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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我国现代流行音乐的
源头，更是具有丰富民俗音乐资源
的重地。

上海民歌溯源而上，离不开江
南文化这个母体。江南文化有着极
其丰富的蕴藏和悠久的历史，具有
“古文化 ”和 “水文化 ”的特色 。它
根植于水乡民俗文化的土壤之中，

富有独特神韵和魅力；它体现了江
南先民的善歌 、善乐 、善舞以及冷
静、机敏、富有冒险的性格；它折射
出江南地区的丰衣足食 、 男耕女
织，寄托了人民的爱憎感情和美好
向往。

江南的灵气， 好似涓涓细流，

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滋润
了劳动人民的心田。《吴越春秋》记
载，“吴与越同音共律”。 江南民间
音乐具有曲调高亢嘹亮、悠扬婉转
的共同特征 ，既抒发感情 ，又丰富
生活 ，内容广泛 ，歌词的思想性和
艺术性极高 。特别是 ，江南民间音
乐表现细腻、情调委婉，流传广泛。

从“日出东方一点红”唱到“日落西
山鸟归巢”， 江南民歌这个散发泥
土芬芳的艺术瑰宝依然响彻于田
间巷口。

《紫竹调 》《四季歌 》《一分钱 》

等民歌为什么能够传唱至今？在城
市化的今天，江南地区还有多少有
待挖掘和弘扬的民间音乐遗产？上
海新民歌可以怎样演化为“上海好
声音”？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思考。

江南民歌怎样融入“上海好声音”
———曹伟明研究员在“长三角地区田山歌保护与传承”论坛的演讲

曹伟明 上海市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委员，青浦区文联
主席、研究员。上海市群众文
化专业高级职称审定委员会
主任委员、上海市艺术系列高
级职称审定委员会委员、上海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审专
家。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
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

思想者小传 江南民歌一唱三叹
为表达内容和感情提供依托

既要盘活也要激活
让田山歌不仅有继承而且有人听

江南民歌 ，或清丽动人 ，或温柔
敦厚，或深情绮丽，或奔放大气，人听
人喜 、能唱能传 。它的艺术魅力主要
来源于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独特的语言魅力。江南民歌
作为一种口头创作的文艺形式 ，深
受地方语言的影响 。鲜活的口语 ，使
其音乐旋律别具一格 。 对身处异乡
的江南游子来说 ， 一听到这样浓郁
的江南乡音 ， 便会增添无限的思乡
之情 。在外地人听来 ，江南民歌借助
似水的方言 ，慢慢地流进听者心田 ，

令人陶醉。

二是浓郁的乡土气息。江南民歌
口语化、生活化 、旋律化 ，通俗易唱 ；

歌词创作有感而发 、见啥唱啥 ，毫无
雕琢之感，真切抒发真情实感。例如，

湿嗒嗒、蓬蓬松 、锃锃亮 、干呼呼 、白
漾漾这些来自民间的口头语，充满鲜
活的生活气息。又如，江 、河 、湖 、浜 、

桥、水、鱼等水乡用词，在江南民歌中
俯拾即是。

三是强烈的抒情色彩。江南民歌
善于自我抒情，且抒发感情的方式多
种多样，或直率 ，或委婉 ，或柔美 ，或
刚健 。同时 ，还善于运用俏皮打趣的
口吻，增添了歌曲的艺术感染力。

四是比兴的指物借意。这种运用
双关语、 谐音而创作的民歌民谣，多

用于情歌，含蓄吐露歌手的情感 ，增添
了隐蔽含蓄、生动曲折的艺术美。

五是自由的句式特征。江南民歌的
歌词一改其他地区民歌上下对称、方正
形式的结构 ，句式长短不一 ，富有伸缩
性，增大可容性。

六是丰富的结构形式。江南民歌一
唱三叹、变化多端、回肠荡气，为表达丰
富多彩的内容和感情提供了依托的框
架。可以说 ，形式为内容服务是江南民
歌摇曳多姿的秘诀所在。

七是跌宕的节奏起伏。江南民歌的
韵律抑扬顿挫 ，歌词不拘字数 ，可以随
着感情的需要，似竹筒倒豆般痛快淋漓
地铺展。同时，还可以回环复沓，如和声
一般加重歌调的语气和情感，改变句式
的呆板划一 ， 进而表达跌宕起伏的感
情，增强了民歌的深度和厚度 。这种跳
跃的节奏，增强了韵律美 ，具有很强的
感染力。

八是优美的旋律曲调。江南民歌在
唱腔设计上往往分为几个声部，插进了
许多辅助语词 ，既有应和 ，又有轮唱 ，

使得声调更加丰富 、复杂 。这种一唱众
和 、此起彼伏 ，不仅使演唱各有特色 ，

而且情景也颇为壮观 ， 可以达到珠联
璧合、感情饱满、细腻动人、富有立体感
的艺术效果，从而使江南民歌更加流畅
细腻、和谐柔润。

田山歌曾流行于上海青浦、松江、金山、奉贤等地，最早
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吴歌。青浦田山歌在江南文化的民歌百
花园中有着独特的风姿， 随着江南经济文化的繁荣而发展，

也受到中西文化碰撞的影响。 歌手们在田山歌的创作过程
中，继承发展、融会贯通，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非凡的创造力，

不断丰富田山歌的曲调，拓展田山歌的表现内容，追求创造
美、艺术美，确保艺术之树长青。

但不可否认的是，青浦田山歌也面临保护传承和发展创
新的瓶颈。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 ，人们的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田山歌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不
同程度的破坏。伴随农村传统习俗的变迁，许多文化记忆逐
渐淡化， 加之田山歌歌手的年龄老化和现代娱乐方式的冲
击，日益呈现后继无人的困境。

上世纪 90 年代起，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基地的青浦区，

对上海田山歌保护、传承和弘扬进行了有益探索与实践。

第一，政府主导，形成保护合力。

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 青浦就十分重视田山歌的搜索和
整理。在全区中小学开设青浦田山歌的教唱课程，由老歌手
传授青浦方言、田山歌歌词和旋律，让孩子们从小熟悉、喜爱
家乡的民歌。1998 年，青浦发起了苏浙沪毗邻地区田山歌的
展演研讨活动，对长三角地区田山歌的保护和传承进行理论
探讨和展望。

进入新世纪， 为了进一步展现田山歌的丰富文化内涵、

传承田山歌的特色文化、 彰显田山歌的音乐魅力和人文价
值，还创办“水乡音花”苏浙沪田山歌展演活动。通过展示、交
流和演出，深入挖掘田山歌的音乐韵味，进一步扩大品牌知
名度，提升田山歌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在展演活动中，努力将创新元素融入原生态的田山歌文
化，并伴以舞蹈、表演唱等喜闻乐见的形式。例如，青浦的田
山歌表演唱《妹依杨柳望情郎》、田山歌音乐舞蹈《阿婆茶》，

嘉善和吴江的 《五姑娘》《采菱妹子》《长廊荷影》《江南桃花
雨》等，都在传统的田山歌音乐旋律中，融入了现代节奏的江
南小调。

苏浙沪田山歌展演活动秉承“共享、创新、交流”主题，通
过各种形式和内容的交流、互动、借鉴，探索了田山歌保护、

传承和创新之路。每两年一度的“水乡音花”，已经成为长三
角区域交流田山歌保护经验和传承策略的重要平台，为适应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提供了一个创新样本，被列为
上海国际艺术节系列活动之一。

第二，吸纳地气，链接传统文化。

田山歌如何让现代人接受和喜爱， 这是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个方面，首部田山歌音乐剧《角里
人家》作出积极尝试。《角里人家》将国家级非遗项目田山歌
与音乐剧结合，这个独特创意使其在第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众多群文节目中脱颖而出。

古镇朱家角文化源远流长，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更是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引来谭盾、张军等文化名人，但当地
百姓也希望古镇有本土的拳头文化民俗品牌。经过精心构思
和创作，田山歌音乐剧《角里人家》应运而生。

《角里人家》的演员选拔，吸引了全镇文艺爱好者的积极
报名与角逐，38 名演员和 60 名合唱演员最终入围， 年纪最
大的 70 岁，最年轻的不满 20 岁。在排练的两个月里，古镇家
家户户可闻田山歌声。这既是一次音乐剧的排练，更是一次
非遗文化的传承。

《角里人家》 以 1953 年青浦田山歌唱到北京为背景，讲
的是一段曲折有趣的爱情故事：田山歌王子根生和音乐老师
叶茂因唱田山歌而结缘，历经曲折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对观
众来说，田山歌的赶老鸦、拔长声、倒十郎等数十种江南小调
能一场听个遍，还是头一次。一幕连一幕的朱家角农耕文化
展示，更是让人眼花缭乱：摇快船、江南船拳 、阿婆茶 、粽子
舞、走三桥……在专业和业余演员的共同配合下，朱家角当
地居民手持农具，用自己的歌喉，演唱了自己的心声，展现精
彩的人生和富裕的生活。

在《角里人家》创作演出中，田山歌这壶芳香的“陈酒”，

纳入了音乐剧的“新瓶”。田山歌音调高亢，旋律起伏大，经常
出现高八度的大跳进，如此性格鲜明的田山歌音乐怎样与音
乐剧这个舶来品相融合，作曲者煞费苦心。最终，主创人员决
定用音乐剧的表现手法， 为每个角色设计专有的主题曲调，

角色不用出场，音乐一起，观众就能知道谁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90 分钟的《角里人家》，唱段是清一色的
沪语，作曲者根据演员不同的发声特点编排音乐。在第四幕
第三场中，还用交响乐的方式呈现原汁原味的田山歌，整整
十分钟，没有添加现代音乐佐料，让鲜活的原生态田山歌独
具风采。

《角里人家》把根植于田间劳作而创造的民间歌谣与诞
生于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跨界融合，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青
浦田山歌音乐剧创作演出的成功给人一个启示， 那就是：非
遗要盘活和激活，可以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之路。

第三，资源活化，实现跨界融合。

民族的即世界的， 但其中要有一个走向世界的过程。把
青浦田山歌与世界音乐元素、 国内众多民歌手跨界融合，成
为青浦音乐人的创意。

2007 年至今，朱家角每年都在金秋十月举办“水乡音乐
节”。这是一场以原生态民歌和现代民谣为主，集民歌创造实
验、电子摇滚等多样式于一体的民间音乐嘉年华。音乐节的
水上、岸边、庭院等都是演唱场地，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民间
音乐歌手参与，让朱家角每个角落、每个转角都能听到中外
民间音乐。

2015 年，“水乡音乐节”成为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节中节。

其中，既有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牙买加、法国、葡萄牙、意
大利、爱尔兰、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的歌手，也汇聚了
国内诸多民歌手，演唱华阴老腔、台湾民歌、青海花儿等，让
青浦田山歌找到了更多音乐朋友。

每年的“水乡音乐节”，不仅让青浦田山歌有了展示演唱
的音乐舞台，而且追随世界民歌创新节奏，为来朱家角旅游
的中外游客带来了浸润式的文化体验。从古宅庭院到时尚中
心，从古老茶楼到风情水岸，营造出独特的聆听音乐氛围，让
青浦田山歌的旋律盘旋在江南的水里、船上、桥畔，飞入寻常
百姓家，进而在人们的心中产生共鸣。这种长效且有保障的
活态传承，激活了青浦田山歌的青春活力，延长了青浦田山
歌的艺术生命。

第四，激活记忆，加大传播力度。

上世纪 90 年代，青浦文化馆运用田山歌的音乐素材，创
作了一批新田山歌，并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星期广播音乐
会”成功联办“水乡现代风”创作歌曲演唱会，涌现了《走向辉
煌》《水乡恋歌》《五月的阳光五月的风》《领略一番水乡情》等
具有江南风格、水乡特色、现代节奏的新歌。

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 青浦区运用田山歌音乐素
材，创作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和江南诗性的歌词，用吴侬软语
的特有旋律演唱了《上海之源》，成为代表上海形象的声音。

这首由田野走向舞台、 由原生态田山歌改编的上海民歌，让
中外游客听了既兴奋又震撼。

研究显示，青浦田山歌的发声方法和意大利的美声唱法
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那样的高亢 、自由 。它与内蒙古的长
调、陕北的信天游、宁夏的花儿等民歌一样，组成了独特的中
华旋律和经典韵味。

随着生产方式的转换、传播途径的转变，田山歌赖以生
存的表演场景发生了巨大变化。 原生态的田山歌如何既保
持原汁原味，又被年轻人接受 ？在这方面 ，青浦进一步作出
尝试。

例如，与知名作曲家合作改编青浦田山歌，在轨交 17 号
线上拍摄微电影《上海节拍》。这个节目采用田山歌的旋律和
视觉、 听觉双管齐下的现代传播技术， 运用 RAP 的时尚节
奏，让“上海声音”奏响现代节拍。据了解，《上海节拍》通过线
上线下的互动，一周内点击量突破 50 多万次，有力扩大了青
浦田山歌的传播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上海新民歌创作
不能无病呻吟孤芳自赏

“饥者歌其食， 劳者歌其事”，民
歌即为心声。江南民歌用简单的艺术
形式 ，展示出深刻的生活体验 ，抒发
了细腻的人生情感，具有宝贵的历史
和时代价值 。新时代 ，如何唱好上海
新民歌 、打响 “上海节拍 ”，是构建上
海文化品牌、加快建设国际文化大都
市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上海新民歌的创作及发展中，

要加强民族化建设，重视向具有烟火
气的江南民歌学习 ， 向民间歌手取
经 ，吸取艺术的营养 。诚如俄罗斯作
曲家格林卡所说 ：“创作音乐的是人
民，我们音乐家只不过是把它改编一
下而已。”只有贴近群众的火热生活、

吸纳地气， 了解群众的审美情趣，扎
根于生活的土壤，倾吐心中的真情实
感 ，不矫揉造作 ，才能创作出为群众
所喜闻乐“唱”的有特色、有生命力的
音乐作品。

文艺工作者要更新观念，追随时
代发展步伐 ，把握生活脉搏 ，树立起
上海新民歌的品牌意识。 事实证明，

变则新 ，不变则腐 ；变则活 ，不变则
板 。上海新民歌的歌词创作 ，要富有

时代精神和生活气息 ， 进一步提高文
学性 ， 不能无病呻吟 ， 更不该孤芳自
赏。在新民歌的音乐创作上 ，要深入汲
取江南民歌的优秀素材 ，让清新 、通俗
的旋律飞进人们心灵 ， 感化人 、 凝聚
人、激励人。

在创作和传播上 ，要坚持 “四个面
向”，即面向生活、面向未来、面向世界、

面向现代化。 在深度和广度上下功夫，

让新的内容 、 新的旋律呈现出新的面
貌。不断弘扬优秀民族民间传统 ，加快
音乐节奏，丰富音乐旋律 ，创造出富有
民族特点和民俗风格、富有时代特征和
现代色彩且具有渗透力、感染力的精品
佳作，使“上海好声音”面向大众 、走向
世界。

在创造中求得发展，在发展中求得
创造。未来 ，要进一步营造江南民歌保
护传承的良好生态 ，面向大众化 ，立足
现代化，注重培育具有民族性、时代性、

地方性的民间歌手和民歌佳作，繁荣上
海新民歌创作， 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

创造出更多类似《紫竹调》《一分钱》《茉
莉花》《太湖美》这样的具有江南文化特
点的“上海好声音”。

蒋锡昌：以庄子自遣
（下）

蒋锡昌再次返回江苏省立第三师
范学校(今江苏省无锡师范)任教时，曾
担任校长室秘书兼任国文教员。与钱穆
再次成为同事， 两人都潜心于学术研
究，朝夕相处，时常切磋学问，但不久又
闲居乡里。钱穆在《师友杂记》云：“余离
集美越一年，锡昌亦离去。锡昌乃无锡
乡间一富农，不脱农人本色，乃绝无富
人气味。 常自其乡来城访余于第三师
范。遇雨，则穿其家中自制之油鞋，鞋底
钉声硁硁，终不见其穿皮鞋。余两人常
在无锡公园中畅谈尽半日……”1926

年，蒋锡昌还与钱穆、施之勉、诸祖耿等
组织 “丙寅读书会”， 一起交流读书心
得。

这期间，蒋锡昌开始研习《老子》。

众所周知，《老子》 一书有好多种版本，

关于老子的思想渊源，也有种种不同的
说法。历来对于《老子》的注释，也是见
仁见智莫衷一是。他认为要研究《老子》

的思想，会遇到两大困难：一、对众多的
版本， 要通过校勘恢复书的本来面目；

二、对古奥而言简意赅的字句，要通过
训诂辨别其字义。 不下这两重工夫，就
会造成这样的局面：“不知古本之真，而
率读焉是读伪书也”，“苟不辨古谊之
真，而为解焉，是解己意也”。他认为，

舍此而专在思想议论及文体风格等方
面着力，效果是不会好的，因为这两方
面并无可靠的标准，可以置之不论。他
对马叙伦的校诂、胡适的训释，对冯友

兰关于道家后起的说法， 钱穆关于 《老
子》成书在庄周之学盛行之后的说法，都
不敢苟同。通过训诂和考证，一一予以校
正。

为了《老子校诂》和《庄子哲学》两本
著作，蒋锡昌前后花了十多年时间。抗战
前夕，相继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特别是《老
子校诂》，由于他独特的研究方法，精到的
文字训诂，建立在版本学上的校勘，使该
书创见很多，精义并陈，在众多的同类书
中卓然成家。

《庄子哲学》出版后，商务印书馆还在
《申报》上刊登该书的广告，称“本书包括
四篇文字：一、庄子哲学，二、逍遥游校
释，三、齐物论校释，四、天下校释。哲学
一篇，根据精确训诂，以一贯之系统，叙
述庄子全部之思想。 见解独到， 不同凡
响。校释三篇，系选定庄子全书中最重要
最难读之三篇，根据全部思想，以数种善
本为文字上之校正，以精确训诂为文义上
之解释。”

两部著作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
的重视，成为后人研究老、庄之学必不可
少的参考书。蒋锡昌其人在学术界自成一
家之言，为人所知，也是由于这两本书出

版的缘故。 钱穆曾说：“锡昌好道家言，著
有《庄子哲学》一书，余后曾采其说入余著
《庄子篡笺》中。”

1929年1月10日的《申报》上刊登一则
《匪徒黑夜纵火》的消息，云：“锡属天下市
岸底里地方居民蒋锡昌，家道小康，讵于
昨（七日）夜十二时许，忽有匪徒数人，以
煤油灌于蒋姓大门上，纵火图焚。幸经家
人觉察，汲水救熄，未遭焚如，仅烧去大门
数扇， 亦云幸矣。” 可见当时社会动荡不
安，蒋锡昌生活的环境也受到威胁，令人
感到幸运的是，大火被及时扑灭，仅仅烧
毁几扇大门。

1937年冬，无锡沦陷，土匪蜂起，社会
动荡不安。第二年春节，蒋锡昌带着家人
从乡下到无锡城内避难。他在《庄子解题》

自序中称，当时年荒世乱，道德丧尽，物价
腾涌，币值巨跌，无锡的米价暴涨，从当初
一石七元升至每石一万元，上海的价格更
高，飙升至两万四千元。人心惶惶，不可终
日。他说：“对于日人则摇尾乞怜甘为奴隶
而不耻，对于国人则欺凌敲剥，无所不用
其极。虽光天化日，仍不异曩昔，而目所见
者，无非男盗女娼；耳所闻者，无非贪污攘
夺。天地之大，竟无一片净土。西北漫天惊

烽火，东南到处有啼痕，民生痛苦，如水之
深，如火之热，而无可告语。”

面对国将不国， 民不聊生的一切，蒋
锡昌非常失望，于是他“怀迂拙以藏其身，

遂绝一切，闭户不出，独坐虚室，以书为
友。世既滔滔，天下茫茫，孤愤怨诽徒招祸
患，默而居易，惟有俟命，于无可奈何之
中，乃益以庄子自遣”。蒋锡昌目睹山河破
碎，家乡陷于侵略者铁蹄之下，内心悲愤
之极。他既无力抗争，又不甘作顺民，便闭
户读书，继续他老、庄之学的研究，以此作
为精神的寄托。

1940年4月29日， 蒋锡昌的大儿子容
大在湖北老河口因公病故。 国破家残，心
情极端痛苦。他自认为过去很达观，但遭
到中年丧子的重大变故时，却不能安时处
顺，可见对庄子之道，理解得还是很肤浅
的，于是反复诵读《庄子》。1941年，蒋锡昌
在读《庄子》之暇，开始撰写《庄子解题》，

目的是“撮其要旨，以便读者”，帮助读者
理会书中每一篇的主题思想。此书“起逍
遥游讫天下”，到1942年，初稿完成。此后
反复修改，一直到1944年才定稿，前后历
时三年。1968年重加修改， 当时蒋锡昌已
届古稀之年。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在某些方
面有超越前两书的地方，因为写作在新中
国成立以后，经过学习，在哲学观点上有
了新的开拓。可惜《庄子解题》至今未出
版，因而传播有限。

1949年无锡解放后，蒋锡昌虽然没有
重返工作岗位， 但学术研究没有中辍，他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旁及黑格尔等德国
古典哲学。关心当时学术界的动态，特别
是关于《老子》哲学性质的争论。令人惋惜
的是这些手稿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
之一炬了。1974年12月15日， 蒋锡昌病故
于无锡，享年77岁。

（十四）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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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满意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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