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 当涂民歌  

时间:2006年  类别：民间音乐 

地区:安 徽 编号：Ⅱ—5  

 

  

申报地区或单位：安徽省马鞍山市   

 

    当涂民歌是流行于皖东长江两岸的各类民歌的统称。早在六朝时期（220－589）就有当涂

民歌的记载，刘宋皇帝刘裕主持的著名的“白歌舞”即是当涂民歌演唱之一脉。长期生活在当

涂的北宋词人李之仪的二十多首《田夫踏歌》和“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吟唱都属于民

歌范畴。清代当涂人黄钺以当地风俗民情为主要内容的五十多首《于湖竹枝词》代表了当时当

涂民歌的最高艺术水平。1949年以后，当涂人民创作民歌、传唱民歌形成了热潮，到20世纪50

年代末期，发展至鼎盛阶段。 

    当涂民歌数量众多，题材广泛，内容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平原、圩

区、丘陵山区的民歌异彩纷呈，形成多种体裁。流行于当涂大公圩一带的是号子、牛歌、舞

调，流行于博望、湖阳、新市一带的是船歌、渔歌、灯歌，流行于沿江采石、霍里、新桥一带

的是秧歌、对歌、门歌等。当涂民歌语言丰富，结构完整，曲调多样，唱法独特，显示出鲜明

的地方性民间音乐和语言艺术的魅力。代表曲目有《打麦歌》、《放牛歌》和《姐在田里薅豆

棵》等。 

    当涂民歌是当涂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口头演唱、口耳相传的文化表现

形式的典型代表，经过历代文化人的艺术加工后，更具有了高度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艺术

价值，是不可多得的音乐和语言艺术珍品。

相关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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