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字
民歌

声声不息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婷

调查研究
遍访黎村寻歌韵

黎族民歌题材广泛，记录了黎族聚
居区的历史人文、自然风光、劳动生产、
婚恋爱情、风俗习惯、知识游戏等。它
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交流交际的
工具，是黎族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此外，黎族民歌歌调众多。在《黎
族传统民歌三千首》中，有关专家共整
理出了80余种黎族的歌调。

正是因为发现了这座“音乐宝库”
的魅力，许多音乐工作者致力于黎族民
歌研究，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
副院长、教授曹量就是其中一位。

“黎族民歌曲调优美动人，朗朗上
口，语言简洁明快、至情至性。”曹量仍
记得自己第一次听黎族民歌时的感
受。怀着满腔热忱，来自西北的他于
2006年一头扎进黎族民歌研究。

不料，调查研究伊始，工作就陷入
困境。黎族没有文字，而调查必须与说
黎语的传唱者对话，语言沟通障碍成为
摆在面前的一道坎。“幸运的是，海南大
学的语言学专家及黎族聚居区的文化
工作者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曹
量说。

民歌作为以声传情的艺术形式，产
生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在调查
中，曹量深入黎族村落，在田间地头、房
前屋后采集记录，有时候在村子里一住
就是一个多月，只为采集到最原生态的
黎族民歌。“近年来产生了很多新的黎
族民歌，这些民歌有其自身价值，却非
原生态的黎族民歌，我们不仅要迈开
腿，还要把腿迈到对的地方。”曹量说。

黎族民歌研究之难还在于：因生活
环境、风俗习惯等不同，黎族5个方言
支系的民歌存在差异。为了摸清黎族
民歌的整体风貌，曹量只能扩大调查范
围，10多年来，他走遍了海南中西部9
个市县黎族5大方言区。

在曹量开展调查研究的同时，我省
有关部门和市县也在积极推动对黎族
民歌的保护和传承，好消息不断传来：
2008年，黎族民歌入选第二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黎族传统
民歌三千首》出版；2009年，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的王妚大入选第三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名单，成为首位海南黎族民间音乐国家
级非遗传承人……

2017年，曹量编写完成《黎族音乐
志》。在该书中，关于黎族民歌的内容
占据重要章节。从黎族民歌的文化特
征、黎族民歌与乡土社会、黎族民歌的
体裁特征，到黎族5个方言支系民歌的
特点等，该书都作了详细介绍。

调查研究，是推动黎族民歌传承的
第一步。“最终还是要让黎族群众在生
产生活中不断传唱，这才是真正得到传
承和保护。”曹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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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歌、劳动歌、仪式歌、情歌、
生活歌……在海南岛的黎族聚居
区，黎族群众每逢喜庆的日子必
唱歌，内容丰富、曲调众多的黎族
民歌如同奔腾不息的河流，滋润
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

然而，因为黎族没有文字，
当地的歌曲只能靠口口相传，保
留下来的相关史料很少，这给黎
族民歌的研究、保护、传承带来
挑战。如何将这种“无字民歌”
的文化薪火传下去？我省有关
部门、黎族民歌传承人、专家学
者和社会组织进行了探索。

学校教育
先教黎语后教歌

“奔格内（黎语，意为‘来这里’）嘞，奔格
内，喝了这杯山栏酒，我们永远是朋友……”
这是琼中和平镇堑对村人陈师泉用黎语演
唱的一首迎客歌。

陈师泉虽然在黎族村落长大，但以前只
会唱汉语黎族民歌。2016年，在琼中黎族民
歌培训班上，“黎族歌王”王取荣用黎语演唱
原汁原味的民歌点燃了他的学唱热情。

经过王取荣的耐心指导，陈师泉学会了许
多经典的黎族民歌。2021年，他顺利入选琼
中黎族民歌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并从
2023年开始授课，教学员唱黎族民歌。

看着自己的学员变成了老师，王取荣很是
高兴。“我从小跟着父母和长辈学唱黎族民歌，
如今他们渐渐老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歌曲记
录下来，再传下去。”王取荣经常走村串户采集
歌曲，记下了上千首黎族民歌。作为海南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民歌“四亲调”代表性传
承人，多年来，他奔波于海口、五指山、陵水等
地教唱黎族民歌。

“现在，不少黎族小朋友不会唱黎族民
歌，甚至不会说黎语。”被称为“黎族百灵鸟”
的黄婷丹同样感受到了保护传承黎族民歌的
迫切性。从2013年起，在五指山政府部门的
支持下，她进校园教孩子们唱黎族民歌，仅
2024年就在当地9所中小学、职校上课。

一些孩子不会说黎语，而大部分黎族民
歌是用黎语演唱的，怎么教？“只能口传心
授，从发音教起，先一字一句教他们黎语发
音，再教唱。”黄婷丹说，一节课上下来，往往
大部分时间都在教孩子发音，有的孩子反应
慢，她就放慢语速，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教，
让孩子模仿她的口型、吐字。

在学校教唱黎族民歌，教材必不可少。
一些黎族民歌专著往往偏重理论，对于没有
歌唱基础的初学者，没有太大的辅助价值。
一些收录黎族民歌的集子，歌曲类别繁多，
很多不适合孩子唱。为此，黄婷丹从上万首
黎族民歌中精心挑选了12首符合教学需求
的歌曲，于2017年编写了教材《海南黎族杞
方言原生态儿歌》，并录制了黎族童谣影像。

“我们定期举办少数民族民歌培训班，
面向各市县文艺骨干、民族中小学音乐教师
等授课，课程包括《黎族苗族民歌概况和创
新发展》《黎族苗族民间舞蹈动作韵律教学
与实习训练》等。”海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有
关负责人介绍，希望通过老人带新人、老师
带学生的方式，推动黎族民歌等民族传统技
艺代代相传。

数字化存录
可在线学唱黎族民歌

“欧啊欧，朋友啊朋友，今日是
什么节日，今日是三月又三日
……”日前，东方市黎族民歌代表
性传承人符花金在央视舞台上，教
多位青年歌手演唱黎族民歌“欧欧
调”《今日三月三》的视频，在网上
再次广泛传播。

2023年11月，符花金受央视
邀请，参加了第八期《原声天籁
——中国民歌盛典》节目的录制。
在节目中，符花金不仅演唱了《万
泉河水清又清》《五指山歌》等海南
经典歌曲，也让更多人知道了黎族
美孚方言区的原生态黎族民歌
——“欧欧调”。虽然节目已录制
播出1年多，但该视频在网上传播
的热度不减。

保护传承黎族民歌，记音、记
词、记谱也很重要。1981年，部分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师生曾
组成“海南民间音乐采访小组”，对
黎族民歌进行实地调查采录。他
们用卡式磁带录音，用简谱记谱，
用英语音标和汉语拼音的混合体
记录唱词发音，虽然不太完善，但
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原始资料。

近年来，搭上“信息化”快车，
黎族民歌数字化存录工作取得了
新进展，保存的形式有图片、音频、
视频等。

2022年，海南省民间文艺家
协会启动实施“海南民歌抢救工
程”。“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会组织
专家去基层调研，通过记音、记词、
记谱、拍摄图片和视频等方式，记
录黎族民歌等民间文艺珍宝。”海
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蔡葩说，
专家们深入黎族村落，通过多种方
式将原生态的黎族民歌记录下来，
让非遗活化再生。

市民游客点击进入由海南
省文化馆（海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打造的海
南省数字文化馆，不仅可以
在线听黎族民歌，还能通

过视频课程跟着传承人
学唱黎族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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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葩（中）在保亭进行民歌采风。

曹量（右）拜访王妚大。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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