乐上以五声音阶级进加四、五、六度跳进为旋律特点，以重复

和变化重复较为常见，单音、音型、句子重复、音调模进或各种变化的重复等为旋律发展手法。其中最具皖北特色的音调之一

是七度大跳，小七度上行或下行。这种唱法难度大，一般歌曲中很少使用，而在皖北民歌中却较为常见，因而这种具有浓厚皖

北韵味的音调形成了标志性音调。如凤阳民歌《王三姐赶集》[1]。其次“梆子腔”常出现在皖北民歌中，由于皖北阜阳、界首、

临泉一带与河南接壤，所以此地民歌中常有梆子音调出现，也是河南豫剧中常见音调，偏音“变宫”音在旋律中广泛运用，音

调棱角分明，铿锵有力，与皖北人耿直、硬朗的个性相符。《摇橹号子》[7]、《推车号子》[7]是这种音调的代表。五六十年代家

喻户晓的群众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就是由皖北小调《李玉莲》改编而成的。很多民歌在海内外享有盛名，《凤阳歌》、《凤

阳花鼓》、《摘石榴》、《王三姐赶集》等花鼓灯歌，畅享大江南北。

三、皖北民歌反映了皖北民俗物质文化的特点

民歌是最接地气的文学题材，其内容最直接地反映了当地物产的种类、风貌。皖北六地均处于淮北平原之中，平川广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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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貌的主要特征。这种地理环境降水量不算多，以旱作物耕种为主，适合种植甘薯、大豆、烤烟、高粱、小麦、玉米等农作

物，主食是以面食为主，馒头和面条最为常见。所以在这些地区中，歌颂面食生活的歌谣特别多。如阜阳的《群众生活变化》

唱到：“改革开放前：早晨拉，晚上拉，一天三顿红芋茶。红芋面，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宿州的《五更小调》：

“月亮一出照高楼，大伙穷人不自由，提起来叫俺泪花流，有钱人都吃鱼和肉，穷人吃的秫面窝头……”
[8]
等。建国后，皖北大

地开始实行河网化水利工程改造，大兴修建河流湖泊，并将其水源引入田中，全面实行旱粮改水稻的工程，开始大面积种植起

水稻粮食。虽然在这些地方处处能听到以旱粮改水稻的工程为主题的赞颂新中国、新政策和歌颂党的歌谣，但以面食为主食，

仍然是当地的饮食习惯。

炸九子是皖北广为流行的年节风俗。一首流行久远的亳州民歌《年关歌》这样唱道：“二十三，祭灶关。二十四，炸九子。

二十五，蒸馒头。二十六，割块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请对蜡。二十九，装壶酒。年三十，贴门神。到初一，撅着尾

巴乱作揖。”[9]其中又以亳州的焦炸丸子最有特色。焦炸丸子主要食材有粉条、鸡蛋、面粉等，做之前将粉条洗净，用热水泡软，

加上黄花菜、木耳、香菜等辅料、作料，再用鸡蛋、面粉、淀粉、盐、姜汁、五香粉拌匀，挤成丸子后，放温油锅中小火慢慢

炸干丸子中的水分，捞出，等油温升高后，再复炸至丸子酥焦。同时，另备一锅高汤，放上各种作料、辅料，将炸好的丸子趁

热倒入汤中即可[10]。焦炸丸子的食材和过程典型地反映了皖北民俗物质文化的特点。

“二十五，蒸馒头”中的“馒头”皖北大部分地区叫作“馍”。皖北风俗，过年人们总要忙两件大事，其中一件是蒸过年

的馍，一般每家要蒸好多锅。过年馍在阜阳等地还有一种特殊的做法，即“枕头馍”。枕头馍每个长约 1-1.5市尺，宽约 0.5-0.8

市尺，厚约 0.3-0.5市尺，重约 2-6斤，堪称馍中之王。其做工甚细，先选用精细白面揉和百遍，然后用铁锅以文火蒸制而成。

馍焦金黄，厚达半寸；馍瓣洁白，层层相包。吃在口中，香酥柔润，虽干不燥，耐嚼而又松软。存数日之久，不霉不硬[11]。皖

北豫东地区枕头馍不仅是过年美食，当地还有过年“送大馍”的传统，一种说法是送馍子女向家中老人表孝心的一种方式，一

个大馍送一位老人。寻常人家初二闺女回娘家，一定要带上大馍，和枣花子（一种有枣的小一点的馍），俗称送大馍，因此“大

馍”也是豫东皖北闺女、女儿的代称。闺女出生时，别人问：生个啥孩？家人如回答“生个大馍”，当地人皆知生的是女儿。

由此可见，麦面及大馍在皖北的流行之广，影响之深，意义深远。

近些年来，阜阳的一种面食“格拉条”日渐红火起来。“格拉”源自阜阳的方言“jie la”，也就是搅拌、拌匀的意思。

阜阳的格拉条具有浓厚的阜阳特点，原料是小麦面，成品为较粗的面条，色泽金黄，很有嚼头，调制使用的是芝麻酱、豆芽、

辣椒油等；等面条捞出盛好后，國一勺拌酱盖在面条上，自己拌匀后吃，所以叫“格拉”条。格拉条最大的特点在于吃时的氛

围。吃格拉条的人群中，有白领淑女，有建筑民工，有富翁老总。大家一大早陆续到来店里，点上一碗格拉条，大口地吃，豪

气地吃，一般配上一碗豆芽汤或者面汤冲的鸡蛋汤，放些香菜或荆芥；中餐时再搭配一些卤制的鸡爪、鸭头，绝对的美味，来

上一杯一元钱的散装白酒，这就是阜城人民幸福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12]
。这种朴素、生动的生活场景被阜阳人刘天伟填词作曲创

作成了一首名为《格拉条之歌》的民歌。歌词这样写道：大清子起床，天上出喽太阳，心情很好，得把肚皮填铯。哪儿我都不

去，就吃格拉条子，老哩少哩都说好，好吃哩狠哩狠。老板俺来了，给俺弄碗格拉条，多放点豆芽子，多搁点辣椒，还有那个

芝麻酱，别忘了给俺放。冲上一碗鸡蛋汤，快点快点，馋哩我哈拉子往下淌。格拉条长格拉条香，一顿不吃肚子里头，急哩慌。

格拉条得劲格拉条爽，吃饱喝足嘴一抹，啥都不想。格拉条长格拉条香，远来哩客你们都得尝一尝。格拉条得劲格拉条爽，恁

好吃的东西，只有搁阜阳[12]！

皖北民歌在反映皖北物质文化方面仍然体现出了多样性的特征。比如在种植农作物方面各地有偏向，如大跃进时宿州大规

模生产和种植棉花，歌谣唱道：“学先进，赶先进，棉花生产大跃进，争取亩产五百七，北京去见毛主席。”[5]23蚌埠则种大、

小麦，歌谣唱道：“大麦出穗、小麦打苞，轩粗穗大半人高，风吹麦浪像绿海，一起一伏眯眯笑，好像有话对咱讲，丰收已经

到家了。”[5]100在歌唱地方物产时，不同区域的土壤和植物习性有区别，不同地方歌唱的作物品种也有所区别，如砀山善种植酥

梨，泗县产山芋，怀远的石榴最出名，这些地方特产都是各地独有的品种，而这些名特产品都体现在地方歌谣上，如《怀远的

石榴》：“怀远的石榴真叫美，咬上一口尽甜水，尽甜水，味道佳，远销西欧东南亚，东南亚，华侨多，吃了石榴心欢乐，心

欢乐想祖国，天涯游子唱恋歌。”宿州肠山《梨花海》《紫酥梨》《走进梨乡》等则更多地是对当地砀山酥梨的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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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民歌是最接地气的一种百姓之歌，无论中外古今、东西南北，所有国家、民族任一时代的民歌都反映了自己民族在这一时

代所拥有的民风民俗，或是地理、气候的不同，或是语言、宗教的变化，或是情感的流露，或是不满的宣泄；有的记载习俗，

有的表现行为，有的讴歌美食，有的反映抗争。总之，当地百姓的一切自娱活动、文化留传或生活实质，都会毫无保留地反映

在民歌中。它们会以不同的形色传递当地百姓的历史、文明及热爱，它们和人民的社会生活有着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因此，

了解一个地方的民风民俗，民歌无疑就是最好的窗口，上述皖北民歌与皖北民风民俗的讨论，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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