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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贵州位于祖国大西南云贵高原东部，面积为17.6万平方公里，97％为山地和丘陵。
全境山脉纵横，珠江、长江水系的支流奔流于万山丛中。
在中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贵州是一条民族交会的大走廊，是一块多民族的集结地。
华夏族系、氐羌族系、苗瑶族系、百越族系的诸民族及蒙古、回、满等民族于不同时期、不同方向进
入贵州，与贵州的原住民相交会，逐渐形成了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
这种分布特点，使贵州文化，特别是民族民间的音乐文化呈现出了小块多元的特色！
　　贵州高原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贵州历年来多处出土的史前文化遗址，清楚地显示出贵州高原上古人类活动的足迹。
出土文物还证明，商周时期，贵州逐渐从铜石并用过渡到青铜时代；战国晚期，贵州开始有了铁器；
西汉中、后期，贵州快速进入铁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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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中笑，1940年生于贵州天柱县，侗族。
贵州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研究员。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重庆
长江师范学院兼职教授，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委员，贵州民族音乐研究会主要创始
人之一并长期担任学会领导工作。
主编出版了《贵州少数民族音乐》、《贵州民间音乐概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
）、《侗族大歌研究五十年》等论著；参与编撰了《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少数民
族传统音乐》、《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词典》（任戏剧分支副主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贵州卷》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贵州卷》（任常务副主编）；在《中国音乐学》、《中国音乐》、《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等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思绪录》、《歌乐——民族音乐学分
类中的新成员》、《民族音乐学与贵州》等文章数十篇；发表了歌剧、舞剧（蹈）、影视、声乐作
品300多件，获省级以上奖60余次。
《园里牡丹芍药》获文化部首届“群星”大奖；《拉太阳》获获首届贵州省“文艺奖”一等奖；《黄
果树瀑布》获2008年“多彩贵州”歌唱大赛“十大优秀歌曲”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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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题引一 侗乡二 侗人三 侗俗四 侗乐第一章 伴和着山风荡漾的缕缕情话——玩山歌第一节 玩山歌的诱惑
——《出门得见对门坡》第二节 玩山歌的摇篮——《好个小妹好人才》第三节 玩山歌的色彩——《
不是花椒不麻口》第二章 浸润着姑娘后生情思的青春恋曲——月堂歌第一节 行歌坐月吐心扉——《
变成蝉儿随你飞》一 谦虚是侗族人民的传统美德二 共同劳动，互相帮助是侗族男女青年的爱情基础
三 “姑表婚”是侗族男女青年婚姻自主的最大障碍四 争取婚姻自、王是侗族男女青年的共同愿望五 
潜在语言表达了侗族人民的丰富感情第二节 贝巴、果给交相辉映——《我恋情郎就像米恋糠》第三章
彰显着亲缘情愫的侗乡夜乐——婚俗歌第一节 月夜鞭炮声声脆——《脚来到耶门前》第二节 伴嫁歌
多情又长——《出门得见轿子红》第四章 装点着中华乐苑的古榕新技——歌乐第一节 一人拉唱出“
多声”——永不消逝的记忆第二节 “歌乐”理论诞生记——来自总部的首肯第三节 “歌、乐”互动
展新颜——民族音乐分类新成员第五章 展示着远古遗风的艳丽山花——拦路歌，踩堂歌第一节 侗寨
门前歌声欢——莫怪我们来拦路第二节 族众“哆耶”祭祖母——家家户户都吉祥第六章 辉映着侗乡
歌海的耀眼明珠——乐班第一节 歌的海洋惜无器乐第二节 远方信息传来佳音第三节 深山探宝喜获“
金矿”第四节 声、乐并茂音乐民族第七章 负载着宗族信仰观念的巫风乐语——祭祀乐第八章 光耀着
农业文明社会的艺术奇葩——侗族大歌结语音画的绚丽光芒参考书目编后 闭卷遐思浮想联翩歌碟目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侗族篇>>

章节摘录

　　几百年来，那些拥人清水江畔的古老侗寨三门塘的中原商人充当了中原文化的传播者，土著村民
在保存着生命力极强、特色浓郁的语言、习俗的同时，又以博大的胸襟在生产、生活上吸纳了中原商
人带来的许多先进的技术和信息，有着汉文化尤其是楚文化的明显烙印，并将其巧妙地融合于自己的
民族文化之中。
　　三门塘的侗歌也很动人。
当杨老师知道我想听当地侗歌的愿望后，请来当地几位青年歌手，满足了我的要求。
我知道，这里是清水江边，流行的应该是天柱玩山歌调中的“河边腔”，我惊异的是，他们竟然非常
熟练地唱完“河边调”后又同样熟练地唱起了“高坡腔”、“后山洞腔”，几乎天柱各地侗族的各种
歌，他们都会唱。
“怎么这么多地方的歌，你们也会唱啊？
”他们说：“怎么不会？
现在交通方便了，赶场、走亲戚、各种歌会，我们都能碰上，都能在一起交流。
再说啦，他们高坡有姑娘嫁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这里的姑娘也有人嫁到那边去——人一走动，歌也就
跟着走动了。
”　　这种现象，反映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文化交流方面的特征。
　　结束了在三门塘几天的活动，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令我今生难忘的小寨了，真没想到，全寨的大伯
、大妈、妇女、儿童，倾寨相送。
在热闹的鞭炮声中，身穿节日盛装的妇女们拉着我们每个人的手，一边送出寨门一边唱着那略带忧伤
的送别歌，小孩子们簇拥着几天来辅导他们的李妈妈（孩子们这样亲切地称呼李慧敏老师）。
更没想到，出了寨门，热情的人们居然并未止步，跟随一起登上了开往远口镇的大小木船，上了木船
，歌声不断，抽泣声不断，真是唱哭了几船人，唱哭了一江水啊！
那天正逢远口赶场，这些唱着送别歌的妇女和儿童们，在那拥挤的乡场上，旁若无人地簇拥着我们，
一边哭一边唱，赶场的人群全被吸引了过来，在场坝上不知又唱了多少时间。
歌声撞击着我的心灵，那难分难舍的情意，使老泪夺眶而出，后来竟泣不成声，心也碎了！
可是，歌声再醉人，亲情再醉人，我们总是要走的啊！
车子启动那一刻，我的视线已被泪水挡住，再也看不清那渐渐远去的亲人们的脸庞⋯⋯　　几年以后
，有人再去三门塘，村民们还向他们讲，那年张老师他们来，离寨时，张老师哭了，哭得很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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