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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立璠】劳动号子——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劳动号子是民间文学、民间音乐中一种特殊的门类，它伴随着劳动的
节奏产生，具有音乐的美感，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受集体劳作者的欢迎。劳
动号子常常依据不同的工种和传唱环境即兴创作，在集体劳动中起到协调动
作，调节体能的作用。中国的劳动号子分布很广，形式多样，一般可分为搬运
号子、工程号子、农事号子、船工号子数种。 

        船工号子，曾经是响彻中国大江南北的民间歌声。在交通不发达的
时代，凡是有江河的地方，都有这种伴随江流飘动的声音。它曾是船工生活的
一部分，诉说劳动的艰辛，抒发悲壮的呼声。从民间文学、民间音乐发生学
的角度讲，劳动号子（包括船工号子）不仅是劳动生活的写照，而且传承着
文学的最原始的创作和传承方式。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文学是劳动者最
初阶段的“吭吁吭吁”的声音，是最原始的发明或者发表。我们把它的创作
者称作“吭吁吭吁派”。如今随着时代的前进，这种“吭吁”之声几成绝响，濒
临消亡。幸好在目前展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船工号子的历史价值、文
化史价值又一次引起学者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其中的川江号子、南溪号子、
澧水号子、长白山森林号子等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得到有
效地保护。 

        当然就船工号子的流布来看，远不止如上几个地区。举国之内，凡
是有大江大河流布的地区，水上交通运输中便少不了号子的声音。比如黄河
船工号子、汉江船工号子、湘江船工号子、资江船工号子以及山林号子等，
在号子文化中是具有代表性的门类。其他类型的劳动号子，如采石场的“石
工号子”、修堤筑坝时的“打夯号子”、搬运工的“搬运号子”、榨油坊的
“打油号子”等，也都是很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的山林号子更是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淮南子·道应训》就记载：“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
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不仅说明劳动号子产生的时代十分久
远，而且这种“举重劝力”之歌，始终伴随劳动，它既是劳动生活的需求，
又是各类号子产生的基础。 

        中国的劳动号子分布很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水上和山林劳
作中产生的号子，称为水上号子和山林号子。这两种号子都是由生产和生活
的特殊环境形成的。船工号子大都产生于船工的水上劳作生活，为了行船运
输过程中战胜自然环境带来的危险，使船工步调一致、动作协调，“举重劝
力”的号子声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吭吁吭吁”之声是实践经验的结果，和摇篮
曲的委婉缠绵不同，它是一种激越高昂的声音，通过号子的演唱，最大限度
的调动船工战胜自然危难的激情。这种激情是流动的，变化的，在湍急的河
流和平缓的江面上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场景。比如澧水船工号子就分上河腔和
下河腔。上河腔在澧水的石门以上、桑植以下的河段演唱。因为这一河段山
高水急，河面狭窄，滩头礁石又多，行船十分艰险，所以为了齐心协力闯过
急流险滩，船工的号子声必须高亢有力、节奏明快、其内容多是呼吁之声，
衬词多于唱词。摇橹数板，使船工的动作统一协调，保证行船安全。而到了
湘北平原，地势变得平坦，河面变得宽阔，船工号子的演唱变为下河腔，号
子声变得节奏舒缓，娓娓动听。上河腔与下河腔在节奏和内容上截然不同，
恰似快板与平板，所以同是“澧水船工号子”，声腔的变化随山势江流的变
化而变化。 

        山林号子也是如此。其代表作是长白山森林号子。它是伐木工人的
歌声。山水相依是号子产生的客观环境。中国东北地区的森林采伐和运输分
山场子和水场子。山场子指树木采伐和地上运输；水场子指木材的水上运
输。这种明确的分工，产生了木材的采伐和漂送行业，而且在职业上分成不
同的行帮，习惯上称“木把”和“木帮”。“木把”负责采伐并将木材运到
水边；“木帮”负责放排，将木材运到远方需要的地方。一般来说，山场子
工作的时间是每年的阴历9月到第二年3月，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伐木工人都
在森林里伐木，等到大树伐完，将木材运下山，山场子就算结束。此时木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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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带着香纸、鞭炮、猪头到庙上，祭奠山神爷，感谢山神的保佑，这种仪式叫
作“掐套”。 

        山场子是山林号子产生的自然生态环境。伐木工人在长达数月的时
间里，以森林为伍，伐木、抬木头时呼喊的号子是他们最好的精神伴侣。他
们的采伐活动同样被形式多样的号子声传承和记录下来。号子中所表现的哲
理箴言、传说故事、谚语俚语、歇后语、乃至笑话粗口，既是伐木工人情感的
宣泄，也是他们创造的精神家园。 

  在集体劳作中，号子的功能是号令。在长白山森林号子中，起号人发挥
着重要作用。在集体劳作中，起号人要准确地把握起号的声音和时间。号声
的大小、高低、强弱都决定着其他接号人抬木头时的劲头和步态、步伐。只
有这样才能达到齐心协力，“走在号上”。在原始森林劳作，道路崎岖，没
有号头的指挥，没有丰富多彩号子令行禁止，很难完成任务。长白山森林号
子中的《串坡号子》、《归楞号子》、《上跳号子》、《拽大绳》等，完美
地表达出每个劳动环节和动人的场面。起号人的即兴演唱，接号人的“嘿哟”之
声两相呼应，将山河的壮美与号子的壮美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天籁之
音，回响在莽莽森林之中。 

         春天冰河解冻，运送木材的水场子开始。水场子专营木料的发送，
它所凭借的是水势，要将木料穿排（扎排），用放排的方式将木料发送到远
方。放排的总大把头称为“头棹”，头棹不仅要了解各种帮规习俗，还要了解河
流沿岸的风土民情，了解水势天气变化，这样才能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危
难。因为在采伐与漂送木材的劳作中，放排更具有危险性。放排的安全也是
靠放排号子统一指挥。流传在长白山地区的《放排歌》（放排号子），真实
地反映了木帮的放排生活：“雨打木排起白烟，望不到后，望不到前，前呼后
应声声传，头往右啊，尾往左偏，小心顺拐撞着山；岸上野兽声声惨，鬼哭
狼嚎心胆寒。”                 
        中国的南方地区江河纵横，具有水利之便，要将山区生产的木料和
竹子运送出去，也是利用水路放排的方式。在层峦叠嶂、沟壑纵横的山区，
虽有水力资源，但除了木船摆渡外，很少被利用于安全的交通运输。但是这
样的自然环境，却为山区资源的开发提供了方便，大量的木材，竹子通过湍
急的水路漂送到外地。这就形成了江南各地的放排文化。伴随放排文化产生
的船工号子、山林号子构成中国号子文化独特的形式和内容。 

         谈到号子，大家只注意它阳刚的一面，却很少注意他温柔缠绵的一
面。其实号子中有不少即兴生情之作，像情歌、诙谐和幽默，也是号子文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黔江南溪号子，就不同于一般的川江号子。它是当地土
家族在民歌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山歌类型。土家族是富于歌唱传统的民族，在他
们的生产习俗中有一种民间创作叫“薅草锣鼓”。南溪号子的产生和流行即
与“薅草锣鼓”有关。“薅草锣鼓”是川鄂一带土家人的生产习俗，俗称
“打闹”或“山锣鼓”。在薅草、挖土、栽秧等群体劳动中，请歌师领唱或对
唱山歌助兴。歌师们一边敲击锣鼓，一边应声歌唱，调解劳动节奏。这
种方式被应用在行船作业上，于是形成独具特色的南溪号子。在南溪号子
中，我们看到反映土家族历史、地理、民间传说的内容，其中不乏情歌创
作。 

如南溪号子中的情歌对唱： 

   （男）：六月太阳像把火，你把凉帽借给我。  
  （女）：你要凉帽你拿去，六月太阳不晒我。 

  （男）：薅草锄头把把长，麦根草帽遮太阳。 

   （女）：只要你心合我意，我来薅草你歇凉。 

           … … 
    又如： 

  酉阳有个十字街， 

  南溪有个歇马台， 

  只说酉阳修得好， 

  没得南溪情妹乖。 

   这样看来，流传在各地、各民族的劳动号子是一种大文化，不仅流布地域
广，而且形式多样。船工号子、山林号子、放排号子、薅草锣鼓以及众多的
劳动号子都是号子文化的不同表现方式，内容博大精深。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在社会向现代化、城市化转变的今天，陆路交通四通八
达，无论水上作业还是山林作业，其劳动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劳动号子已
经渐渐远离劳动生活，濒临消亡。如何留住传统、留住记忆，如何守护这一即
将消失的精神家园，使我们的后辈知道我们的先辈是怎样思考和生活的，成
为新的课题。 

   劳动号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民众的智慧和创造，又是一笔丰厚的
文化遗产。如何保护这一公共文化资源，是各级政府的责任。今次由恩施州
人民政府，湖北省旅游局、巴东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第四届巴东——中国三
峡纤夫国际文化旅游节，并结合旅游节举办巴东旅游发展论坛，无疑是一件十
分有意义的事情。借发展旅游文化，使人们在旅游观光中认识纤夫文化，认
识号子文化在当地人们精神生活中留下的足迹。 

   纤夫文化和船工号子是巴东文化的特色，三峡地区更是历史上川江号子文
化的发源地、聚散地，也是号子文化传承的生态区域。川江号子涵盖的地域



很广。川江从四川省宜宾市到湖北省宜昌市，是长江的上游河段，而川江
在奉节到宜昌段又以峡谷栉比而闻名，全长1033公里。上川江指重庆以
上江面，长370公里，重庆以下下川江长660公里，穿过著名的三峡，流
域面积达50万平方公里。这一地区既是川江号子流传的区域，也是川江
纤夫行踪所至之处。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川江纤夫“脚蹬石头手扒沙，
风里雨里走天涯”的日子里，纤夫的脚印印在川江两岸坚硬的石头上，川江
两岸石壁上留下纤绳深深的印痕。纤夫号子高亢悠扬的声音更是震撼人心。
如今当这一文化面临濒危，面临消失时，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首先，我们想到的是怎样使这一千古绝响得到传承，使那些川江号子
和纤夫号子文化的创造者、持有者——传承人得到应有的尊重。川江上那些优
美动人而又震撼人心的号子音乐、号子文学正是它的传承人创造和传承的。
诸如那些花样繁多、耳熟能详的“莫约号子”、“桡号子”、“二流摇橹号
子”、“龙船号子”、“懒大桡号子”、“起复桡号子”、“鸡啄米号子”
以及船行上水纤夫们唱的“大斑鸠号子”、“幺二三号子”、“抓抓号子”、
“蔫泡泡号子”等，其中的代表作品《十八扯》、《八郎回营》、《桂姐修
书》、《魁星楼》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于川江号子音乐
板式、腔调更有十唱十不同之说。毫不夸张地说，川江号子是三峡水路文化
的杰出代表和百科全书。认识三峡文化，必须从认识川江号子开始。所以如
何保护这一百科式的川江号子文化，使其不在现代化、城市化的滚滚洪流中
濒临消亡，对传承人的保护必须放在首位。 

   川江号子的创作者是川江上行船的船工，他们中不乏杰出的传承人。这种
传承人兼有两种身份，一是他们都是大无畏的与惊涛骇浪搏击的船工；二是
他们是川江号子的创作者和传承者，是川江号子这一文化瑰宝的持有者。如
已故的川江号子杰出传承人陈邦贵，13岁当船工，师从久负盛名的彭绍清学
习川江号子，在80多年的船工生活和演唱活动中，陈邦贵不仅见证了长江航
运的历史变迁，也亲历了川江号子的迅速消亡。但是他以毕生的精力，收集
整理和传唱川江号子，为川江号子的保存贡献了全部智慧。陈邦贵先生是一
位文化的先觉者，他意识到川江号子的不祥命运，生前将川江号子传授给许
多人，这些传承人担当着川江号子存亡的责任，应该为他们创造良好的传承
环境。 

   其次，要大力保护川江号子传承的生态环境。本来川江号子的传承是群体
行为，每一个船工既是水手，又是号子歌手。号子始终和它传承的生态环境
紧密相连。如今高峡出平湖，川江的航运方式改变了，川江号子已经脱离了
它原来生存的自然生态，原生态的川江号子已经很难看到,如今我们看到的是
舞台化的表演，这种表演化的东西已不是川江号子的原生态。去舞台化、去
表演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方面。虽然三峡水库的修建使川江的
航运变得十分畅通和便捷，但是长江还有许多支流，特别是巴东地区的神农
溪，具有奇、峻、险、雄特点。神农溪保存了川江号子流传的生态特点，是
小型化了的川江，如果将其开发为川江号子的生态保护区，借旅游资源开
发，重建川江号子文化，建立川江号子文化生态保护区，全方位展示纤夫文
化、放排文化、船工号子和川江号子文化有关的项目。 

   其三，建立巴东川江号子文化博物馆，在博物馆成立川江号子文化研究
部，征集民俗文物，音像资料、号子文本，考察收集川江两岸号子文化传承人
口述史资料，摄制大型川江号子文化纪录片，使巴东成为川江号子文化展示
中心。条件成熟时也可以立足巴东，面向全国，使博物馆成为展示中国劳动
号子集萃中心。每年举行纤夫文化节时，聘请全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号子歌手
来此表演。 

   中国的劳动号子集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歌舞为一体，文化内涵十分
丰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独具特色的门类。中国的劳动号子是一种大文
化，它涉及到生产交通、商业贸易、行帮组织、气象天文、名胜典故、地方
文艺等，可谓博大精深，是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希望借巴东纤夫文化节
的东风，推动中国劳动号子的保护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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