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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华蓥高腔是流传于川东、华蓥山一带的一种无伴奏、清唱的传统民间山歌,其音调高亢、节奏自由、

内容丰富、极具地域特色,但至今尚无全面系统的研究。 本文从自然地理环境、农耕稻作的生产方式、移民文化

三方面入手,通过查阅史料、田野调查等方法探讨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及分类情况,以便挖掘其内在的价值,进一

步理解和认识我国传统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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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蓥高腔是流传于川东、华蓥山一带的一种无伴奏清唱民间山歌,其声调高远奔放、音色纯净透明、
歌腔自由舒展、共鸣漫遍山野。 除具有高腔山歌的普遍特征外,华蓥高腔还具有内容广泛、种类丰富、衬
字多用“哦”“呜”等特点。 华蓥高腔的历史悠久,2011 年入选重庆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华蓥高腔山歌记录并讲述了川东、华蓥山一带人民的生产生活、民风习俗,见证、反映了百姓在迁

徙、成长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感情、意识,深受当地人民喜爱。 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华蓥高腔这一

传统音乐瑰宝已成为当地人民历史记忆和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华蓥高腔的研究现状

传统民歌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具有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
蕴含着高度的历史、文化、审美价值。 民歌同人们的生产劳动、社会生活有着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反映

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笔者田野考察及资料研究的结果显示,华蓥高腔山歌是一个尚待发掘的乐种。 目前,除重庆市渝北

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重新整理了原江北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印的《中国歌谣谚语集成·重庆

市江北县卷》,编印成《渝北区民间文学集成》(二)歌谣卷,其中收录了部分曲谱和相关的歌词,其他如

传承人、民间艺人口传心授的音乐形态、表演程式,以及华蓥高腔音乐的历史、文化、发展等相关内容的

口述资料匮乏。 笔者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查阅发现,国内外对华蓥高腔研究的文献甚少。 现有的研究中,
李蕊君的《地方非遗“华蓥高腔”作品简析及传承》简要介绍了华蓥高腔的作品类别、演唱形式、歌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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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等[ 1 ] 。 毕杰的《构建“华蓥高腔”校本音乐课程的实践探索》以华蓥高腔在重庆华蓥中学的美育教学

实践探索为例,探讨该校在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方式方法。
 [ 2 ] 这些文献对华蓥高腔

仅作了简要介绍,尚无以华蓥高腔山歌为对象的专门研究。
近年来,重庆市渝北区文化旅游委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开展了华蓥高腔的发

掘、收集、整理等工作。 华蓥高腔主要流布地之一的渝北区茨竹镇广泛开展了华蓥山歌进校园、进社区、
进机关活动。 目前华蓥山歌在辖区 6 所学校、18 个村居广为传唱。 2015

 

年,茨竹镇主办了首届华蓥山

歌大赛,参赛人员主要来自于学校、社区和机关。
自 2018 年以来,笔者多次深入华蓥山一带,走进渝北区茨竹镇、华蓥村、秦家村、放牛坪村、两路镇、

龙兴镇以及广安市邻水县高滩镇,实地采访了多位传承人,做了大量的口述访谈、演唱实录。 与重庆非

遗保护中心摄制组、渝北区茨竹镇文化专干、传承人一起多次深入重庆市华蓥中学校、重庆市渝北区茨

竹中心小学校、华蓥村等地,进行华蓥高腔山歌的传播、推广和录制,先后于 2020 年 7 月、9 月参加了渝

北区文旅委主办的“华蓥高腔研讨会”,与渝北区茨竹镇文化站、重庆市华蓥中学校、重庆市渝北区茨竹

中心小学校建立了紧密的研究合作关系。 在前期开展的工作中获得了大量的一手文字、图片、音视频等

重要资料,为进一步研究华蓥高腔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华蓥高腔形成的主要成因

(一)自然地理环境

华蓥高腔山歌流传于川东、华蓥山一带,包括重庆市渝北区境内的茨竹、兴隆、木耳、大湾、秦家、中
河、统景、悦来、古路、大盛、白岩,重庆市北碚区偏岩、三圣,四川广安市邻水县幺滩、九龙、坛同、高滩、子
中等区域以及达州市渠县三汇等地。 自古以来,史籍文献中便有大量关于古代民族沿华蓥山这一走廊

地带迁徙活动的记载,因而被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家称之为中国西部最为重要的“文化走廊”之一,具
有人类社会发展的优良环境。 华蓥山由北向南地跨巴蜀,横贯川渝两地,自古以来是连接湘、鄂、黔、陕
的交通要道,渝北又是串联川陕的水陆要津。 资料记载,华蓥山“四面环拱,正峰孤峭插天,绵亘巴、合、
岳、邻四县之界,盖坤隅之雄镇也。” “冬春积雪,如晶玉铺山,琼瑶盖地,日照积雪,光华灿烂” [ 3 ]110。 华

蓥山一带及周边丘陵起伏、江河众多、溪流蜿蜒、广有洞泉,槽谷、峰丛、石林、溶洞、暗河分布,与美洲的

阿巴拉契亚山、安第斯山并称世界三大褶皱山系,构成“一山三岭二槽”的地貌形态。 《广安市志》记载

“两溪夹谷,石壁如削” [ 4 ]1715。 《垫江县志》称:“群山环绕,道路迂回” [ 5 ]83。 过去重庆、川东一带的交通

十分不便,乡间山路崎岖坎坷,弯多路窄,江河水路汹涌澎湃,滩多水急。 装卸、扛抬、挑担、推车、抬花

轿、抬棺等运输全靠肩挑背扛。 重物靠一人往往无法搬移,需要多人合作,整体用力,运用力学原理,通
过绳索、棒棒等工具将所抬物体的重量均匀分解到每个人肩上。 队伍从小到大,由 2 人到多人组成。 所

抬之物有时重达 2 吨,这时人们就会把强体力劳动与民间歌谣结合起来,喊起号子、唱起劳动歌协调步

伐、统一行动。 华蓥高腔山歌多半是劳动歌和号子,号子依据不同的工种和传唱环境,分为搬运号子、工
程号子、农事号子、船渔号子等,常被称作“喊号子”“吼号子”。 华蓥山被称为“川东式”背斜构造低山,
以坡度较缓的低矮山丘为环境基调,地质坚硬、地表起伏和缓。 山中石头多,是重要的建筑材料,建房码

石脚、做街沿石、垒堡坎、砌院墙、打院坝地板、铺石板路等都有需要,所以开山凿石十分普遍,石匠也就

成为大受欢迎的一个职业和群体,有的人一辈子以石匠为业,人们谓之“石匠师傅”。 和石头打交道是

重体力活,尤其是开山打毛片石,没有力气是不行的。 石匠抡起大锤、高高举过头顶,把力量聚于双手,
高唱起开山号子:“哦……咳咗! 千斤的铁锤举上了天,哟呵……咳咗” “哦吙哦吙扎拉拉! 打得石柱嘛

两边崩嘞”。 抡大锤非常费力,为了缓解疲乏,恢复体力,石匠师傅往往会扯起嗓子吼起大锤号子:“大

锤一响连石起,嘿佐,嗨哟咗,拿下拿下要拿下,嘿佐,嗨哟咗!”古朴结实的声音似唱又像是嚎,高亢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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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豪放穿越,长长的拖腔,漫遍山野,响彻岭谷。 笔者通过对《石工号子》 (撬石号子)、《冤家一想泪不

干》(石工歌·大锤号子)、《滑大石料号子》 (石工号子)、《下坡石王如水流》 《御临河船工号子》 《嘉陵

江船工号子》等多首号子分析发现,号子全曲的四分之三为衬词,由自由随性的引子和节奏规整的号子

组合而成,有一人唱、一领众合和不用领唱大家齐唱等形式。 以下是一人唱的大锤号子《打得石往两边

崩》:
哎,哎哦吔哦吔哎呀,　 　 　
打一锤来嘛哼一声罗,
哦哈荷哦哎哎,
吔哎哦吔哦吔哎呀,
打一锤来嘛哼一声罗,
哦哈哦哦哎哎,
打得石往嘛两边崩嘞,
咳咳哎咳哎,
扎拉拉拉拉。

这首单人吼唱的大锤号子,是石工在举锤和落锤时即兴唱出的自由嘹亮的山歌性腔调。 唱词无特

定内容,正词只有三句,大量使用了衬字。
上水号子《连手追》为一领众合的形式:

哟,拿下来吔哎,吔哎吔哎吔哎……
吆哦,倒下来哟嗬嗬,墨脑壳嗬,
墨脑壳嗬,嗬哦嗬哦嗬哦嗬。
追到嗨,嗬啦咗,嗬咗。
喔呀哇,吆哦,连手儿,
追到嗨,吆呃哪吆哦,
吆哦嘿嘿莫吆一莫嘿,
吆哦嘿莫嘿嘿莫吆一莫嘿莫。
吆哦嘿莫,嘿莫吆一莫嘿莫,
吆哦嘿莫嗨嗨嗨嗨,
嗨嗨嗨嗨呀嗨嗨。

此上水号子一领众合,“拿下来”“倒下来”是一领喊号,以喊为主,和号时唱衬字,喊唱结合。 由于

上水拉船劳动强度极大,众船工连手追,所以“吆哦嘿莫嗨嗨嗨嗨”的声音高昂,铿锵有力。
华蓥高腔的劳动号子节奏明快,韵辙严谨,唱词朴实风趣、幽默,内容丰富,别有韵律,尽显舒展自

如、悠扬洒脱的特色。 “山歌,山歌,山里头到处是歌”,他们唱山、唱水、唱劳动、唱生活,唱前天的事、唱
昨夜的情,诉说着石匠的沧桑与艰辛,展现了下力人的坚韧不拔。

川江从巴蜀大地奔流而过,扼守三峡,占据天险。 流布区内黑水滩河、后河、寸滩河、朝阳河、长堰溪

等多条河流密布,华蓥高腔盛传的渝北境内御临河纵贯,有长江、嘉陵江环绕,船工号子在域内很有特

色。 船工号子分川江号子、嘉陵江号子与御临河号子。 其中,有高亢激越的上水号子、激烈振奋的过滩

号子以及抒情悠扬的平水号子。 华蓥山一带的百姓不受时间、地点、形式的约束,生产生活中见什么唱

什么,看什么唱什么,做什么唱什么,想什么唱什么,唱词非常丰富,往往以沿江的地名、物产、历史、人文

景观为题即兴编创,密切结合民俗活动,形象演绎乡间琐事,具有娱乐性、知识性和哲理性。
自然地理环境与传统音乐总是相伴相生,共同作用。 “把一种音乐与其根植之文化环境联系起来

考察,是民族音乐学最重要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 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包含有文化地理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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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6 ]345。 华蓥高腔山歌与其赖以生发的自然地理环境具有内在联系,它是在巴蜀自然地理与人文环

境等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历史性累积的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长时期的传唱过程

中,华蓥高腔逐步发展成为一种自成一格的特殊山歌品种,显现出强烈的地域特征和多样态风格,成为

巴蜀传统民歌中最具特色和个性的歌种之一。
(二)农耕稻作的生产方式

川东、重庆位于长江流域的上游,以稻作为主的农业经济发达。 冬暖夏凉的温润气候适于农作物生

长……所谓“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 女工之业,覆衣天下。 名材竹干,器械之

饶,不可胜用” [ 7 ]535。 据考古发掘材料,川东三峡地区农业的出现至少应在五、六千年前[ 8 ] 。 川东地区

适宜农业耕作的平地与缓坡地的面积占全部土地总面积的 59. 26%,土层深厚、适宜耕种。 《广安县志》
载:“广安稻有数十种,以女儿谷为佳,名日‘广安粘’”。[ 9 ]332 栽秧有完整的农事程序,秧子栽下半月,要
薅头道秧并唱秧歌,说是“秧子薅得嫩,当淋一道粪”。 薅秧时要唱歌,有“薅秧不唱歌,田里稗子多”的

说法,成群的山民一边裁秧、薅秧、扯草、除稗,一边喊唱山歌。 清至民国,境内各地民歌流行,主要的就

有薅秧时唱的薅秧歌。 歌唱时一领众和,有习惯性的歌词,也有触景生情,随编随唱,顺口、押韵、诙谐,
非常解乏。 曲调基本由本地的号子、田歌以及本地的民歌、山歌、小调等加以融合变化而来,既有小调、
田歌的朴素优美性,又有山歌音色透亮、节奏自由的抒情性。 流行在渝北茨竹、秦家一带的《薅秧歌》唱

到:“大田薅秧沟对沟,捡个螺丝往上丢,螺丝晒得爹开口,农夫晒得汗帕流。”歌中“汗帕流”,即“汗帕流

水”的省略,意思是汗水太多,连擦汗的汗帕都流水了。 薅秧歌是村民们薅秧时必唱的高腔山歌,在华

蓥高腔中颇具影响力。 又如:“太阳出来喜洋洋,大田薅秧行对行。 这边唱歌逗幺妹,那边唱歌惹情

郎。”歌中巧用动词“逗”“惹”,含蓄地表达了幺妹、情郎相互倾心、相互爱慕,羞涩而又多情的内心情感。
情歌在华蓥高腔山歌中有很大的数量,高腔山歌往往成了幺妹、情哥的“月老”和“情物”。 例如高

腔禾籁《扯把稗子像窝秧》:
扯把哟稗子呵像窝(一个)秧哦吔,
新接呃哟媳妇呃喂像姑(一个)娘哦吔。
好比啰后园啰喂茴香的(一个)草啰,
(情哥也! 喊啥子儿啰!)
那轻轻哟绊倒喂喂……
满屋呃哟香哦吔。

这里引用的高腔禾籁是由高腔山歌演变而来,以一人领唱为主,后加花禾籁尾子。 如:“脚踏栀子

树嘛,手掰栀子花嘛,捞开栀子叶嘛,摘朵栀子花嘛,摘来哪个戴嘛,摘来情妹戴嘛,闪朵闪朵逗人爱也也

禾籁夜嗨禾,禾籁也熬角哟。”
以上这些极具代表性的华蓥高腔山歌,反映了当地人民在繁杂辛苦的劳作中坦率的热情,显示出华

蓥山先民苦中作乐的良好心态,交织着炽热的爱情。 歌曲意切情真,直出肺腑,不假雕琢,毋须做作,毫
不矫情,是华蓥山一带人民“真人” 所发“真声”,恰如《刘三姐》 所唱:“山歌都是心中出,哪有船装水

载来!”
一些地方栽秧结束后,要请戏班子唱木偶戏、唱秧苗戏或唱禾苗戏,说是“谢神灵”,祈求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 稻谷成熟后,农家用新米煮的饭连同菜肴供在桌上,先请“天老爷”,再请祖宗,此为尝新。
如此井然有序的场景同样见于《邻水县志》:秧苗孕穗时,农村通常请艺人唱“秧苗戏”,预祝风调雨顺,
害虫除净。 每年的第一天栽秧,俗称“开秧门”。 这天,主人必备丰盛的酒菜招待栽秧人。 薅秧时,农民

呈一字形排于田间,以脚薅秧并常以薅秧歌相伴,一人领唱,众人合唱,其内容多为调子固定的顺口

溜[ 3 ]858。 戏班人员少、行头少,“黄泥巴脚杆”也可上场,主角表演时既要做栽秧、薅秧的动作,又要充当

乐员。 禾苗戏、秧苗戏演出剧目以民间灯戏小型歌舞为主。 灯戏起源于巴蜀农村的“秧苗戏”,采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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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巴蜀本地和外省流行的民歌小调[ 1 0 ] 。 其唱词多属上下结构,句句押韵,常附加衬字、嵌词,不断变

化的唱词依据基本固定的唱腔旋律重复演唱。 华蓥高腔有少量的灯调,车灯调《懒婆娘》是其中较为典

型的一首:
吹起床号了,她还在床上。
别人在吃饭,她才穿衣裳。
你啰里啰嗦干些啥名堂?
别人说她像啥子? 像个懒婆娘。
金钱梅花啰,荷花闹海棠。
吹了上班号,还是不扎慌。
别人都走了,她也还不忙。
啰里啰嗦好逍遥。
她反转还说你忙哪样? 忙些啥名堂!
金钱梅花啰,荷花闹海棠。
吹了休息号,马上就搁到。
摆下龙门阵,合理又合法。
吹了哦收工号,心头好扎慌,
工具乱丢起,扯伸脚杆跑。
慌里慌张回家忙,你巴不得早点拢,
这下不是懒婆娘。
金钱梅花啰,荷花闹海棠。

车灯调唱词以七字句居多,正词上常附加衬字、嵌词,句尾押韵。 曲调朴素明快、叙事性强,“荷花

闹海棠”是其特征性尾句。
在文化地理的分区上,华蓥高腔山歌流布地是长江上游农业文化特征相对独立的一个区域。 在湘

北、鄂西、川东的山区,农家有一种生产形式,即边干活边喊山歌。 那儿的山歌不是“唱”而是“喊” [ 1 1 ] 。
几千年来,华蓥山一带的劳动人民面对年复一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喊起“黄荆树儿发白头,
你唱山歌我不愁。 你的山歌唱完了,我的山歌才开头。”山歌在此起彼伏、络绎不绝中与天地融合,与自

然共生。 民间山歌和农耕文化之间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传统的农耕劳动赋予了华蓥高腔

独特的地域特色。
(三)移民文化要素

明末清初时期,巴蜀地区人口消减,为了利用巴蜀地区“千里沃野”的自然条件,清政府颁布《垦荒

令》,采取招民垦荒的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巴蜀移民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颇深的“湖广填四

川”即肇始于此。 据《邻水县志》记载,移入邻水的湘楚之民约 30 个姓氏,大部分落业于御临河沿岸,少
部分落业西槽。 这些姓氏移入邻水之后,繁衍人口,勤于耕作。 重庆在清代中期,已逐渐形成了巴蜀一

大都会,大量迁入的移民在生产劳作之中、生活闲暇之余,唱上几曲高腔山歌,抒发眷恋家乡之情,寻找

归属感,表现出对文化娱乐强烈的需求。
“清康熙到乾隆年间,湘、鄂、赣、闽、粤、桂、滇、黔、陕等省人民奉诏徙蜀。 有的在广安境内定居后,

募资修建同乡会馆” [ 4 ]1521。 现在川渝两地的江西会馆留下了不少明代的建筑。 自明初开始,徽州和江

西商人沿江西上的络绎不绝,戏剧本来是经济兴盛以后的产物,乐观土风,正是远方行客一点精神上的

安慰。 青阳调入川,可能就在这个时期[ 1 2 ] 。 会馆每年在赛会的日子里一定要载歌载舞,有时是整月唱

戏。 会馆一般集中分布在商贾辐辏、交通便利的水陆码头或移民集中的区域,所以一年到头仅酬神演剧

一项就从未间断[ 1 3 ] 。 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东水门长江边上的湖广会馆,曾有“戏台九重,台台不见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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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华蓥高腔唱词“奴同干兄去观会,酒戏都唱七八围”就真实描绘了会馆、庙会宏大的演戏场面,可以

见出当时看戏人数众多以及演戏戏种的丰富。 会馆、寺观、庙宇演戏连绵不断,小调歌谣成为娱乐的主

要艺术形式,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与此同时,震荡山野田间的华蓥高腔也“移步” 至集市、
场镇。

据《广安县志》载:民国时期,境内曲艺艺人众多,常见曲艺形式有圣谕、评书、荷叶、金钱板、清音、
快板、花鼓等多种[ 9 ]668。 表演的场所主要是城镇茶馆。 早在唐宋时期,境内锣鼓班子已较普遍,亦有唢

呐、笙箫、竹笛、竹号吹奏者。 后丝弦、弹拨乐器传入,器乐种类递增。 清末民初,城镇乡村均有一些由业

余爱好者组成的锣鼓班子,民众每遇婚庆、丧寿、朝香拜佛,有条件的都要请一个或两个锣鼓班子演奏。
各锣鼓班子敲击吹奏相互配合,喜怒哀乐毕现于其中。 风俗人情与传统音乐同劳动人民生活有着紧密

的联系,大多数民事活动都伴有相应的民歌,民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受风俗人情、民事活动和民俗心理

的制约。 “不唱山歌死湫湫、唱起山歌唱九州。” “说起唱歌我不推,糍粑落地不巴灰。” “要说唱来就要

唱,草帽接到坎坎上。”“说起唱歌我就爱,衣服不穿披起来,鞋子不穿拖起走,沿山沿岭我都来”。 华蓥

高腔山歌的歌词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山歌贯穿于华蓥山一带民间生活中,在各种各样的民事活动和多

姿多彩的民俗文化事象中,山歌几乎无时不在。
清至民国,境内各地民歌流行。 主要的有薅秧时唱的薅秧歌,女子出嫁时坐歌堂唱的嫁女歌,丧葬

时唱的孝歌,还有纤夫拉船时喊的号子和石工打大锤时唱的开山号子等等。 秧歌由一人领唱(称搭歌

头),众人应和,流行甚为广泛。 嫁女歌,有出嫁者唱的,有出嫁者的姐姐、妹妹、表姐、表妹唱的,内容多

为表感谢、诉思念、致歉意之类。 如“柑子树儿一片青,没跟姐姐帮到针;柑子树儿一片黄,没给姐姐帮

到忙”等等。 明代万历时,境内有火龙舞、狮子舞,每逢春节,均有耍车车灯、摇采莲船、打连箫、踩高跷、
耍龙舞狮的民间艺人或爱好者表演。 清代前期,云童舞传入境内,遇较大香会还有跳云童之类的舞蹈活

动。 而距今已有 1250 年历史的“华蓥山滑竿抬幺妹”更是川东华蓥山文化的精华,“华蓥山滑竿抬幺

妹”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至今华蓥山每年还举办民俗风情十足的“幺
妹节”。

移民中不乏有知识有涵养的被贬或是被废黜的官员,他们来到巴蜀,创办私塾、开办义学、修建书

院、教学授徒,促进了巴蜀教育的发展,提升了巴蜀人的文化水平。 同时也把他们喜爱的各种家乡戏剧

带了过来,促成了民间音乐文化的浑融、保存和演变。 外来移民与华蓥山一带的土著居民相融共生,结
成了一个吃苦耐劳、团结进取的特殊族群。 移民也移戏,腔随地改,音随地移,除了活泼欢快的灯调为巴

蜀民间固有,其他声腔或来自吴楚,或来自赣湘,或来自秦鲁,不一而足。 华蓥高腔山歌《正月里来是新

春》就有湖南花鼓调的旋律音调。 还有由河南、河北传来的车车灯,清初陕西、湖北等地移民带入巴蜀

的连箫词,如《连箫一打就开台》《连箫一丢这里丢》。 华蓥高腔唱词中还出现了耍龙灯、扎风筝、龙船、
车灯调等。 总之,华蓥高腔与各地民间音乐、民间艺术发生过音程特色与调式的交融、句体结构的交融、
音阶调式的交融,在腔式形态上产生了相互影响。 随着时光流逝,外地人生根落地,客家人已把汉调视

为自己的戏剧,用以慰藉乡愁乡绪。
“人口在空间上的流动,实质上就是他们所承载的文化在空间上的流动,所以说,移民并不单纯是

人口的迁移,本质上更是一种文化的迁徙” [ 1 4 ]6。 随移民流入巴蜀的弋阳腔、青阳腔、昆曲、陕西梆子、湖
北汉调、徽调等多种南北声腔剧种通过会馆、寺观的戏台相继传播开来,戏台的功能已衍化成了乡村礼

俗与民间歌乐互融共生的文化空间。 客家山歌、黄梅戏、豫剧、江西的傩戏和采茶调等成为华蓥山一带

民间喜庆活动的重要娱乐形式,在长期的发展衍变中,南北声腔与本土的薅秧调、川江号子、民歌小调、
本土灯戏、说唱曲艺、宗教音乐等逐渐融合,形成了具有当地地方韵味的杂交戏种、歌种和乐种。 华蓥高

腔一唱众和、一人徒歌的演唱特点脱形于外来戏种的帮、唱形式,歌者自由掌握音调高低和曲调长短缓

促,衬词的嵌入依歌者即兴演唱而定。 华蓥高腔男高音演唱同弋阳高腔假音、川剧高腔假音一样特色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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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大移民背景下,华蓥高腔在发源、传播与发展中,无论孰先孰后、谁的影响大,彼此之间都是相互融

合、吸收,共同促进与发展的。

三、华蓥高腔的种类

华蓥高腔的资源非常丰富,按照内容大致分为情歌、劳动歌、风俗仪式歌、生活歌、时政歌等几大类。
(一)情歌

华蓥高腔中情歌数量较多,极具特色。 青年男女常借助情歌在山野田间抒发对心上人的爱慕,表达

自己想要表白的、又难以启齿的柔肠百结的心事。 “唱戏一半假,山歌句句真”,其丰富多彩的内容,是
当地人民生活的一面镜子,有关史料就有当地“以歌为媒”的记载。 代表作有《莫让情哥打赤脚》 [ 1 ] 《新

造船儿十八舱》 [ 1 ]等。 例如《莫让情哥打赤脚》:
莫得草鞋给奴说,　 　 　 　 　 　 　 　 　 　 　 　 　 　
点起灯盏搓麻绳,
快快搓来快快打,
莫让情哥打赤脚。

“点起灯盏搓麻绳”表现了为给情哥打草鞋熬更守夜
 

、不辞辛劳的情景。
流传于江北县龙王乡的高腔山歌《新造船儿十八舱》,把大姐假装买米实则看情郎的情形描写得绘

声绘色。 山歌采用比兴起势的结构手法,演唱形式灵活,可随意入曲。 如:
新造(那个)船儿(买)十八(要哇)舱(啊)(呜哦呜哦)
装载(呀呜呃)白米(要哦呃哟吙)
下乌(要哇)江(啊)(呜哦呜哦)
乌江(要那呜呃)
大姐(要哦呃哟吙)
来买(要哇)米(呀呜啊呜呃)
脚踏(要呜啊呜呃)
船板(要哦呃哟吙)
手把(要啊)舱(啊)(呜哦呜哦呃)
抓一把(啊呜呃哟吙)
白米(啊呜呃)看(那呜呃)
一无(那呜阿呜呃)
稗子(啊呜呃哟吙)
二无(那呜啊)糠(啊呜哦)(啊)
家中(啊呜呃)
还有(要呃哟吙)
万担(啊呜哦)米(呀呜呃)
情哥(呃)(哪里喊那啊呜呃)(哦)
假装(那呜啊)来买米(啥)
来看(那呜啊呜依)郎(啊呜哦呃哟吙)

总之,华蓥高腔山歌中的情歌丰富多彩,演唱风格各异。 有借物喻人、低吟浅唱,间接流露爱慕之情

的含蓄细腻的情歌;有“喊唱山歌”式直抒胸臆、开门见山的爱情“告白”;还有心无旁骛、忠贞如一的爱

情歌曲。 它们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了当地青年男女恋爱婚姻的甜蜜和酸涩,从中折射出对待恋爱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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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的不同态度和观点。
(二)劳动歌

劳动歌中的抬工歌、搬运号子、大锤号子、拗石号子、抬石号子、上水号子、过滩号子等音调高亢洪

亮、歌腔激昂亢奋。 薅秧歌、榨油歌、跑堂歌、田歌、平水号子的曲调基本取自本地的民歌、山歌、小调,经
过融合变化而来。 此类劳动歌既有小调、田歌的朴素优美性,又有音色明亮、节奏自由的抒情性。 不同

的劳动号子,无论在节奏上,还是在旋律上都有其独自的特点。 但有一点却是各种劳动号子都有的共

性,那就是不管领唱部分如何变化,帮腔部分都是比较稳定,并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 演唱时注重喷口、
强调字头,节奏自由却又在板式里。

劳动号子是一种因劳动而产生的民歌。 它在集体合作性较强的劳动过程中具有协调和指导劳动的

实际功能。 为了统一步伐,调节呼吸,释放身体负荷的压力,劳动者经常边干活边喊叫。 这些呼喊声逐

渐被劳动人民美化,发展为歌曲的形式。

薅秧歌一般由两句、四句的七言歌词组成一首曲调,句式整齐,合辙押韵,有很多下滑音、波音等装

饰音。 与劳动号子相比,薅秧歌一类的山歌演唱以声音自然明亮、简洁明快为主。 曲调短小、音域不宽,
大都为五度至八度。 川东、重庆地区的薅秧歌源远流长,历史悠久。 人们一边薅秧、一边闲聊,相互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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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成为了农耕劳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三)日常生活歌

这类歌曲与当地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逢节日或男娶女嫁、新屋竣工、生辰、祝寿、生子等民事活动

时经常用到,是当地民风民俗的一种体现。 《高腔山歌》《山歌越唱越开怀》是华蓥高腔中具有代表性的

生活歌。 笔者根据华蓥高腔第五代传承人胡长林的演唱视频、第六代传承人张文坤的现场演唱,采录了

《高腔山歌》:
叫我呃唱歌呃哦呜我不哟呜推哟哦呃　 　 　 　 　 　 　 　 　 　 　 　 　
那糍粑呃呜落地哟哦呜呃不巴哟灰哟哦呃

耗儿哟呃不吃哟呜(那个)死老啰呜鼠哦呃

(那)好汉啰呜不吃哦呜眼前啰亏哦呃喂

这首《高腔山歌》运用了大量的衬字,使其整体的音乐性更强,情感表达更加丰富,具有扩充音乐结

构的作用。 又如《山歌越唱越开怀》 [6] :
自古呃(下滑)华蓥呃哟呜(长拖)山歌(儿)啰呜(长拖)多哟哦呃

幺妹(儿)嘞呜呃你生来呃哟呜(长拖)你爱唱嘞呜呃歌吔哦呃

放(读 huang)牛呃(下滑)坪上呃哦呜(长拖)梨花(儿)啰呜(长拖)开哟哦呃

(那)山歌(儿)啰呃(下滑)越唱呃呜(长拖)越开哟哦呜(长拖)怀哟哦呃

《山歌越唱越开怀》共四个乐句,每句中有较长的拖腔,拖腔出现在每一个乐句的高潮点,具有极强

的表现力。 华蓥高腔中还有一部分反映过去妇女生活情况的诉苦歌。 此类歌曲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表达

了旧时人们对穷苦的诅咒以及旧时女子婚姻失败遭遇悲惨的情状,兼有叙事和抒情的特点,生活气息浓

厚。 如:
黄金树儿嫩苔苔,
生朝满十望女来,
大女清早回来了,
二女上午回来了,
三女下午回来了,
夜晚点起好明灯,
娘母之间说原因,
大女修行放给王员外,
二女修行放给李状元,
只有三女才没修,
放给半山上那个打草鞋的,
打一尺来算一寸,
搞到上顿没下顿。[6]

日常生活歌的演唱特点是演唱者可根据自己的情感添加装饰音,在乐句中间衬词处还可自由延长

音符时值,形成很长的拖腔,人们可尽情抒发自己的情感,得到最大的满足。
(四)风俗仪式歌

孝歌、祝寿歌、说春词、出嫁歌等风俗仪式歌多采用旋律固定、歌词重复或变化重复等方法演唱。 旋

律一般是级进或回旋,少有大跳音程,唱词口语化、通俗易懂,歌唱委婉起伏、朴实简洁。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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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 3 / 8 拍的《哭嫁歌》 [6] ,节奏规整,音域在四度以内,音程跳动不大,旋律起伏舒缓,浓郁的抒情

性中包含着新娘对家的眷恋、对父母的不舍。
有关婚礼、寿礼、丧仪的种种歌谣还有很多。 其中有一首长达 2300 字、约 300 句的《劝善养亲歌》是

《渝北区民间文学集成》 (二)歌谣卷中最长的一首,极富地方特色。 风俗仪式歌的风格特点是音域不

宽,旋律音调平稳,节奏相对规整。 演唱形式上除独唱外,多数是对唱、齐唱和一领众和。

四、结　 语

在地理区域中,川东、华蓥山一带是相对封闭的地理板块,“大移民”使华蓥高腔逐渐浸染多种文化

基因,丰富了华蓥高腔的形式和内容。 华蓥高腔山歌正是孕产于村坊小曲、里巷歌谣的人文环境,最终

演变成川东、华蓥山一带具有代表性的传统音乐,是不可多得的乡土文化载体。 生活在华蓥山一带的人

民真诚地与大自然对话,积极、主动地创造自己的生活。 面对大山峻岭、沟槽川壑,睹物达意,他们用高

亢悠长的歌声传达与大自然搏击生存的喜怒哀乐,讲述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物质创造历程,借以抒发情

感、传递讯息、调剂情趣、提振精神。 华蓥高腔把大自然客观世界的形态表象、天地万物的循环往复,反
映投射于创作思维中,把传统文化复制于歌声中,记录了当时的社会风土人情,对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

了引导作用。 在“向无曲谱、只沿土俗”“改调歌之”“错用乡语”的灵活和包容中,高腔山歌成了他们记

载历史、传播知识、进行社会交流的重要手段,也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一部分。 华蓥高腔山

歌情绪乐观豁达,既有坦率热烈的山野真情,也有华蓥山区人民的机敏与含蓄豁达。 在体裁品种和风格

类型上,迥异于长江中游的荆楚音乐和长江下游的吴越音乐,形成一种独立性、大众性为主的文化风格,
显示出“杂糅”多样的特征及独特的文化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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