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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黎族民歌手身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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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民歌  海南历史的一面镜子 

    海南民歌犹如浩瀚南海盛产的珍珠，熠熠生辉，采之不尽。海南民歌是海南历史的一面镜子，是海南人民生活的写照，其题材十分

广博，内容极其丰富。历史人文、风光景色、劳动生产、时政世态、社会生活、婚恋情思、祭祖敬神、伦理道德、神话传说等，无不涉

猎，无所不歌。在前不久公布的海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项目类别为“民间音乐”的共有4项，它们分别是：黎族民

歌手王妚大民歌、崖州民歌、舂米舞和儋州调声。 

    崖州民歌是起源、流行在三亚市及古崖州属地人民群众中的口头文学，是以口头传唱和手抄文本流传至今的民间歌谣，是崖州人民

在生产、生活中抒发感情、唱颂美好生活的民歌，是樵夫平民渔翁百姓之歌。它的起源年代如今已很难考证清楚，但其形成的两大要素

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中原移民不断迁入，把各地民歌传入崖州，有明代叶盛的《水东日记》中记录的一首反映家庭生活的民歌：“南山

头上鹁鸪啼，见说亲爷娶晚妻；爷娶晚妻爷心喜，前娘儿女好孤凄。”还有明代丘齐山作品中一首歌咏真诚爱情的民歌《新镌分门定类

绮筵雅令：抗城四句歌》：“郎有心来姐有心，二人好似线和针，针儿何曾离了线，线儿何曾离了针。”这两首古代民歌与崖州民歌：

“勿说哥愿侬也愿，哥侬情如线和针；哥愿做针侬做线，针过千层线都跟。”“勿说哥愿侬也愿，哥侬情如放风筝，哥做风筝侬做线；

风筝几高线都跟。”相比对照就可以从中品味出其中同根同源的味道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崖州民歌可能是中原古民歌的活化石。

二是移民迁入崖州经过长期共处，形成了崖州的乡音方言，民风民俗，随之便演化或产生语言通俗、乡音浓重、又相当具有地方特色的

崖州民歌。  

    唐宋是我国诗歌的兴盛时期，加之宋元明后移民进入高峰期，崖州民歌饱受多源头民间文化和唐宋诗词的影响，它不仅文辞美、意

境美、唱腔美，且创作手法更具有地方艺术特色。它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几乎涵盖了人们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与天涯传

统文化、乡情民情、教育礼仪、社会形态、生产发展以及每个时期的文化与文明都息息相关，紧紧结缘。  

    崖州民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历代民歌大到国家政事，官廷朝政，小到百姓生活，一针一线，凡事都可入歌。民歌艺人出口成

歌，句句押韵，和谐优美，唱答如流。它的内容一般有长篇叙事歌、生活长歌、短歌和对歌四大部分。  

    长篇叙事歌（俗称歌封或大朝歌），这一题材的民歌每部都是一部叙事长诗。长歌（俗称歌牌），这类民歌的代表作有《贫家织女

怨》、《十道情郎》等。短歌（俗称歌仔）以七言四句体为一首，短歌多为即兴吟唱歌，精品极多，传唱范围广，如李德裕命名下马

岭：“做乜号名下马岭，只见树木生岭上；天涯山海路途远，何处见人马上骑。唐相号名下马岭，待我学明给你听，只因海圮山路狭，

只好下土牵马行。”又如《观音填海歌》：“观音挑土填沧海，娜引嘴提扁担败；娜引嘴提扁担折，一担仙土岭两个。”这些都是流传

年代很久的短歌。对歌（俗称答歌），民间对歌艺人具有很强的口头即兴创作能力和应变能力。对歌内容随意，即兴唱答通宵达旦不

停，在民间文化中堪称一绝。 

绝世民歌手王女不大 

    黎族人民喜爱唱民歌，民歌是他们在交往中诉说情感、表达心声的主要方式。由于山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以及黎族传统“合亩

制”社会的特殊背景，使这一绚丽的文化瑰宝得以世世代代传承和发展下来。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地处海南岛的中部，是黎族主要居住的地方。在鹦哥岭脚下的什运乡什运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出了一位

著名的黎族民歌手，她叫王妚大。 

    王妚大1923年12月出生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牙挽村，1948年嫁往本县什运乡什运村。她从小喜爱民歌，10岁时随堂叔王仁

福学习民歌，十四五岁时，为了学唱情歌，曾殷勤充当出嫁新娘的陪娘，到各黎村去长见识。她幼年失学不认识字，但记忆力很强，对



各种内容的歌谣一学就能熟记。1946年，由于战乱，她曾随亲戚逃荒至乐东、五指山一带。她先后学会了32种民歌歌调，连汉族客家山

歌也会唱。1950年当了什运区信用社委员，仍坚持学唱民歌。1954年冬，当她陪同新娘送嫁到红毛镇毛西村时，那里的男女歌手凭人多

势众，要跟她对歌决输赢。她滔滔不绝地跟他们对唱了一整夜。结果打败了对方，从此名声震动远近村寨。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是王妚大民歌演唱活动和民歌创作最活跃的时期。平时，她积极参加各种民歌演唱活动，带头报名参加赛歌

会，曾先后在省、自治州、县举办的赛歌中多次获奖。1955年，她被抽调往白沙县文化馆教唱民歌，不久，参加了海南民族歌舞团，随

团下乡巡回演出6个月。后因家中亲人患病无人照顾，只得离团回家。从1955年至1963年，她创作了几十首脍炙人口的黎族民歌，其中

最著名的有《叫侬唱歌侬就唱》、《有歌不唱留做乜》、《解放大军真是好》、《毛主席是咱国父》、《哎来哟调》等。她不仅能根据

不同场合和对象创编新的歌词，而且能根据传统歌谣中的某一音节，即兴创作出一首全新的民歌。她创作的这些民歌六七十年代在黎族

地区广为流传，成为人们熟知的民歌曲调，因此被人们誉为海南黎族民歌的歌后。  

    王妚大既是著名歌手，又是热心栽培民歌人才的园丁，经她举荐和辅导的营根镇那柏村著名民歌手王玉梅（大玉梅），1964年曾赴

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唱民歌。一首黎族民歌《感谢恩人毛泽东》博得全场阵阵掌声，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五指山乡什再村的王玉尾、

番响村的王玉梅（小玉梅），经她辅导后，多次在省、自治州和县的民歌比赛中获奖，成为当地著名民歌手。由于琼中出了王妚大、大

玉梅、王玉尾、小玉梅四位杰出的女民歌歌手，以及王妚大创作的多首民歌在海南岛各地广为流传。因而，琼中被人们誉为“黎族民歌

之乡”。  

    五指山（琼中）民歌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电影《红色娘子军》、《五朵红云》、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毛主席来

过五指山》、舞剧《红色娘子军》，以及广东民族歌舞团50～60年代创作演出的《草笠舞》、《喜送粮》、《胶林晨曲》、《摇篮

曲》、《舂米谣》等舞蹈音乐和歌曲所运用音乐基调，都来自五指山（琼中）民歌及王妚大传唱的歌调。由于她的杰出贡献，1979年她

被国家文化部邀请赴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民歌手诗人座谈会并参加国庆观礼，1980年当选琼中县人大代表，同年加入中国民间文艺研

究会广东分会。  

    改革开放以来，已有多位国内外学者和专家慕名前来琼中拜会了这位著名黎族民歌歌手。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位日本音乐家听了

她演唱的民歌后感慨地说：“中国的民族音乐真是丰富”；2001年，奥地利国家音乐博物馆馆长泰勒在采录她演唱的民歌时，连连竖起

拇指称赞；2004年“中国民歌走进海南”中路摄制组一行人在什运采访王妚大，对她已80多岁高龄仍能以清亮的嗓音、敏捷的思维和高

超的记忆力演唱海南各地不同歌调的黎族民歌赞不绝口，称她是名符其实的黎族歌后。 

一个也许会永远带走历史景象的歌手 

    王妚大现年83年高龄了，已是耄耋老人，是海南如今仍健在的、唯一的黎族民歌最杰出的传承人，她一人能演唱上千首民歌，熟记

30多种不同黎歌歌调，许多其他方言区失传的歌调她仍能记忆，其中不少是独门绝活。因此，尽快对她的演唱内容和歌调种类进行采集

和保存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但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她的有生之日不多矣。一个更残酷的现实则是，如果我们再不抓紧抢救、保

护，那一首首心口相传的黎族民歌经典，会随老人的离去而成绝响，对海南的民间文化而言，是难以估量的损失。 

    今年的3月31日，是黎族传统的节日“三月三”，老人事先就准备好了衣服，准备到“三月三”庆祝现场献歌，但是由于身体原

因，她最终未能参加县里的“三月三”。从去年开始，笔者就开始关注王妚大和她的民歌，当时曾采访过当地文化主管部门的相关人

士，他们都说，经费是最大的难题。记者当时曾详细询问需要多少经费，他们说至少需要购置录音录像工具，并且还需要懂民歌的人参

与整理。 

    当时笔者看到的一线希望是，省里将王妚大和她的民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向国家申报，若能获批准就有资金进行系统的采集整

理。但令人遗憾的是，今年3月传来消息，王妚大的民歌未能获批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于是，受困于所谓的经费问题，对王妚大的民歌的保护和整理，又成为了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 

    海南省政协委员、省民族歌舞团作曲家莫柯说，老人年事已高，随时有离开人世的危险，对于她的民歌拯救相当紧迫。单靠民间微

薄力量不足以成气候。即使她的孙女在学习，若没有系统的文字记载，也很难系统的完整的保存下来。在民间，像白沙、乐东、东方等

市县散落着许多优秀的老民歌手，可是政府一直没有对他们进行保护、挖掘和整理。这些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导致民歌逐步变异、消亡。

所以，保护传统民歌的任务相当艰巨和紧迫。 

    在海南省中部的黎苗山区，民歌遭到的破坏已经相当严重。笔者去基层采访，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当地老年人告诉我说，要是

前几年准能唱几首，但现在嗓子不行了。就是王妚大年轻时所教的学生，现在也不过只会唱十几首。莫柯说，在保护抢救民歌方面，海

南省重担都落在省群众艺术馆上，但是馆里真正懂黎族民歌的人没有几个。下面县市一级的文化馆，常年也没有经费投入，让他们来保

护民歌，拿什么保护？在整理抢救工作中，喊口号的人很多，但真正做实事的人很少。一旦这些掌握民歌的老人去世，黎族民歌的精华

将遗失殆尽。 

    海南省民歌专家符策超说，王妚大所传唱的黎族古老民歌，如《黎族祖先歌》，体现了黎族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为研究黎族民族

发展史、宗教信仰情况、社会习俗以及道德观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些民歌同时也是海南黎族民歌中内容较为丰富、歌调较多、旋律

较为优美的黎族民歌之一，对海南原生态民歌的创作发展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可以想见，如果现在还不加紧保护，歌随人逝，那对



 

海南民间文化而言，将会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唯一让笔者欣慰的是，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组织县里的文化部门给予保护，同时给了王妚大的孙女一定的经费，让她在家跟奶奶学习

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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