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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江 南 民歌与 锡剧 同 为 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两者在整体上兼具江南水 乡特 色

，
是江苏 省 的 两 大

非物质 文化遗产 。本文以 江 南 民歌 、锡剧 为研究对象 ，
从文化的 角度分析江南 民歌 、踢剧的 形成和发展及两 者的

相互交流与 融合 ，探讨 江南民歌与锡剧在共生 的环境中所产生的音 乐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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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民歌与锡剧同为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者在整体上兼具江南水乡特色 ，是江苏省的两大非物质文

化遗产 。 笔者在 《江南民歌与锡剧的共生研究
——小调 《孟姜女》在锡剧中 的借鉴与运用》

一

文中指出 ：

“

在历史

渊源 、
地域特色 、 曲调等方面有诸多共同之处 ，但两者在声腔结合 、发声方法和表现手法上存在着

一

些差异性 ，

可以通过两者间的共性与差异性研究来探求两者的共生发展
”

。

［ ”本文在此基础上 ，
以江南民歌和锡剧作为研究

对象 ，对两者之间在共生的环境下所产生的文化发展进行探讨分析 。

中国的民族音乐文化丰富多彩 ，
各族人民都留下 了灿烂的 民族文化遗产 ，江南民歌 、锡剧等是中 国民族音

乐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经济文化不断发展 的过程中 ，锡剧和江南民歌也面临着时代的挑战 ，如何将

“

传

统
”

与
“

现代
”

相结合 ，在传承传统民族音乐精华的同时又融合现代特色 ，是关乎江南民族音乐生存发展的重要

问题 ，本文将从江南民歌 、锡剧的形成与发展 ，江南民歌与锡剧的共生文化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分析 。

一

、江南民歌的形成与发展

江南民歌起源于我国长江下游地区 ， 因为江苏的太湖流域 、上海和浙江的东北部为吴语系地区 ，古称吴地 ，

因此江南 民歌也被称为吴歌 。 吴歌在南朝乐府时期 ，作为
一

种歌体被收录进 《乐府诗集 ？清商曲辞 》 ，这些收录的

歌曲主要产生于长江中下游 。 现存吴歌多为女子的吟唱 ，体现女子的复杂情感 。

Ｐ１

明朝为民歌俗曲的繁荣时期 ，

冯梦龙在 《山歌》中收集了三百多首吴地的民歌 ，
从唱词 、句法 、结构到表现手法 ，都类似于现今的江南民歌 。 再

至清初 ，吴地人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会山歌 、小调与吹拉弹唱 ，形成了
“

尚乐
”

社会风气 。 江南民歌的历史悠久 ，
吴

文化孕育了吴歌 ，使现在的江南民歌具有委婉含蓄 、温柔缠绵的鲜明特色 ，与北方民歌的热烈宽广 、高亢昂扬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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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鲜明的对比 。

二 、 锡剧的形成与发展

锡剧作为江南地区的地方戏曲 ，起源于江苏的无锡和常州农村 ，被称为
“

太湖一枝梅
”

。 最早时乡 民们用当

地的民歌小 曲 、说唱故事作为娱乐活动 ，这些小调被称为
“

东乡 调
”

，后来逐步发展成为 曲艺形式的
“

滩簧
”

。江南

地区位于江苏的东南部 ，依山傍水 ，有南北京杭大运河贯穿 ，还有京沪高铁横穿 ，
可以说该地区交通便利 ， 商业

发展较为繁荣 ，进而使得无锡乡村和常州的民间小调 向城市流通传播 ，将 自娱 自乐的小戏模式发展到
一

定规模

的大戏 。在清朝后期 ，
无锡地区的采茶灯舞蹈身段发展为对子戏 ，随着时间的发展 ，

锡剧逐渐发展成为现今的
一

个剧种 。 由于锡剧起源并长期植根于农村 ， 因而乡土气息尤其浓郁 ，其剧 目大众化特质鲜明 ，在江南地域戏曲 中

有着相当的典型性 。

三 、江南民歌与锡剧的共生文化

（

一

）
江南民歌与锡剧共生的文化环境

民族声乐具有丰富的民族特色 ，是各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民族文化 、 民族历史 、民族生活习惯等交流 、融

合在
一

起形成的产物 ， 江南民歌与锡剧是民族声乐的重要分支 ， 同处于风景秀丽 、依山傍水的江南水乡 ，
有着相

同的文化环境 ，是江南地区居民生活习惯 、
生产方式 、生活习俗的重要体现 ， 同时也是江南文化的重要载体 ，

两

者在文化方面存在着共生之处 ，故笔者从江南民歌与锡剧的历史渊源出发 ， 了解两者在几千年历史长河 中的形

成与发展 ，探讨其文化方面的共生之处 。

在江南民歌 、锡剧发展的过程中 ， 由于江南地区人 口众多 ，社会娱乐文化需求较大 ，小戏发展为大戏的关键

在于文化环境 ，从无锡等江南地区的文化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锡剧 、
江南民歌的形成和发展 ，与其地理环境 、居

民生活习惯等有关 ，在其发展的过程中 ，
地域特性是关键性的因素 。

Ｐ１

锡剧来源于江南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 ，锡剧的背景音乐大都为江南的民间音乐 ， 如江南民歌 、说唱等等 ，
同

样 ，
江南民歌在演唱方面会吸收锡剧的唱腔 ，展现江南吴侬软语的地方特色和艺术风格 ，

故锡剧与江南 民歌在
“

江南水乡
”

这
一

共生的语言文化环境中相互交流 、融合 ，在江南形成了一种灿烂而又多元的民族音乐文化 。

（

二
）锡剧 中的江南

“

民韵
”

锡剧作为江南传统文化的精神财富 ，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江南民歌的音乐元素 。 例如在唱腔方面 ，锡

剧在原有唱腔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采用江南民歌中的山歌、渔歌 、船歌等 民间小调来丰富 自身的唱腔 ， 同时江南

民歌 中的韵味在锡剧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在演唱方面 ，江南民歌结合锡剧唱腔 ，会呈现出微波荡漾的气势 ，展示

出江南文化婉转柔美的艺术特色 。

在锡剧演唱中吸收中国 民族唱法 ，解决锡剧演唱中
“

真假声
”

换声的问题 ，加强锡剧演唱的基本功 ， 同时将

江南 民歌的抒情流畅与锡剧的缠绵委婉相互交流 、融合 、渗透 ，不仅能增强锡剧演唱的江南
“

民韵
”

，
还能展现江

南民歌独有的艺术魅力和婉转抒情 。 故笔者将从声腔 、 曲调 、演唱特点 、音乐素材四个方面来阐释锡剧 中江南民

歌的音乐元素 。

１ ．声腔

中 国的戏曲讲究
“

字正腔圆 、声情并茂
”

，作为
一

种审美标准已成亘古不变的真理 ，而锡剧作为地方剧种 ，采

用江南地区方言 ， 同样也讲究
“

字正腔圆 、声情并茂
”

。 锡剧属于男 、女分腔的曲牌板腔综合体 ，
经历社会的变迁

和时间的流逝 ，在 民间演唱过程逐渐发生衍化 ，

一

代代民间艺人对其演唱方法 、演唱声腔进行加工 ，将江南文化

艺术融入其中
，
如锡剧表演艺术家王彬彬独创的高亢清亮的

“

彬彬腔
”

。锡剧最初按照演唱角色的不同 ，分为生 、

旦 、净 、末 、丑来进行演唱 ，
不进行简单的化妆 ，身着素衣 ， 围坐在

一

起 ，每次 ５
、
６ 人演出 ，并结合江南民歌中的民

间小调进行演唱 。 随着锡剧的发展 ，在锡剧的演唱中 ，江南民间音乐的融人逐渐的增多 ，在江浙地区尤为常见 ，

１５ ５



社会科学 家２０ １６ 年第 １ ０期


当然在演唱的声腔上还存在苏滩 、
杭滩 、沪滩的区别之处 。

２． 曲调

锡剧属于曲牌板腔综合体 ，其曲调可分为三类 ：

一

是基本曲调 ，有簧调 、大陆调和铃铃调三个基本调腔系 ；

二是辅助曲调 ，从邻近剧种吸收来的 ；

三是江南民歌和说唱音乐等 。锡剧产生于江南地区 ，为此锡剧的曲调极具

江南水乡特色 ， 曲调优美华丽 ，婉转流畅 。锡剧的三个基本调 ，
各有个性 ，又互为补充 ，这三种曲调都有上下句结

构 ，上句称之为起板 ，下句称之为落板 ，在起落时间 ，可以插人旋律较为简单的类似于朗诵的清板来演唱 。 如锡

剧中的簧调为锡剧中最古老的 曲调 ，唱词通俗易懂 ，词汇和句格出 自于江南的长篇叙事 山歌 。 曲调吸收了江南

民歌的音调以及苏州弹词道情 、

“

说因果
”

等民间音调 。
［
４雙调中又包含了中急板 、长三腔等不同版本的唱腔 ，在

演唱时感情较为奔放 ，旋律优美 ，演唱节奏欢快朴素 然形成了
一种叙事 、抒情的 曲调 。

３ ．演唱特点

从各种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分析 ，其与文化都有较大的相关性 ，在演唱的过程中 ，
不仅是进行艺术的表

达
，
也是进行文化的表达 。 中国江南地区有水乡之称 ，

人 口稠密 ，风光旖旎 ，江南地域文化映射到锡剧等戏曲中 ，

在演唱的过程 中蕴含着婉转悠扬 、 秀美细致的江南文化韵味 。 同时锡剧也产生了不同 的流派和唱腔 ，
不 同的流

派就有不同的唱腔 ，在演唱的过程中 ，形成了不同的演唱风格 。 如锡剧中旦角的姚派 ， 唱腔音色清丽圆润 、咬字

清晰 ，演唱中运腔委婉 ，吸收了 民间小调等曲调 。而锡剧 中的沈派唱腔则是运用颤音对锡剧的旋律进行修饰 ，真

假音相互结合 ，产生轻柔而抒情的演唱特点 ，好比小桥流水般顺畅 。从锡剧演唱特点进行分析 ，产生较大影响力

的要属梅派唱腔 ，梅派唱腔圆润 、委婉 、俏丽 、明快 ， 富含了江南灵秀之美 。
［
５
］

４ ．音乐素材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 ，锡剧在音乐素材方面也在不断创新 ，在充分尊重原有剧种的基础上 ，将传统的锡

剧曲调与西洋交响乐 的音乐结构形式相结合 ，融人江南小调 、合唱和舞蹈音乐等元素 ，使舞台上的视觉听觉

效果焕然
一新 。 例如由常州市委宣传部 、市文广新局共同发起投排的大型原创交响锡剧 《天涯歌女 》 ，在音乐

素材方面进行 了创新 。
１
６
］该剧以

“

金嗓子
”

周璇为主角 ，其故乡 常州为全剧的背景 ，
剧 目开场以管弦乐连续奏出

八个重音为前奏 ， 引 出 了源于江南小调 《四季歌 》的女主人公周璇的音乐 主题 ，在音乐处理上旋律更细腻委

婉 。 此外 ，这部锡剧中还加人了被人们熟知的江南小调 ，如 《无锡景 》 、 《月 圆花好》等 ， 用独唱 、合唱和重唱的演

唱形式与传统锡剧 曲调唱腔相融合 ，不仅体现了
“

交响锡剧
”

要传承传统锡剧 的精髓 ，而且表现形式要符合当

代年轻人的审美观点 。

江南地区的文化具有开放性 、包容性等特点 ，这与该地区居民的生活环境 、生活习惯以及生活习俗有着密

切的联系 。 江南风景秀丽 、依山傍水 ，交通便利 ，江南民歌和锡剧是江南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管是在声

腔 、曲调 ，
还是演唱特点 、音乐素材方面 ，锡剧与江南民歌产生了共生的文化 ，在锡剧的发展中 ，江南民歌发挥较

大的作用 ，充分展示了江南民歌的民族韵味 。

（

三
）江南民歌中的锡剧风格

锡剧与江南民歌有着密切 的联系 ，在锡剧唱腔的发展中 ，借鉴了 ［
孟姜女春调 ］ 、 ［九连环 ］ 、 ［

绣荷包 ］
、
［
紫竹调 ］

等江南民歌小调 ，两者因为同处于共生的语言环境 ，可以说两者相互辉映 ，锡剧中包含江南民歌 ，江南民歌蕴含

了锡剧风格 。 在江南 民歌演唱中 ，吸收中 国传统戏曲锡剧中 的民族演唱精髓 。 如在唱腔方面 ，吸收锡剧中的
“

喊

嗓
”

来扩展江南民歌演唱的音域 ；汲取锡剧的
“

念韵 白
”

，加强声腔结合 ，从而丰富江南民歌的特性 ；
在舞台表演

方面 ，借鉴锡剧中的唱做念打 、手眼身法步 ，从而更好地表现民歌风格 。

江南地区的民歌与锡剧的演唱风格 、特点等非常相似 ，锡剧来源于江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 ，
在锡剧

中插人的音乐为江南地区的 民歌 、说唱 ， 同时在锡剧演奏中 ，还加人了 当地的民族乐器 ，
将锡剧与江南民歌有效

结合在
一起

，形成了
一种丰富而又多元化的文化艺术 。

语言是文化信息的载体 ，方言作为一种语言现象 ，与发展过程中的地域文化相互影响 。 江南民歌有 自 己独

特的语言特色 ，
在音色 、音量 、语速等方面与锡剧有所不同 ，在演唱技巧和风格方面注重发挥民歌的色彩 。 在江

南民歌和锡剧演唱方面 ，都是使用吴方言进行演唱 。 中 国戏曲
一

向强调
“

依字行腔
”

、

“

字正腔圆
”

，
锡剧的语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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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就是吴方言 ，生命力就在于使用吴方言 。而江南民歌又有
“

雅俗
”

之分 ，

“

雅
”

体现在主题旋律的
“

起承转合
”

上
，

呈现出合辙押韵的现象 ，这主要是因为江南乃是文人雅士荟萃之地 ，所以在江南民歌中 ，避免不了有文人创作

的歌词或者是文人处理过的歌词 ，在演唱的过程中 ，

一般不采用江南地区的方言演唱 ，
而是采用与汉语普通话

相近的 中州韵 ，例如 《四季相思》等 。 而江南民歌的
“

俗
”

则指我们江南当地的民歌 ，与锡剧处于共生的文化环境

中
，
采用的是吴方言 ，歌词长短不一 ，例如 《拔根芦柴花 》 、 《新山歌调》 、 《无锡景》等 。 在语言方面 ，江南民歌在不

断发展 ，
不仅借鉴了锡剧 中音腔的音乐元素 ，保留原汁原味的锡剧风格 ，还将委婉 、清亮 、缠绵的江南地方特色

呈现出来 ，
呈现出了地方语言之美

同时 ，江南民歌中也采用了锡剧的曲调 ，蕴含着锡剧风格 。
１

７
１如王志信老师根据江南小调改编作曲 的 《孟姜

女 》 ， 以四季为序 ，音乐节奏非常均匀流畅 ，旋律则平稳 ，歌词则哀怨深情 ，表达的感情委婉却丰富极致 。 它的曲

调采用
“

鱼咬尾
”

的音乐形式 ，在江南民歌中较为少见 ，然而在锡剧 曲调中 ，却较为普通 ，所以从曲调方面 ，
可探

知江南民歌中蕴含着锡剧风格 。 《孟姜女 》是中 国民歌中影响力较大的歌曲之
一

，也是 目前改编较为成功的大型

声乐作品 ，其乐段以柔和黯淡的羽类色彩为主 ，音调与色泽以光润明亮 、起承转合为主 ，整个乐曲情感表达的委

婉哀怨 ，
通过对比的手法 、诉说孟姜女思念丈夫的沉痛心情 ，将生动感人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 在 《孟姜女 》

中 ，锡剧的演唱风格有突出体现 ，
将锡剧 曲调中的

“

孟姜女 ．四季春调
”

进行改编 ，故 《孟姜女》可以称之为江南民

歌 ，也可以称之为江南戏曲 ，是江南广为流传的 民间音乐 。

四 、小结

从江南民歌与锡剧的形成与发展 中可以看出 ，江南民歌与锡剧在演唱风格 、文化环境上产生了共生文化 ，

两者是在共通融合的过程中发展而来 ，所以锡剧蕴含了江南民歌的特色 ，江南民歌也保留了锡剧 的风格 。 作为

江苏的两大非物质文化遗产 ，正是两者在江南地区共生环境中的相互交流与融合 ，吸收各 自的文化内涵和艺术

特色 ，成为了 中国传统文化灿烂的文化遗产 。

随着时代的发展 ，锡剧与江南民歌 ，在历史和时间的沉淀下 ，
不断衍变创新 ，融合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

地域特色 ，不仅应受到重点保护 ，进行传承和发展 ，更应开展深度研究 ，充分发掘其特点和文化内涵 ， 从而为其

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中国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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