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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B08

长流方言属于古吴扬越语
言，是汉藏语系侗傣语族壮傣
语支的一种。长流民歌是长流
方言（俗称长流话）的衍生物，
由于历史过于久远，已经没有
明确可考的文字记载。

据《那秫村志》记载，乾隆三
十三年（1768年），那秫村（今海
口市秀英区长流镇新民村）读书
人王斗文中举（1771年恩科进
士）的消息传到家乡长流地区
时，当地歌手编写了夸赞他的民
歌，并在长流地区迅速流传，这
首民歌一直传唱到当代，说明至
少在清代长流民歌的传唱已经
非常普遍而且广泛。

长流民歌的演唱区域主要
在长流地区，就是包含长流、西
秀两镇在内的使用临高方言的
区域，总人口接近十万人。长
流民歌扎根本土，深入人心，几
乎每个村庄都有几十到上百人
在生活中经常练习民歌，美德、
博养、大效等村庄的民歌手积
极参与各类民歌演出活动。

以情歌对唱为主

长流民歌在当地百姓中口
口相传，世代传承，历久弥新，
虽然鲜有文字记载，却广泛流
传于民间。

笔者调查发现，长流民歌
的演唱形式多是即兴吟唱，高
手可以从身边事物信手拈来，
形成现场演唱的歌词，这可以
说是长流民歌最大的特点。

长流民歌的唱词一般分为
四句，以七言为准，偶尔也会有
六字或八字、九字的情况，可以
反复吟唱。词的表现带有鲜明
的古骆越遗风，大量使用“叠句”

“叠字”“比喻”等手法，比如“侬
走在路走急急”“讲短讲长讲哥
才”等歌词。同时，歌词每句最
后一个字必须押韵（长流话）。

长流民歌内容取材广泛，
来源于生活，着重反映劳动人
民在生产生活中的真情实感，
主要选取天文、地理、动物、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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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岛北部在海南岛北部
海口羊山海口羊山、、长流等长流等
讲临高语地区讲临高语地区，，一一
提到提到““果商果商””，，上了上了
年纪的村民没有不年纪的村民没有不
知道的知道的。。然而然而，，不不
可望文生义可望文生义，，这里这里
说的不是从事水果说的不是从事水果
买卖的商人买卖的商人，，而是而是
用当地方言传唱的用当地方言传唱的
民歌民歌，，如如，，用石山方用石山方
言演唱的言演唱的““石山民石山民
歌歌””，，用长流方言的用长流方言的
““长流民歌长流民歌””。。

据了解据了解，，““果果””
在临高语方言中意在临高语方言中意
为为““果实果实”“”“成果成果””，，
而而““商商””则是我国传则是我国传
统音乐五声音阶统音乐五声音阶
（（宫宫、、商商、、角角、、徵徵、、羽羽））
中的一个音阶中的一个音阶。。临临
高语多倒装句式和高语多倒装句式和
语序语序，，““果商果商””其实其实
就是就是““商果商果””，，大致大致
可以理解为可以理解为““用古用古
代商调演绎的音乐代商调演绎的音乐
果子果子””。。

长流民歌在传长流民歌在传
承和创新方面承和创新方面，，群群
众基础好众基础好，，民间活民间活
动多动多，，近年来焕发近年来焕发
出了勃勃生出了勃勃生机机。。

物、节气、耕作、生活抗争及
身边的人、事、物为内容，吟
唱自己经历过程的所见所
想，是当地百姓社会生活和
内心的真实反映。新时代，
长流民歌与时俱进，把丰富
的社会生活内容题材融入
歌词中，创作出了许多新的
方言民歌。

长流民歌的演唱形式
主要有对唱、独唱以及合
唱，但以对唱为主。男女对
唱也是长流民歌最显著的
特点。比较典型的有传统
民歌《哥问侬答》：（男）侬知
什么果在杆？侬知什么花
向下？侬知什么眼反上？
侬知什么口反下？（女）侬知
波罗蜜果在杆，侬知芝麻花
向下。侬知蟹田眼反上，侬
知鸟鹰口反下。

从长流民歌这些直译
的歌词，不难发现有一个共
同特点，就是语序颠倒，如

“蟹田”是“田蟹”，“鸟鹰”即
“鹰鸟”（老鹰）。这与长流
方言的语言习惯有关，长流
方言以倒装句为主，主谓颠
倒，即谓语在前主语在后的
特点。

在长流民歌的吟唱中，
出现频率最高、作品数量最
多、最受欢迎的是男女情歌
对唱。追求纯真爱情，表达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民族
传承数千年不变的追求。
比如传统民歌《哥想和侬合
五行》，歌词长达十六段，采
取问答形式表现了一对青
年男女相互追求婚恋的过
程，其中也不乏俏皮诙谐的
对话，十分风趣幽默，体现
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其
中一段女方唱的：“狗吠汪
汪吠鸡啼，阿哥打伞巡后
家。巡去巡回找妚英，妚英
出门不在家。”短短几句歌
词有场景，有画面，有情感，
有人物，表现了青年男女丰
富的恋爱感受。

长流民歌的唱腔固定，

只有基本唱腔，当地百姓喜
闻乐见，不分男女老幼，不
管文化程度高低，一学就
会，很容易入门。

长流民歌基本唱腔采
用的是“商调”，百姓称唱民
歌为“唱果商”，即“商调古
乐结成的果子”。据《礼纪·
月令》：“（孟秋之月）其音
商。”

“商”是指中国五声音
阶宫、商、角、徴、羽中的第
二个，即 1、2、3、5、6中的
2。五音中各相邻两音间的
音程，除角与徵之间、羽与
宫（高八度的宫）之间为小
三度外，其余均为大二度，
是中国传统声乐理论中采
用的音级标准。从这个角
度看，或许可以推断出长流
民歌传唱历史之久远。

长流民歌爱好者众多

西秀镇博养村是琼北
地区人口最多的大村庄，也
是长流民歌的重要传唱区
域，博养人从古至今积极参
与创作和传唱了许多长流
民歌，演唱长流民歌的群众
基础非常好。每年村里有
喜庆节日，如“外嫁女回
村”、每年农历正月十三上
村栏舍节等，大家就喜欢邀
请长流地区的方言民歌手
来表演，渲染节日欢乐气
氛，也体现了博养人多才多
艺热爱生活的性格，更展现
出新一代博养人乐观向上
的精神风貌。特别有意思
的是，因为博养村能对歌的
人才特别多，要是长流地区
有外村姑娘要嫁到博养村
时，一定要在娘家先多多练
习长流民歌，否则可能无法
应对闹新房时乡邻们的民
歌对答挑战。

这几年，博养村的邝才
热、郑家福、张少玲、郑玉
英、吴南丁等人，热心于弘
扬长流民歌，经常组织部分

歌手或爱好者深入乡村示
范展演，传播方言民歌文
化。

2021年9月，邝才热与
张小英合作的作品《哥想和
侬合五行》荣获“首届长流
民歌比赛”对唱组二等奖；
张少玲获得独唱组二等
奖。如此成绩的取得，充分
体现了博养村传承长流民
歌的底蕴和民歌选手的实
力。

近些年，在民歌歌手
的带动下，每天晚上八点
开始，村里喜爱长流民歌
的妇女们，聚集在枇杷园
的老枇杷树下或者在村外
快速路口旁边，练唱长流
民歌。你教我学，而且不
断地创作出新的民歌，广
为传唱。目前博养村经常
参加民歌活动的歌手有一
百四十多人。

长流民歌是长流地区
的文化遗产，它亟待年轻一
代去继承和发扬。博养村
的长流民歌爱好者们，在保
护传承和挖掘整理方面作
出了极大的贡献。2020年
5月，长流地区的民歌爱好
者们发起成立了长流民歌
学会。在长流、西秀两镇镇
政府的支持下，当地已举办
了三届长流民歌比赛，充分
调动了当地群众对民歌的
喜爱和参与。

当下，长流民歌与其他
传统民俗形式一样，也面临

着各式各样的困难。
首先，长流民歌存在演

唱曲调和表演形式比较单
调，传统的演唱仅有独唱和
双人对唱形式，如果采取小
品音乐剧的形式，加上本身
的诙谐幽默语言，可能会受
到年轻一代的欢迎，更有利
于长流民歌的传播与保
护。其次，因为生存压力影
响和社会因素的丰富，传唱
长流民歌的多为中老年人，
而参与的年轻人很少，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长流民歌的
传播。

近年来，长流民歌学会
通过举办比赛，网络宣传等
形式努力推广宣传长流民
歌，并且经常组队到各村巡
演，挖掘整理了许多传统优
秀民歌，比如《哭丧调》《结
婚贺歌》《小妹择夫》等一大
批传统民歌；也创作了许多
新民歌，如《长流颂》《博养
村好》《回娘家》等表现当代
生活，歌唱家乡新风新貌的
新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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