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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谈客家山歌的民系特色

  作者：杨帆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11-01 | 点击数：952

 

 

内容提要：本文从五个方面即客家山歌的产生；客家山歌的种类；客家山歌的主题；客家山歌的内容；客家山歌的语言，阐述了纯美、

朴素的客家山歌与中原古风一脉相承，并忠实记录了客家人的劳动、生活与理想。 

关键词：客家山歌；特色  

南方丰富多姿的山区地貌培育的聪明勤劳、朴质善良的客家人以独有的秉性、独特的客家语言，创造了客家山歌。早在唐代，客家山歌就已

盛行，并有赛歌的风俗。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客家山歌具有独特的、鲜明的通俗性和流传性。题材多样，表现形式活泼、淳朴、自然、真实，乡土

气息格外浓厚，尤其是结构短小，韵味和谐，琅琅上口，好记易歌，流传方便，因此群众基础十分扎实，可谓“处处有山歌，人人唱山歌”。其

山歌有深沉的情思，大胆的披露，热烈的追求，美好的向往。这一切都以劳动者的本色相见，毫无虚饰和矫情。直接吟唱劳动人民社会生活与个

人情感、遭遇。客家山歌是中国南方艺术宝库中一颗闪亮的珍珠。浓烈的泥土气息，鲜明的山区色彩和娴熟的比兴手段，构成了它突出的艺术特

色。 

 

一、客家山歌的产生 

 

任何一种艺术的产生都有其社会背景和历史渊源。由于客家人终日在田野山岭之间作业，且男女俱出，没有“男子事于外，女子事于内”的

严格差别。男女共同劳动是客家山歌产生的现实基础。 

1．客家人多分布在华东南各省山区，日常与山多有联系，而且客家风俗是妇女与男子同样担任着山间的各种劳作。由于山歌有音韵，更能

表达情意，所以劳动中男女用来互诉衷曲。 

2．压抑的感情不能在山区劳作辛苦中获得渲泄。一旦歇息山野，则心花怒放，而唱山歌恰好能表达这份感情。 

3．客家旧时没有其他的民众娱乐，而山歌正是一种大众化的娱乐，所以一般男女对它都有共同的喜好。 

4．客家旧礼教森严，平时男女保持严格的界限，山间田野劳动中他们有了交往，唱起山歌表达心境。 

5．客家文化具有中原儒学文化—南方山地文化—全球四海文化的底蕴，创作山歌有丰厚的基础。 

 

二、客家山歌的种类 

 

1．客家山歌的曲调。 

各地客家山歌曲调不同，即使是同一地区也会因不同歌手演唱而有差异。客家山歌有100多种腔调，都是曲调高亢、嘹亮、抒情、悠扬，十

分动听。常见的腔调变化，大致有下面几种： 

①“山歌号子”。这种曲调多采用“哟呵哈”等衬词，只有一个长乐句，在高音区相邻两三个音之间进行，散板，节奏自由，用假声唱，声

音高亢。 

②“正板山歌”。此曲调也称四句板山歌。由4个乐句组成，结构工整对称，是客家山歌中流传最普遍的一种曲式。 

③“四句八节山歌”这种山歌4句歌词，8个乐句称八节。也就是把1句歌词分作两个乐句来唱，词中夹以较多的衬词。其曲调是在正板山歌

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④“快板山歌”又叫急板山歌。歌词无衬词，曲调无拖腔。它是用正板山歌的曲调，紧缩节奏，将速度加快来演唱。 

⑤“叠板山歌”亦称叠字山歌。歌词中插上较多的叠字叠句，有时多达数10字。其曲调的开头与结尾，基本上保留正板山歌的特点，中间则



由于采用叠字叠句而扩充了曲调，演唱时近似数板。 

⑥“五句板山歌”其歌词为7字5句，曲调是正板山歌的扩充。另外，客家山歌从唱腔来说多为羽调式和徵调式，一般多采用四声羽调式。 

2．从客家山歌的内容和性质。 

大致可分为下列三种： 

①属于自我陶醉或发泄的，唱时未必有对象，可以一人独唱。 

②属于男女间调情的山歌，这是客家山歌的主要部分。 

③属于戏谑性的歌谣，即男女之一方戏谑性的向对方唱山歌，如对方有反应，则互相以山歌调讽，如无反应，可知她（他）是一个老实可欺

或不会唱山歌的人，歌者便可放任调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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