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2卷第4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7月
Vol.32,No.4　　　　　　　　　　JournalofJishou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Jul.2011

沅湘傩歌的音乐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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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沅湘地区傩歌根植于沅湘大地,附着于傩堂法事及傩堂戏(剧)的各个环节,其音乐调式的多样性、旋律

发展的朴实性、音乐结构的简单性、音乐取料的地方性、衬词滑音的方言性、音乐节奏的自由性和简洁性等风格

特征与沅湘地区独特的生境文化、民俗风情关联紧密,彰显出鲜明的沅湘地方音乐的风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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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沅湘地区(今湘西自治州、怀化等大湘西地

区)山高路远、沟谷纵横、孤陋闭塞,民为“蛮夷”,与各个历

史时期的先进文化交流甚少。“由于偏离了中原文化主体,

没有受到更多的理性干扰,地理环境的天然闭塞和政治统

治的相对稳定,造就了其文化的特性保留现象。”[1]这种文

化现象的特殊保留体现在沅湘大地诸如傩堂戏、毛古斯等

多种“化石性”生存的文化事象上。这种由于地域的封闭而

导致的文化落后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导致了其

文化形象的个性化、古朴化、单纯化、倔拙化,彰显出其典型

的地域民族特性。依附于傩堂戏、傩堂法事中的傩歌音乐

便是这种文化事象个性特征的忠实体现。

一、沅湘傩歌的表演形式

傩歌是在傩堂法事或傩堂戏中演唱的一种歌曲,由傩

坛法师或傩堂戏的演员(也可以是群众)演唱。其演唱形式

有:独唱、齐唱、领唱、伴唱、合唱等,多以男声为主,也时也

有女声演唱(傩戏中常有)。傩堂法事中以领唱和伴唱较为

常见,领唱唱了第一句后,伴唱在第二句最后两、三个字进

入,即:伴唱在主唱腔曲尾进入高潮时进入,这就不仅使唱

腔增加厚度和气氛,形成高潮,还使唱腔从高潮又回到低

潮,造成力度上的对比变化,使演唱不断向前推进。这种帮

腔可以是傩法师也可以是群众。这样一来,不仅增强了群

众的参与意识,也渲染了法事气氛。不仅如此,在傩歌的表

演过程中,还使用了锣鼓等打击乐以及牛角号、唢呐等吹奏

乐器。锣鼓、唢呐作为间奏、过门以及帮腔,时常贯穿在傩

歌演唱中的乐句前后,使整个傩歌的演唱气氛更加热烈并

富有色彩变化,对傩堂法事的效果渲染起到了很好的推动

作用。同时,傩歌演唱中傩师手舞铜铃、司刀、柳巾,身着傩

袍、傩冠、傩面具,合着简单的傩舞步伐,使整个傩堂法事过

程合并成了一个集吹、打、念、唱、舞、演为一体的综合表演

形式。笔者在沅陵七甲坪、筲箕湾以及凤凰腊尔山等地亲

历了这种傩歌表演现场,气氛热烈、场面感人,娱神娱人的

功能表现得酣畅淋漓。

二、傩歌的演唱内容

沅湘傩歌的内容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人们生活的各个

层面:从精神追求到生产劳动、从婚姻家庭到衣食住行,凡
是老百姓心里想的、行为做的都会体现在傩歌演唱的内容

中。傩师们通过傩事过程中的傩歌演唱以求得实现娱人娱

神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其歌词内容的阐述,实现其教育

的社会功能与价值。傩歌的不同内容体现在不同的演唱场

合,在傩堂法事中演唱的内容多与神灵有关,主要体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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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人相通等内容,如:《天仙送子》、《白旗.先锋》、《搬开

山》、《龙王女》等,在傩堂戏中演唱的内容则多与人们的日

常生活关联,主要是体现生产劳动和教育等内容,如:《三宝

舞龙》、《池塘会》、《金桥会》等。一套完整的傩堂法事演唱

的内容很多,演唱时间可达三天三夜,甚至更长。“请师”—
“申发”—“朝 文”—“立 寨”—“观 五 乐”—“接 驾 歌”—“安

位”—“呈牲”—“上熟”—“和会”……,内容丰富多彩、包罗

万象。从《辰州傩歌》[2]对沅陵傩歌内容记录来看,沅湘傩

歌的内容是空前繁杂的(沅陵七甲坪的上岗教傩歌共25场

次,河边教共20场次之多),某种意义上讲,傩歌几乎就是

傩文化的载体和传播的喉舌。

三、沅湘傩歌音乐的风格特征

沅湘大地汉、苗、土、侗等多民族混杂而居,中原汉傩的

传入与当地巫神文化交融后衍生的湘沅傩自然与沅湘大地

的生态文化结下深厚的渊源并打上湘西生态文化的烙印。

依附于傩文化的傩歌同样吸取了沅湘大地音乐文化的营养

而显现出湘西独有的风格特征。
(一)傩歌调式的多样性和调式功能的自然性

沅湘傩歌地域广泛,由此而产生和汲取本地民族音乐

的材料并促使傩歌调式的多样性是自然而然的。一般情况

下,沅陵一带傩歌是徵、羽调式为主:如:《判官勾愿》、《送

神》、《交标》、《接驾》、《传茶渡酒》等都是徵调式,而《立寨》、
《申发》等则为羽调式。而湘西自治州(凤凰、花垣、古丈、永
顺等地)傩歌则以宫、徵、羽三调较为常见。如凤凰腊尔山、

永顺等地的《呈牲》(例1)、《安猖》、《小生调》等。商、角调式

则几乎没有,这是因为傩歌是基于地区民歌、小调调式为源

头(湘西地区的民歌、小调中商、角调式很少)而形成的。同

时也是由民间音乐的民众艺术审美的自然取向所决定的。

傩歌的调式音阶以四声、五声为主,三、六、七声不多,音阶

中偏音、滑音的多少一是取决于演唱的程式(若有唢呐等固

定音高的乐器伴奏,则偏音、滑音较少,否则较多),二是取

决于傩歌艺人的艺术修养(乐感较强者,腔调稳定,字正腔

圆,反之则腔调随意,偏滑音较多)。

沅湘傩歌的调式功能进行常见为三种进行。一种是主

音强调、桩式环绕、平铺直抒、功能感不强,单一枯燥。如:

土家族傩腔《小生调》中的四句尾音都是主音“6”,单一直

接,毫无起承转合之功能进行特征;二是功能进行特征似有

似无,特征不明显,显示出一定的自由性,如:土家傩戏《白
旗·之一》中的第一句中的商与羽音之间似有羽调式的主、

属功能进行之感,但到第二句却意外地使主音落在徵音上,

造成徵调式结束的新奇意外之感;三是功能进行明显完整、

主属支撑、起承转合方正规范,这类傩歌较为普遍,显示出

整个沅湘地区傩歌的普遍特征。如沅陵七甲坪傩歌《二郎

回坛》(例2),就是这类傩歌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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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曲式结构的古朴、单一性

沅湘傩歌的曲式结构比较单一古朴,程式较为简单,一
般由吹管乐(唢呐、牛角号)或打击乐、唱腔、打击乐(吹管

乐)三部分组成,具有典型的民族特性,与湘西地区大部分

仪式歌曲特征基本一致。唱腔的双句体和多句体是曲式的

核心,一般分为起腔、主腔和尾腔三部分,各腔乐句多寡不

一,起腔、尾腔较为单一,以乐句为主,主腔则以乐段形式展

开,简述傩歌内容,其形式结构为:

从以上曲式结构看,沅湘傩歌的曲式结构特征带有浓

厚模式特征,显示其古朴和单一性。
(三)沅湘傩歌旋律发展手法的朴实性

沅湘地区傩歌旋律的发展手法主要依赖于“重复”。从

唱腔的扩大引申到色彩的装饰和变化,再到节奏的进行与

控制,几乎都离不开“重复”这一简单、纯朴的手段。主要体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同音重复,促使旋律发展。手法

为:将旋律中的调式音阶中的各个音反复同位重复,以实现

旋律静态的势能叠加,促使旋律向前发展,当前音的重复转

为后音的重复时,旋律便自然向前发展,它是“动”与“静”的
辨证结合,如土傩《打路引子》就是在宫、商、角、羽四音之间

不断重复而推动唱腔发展的。而苗傩《请神》(例3)则更是

彰显了同音重复的推动力量;二是唱腔主体动机固定重复,

推动旋律的色彩变化。手法为:使用唱腔起始时的主体(旋
律与节奏)为动机,并将这一动机贯串全曲,一方面可求得

唱腔的色彩统一,另一方面,在固定动机前提下后面旋律的

些许变化发展又造成一种新的色彩变化。如桑植傩歌《晒
衣调》中主体动机羽、宫、商三音的结合与八十六、四十六节

奏的固定变化,使整个唱腔显得回味无穷;三是旋律的变化

重复促进声腔的扩充。其手段主要为两种:一是乐句的变

化重复,即上下句腔头基本一致,落音稍有变化,可在节奏

也可在旋律上进行些许对比,使唱腔得以扩充;二是乐段重

复变化,这也是沅湘傩歌声腔扩充的主要手段,其在第一乐

段的“音乐形象基本腔”上利用“包腔”、“清唱”等手段使唱

腔既变化发展又和协统一。
(四)音乐取材的地方性

沅湘傩歌唱腔素材与其生境的地方音乐密切相联。一

般来说,沅湘各地傩歌腔调主要来自于当地民歌、花灯、阳
戏、高腔等(也有汉傩流入时的某些印记)。只有这样,才符

合傩文化传播生境中的文化认同。例如,沅陵七甲坪傩歌

中锣鼓板式与风格就跟土家族的打镏子几乎如出一辙。而

凤凰腊尔山的傩歌《呈牲》(例1)与当地山歌《想妹想到心里

痛》(例4)的关联就更加密切。前者不论是调式、音阶还是

旋律的起伏,几乎都与后者一致。稍显不同的是,前者在节

奏上更加紧凑,不像山歌那样自由而已。而这,也是因为傩

歌唱词是现成的、朗诵式的,不像山歌那样的即兴性而导致

节奏的自由。这种傩歌唱腔取材于当地原生性音乐素材而

彰显出其地方特征是自然的,也是使傩歌传承、认同所必

须的。
(五)沅湘傩歌板式、节奏的自由、简洁性

沅湘傩歌的板式与节奏因其与地方音乐(山歌、小调、

戏曲)的深厚渊源而显示出其自由、简洁和多样性。散板是

傩歌节奏的主要形式,以常言的“紧打慢唱”(即唱腔以自由

的节奏进行,而伴奏锣鼓则以流水板式的规律节奏、节拍有

序进行)和以“纯粹散板”(即从唱腔到伴奏都以自由发挥为

主)的形式出现。这种板式节奏、主要来自于民间山歌的演

唱形式。如凤凰山歌《想妹想到心里痛》(例4),纯粹就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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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发挥,想到哪唱到哪,无拘无束。另外,傩歌也承袭了汉

傩及其他一些节奏较为规范的戏剧(如辰河高腔)等的较为

固定的节奏模式,并以诵读型节奏展示在傩歌中。后附点、

大切分、小切分、二八、八十六、大附点等节奏型是傩歌的主

要节奏型。沅陵七甲坪的多数傩歌几乎都是这几种节奏组

合而成。再 如 腊 尔 山 傩 歌 《呈 牲》(例 1)中 的 节 奏:

……,规范统一,完全的七

言诵读节奏,朗朗上口。这种节奏一方面是易于诵唱,一方

面是语言特征所致。湘西苗傩歌唱腔中的短长型节奏就是

和苗族的语言习惯相关联的。湘西苗族在讲苗语时,为了

充分表达某些意思,在语言上一般要强调和加强后面的音,

因而,前一个音的时值较短,后一个音的时值较长,这样就

形成了切分形式的短长型节奏。
(六)沅湘傩歌衬词、滑音和倚音的地方语言性

沅湘傩歌的地域特征使其唱腔中的衬词、滑音和倚音

等装饰性音乐材料凸现出生地的语言习惯是自然而然的。

滑音是大湘西地区典型的语言特征也是山歌的典型旋

律特征。主要为上滑、下滑与勾滑(先下后上)。上滑一般

在句首起腔时,下滑一般在句末长音收腔时,而勾滑是在强

调某些起腔时出现,音头重并迅速下滑后立即返弹回来。

此滑音笔者在沅陵筲箕湾调查时就亲身感受过(而在凤凰

腊尔山雅酉也曾听到过)。这几种滑音的广泛使用使傩歌

极大地体现了当地民歌的风格和语言特征。这种演唱一方

面可使受众认可、接受,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湘西民众的乐观

和幽默性格。

衬词作为湘西傩歌的另一典型特征更加生动地体现了

当地的地方语音特色。“啊、哈、哎、哪、呵、呀……”(这些衬

词都是当地语言的常用词)等衬词在唱腔的首、尾、句中广

泛穿插使用,不仅使乐句得到过渡和平衡,又能起到引发、

衬托、押韵等协调声腔的作用。

倚音作为沅湘傩歌的又一特征,主要体现在唱腔的骨

干音前后,以单倚、双倚居多(也有三、四倚的,不多)。其中

又以前倚居多,后倚较少。倚音可以是主音上方的二度、三
度也可是同度,有时甚至是四度五度(主要看歌唱者的情绪

和音乐修为,有一定的随意性)。有时甚至是半音式的“键
缝音”。如腊尔山山歌《想妹想到心里痛》(例4)中的“3”音
音高就在“3”与降“3”之间,表现出奇特的唱腔效果和地域

特征。

四、结语

总之,傩歌作为沅湘大地的巫傩艺术形态的音乐事象,

深深根植于巫傩的文化血脉,并与沅湘大地土居原生的音

乐形态紧密相联,吸取了生地音乐艺术的基本营养,以较为

原始、生态、通俗的形态展现在湘西大地上。它的“化石

性”、民族性、地域性、纯朴性、艺术性充分展示了湘西大地

民族音乐艺术的本真状态。不刻意、不做作,简单明了、朴
实简略地反映了湘西民众朴素的音乐审美观。正是这种朴

素和纯洁自然使得巫傩这一“化石”的文化现象得以保存和

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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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MusicCharacteristicsof“NuoSong”intheGreatXiangxi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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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uoSong”,akindoffolksongshowingmysteriousreligiousworshipandmultiplefolk-cus-
tom,isrichinthegreatXiangxisphere.Ithasdiversemodes,plainmelody,simplestructure.Closelycon-
nectedwiththeuniqueregionalenvironmentandfolkcustom,itischaracterizedbylocal,dialectical,free
featuresandsimplemusic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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