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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定都北京，于今已近60年了。
六十年，一个甲子，共和国的人民、北京市的人民，在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过程中，亲历了多少成功的
喜悦、顺利的舒畅，以及挫折的伤心和迷惘。
然而，我们都已走过来了，我们毕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进步！
我们的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才会有今天的收获。
我们抚今忆昔，怎不激动和感奋！
当代北京编辑部用几年的时间，策划、编辑了这套《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
这套丛书属于当代北京编辑部组织编写的《当代北京丛书》中的史话系列，它的目的是记录和宣传北
京在新中国成立后，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发展和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取得的巨大成绩；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当代北京史的研究成果，帮助大家了解时代的进步、
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同时，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0周年，向世人展示当代北京的成就和风貌。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历史是需要用文字、图片等记录下来的。
记录的方式很多，党史、国史、地方志以及纪实文学等等都是。
这套史话丛书，则是既体现“史”的宗旨，即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注重完整性、科学性、知识性，
纵向脉络清晰，横向展现充分；又具有“话”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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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说起歌谣，人们都知道它是一种最为古老、最易流传、最为普及、最受群众喜爱的民间口头文学
。
说它古老是因为它在文字出现之前就诞生了，通过口耳相传，经历了多少个岁月轮回，朝代更迭，一
代又一代地传承了几千年，它伴随着我们的民族从远古一直走到了今天。
　　北京人对歌谣情有独钟，这是由于北京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特殊的政治地位所造就的。
说起歌谣，不敢说每个北京人嘴里都能一串一串地往外倒，但起码也能顺口说上它几首。
不信？
你听还有一首形容这种歌谣现象的歌谣：“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只要北京人，人人会几首。
”由此可见它普及之深、流传之广了。
　　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时期，会产生不同的歌谣，而不同时代的不同歌谣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
就是它大都是发自人民的心声，反映着人心的向背，抒发着百姓的爱憎，体现着群众的审美情趣，渗
透着社情民意。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所以《古谣谚》（清&#8226;刘毓崧）云：“上山下山问渔樵，要知民意听民谣。
”因此人们又把歌谣称为“天籁之声”。
　　可以说，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在歌谣的陪伴下度过一生的。
从呱呱坠地开始直到离开人世，每一个时期都会有歌谣与你相伴。
歌谣与人民的生活血肉相连，密不可分，因此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它也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贴近的典范。
因此它受到群众的喜爱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那么，什么是歌谣呢？
通俗地说：歌谣就是民间口头创作的诗歌。
著名学者朱自清教授在清华大学讲授歌谣课时就指出：本来歌谣就是原始的诗。
在我国古代，歌和谣是分开的。
早在先秦，就有关于歌谣的论述。
《毛传》注曰：“曲合乐日歌，徒歌为谣，”《韩诗章句》云：“有章曲目歌，无章曲曰谣。
”说白了，就是有曲有词，可以唱的为之歌；而有词无曲，只可吟诵的为之谣，也称徒歌。
有的歌谣，群众又叫它顺口溜，所以歌谣是以“合乐与否”“有无章曲”来区分歌与谣的。
因为它们都是来自民间的，所以又称“民歌”和“民谣”。
而歌与谣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两者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换。
如有些民歌原来有曲子，因时代久远而曲谱失传，只剩下可诵的词，就成为谣了。
如《诗经》、《乐府》中的作品原来都是有谱能唱的，由于曲调失传，只能作为谣吟诵了。
而有些民谣在流传过程中被人谱上曲或套上别的曲谱成为演唱的作品，就成歌了。
新民歌中就有很多徒歌变为乐歌的例子。
所以歌谣发展到后来有时相合，有时分开，形成时合时分的现象。
特别是到了现代，人们往往习惯于把新出现的民谣也称为新民歌。
如大跃进民歌、农村新民歌等等。
其实这些民歌大多并没有曲子，而是新民谣。
所以我们如果不是作学术研究的话，就不必去深究其界定了。
而现在我们统称的歌谣，即是民歌、民谣、儿歌、童谣的总称。
　　下面，还是让我们沿着历史的长河，去探究一下歌谣的渊源；再仔细地看看近百年来，京师谣是
怎样伴随着北京百姓，穿过了风云变幻的悲壮岁月，走进了奔涌向前的时代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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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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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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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歌谣伴你度一生每个人都是在歌谣的陪伴下度过一生的。
特别是北京人，从呱呱坠地的第三天，就会听到来到人世的第一首歌谣“洗三歌”。
“洗三”是老北京人在孩子生下第三天，由接生姥姥给洗澡的习俗。
姥姥一边给孩子洗澡，一边吟诵着“洗三歌”：洗洗头，不用愁，洗洗蛋，做知县，洗洗腰，一代更
比一代高。
对于喜添宝宝的父母及老一辈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来说，谁不愿意给宝宝讨个吉利呢。
这首歌谣正好唱出了大人们对孩子的祝福和企盼。
同样，祝贺孩子降生并祝福孩子锦绣前程的歌谣还有很多。
其中的一首《贺生子》唱道：一岁两岁娘怀里抱，三岁四岁小顽童。
七岁八岁把书念，念了四书念五经。
十七八岁中秀才，二十赶考进京城。
头篇文章做得好，二篇文章做得精。
三篇文章人人爱，朱笔点了个状元红。
这是祝贺一个从娘怀抱的婴儿到长大，走进学堂，中了秀才，再进京赶考，金榜头名，把一个小生命
最理想的成长过程都唱出来了。
这该是中国古时候，在人们心目中对一个生命成长过程最美好的祝愿。
人们的孩提时代，多是在摇篮里度过的。
随着妈妈轻轻地将摇篮摇来摇去，伴着妈妈那一首首动听的、有节奏的催眠曲，宝宝便甜蜜地进人梦
乡⋯⋯而这些在摇篮边唱的歌谣，都统称“摇篮曲”。
这些摇篮曲伴随着金色的童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摇篮曲不仅在我国各地区、各民族中都广为流传，而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各自本土的摇篮曲，它几
乎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
只不过，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内容和特色而已。
这也难怪，试想：妈妈在逗宝宝玩耍或催宝宝入睡时，只摇动摇篮，而无歌无谣相伴，那该是种多么
单调无聊的场面呀。
中国各地区的摇篮曲丰富多彩。
有些是在全国流传的，有些是各具地方特色的。
比如那首脍炙人口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外婆夸我是好宝宝⋯⋯”这首谣从南到北，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在传颂，只不过内容大同小异罢了。
而北京的摇篮曲有它鲜明的地域特色，如：杨树叶子哗啦啦，小孩子睡觉找妈妈。
搂搂抱抱快睡吧，麻猴子来了我打它。
杨树叶子有着鲜明的北方特色。
“麻猴子”是北京话。
但这是种什么动物？
“老北京”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只是大人为了哄孩子而编出来的一种让孩子害怕的动物罢了。
看来是虚指，不是实指。
不过这一名称含着浓浓的北京味。
但不管是多么凶猛的动物，妈妈可以打它。
这就给了孩子一种安全感，宝宝就可以安然入睡了：猫来了，狗来了，我家宝宝睡着了。
猫走了，狗走了，我家宝宝睡醒了。
孩子醒了，又要逗他玩，逗他乐。
于是妈妈一边胡拉着胖宝宝的小肚子，一边唱着：胡拉胡拉肚，开小铺，这儿卖盐，那儿卖醋。
逗得孩子咯咯大笑的时候，也是妈妈最开心的时刻。
宝宝能坐起来了，就不能老躺在摇篮里，要让他活动，和他做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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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做的游戏是“拉大锯”，这时，妈妈与他对坐着，手拉手，学着拉锯的动作，随着儿歌的节奏，
前后摇摆地唱着：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接闺女，请女婿，外甥孙子也要去⋯⋯孩子长大啦，上学了，智慧的大门已经开启。
这时，有些社会知识、人世哲学的童谣，开始给他们灌输，如：流传古今、家喻户晓的“小白菜”：
小白菜，地里黄，两岁三岁没了娘。
有心跟着爹爹过，又怕爹爹娶后娘。
娶了后娘三年整，生个弟弟比我强。
弟弟吃面我喝汤，拿起筷子泪汪汪，端起碗来想亲娘。
这首经过谱曲的儿歌，出现在清代中叶，流行于大江南北，歌声如泣如诉，凄切悲哀地诉说了一个遭
受继母虐待的儿童的心情，以唤起社会对身处逆境孩子的同情和关注，更让生活在幸福中的孩子们珍
惜母爱。
还有一首，《花喜鹊》，是反映不孝儿子娶了媳妇不要娘的儿歌，教育孩子长大结婚后要孝顺父母，
并懂得尊敬老人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花喜鹊，满身灰，娶了
媳妇把娘推；花喜鹊，叫喳喳，娶了媳妇忘了妈。
要妈就打架，打架就分家。
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丫头片子”、“毛头小子”长成了大姑娘、小伙子。
由少年成长为青年，生理上也逐渐成熟了，步人了青春时代，到了谈情说爱的佳期。
这时，情歌是表达各自感情的最好方式。
有些不好意思说的话和不便明说的事，都可以用情歌的形式表达出来。
所以情歌成为年轻人最喜欢的歌。
你听两首北京的情歌：不是好树我不栽，不是真情莫要来。
塘边栽棵金丝柳，等着凤凰飞过来。
又一首：不爱金来不爱银，只求郎意舍妹心。
有哥何须摇钱树，有妹不需聚宝盆。
看，两个相恋中的情人，将自己内心的情感用诗意的语言表达得淋漓尽致。
不但倾诉了衷肠，而且展示了语言的艺术美与音韵美。
像这样的情歌，可以说举不胜举。
年轻人在谈情说爱阶段，找到了各自的心上人之后，就进入了谈婚论嫁的时期。
下一步就是办婚事了。
结婚是人生的一大喜事，而且有一套婚礼仪式。
仪式中又伴唱一整套“喜歌”。
《娶媳妇喜歌》天公赐福进宝宅，又进人口又进财。
进得人口年年旺，进得财宝日日来。
正念喜，喜气多，我替姑娘把话说，在家敬父母，出门敬公婆。
一拜天．二拜地，三拜妯娌多和美，白头到老好夫妻。
一洒金，二洒银，三洒摇钱树，四洒聚宝盆。
聚宝盆上插红花，富贵荣华两亲家。
《结婚喜歌》迎新人喽！
铺红褥，倒红毡，新人下轿贵人搀。
一步一走摇钱树，步步走出紫金砖。
金童玉女临凡界，夫妻和合子孙延。
拜天地喽！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进入洞房。
结婚后，又要生儿育女，又唱“洗三歌”了。
人类就是这样循环往复、得以延续，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发展至今。
而对每个人来说，结婚意味着已经成家立业，于是要为理想而奋斗，为生计而奔波。
还要抚养子女，赡养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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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大千世界气象万千。
生活歌谣按种类分就有“市民谣”、“农民谣”、“劝世谣”、“世态谣”、“市井谣”等好多类。
“生活歌”是十大类歌谣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将在后面作专门介绍。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往往在忙忙碌碌中，发现自己两鬓染霜，方知已进入暮年了。
人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步入老年时光后，一切都看的开了。
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宽容待人，和谐处世。
但是，不是所有的老人都有这种境界。
于是，古时候有一首《知足谣》，是专门开导老年人的，也为老人们所津津乐道：靠山依水房数间，
行也安然坐也安然；布衣得暖胜丝棉，长也可穿短也可穿；粗茶淡饭饱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三
亩耕地一头牛，收也凭天荒也凭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酒在一边鱼在一边；夜归妻子话灯前，今也谈
谈古也谈谈；读书课子守志节，成也心宽败也心宽；日上三竿有劳闲，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到了现代的新社会，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比古时不知好了多少倍。
老年人退休有养老金，患病有医保，吃穿不愁，安享晚年。
于是，人们又按照《知足谣》的格式编出了《宽心谣》：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乐也一天。
遇事不钻牛角尖，人也舒坦心也舒坦。
每月领取退休钱，多也喜欢少也喜欢。
少荤多素日三餐，粗也香甜细也香甜。
新旧衣服不挑拣，好也御寒孬也御寒。
常与知己聊聊天，古也谈谈今也谈谈。
全家老少互慰勉，贫也相安富也相安。
内孙外孙同等看，儿也心欢女也心欢。
早晚操劳勤锻炼，忙也乐观闲也乐观。
心宽体健养天年，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这首歌谣现在流传甚广，因为它符合老年人的心理诉求。
既是引导老年人宽心处世，又是对今天生活的赞颂。
当一个人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之后，从古代到近代，在葬礼的仪式上还有一系列的“丧歌’’送行
，而那些“丧歌”，一般都带有深厚的迷信色彩。
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现在那些丧歌早已被奏“哀乐”代替了。
从“洗三歌”到“宽心谣”，歌谣伴随着每个人走过一生。
二、北京歌谣从头说中国的民歌，是中华民族最古老文明的先声。
在祖先创造了语言不久，随之而来创作的就是民歌。
它是在原始社会时代，先民们在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来的。
那时还没有文字，只能口耳相传。
现见于最早古文献记载的民歌，就是产生于黄帝时代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夫（古肉字
）。
《文心雕龙·章句篇》曰：“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
，'“黄世”即黄帝之世。
它唱出了先民们将竹子截断，做成弓，再用泥土做成弹丸去追杀猎物的狩猎活动。
《诗经》是中国的第一部诗（民）歌总集。
它产生于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它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六百年问，在陕西、山西、河北、
河南、湖北等广大地区的诗歌305篇。
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而“风”的几乎全部和“雅”的一部分即是民间歌谣，共160篇，不但占了《诗经》总量的一半以上，
还是该书的精华所在。
它反映出那个奴隶社会时代人民的生产劳动、婚姻爱情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广大民众所吟唱的歌谣
，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它像原野上的鲜花，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尽情释放着它原始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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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学起点；它给后来的文学和诗歌以巨大的影响；它是中国的文学之源，
诗歌之根。
在北京地区，现在能搜集到的最古老的歌谣，就是秦始皇时代所流传下来的有关修筑长城的歌谣共五
首。
万里长城，被赞为世界奇迹，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浩大的军事工程。
它有千百座名关险隘，而著名的九塞之一的居庸关及其外镇八达岭，就位居北京的昌平、延庆二地。
这也是北京的荣耀。
正是：“居庸、上关、八达岭，雄关三座保京城。
”如此雄伟巨大的工程，当时倾举国之力，征调数十万计的民夫，历经长达九年的修建，方才成型。
因此，它怎能不产生时代的呼唤，大众的心声呢！
只是时代太遥远了，现有五首歌谣从两千年前传承至今，已经是弥足珍贵的了。
当然，在这么长久的岁月里，特别是口耳相传中，其词句不可能不被改动，因此，也不可能与两千年
前产生它时一模一样。
但它的灵魂，它的精神内核不会改变，而且会在传承中不断地得到加强，被艺术加工。
在这些讲述修长城的歌谣中，大部分是倾诉修边民夫的苦难经历的。
如《孟姜女恨歌》，它是来自那个流传千古、家喻户晓的《孟姜女哭长城》的著名民问故事。
它是对于当时那种不顾百姓死活，强征民夫修边的秦始皇暴政的控诉。
同时，对于修筑长城为了防御外侮，保卫边疆的军事意义，群众也是清楚的。
所以也有部分歌谣是肯定这项伟大工程的意义的。
这正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同样都是发自人民的心声。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首《长城谣》：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北京歌谣史话>>

编辑推荐

《当代北京歌谣史话》：独具特色的北京歌谣，京师歌谣是一部百科北京社会发展史，新中国的歌谣
成为新国风，歌谣是人民群众表达心声的永存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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