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儋州调声是一种汉族民间音乐曲艺，由
儋州山歌脱胎而来，用儋州方言演唱，节奏明快，

旋律优美，感情热烈，可歌可舞，具有鲜明的地方特
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被誉为“南国艺苑奇葩”。
2006年，儋州调声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调声多为男女集体对唱，进行调声时，男女双方
各自排成一队，勾着手面对面进行对歌。男女各有
一位领头歌手，负责起调、领唱、指挥与选择歌

曲。按照传统，男女青年利用逢年过节或农
闲时候，特别是中秋节，欢聚在乡镇集市

或附近山坡进行对歌。
（吴心怡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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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乡歌海，千年古郡。历史悠久的调声
早已成为儋州代表性的一张文化名片，也是
儋州儿女的文化“乡愁”。有一首儋州山歌唱
道：“儋州自古称歌海，山歌催得百花开，人人
都是山歌手，山山水水是歌台。”儋州调声也
是如此，凡是讲儋州话的地方，就能听到调声
的歌声和旋律。

相传，儋州调声诞生于西汉时期，主要发
源地包括今天的峨蔓、木棠、光村等北部沿海
地区。有说法称当时儋州沿海多有盐场，盐
工在长期枯燥的劳动中习惯演唱山歌解闷。
但山歌节拍自由松散，不适合一边劳动一边
唱，久而久之，这些工人唱的山歌就自然演变
成节拍鲜明、节奏规整的歌曲，也就是调声。

2023年6月21日，儋州调声传承基地揭
牌仪式在洋浦新英湾办事处太平社区唐屋村
民小组举行。“洋浦是儋州调声的发源地之一，
唐屋村调声历史悠久，村里男女老少几乎都会
唱调声，所以我们将传承基地选在了唐屋村。”
儋州市文化馆文化遗产部主任王孔智说。

调声起源于儋州北岸，却因为时代的发
展、人口的迁移而逐步推广开来。在儋州市
文化馆里，王孔智向记者展示了一张“儋州市
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分布图”，其上清晰地显示，调声在该
市那大镇、洋浦经济开发区、木棠镇、光村镇、
峨蔓镇、白马井镇、新州镇、中和镇、东成镇、
海头镇、排浦镇、大成镇、雅星镇、王五镇均有
分布，占儋州乡镇的大部分。

据介绍，儋州各个乡镇到处都是调声高
手，几乎人人都可以参加“调声队”。2001
年，海南首次举办儋州调声节，各乡镇一下
子涌现出278支调声队，近万名群众参加了
那次活动。

与儋州市海头镇隔珠碧江相望的
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也有

能唱儋州调声的群众。春
节期间，海尾镇大安村
举办篮球赛，大安村
妇女们就带来了
调声表演，增添
了现场的欢乐
气氛。

“昌江、
三 亚 等 市
县，讲儋州
话的地区、
儋州人聚集
的地区都会
有人演唱调
声 。”王 孔 智

说，此外，在外务
工的儋州人也会将

他们以此为傲的调
声带出儋州，带到各

地。

“张纲二哥且啊水井，诗乡歌海有啊有名
声，姑村水井棒呀棒名声……”近日，海南日
报记者一来到儋州市中和镇水井村，村里的
女子调声队队员曾益花就展示了珍藏在手机
里的演出视频。这首调声曲目名为《水井情
歌》，由儋州调声创作者洪万儒作词作曲，描
绘了水井村男女通过调声传情的场景。

一首专属于水井村的调声曲目，足以窥
见这个村庄对调声的热爱与坚持。“唱调声特
别快乐，村里人大部分都会调声，也经常凑在
一起边唱边跳。”曾益花说。

举人张绩，“儋州第一歌王”

曾益花今年48岁，加入水井村调声队已
有17年，但她实际唱调声的时间已经有30
多年了。“我母亲也会调声，干家务时也经常
会哼上几句。”曾益花告诉记者。

说起村里唱调声的历史，曾益花并不知
道确切的时间，她只知道“我小的时候就常听
到”。其实，水井村演唱山歌、调声的历史十
分悠久。北宋苏东坡谪居儋州时就常听到百
姓在演唱调声、山歌，还因此写下了“蛮唱与
黎歌，余音犹杳杳”的诗句，而水井村位于东
坡书院东南约2公里处，自古文风鼎盛，村民
爱好诗词歌赋，其中最为出名的当数被称为

“儋州歌王”的张绩了。
张绩，字张纲，因在家里排行第二，又被

唤作张纲二，幼时举家迁至水井村。民国《儋
县志》记载，张绩“赋性聪颖，读书过目成诵，
博通经史，能文章，工诗赋”，于清嘉庆二十三
年考中举人。他还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喜爱
创作山歌，并在所作山歌中保存了大量与少
女情歌互答的记录。

“初到头更坐一会，扬声哥唤侬不听。天
边没有飞鸿过，付信催姑赶步行。”“坐到四更
身冻冷，见侬不来鞋上踭。欲去转忧侬蹑到，
十遭举步九难行。”有一晚，张绩等待情人相
见，从一更守到六更情人却始终未来，于是作
情歌以抒怀，曲尽其折地展现了小伙等待意
中人时焦躁不安、心思细腻的一面。这就是
儋州山歌史上经典的《叹五更》，至今仍在儋
州民间广为流传。

除了《叹五更》，张绩还创作了《千里诉衷
肠》《弄梅情歌》《怀念旧情人》等作品，至今还
是儋州百姓百唱不厌的名篇，张绩也因为作
品流传数量最多、质量最好、影响力最大，被
称为“儋州第一歌王”。

在张绩的影响下，儋州调声、山歌在水井
村愈加流行，水井村村民更加爱唱爱跳，能歌
善舞。

村中盛行，人人都能唱调声

“我们村基本人人都能唱，所以调声队也
没有固定的队员人数，需要表演的时候谁有
空就上。”曾益花说，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到
邻村表演，村里出了一百多人前去唱调声。

曾益花告诉记者，水井村调声队的特点
就是人数众多，一字排开很有气势，伴随歌声
的动作整齐划一，很有观赏性。

在曾益花展示的视频中，队员们或排成
一字型，或排成一个圈，动作虽不停，队形和
节奏却丝毫不乱，队员们穿着一模一样的服
装，连脸上笑容的弧度都大差不差，整齐得

“治好了强迫症”。因为这些优势，水井村调
声队在附近村庄远近闻名，隔壁村庄一有喜
事就会请她们去“调几首”。

整齐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成的。曾益花
说，现在村里大部分人都在那大镇打工，为了
提升调声水平，他们经常在那大镇寻找空地
或场所来练习。“平时就练习自己熟悉的曲
目，到了有活动、有表演的时候，我们会提前
一星期彩排，准备演唱的曲目，排练队形。”

农历二月十二，调声队要到东成镇一个
叫莱村的自然村去对歌。很快，曾益花就要
投入到排练当中。“工作一有空就会去练习，
唱调声不会觉得累，反而能放松心情，越唱越
高兴。”她说。

“民间调声有不成文的规矩，一般同村男
女不对唱，都是其他村的男队邀请我们村的
女队来调声，或者我们村的男队邀请其他村
的女队来唱。”曾益花介绍，这种男女对唱的
形式让调声成为儋州当地百姓千百年来“社
交”的重要形式，有许多男女因调声相识相
恋，最后结为夫妻。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到其他村去调
声，连续调了十几首歌，用了三四个小时，男
队唱一遍女队唱一遍，气氛上来后男队又唱
一遍，女队又跟着回一遍。”水井村女子调声
队领唱曾庆凤说。

为什么一首调声曲目能翻来覆去地唱那
么久，甚至不厌其烦地连唱几个小时？曾庆
凤告诉记者，调声队伍其实也在悄悄比赛，对
歌时会比哪方声音更大，哪方动作更利落，比
气势、比表情、比气氛……在这种暗自较
劲的氛围中，男女双方的歌声此起彼
伏，一浪赛过一浪。“虽然表面上
看，歌词旋律一直在重复，但
我们是越唱越高兴，越唱越
激动。”

“现在最出名的调
声就是《嘱姑九点半》
了，这是比较年轻流
行的曲目，大家爱听，
我们也爱唱。”曾庆凤
说，随着时代的发展，
儋州调声的表演曲目
和形式都有了创新。

“形式上，我们也不拘
泥于站成一排来唱，有
时候会摆一些特别的造
型，比如排成‘水井’两个
字；曲目上，新歌越来越多，除
了表达爱情外，还有很多赞美
好政策、好生活的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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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声美律满儋州
■ 海南日报记者 吴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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