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5 儋州调声 

时间:2006年  类别：民间音乐 

地区:海 南 编号：Ⅱ—14  

 

  

申报地区或单位：海南省儋州市 

 

    儋州调声是仅流传于海南省儋州一地并具有独特地域风格的民间歌曲。儋州在汉武帝时为

儋耳郡（前110），自古就有“歌海”的美誉。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居儋期间曾以“夷声彻夜不

息”之句赞誉此地歌风之盛。1962年，田汉先生到儋州视察时称儋州调声为“南国乐坛的奇

葩”。近期，儋州又因包括“调声”在内的丰富的民间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被文化部命名为

“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调声是“歌海”中最受群众喜爱的品种，是群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调声主要在农闲或逢年过节，男女青年聚会于山野赛歌时传唱，特别是每年的“中秋歌

会”尤其热闹，参加者往往成千上万。唱调声时，男女青年相对排成两列或围成圆圈，互相勾

住手指，两手及身体随着歌声节奏摆动，载歌载舞。调声有若干常用曲调，以此为基础加以发

展变化，可以创造出更多新曲，从而常唱常新。历年搜集到的调声曲调已有六百多首，有一定

代表性的曲目有《天崩地塌情不负》、《祖国江山花百样》、《一时不见三时闷》、《单槌打

鼓声不响》等。 

    调声歌会是群众自娱自乐、自我教育的一种良好形式，儋州市政府已决定将每年的八月十

五定为“中秋调声节”，用以全面保护调声。

相关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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