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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夏威夷民间传统音乐的经典是它的吟唱和舞蹈。宗教祭祀、敬仰神灵是形成这些音

乐的基础。几百年来, 吟唱和舞蹈在保持原有风貌的同时也受到多种西方文化因素的同化, 发展

成为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多种音乐风格的夏威夷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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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料记载, 大约在公元 400至 600年间,

距夏威夷群岛以南将近两千公里以外的南太平洋

上, 有一个马克萨斯岛, 世世代代居住该岛上的波

利尼西亚人发现了夏威夷群岛, 他们纷纷乘木船穿

越太平洋来到夏威夷建立了最早的居住地。从 11

到 14世纪, 大批来自南太平洋塔西提岛的波利尼

西亚人接踵而至, 涌入夏威夷群岛繁衍生息。至

此, 波利尼西亚人和他们的文化在岛上迅速发展,

成为该地区最早的夏威夷人。

一、夏威夷多民族多元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

1778年 1月, 英国航海探险家詹姆斯 ∀库克
( JamesCook, 1728- 1779 ) 船长率领两艘船只在夏

威夷第四大岛    考爱岛登陆, 打开了夏威夷与欧

洲有史以来首次接触的大门。从 18世纪下半叶开

始, 从美国大陆和欧洲各地驶来的探险航海家、随

船水手、商人、传教士等各色人流已经遍及夏威夷

各岛屿, 频繁的对外接触正在逐渐改变着该地区的

经济和文化发展形态。从 1820年开始, 许多传教团

体从美国大陆新英格兰地区相继来到夏威夷, 这些

传教士的到来, 彻底改变了夏威夷人以往固有的传

统习俗, 在几年的时间里, 大部分夏威夷人开始接

受西方人带来的文化教育和宗教信仰, 包括基督

教、英语、学校教育体制。不但从衣着、食物、生

活用品, 而且各种酒类和军火也都渗透到当地人的

生活中。在音乐方面, 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不仅仅只

是给夏威夷人传播西方宗教理念, 而且还将西方人

在美国大陆建立起的赞美诗咏唱模式、在欧洲国家

流传的民歌小调和合唱的和声风格, 以及西方乐器

也都带到了夏威夷。他们在夏威夷各岛传播圣经的

同时, 还把在美国本土普及多年的唱歌运动也推行

到夏威夷。通过唱歌学校, 传教士们把当地夏威夷

人集中到一起学唱赞美诗, 受其影响, 演唱赞美诗

的和声风格也就自然融合到夏威夷人的唱歌中。到

19世纪中期, 由西方人传入的音乐和乐器在夏威夷

已经流传很广, 这时期的夏威夷人开始借用欧洲民

歌小调的旋律, 配上夏威夷语言创作的歌词, 一时

间, 借谱填词 ! 的夏威夷流行歌曲在当地很受欢
迎, 广为传唱。

1850年前后, 从美国大陆和欧洲国家来的白人

在夏威夷建立起甘蔗种植园和其他生产基地, 许多

夏威夷人流入到这些种植园和基地充当劳力, 随着

种植生产规模的扩大, 劳工数量剧增, 到 1930年前

后, 这些种植园主和生产基地商人从中国广东、日

本、朝鲜、菲律宾、波多黎各、以及葡萄牙招募了

大批劳工。起初来到的外国劳工由于文化背景不同

和语言障碍, 异国劳工之间很少往来, 但是随着越

来越多的移民劳工来到夏威夷, 来自不同国家移民

之间的交往也日渐活跃起来, 开始学习对方语言和

了解各自的生活习俗。尽管起初人们还无法用流畅

的英语相互沟通, 但是他们的洋泾浜英语, 为这些

来自不同国度的劳工之间相互交流发挥了重要作

用, 这也为当地夏威夷人与外来移民以及西方人在

夏威夷各岛的社会接触和相互了解注入了文化的同

化因素。同时, 这些异国劳工也把他们本国音乐带

到了夏威夷, 在劳动中、饭后茶余、社交聚会、教

堂礼拜等场合, 通过不同方式演唱自己国家的民族

音乐。根据林恩 ∀马丁 ( Lynn J. M artin) 的研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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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得知, 大批日本农民和渔民在 19世纪后期从本

国乡村来到夏威夷做劳工, 他们同时把本民族的音

乐舞蹈也带到岛上。大约在同一时期, 先后有一万

多葡萄牙人携家带口陆续移民夏威夷, 他们的音乐

带有典型的欧洲风格, 这也给夏威夷人吸收欧洲音

乐文化产生一定影响 [ 1]。另外, 笔者 20世纪 90

年代在夏威夷州立大学学习期间, 在夏威夷群岛对

中国民间音乐及其戏曲如何传入这个地区的早期历

史也做过调查, 认为: 我们很难断定中国音乐和

广东粤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火奴鲁鲁上演的, 但

是早在 19世纪后期, 广东粤剧就已经频繁地在该

岛对外演出了。 19世纪 70年代, 在火奴鲁鲁的中

国城盖起了中国戏院, 来自中国的一些广东粤剧团

途径火奴鲁鲁到美国本土演出时, 他们都会在该岛

作短暂停留演出广东粤剧。! [ 2 ] 另外, 这说明,

最迟到 19世纪下半叶, 在夏威夷, 由外国劳工和移

民传入的本民族音乐、以及通过其它途径来到岛上

的外国演出剧团的表演已经非常活跃, 这对夏威夷

当地音乐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1900年前后, 许多用英语和夏威夷文字谱写的

歌曲成为夏威夷旅游业的一个宣传亮点, 对吸引大

陆美国人来夏威夷旅游产生了效益。事实上, 从 20

世纪初开始, 英语已经完全代替了早期用夏威夷语

言出版的报纸和其他读物, 所有学校也是实行英语

教学, 只有在夏威夷人参加他们当地教堂礼拜的时

候, 还保持着用夏威夷语演唱赞美诗和朗读圣经。

从夏威夷人完全接收了用英语作为对外交流的语言

工具这一事实可以看出, 他们的文化基础正在被西

方文化所同化,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这一迹象加快

改善了夏威夷人与美国大陆和西方国家相互往来的

社会沟通条件。

早在 1898年, 夏威夷人成立的临时政府就已经

通过章程, 认同夏威夷作为美国的一个附属领地。

1959年, 夏威夷正式成为美国的第 50个州。上世

纪 50年代末, 美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芭芭拉 ∀ 史

密斯 ( Barbara Sm ith ) 在她研究夏威夷民间音乐的

论文中, 对 20世纪以来夏威夷人文文化的构成因

素予以定义: 夏威夷人代表了一个广泛的民族渊

源和文化背景, 他们包括波利尼西亚人、中国人、

日本人、日本冲绳岛人、朝鲜人、菲律宾人、葡萄

牙人、波多黎各人、北欧人和美国人。! [ 3 ] 60和

70年代的越南战争, 导致许多难民从越南、柬埔寨

和老挝等国家和地区移民到夏威夷, 他们在各岛上

居住下来, 也成为夏威夷一个重要的外来民族分

支。根据 1990年美国人口调查, 在夏威夷群岛, 三

大夏威夷人口统计数据依次排列为: 土著夏威夷人

数为 211, 014人, 萨摩亚人为 62, 964人, 汤加人

为 17, 606人。 1993年, 夏威夷人在火奴鲁鲁市举

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抗议美国白人 1893年非

法推翻他们祖先建立的夏威夷君主制王国, 这次百

年祭奠的集会运动得到所有夏威夷人也包括当地土

著人的支持和响应。夏威夷人还联合当地土著人按

照传统君主模式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同州政府交涉,

要求归还一百年前行使的夏威夷国王制定的君主国

体制。近十年来, 他们的呼声日益高涨, 夏威夷人

为此项归还权力运动付出巨大努力, 在进入 21世

纪的今天, 州政府面对夏威夷人提出的棘手问题,

成立了专门机构来研究夏威夷群岛目前存在的这些

政治事态。

二、促成夏威夷音乐向外传播的历史因素

从 19世纪中叶到 20世纪中叶约 100年间, 夏

威夷民间音乐走出群岛向外传播的范围非常广阔,

根据年代进程, 笔者认为, 在这 100年间, 夏威夷

音乐是借助 4个方面的渠道飞越太平洋传向美国大

陆和西方国家的。

其一, 19世纪 50年代前后, 夏威夷群岛悄然

兴起的旅游业。到 1850年, 西方人在夏威夷群岛的

经济产业发展很快, 这就为在岛上向外界开办旅游

业提供了机会, 许多旅游服务机构应运而生, 他们

不但印刷各种具吸引力的带有夏威夷风光图片的宣

传册, 而且还用西方流行曲调和夏威夷民间音乐创

作赞美夏威夷风光的歌曲, 并将这些歌曲制成精美

的歌篇, 在美国大陆广泛发行, 宣传夏威夷作为旅

游胜地来吸引游客。 19世纪 80年代开始, 从美国

大陆和西方国家游客纷至沓来, 夏威夷旅游业的兴

起极大丰富了当地风情文化, 其中夏威夷音乐表演

是旅游业的一个重要观光热点。许多来过夏威夷的

游客和团体通过报社和其它媒体, 在美国大陆和欧

洲国家对夏威夷风土人情作了大量宣传报道, 其中

不乏有对夏威夷音乐表演的生动描述。

其二, 19世纪 90年代, 夏威夷民间音乐演出

团体开始走出岛外在美国大陆和欧洲巡演。 1893

年, 在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期间, 一支由夏威

夷民间音乐家组成的舞蹈团, 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商

人和观光者表演夏威夷呼啦舞, 演出盛况空前, 让

音乐家们一发不可收拾, 天天演出长达 6个月之

久。 1915年, 在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    太平洋博
览会上, 各种形式的夏威夷音乐表演可谓该次盛会

的一大亮点, 受欢迎程度史无前例, 真正让夏威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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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走向了美国大陆和世界各地。在演出期间, 有

一首以淳朴悠扬的夏威夷音调、用夏威夷语掺杂着

英语演唱的歌曲 #在瓦基基海滩上 ∃ ( On the Beach

atW aik ik i)。这首歌描述了夏威夷姑娘与初到夏威

夷海滩的美国大陆年轻小伙邂逅时的浪漫情趣, 其

火辣的爱情语言和动听的夏威夷音乐通过在这次博

览会上的首演, 很快传遍美国大陆。借助这首歌曲

的走红, 在全美国掀起了一场夏威夷歌曲的流行热

潮。在这次博览会上, 演奏夏威夷音乐的舞台上出

现了两种弹拨乐器尤库里里和夏威夷吉他, 以其新

颖的表演风格和演奏音色引起轰动, 不久就在美国

大陆流行起来。其中夏威夷音乐家用尤库里里演奏

夏威夷音乐, 让该乐器一展风采, 它不仅在美国大

陆出现在乡村音乐以及其它流行音乐乐队中, 而且

作为学生的教学乐器用在音乐课堂上, 许多城市还

为渴望学习演奏尤库里里的市民开办学习该乐器的

辅导班。

其三, 20世纪初到 40年代, 唱片和电影公司、

音乐出版业、以及其他传播媒介和娱乐场所对夏威

夷音乐采取的商业宣传。 20世纪初, 具有声望的美

国哥伦比亚和维克托唱片公司顺市场潮流而上, 大

量录制夏威夷音乐唱片, 以满足日益高涨的音乐市

场购买力。这些唱片公司于 1905年开始录制西化

的夏威夷歌曲唱片, 而且从 20世纪头十年末到 20

年代并且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 在夏威夷音乐风靡

美国大陆的各种潮流中, 这些唱片的销路特别看

好 !。 [ 4] 正当唱片业在美国掀起销售夏威夷音乐

热潮时候, 电影业也紧追其后, 好莱坞制片商 20

年代对南太平洋产生极大兴趣并开始拍摄电影。一

些影片经常用夏威夷土著人音乐表演为背景, 像

1932年的 #天堂之鸟 ∃, 该影片 1951年又重新制

作; 1937年的 #瓦基基婚礼 ∃, 以及 1942年的 #岛
上之歌 ∃。! [ 5 ] 值得一提的是, 上面说的电影

#瓦基基婚礼 ∃, 是以火奴鲁鲁的海滨风光为背景的
故事片。瓦基基 (W aik ik i) 是火奴鲁鲁市中心地带

的一段风景秀丽的海岸线所在地, 它已成为闻名世

界的旅游胜地和商业购物中心。在该影片中加进了

夏威夷语言及其民间音乐、以及呼啦舞表演场景,

通过电影中展现的天堂岛国的美丽风光和新颖的音

乐表演, 又一次把夏威夷音乐和当地风情推向全

国。 20世纪头 20年里, 在纽约市形成了全美最大

的音乐出版业集结地 叮砰巷 !, 音乐出版商印制
发行大量以夏威夷音乐为题材的歌篇, 许多商家还

雇请作曲家专门创作夏威夷风格的歌曲, 音乐出版

商也通过各种渠道, 向慕名去夏威夷旅游的美国人

和欧洲人兜售他们制作精美华丽的夏威夷歌曲活页

歌篇。

随着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曾经驻防在

夏威夷群岛美国军事基地的官兵也陆续返乡, 他们

从太平洋回到美国大陆之后, 依然眷恋着昔日在夏

威夷的朝夕生活, 那里动听的音乐和大自然的魅力

给这些退役军人勾起 思乡 ! 的惆怅。在这种思潮
感染下, 许多城市再次刮起演出夏威夷音乐的风

潮。一时间, 酒吧、夜总会、音乐厅等场所都成了

夏威夷音乐和呼啦舞的表演去处, 波利尼西亚人的

歌舞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音乐节目。此时, 美国的

电视网络、好莱坞影业、音乐娱乐行业和唱片公

司, 都相继推出介绍夏威夷群岛的电视节目、电

影、以及夏威夷风情的歌曲和唱片。被称为天堂岛

屿的夏威夷不仅名传美国大陆, 而且作为旅游胜地

在欧洲已经具有很高知名度, 慕名到夏威夷观光旅

游的欧洲游客络绎不绝, 形成至 50年代以来夏威

夷观光旅游热的最高峰。

其四, 20世纪 50年代, 美国大陆出现的 提

基文化 ! 再一次把夏威夷音乐推向全美国。整个 50

年代, 美国大陆许多城市兴起了一种叫做 提基文

化 ! 热潮。在太平洋地区, 信仰宗教的波利尼西亚

人和毛利人把提基 ( T ik i) 视为自己民族的始祖。

提基文化的宗旨是提倡生活上回归原始主义, 其象

征之物是波利尼西亚人崇拜的木雕神灵像。在当时

美国人开的饭店门前和大厅走廊、汽车旅馆和连排

公寓的前房后院、以及公园广场, 这些木雕神灵像

比比皆是。与此同时, 在许多矗立着木雕神灵像周

围, 还建造了各式各样形似夏威夷群岛火山的图样

和瀑布画廊, 并且还用热带地区盛产的茅草装饰周

围环境, 勾画出一派夏威夷热带风光景象。这些崇

尚回归原始主义的饭店推出的菜谱也别具一格, 不

仅有特别调制的鸡尾酒, 而且还烹调夏威夷特色的

波利尼西亚和中国混合的各种菜肴。

50年代在美国大众流行音乐中, 提基文化也有

它的立足之地。以 1957年发行的畅销唱片 #异国
音乐 ∃ ( Exotica) 为例, 作曲家马丁∀丹尼 (M artin

Denny, 1911- 2005 ) 是受过古典音乐训练的钢琴

家, 也是爵士乐演奏大师, 他是 #异国音乐 ∃ 风格
即 Exotica! 的创始人, 自从 1957年 #异国音乐 ∃
唱片发行以来, 他一路走红近半个世纪, 在美国流

行音乐界占有一席之地。在该音乐中, 丹尼领导的

乐队采用不同国家的打击乐器, 结合拉丁音乐节奏

以及热带地区的鸟鸣声, 谱写了一曲原本不是出自

夏威夷音乐、但是无可否认地能够听辨出混合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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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夷音乐因素的异国音乐, 成为当时流行音乐作曲

家写作夏威夷风格音乐的样板。在五六十年代, 许

多用夏威夷语演唱的歌曲包括 #夏威夷战争吟诵
曲 ∃、 #夏威夷婚礼曲 ∃、 #岛上之歌 ∃ 等都被改编
成不同形式的器乐曲, 通过广播电台和唱片在全国

各地流行。夏威夷音乐的广泛传播提高了提基文化

在美国大众娱乐生活中的品位, 不同阶层的美国人

在生活娱乐中感受夏威夷音乐文化风情, 让夏威夷

音乐拥有了更加广阔的欣赏天地。

三、夏威夷民间传统音乐 梅里!

在 #新格罗夫美国音乐大辞典 ∃ 中有这样一段
论述: 在接触欧洲人之前的传统夏威夷文化中,

在概念和形式上主导音乐的是声乐。! [ 6] 18世纪

中叶以前的夏威夷人, 他们吟唱的诗就是一种声乐

表演形式, 是夏威夷人表达情感的特有歌唱风格,

一首诗创作完成之后, 他们以简单音调在很窄的音

域中吟唱, 夏威夷语把这种歌唱叫做 梅里 ! ( me

le)。作为古代夏威夷人, 他们的语言中根本不存在

歌曲 ! 或者 唱歌 ! 这个词, 因此, 歌唱对他们

来说似乎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歌曲在概念上没有任何

联系。从 18世纪下半叶起, 欧洲人陆续登上夏威夷

群岛, 西方文明逐渐开始渗透到当地人的日常生活

中, 后来, 梅里 ! 这个词在西方人的解释中才成
为人们所理解的 歌曲 ! 的同义词。夏威夷人将自
己对亲人和家庭眷恋的感受、对海洋、大地和山林

等自然景象的热爱、对神灵和苍天的敬仰膜拜等情

感的寄托、以及他们个人的喜怒哀乐, 全部都是通

过吟唱梅里来表达的, 这就是夏威夷人抒发情感的

特有音乐模式, 以此期待从神灵那里得到祝福和

保护。

事实上, 传统的梅里具有很浓的宗教色彩, 它

的吟唱所抒发的内容在大多数情况下总要与夏威夷

人敬仰的神灵和宗教礼仪相联系。目前在美国出版

的具有学术价值和用于教学的音响影像资料比较

少。根据笔者多年研究夏威夷音乐掌握的信息来

看, 由夏威夷州立大学音乐系呼啦舞教师维姬 ∀霍
尔特∀塔卡米尼 ( V icky H olt Takam ine) 与他人合

作, 于 1989年录制的录像带 #草裙舞大师: 文化

保持者 ∃, 是目前较权威的记录夏威夷传统音乐梅
里和呼啦舞的影像文献, 该录影带从夏威夷古老音

乐的历史发展为起点, 对吟唱梅里奥里的风格特点

到呼啦舞的舞蹈语言。一些重要的夏威夷传统乐

器、以及如何学习表演该舞蹈的技术要求等方面都

作了介绍, 并且还录制了一些著名的夏威夷民间音

乐家和舞蹈家的表演片断 [ 7]。另外, 由夏威夷州

文化艺术基金会 1997年录制的激光唱盘专辑 #夏
威夷音乐 ∃, 是近几年发行的学术性较高的介绍夏
威夷传统音乐的音响资料 [ 1]。

根据夏威夷人保留至今的传统的梅里表演, 大

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梅里奥里 ! (mele oli) 和

梅里呼拉舞 ! ( mele hu la)。关于后一种, 也可广

义地理解成我们通常所说的夏威夷波利尼西亚女子

跳的一种动作类似哑剧的 草裙舞 !。
梅里奥里 !: 虽然梅里奥里音乐表演可以根据

吟唱诗句内容和演唱的特定场合, 划分成多种不同

类型风格, 比如祭奠祖先、赞美某人、为死去的人

吟唱挽歌、向神灵祷告等, 但是所有的梅里奥里具

有两个共同特点: 第一, 它是如诗般的吟唱, 有时

在某些场合也伴随小组的吟唱形式, 但是大多数情

况下, 单人吟唱最有代表性, 而且男性居多; 第

二, 所有梅里奥里的吟唱类型都不带伴舞和乐器

伴奏。

在 18、 19世纪, 夏威夷民间音乐家向弟子传授

梅里奥里的场所是设立在寺庙里, 这是因为表演者

要求在崇拜的神灵像和牌位前吟唱梅里奥里, 并且

还伴随一些祭祀性仪式, 诗句内容也都与神灵和祭

祀祖先有关。可想而知, 这种音乐的吟唱风格具有

浓厚的宗教色彩。夏威夷人传统上都是把梅里奥里

划分出不同的吟唱类型, 主要依据两点: 一是诗句

内容和表演场合的不同, 二是根据吟唱诗句形成的

乐句结构长短和富有特点的节奏来划分类型。下

面, 列举三个代表性的用传统风格吟唱梅里奥利谱

例 [ 8] ( p. 9):

谱例 1.

谱例 2.

谱例 3.

在这三个谱例中, 吟唱梅里奥里的音乐特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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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句的结构和韵律上都比较规范, 而且诗句短小,

吟唱旋律的走向也非常简洁, 在例 3中出现的带有

装饰音特点的短促重复音, 表明吟唱者受到表演情

绪的激励做的一些即兴发挥。这三个谱例共有的另

一个特点表现在: 传统风格的梅里奥里吟唱音域都

比较窄, 乐音大都保持在四度以内, 一般只有二至

四个音, 其中有一个乐音为 骨干音 !。如果按照
西方传统调式音阶体系来理解, 这个骨干音可以是

调性主音或者是调式音, 该音级在同一个音高上伴

随着节奏变化或者其它音的插入装饰, 连续重复或

者间断性重复出现, 使整个旋律显得既简单又

新颖。

演唱梅里奥里的音色多变, 因此很有特点, 吟

唱者通常是自己根据对诗句内容的理解来决定用何

种声乐技巧完成吟唱。现列举最常见的四种吟唱形

式: ( 1) 利用声乐技巧在吟唱时突出装饰性颤音,

夏威夷语叫做 依依 ! ( % i % i), 这些颤音通常是

出现在每个句子的句尾。 ( 2) 在有些吟唱诗句中,

为了对某些句词进行声调上的渲染, 歌者把一些母

音故意延长, 通过关闭喉塞, 发出一种如同 干

咳 ! 声, 造成似断非断的音调, 这种发声技巧在语

言学上叫做 声门闭塞音 !, 夏威夷语叫做 考嘿 !
( k oh i)。 ( 3 ) 吟唱者还经常在正常声调演唱时突

然转向高音区用假声演唱, 其声调很像欧洲流行的

悠得尔 ! ( yodel) 风格。但是, 唱悠得尔要求演

唱者在换声区之间的假声具有平稳圆滑的换声技

巧, 而夏威夷人歌唱假声换声时, 则刻意强调换声

音色的粗犷豪放, 这种声乐技巧夏威夷语叫做 哈

亦哈亦 ! ( ha % iha % i)。 ( 4) 在吟唱梅里奥里时

候, 其声调强调短促的连续重复, 夏威夷语叫做

吼阿努乌奴吾 ! ( ho % nu %unu %u)。在今天的

夏威夷, 已经很少有人能够掌握这些古老传统的梅

里奥里吟唱技巧, 能够熟知古老的梅里奥里曲目和

能够驾驭吟唱这些风格的音乐家更是凤毛麟角。

梅里呼拉舞 !: 梅里呼拉舞是一种吟唱与舞蹈

相结合的歌舞表演形式。从 18到 20世纪上半叶,

夏威夷各岛都曾有一些由民间音乐家开办或者由夏

威夷人教堂组织的训练传授传统梅里呼拉舞学校,

当地人非常尊重和敬仰在这类学校传授呼啦舞的老

师, 称他们为 呼拉舞大师 !。据调查, 到 1997

年, 在夏威夷各岛总共有 250多所传授呼啦舞的学

校, 这些学校常年向社会开放 [ 1]。在古代, 夏威

夷人表演的梅里呼啦舞是一种很特殊舞蹈, 叫做

神圣呼啦舞 !。这种呼拉舞渗透着极强宗教意味的
演练仪式, 参加训练的全部都是少年儿童, 他们需

要接受好多年的训练, 而且训练规程很严酷。学生

们认为, 传授神圣呼拉舞的老师如同是他们宗教信

仰中的牧师, 根据古老传统规矩, 神圣呼拉舞不是

供个人娱乐的音乐表演, 也根本不允许在公共场合

表演神圣呼拉舞。夏威夷人相信, 学习神圣呼拉舞

是表达他们对神灵的敬仰之情, 自觉遵守夏威夷人

宗教信仰所制定的禁忌, 以此抵御来自外界对神灵

的亵渎。

传统上, 梅里呼拉舞分为坐姿和站姿两种舞蹈

形式。在坐式表演的梅里呼啦舞中, 每一个表演者

在右腿膝盖上端系着一个椰子鼓, 它是用椰子壳蒙

上鼓皮制成的, 表演者一边舞蹈一边用手敲击椰子

鼓为吟唱打节奏。除此之外, 坐式表演者也经常双

手各持一付比巴掌小点的鹅卵石, 夏威夷语把这种

敲击乐器叫做 依力依力 ! ( % ili % ili), 依力依力

是用来形容拍巴掌的声音为舞蹈表演者自我打节奏

的。站式表演的梅里呼啦舞比坐姿呼啦舞更加流

行, 舞蹈者徒手表演或者手持棍棒、卵石之类的夏

威夷传统敲击乐器为自己的舞蹈打节奏。几百年

来, 夏威夷梅里呼啦舞的表演风格在保持原有传统

特征的同时, 由于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也赋予这种

舞蹈一些新特点。由于这个原因, 当今夏威夷人常

把呼啦舞分成两大类, 即 古代梅里呼啦舞 ! 和
现代梅里呼啦舞 !。在这两种呼啦舞中, 身体部位

运动的各种姿态和用双手塑造的不同手势都是根据

呼啦舞吟唱诗的内容, 用舞蹈语言做出的形象化

描述。

古代梅里呼啦舞是指 19世纪以前欧洲人还没

有登陆夏威夷之前, 夏威夷人保留原始风貌所吟唱

表演的梅里呼啦舞。该舞中, 舞蹈动作的表达来自

诗词叙述的宗教祭祀内容。 1830年以前, 古代梅里

呼啦舞使用夏威夷语吟唱诗句, 舞蹈者穿着用树皮

捣碎成条形纤维材料做成的草裙, 上身装束也是典

型的夏威夷传统服装, 或者是穿戴 19世纪君主国

王时期流行的夏威夷服饰。

据统计, 当今夏威夷民间传统音乐中, 有 18

种传统乐器, 其中有 10种主要用于、或者说是专门

用于梅里呼啦舞。! [ 6 ] 古代梅里呼啦舞的伴奏乐

器主要是鼓, 夏威夷语叫做 帕户 ! ( pahu)。 帕

户 ! 是波利尼西亚人早期登上夏威夷群岛带来的最
古老的乐器, 它也是夏威夷呼啦舞表演中不可缺少

的代表性乐器之一。研究太平洋地区音乐的民族音

乐学家芭芭拉∀史密斯指出: 在当今用于呼啦舞

的乐器当中, 帕户是用来为最正式的和最重要的呼

啦舞做伴奏的。! [ 9] 为呼啦舞伴奏的重要拍击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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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叫做 双葫芦 !, 它是用两个大小不等的空葫芦
粘接在一起制成的, 夏威夷语称其为 伊普黑基 !
( ipu heke)。鼓和双葫芦都是由伴奏人员一边吟唱

一边演奏。除此之外, 古代呼啦舞表演者通常是一

边跳舞, 一边手持包括竹棒、棍棒、鹅卵石等制作

的敲击乐器伴随着舞步为自己打节奏。虽然在古代

梅里呼啦舞中, 吟唱诗句音调和节奏比较简单, 但

是与前面讨论的吟唱梅里奥里相比较, 古代梅里呼

啦舞吟唱的旋律特点非常突出, 吟唱者的音域通常

是在一个小七度或者一个八度音域之内。在古代梅

里呼啦舞表演中, 表演者的歌唱技巧与吟唱梅里奥

里基本相同, 但是, 古代梅里呼啦舞中的音乐吟唱

的最宽音域可以扩大到一个八度, 装饰性颤音和真

假声换声区对置产生的音域变化尤为明显, 这就使

得在古代梅里呼啦舞吟唱中, 歌唱词句的旋律美感

更加突出。另一方面, 吟唱诗句过程中产生的韵律

感勾划出明显的乐句结构特点, 这就自然地为整首

诗句的吟唱创造了节拍的律动, 所有这些在古代梅

里呼啦舞中产生的音乐特点, 在梅里奥里的吟唱中

是不存在的。

19世纪以来, 夏威夷人表演呼啦舞吸收了欧洲

和在美国大陆流行的西方音乐文化因素, 具体表现

在用英语吟唱诗句, 借助西方歌唱的发声特点、并

且用西方乐器为呼啦舞伴奏。一些呼啦舞蹈演员和

乐队演奏员放弃着装夏威夷传统服饰, 通常人们把

这种呼啦舞表演称作 现代梅里呼啦舞 !。从 19世

纪 20年代起欧洲人登陆夏威夷, 随后, 美国大陆新

英格兰地区一些传教团体也陆续光顾该岛, 他们的

宗教信仰所赋予的使命就是要对夏威夷人传播基督

教, 把夏威夷人改信为基督徒, 他们传教的有效手

段之一就是教夏威夷人学唱赞美诗。 1820年, 从美

国大陆来的传教士在夏威夷传教的同时, 他们也开

始在各地利用唱歌学校召集来教堂做礼拜的夏威夷

人, 用西方音乐风格辅导夏威夷人学习唱歌。这一

做法, 为在夏威夷人当中普及西方演唱风格发挥了

作用。为了更有效地在夏威夷传播圣经, 让基督教

在当地教堂占有重要地位, 西方传教士们傲慢地认

为, 夏威夷人传统的梅里呼拉舞不符合他们的基督

教教义。 1830年, 他们以种种手段通过法律, 禁止

当地夏威夷人表演和传习梅里呼拉舞。 19世纪中

叶, 夏威夷人要求表演梅里呼拉舞的呼声愈加高

涨, 在夏威夷君主国王的支持下, 梅里呼啦舞又重

现民间。然而, 夏威夷人与西方人长期的社会接

触, 使得梅里呼拉舞已经深受西方音乐文化的影

响。不但用英语吟唱呼啦舞, 而且更明显的是, 从

这个时期开始, 吟唱风格注重音调的歌唱性, 同时

还经常听到演唱中带有西方合唱中的副歌段落特

点, 而且歌唱中还刻意表现西方赞美诗合唱中的和

声演唱效果。在诗句结构上, 每行吟唱诗句的长度

强调整齐划一, 最典型的是以每两句为一个段落,

这显然是受西方基督教赞美诗每两句为一个诗句段

落的影响, 而且, 吟唱的各段之间还插入器乐间

奏。当演唱情绪走向高涨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即兴

演唱和即兴演奏段落。

整个 19世纪, 西方人大批地涌入夏威夷群岛,

西方文化渗透到这个天堂岛屿的每个角落, 给夏威

夷人产生的文化同化已经同当地人的生活风俗、文

化政治等各个方面紧密相联。西方人不仅将旅游

业、娱乐业、和宗教信仰传入夏威夷, 而且欧洲人

的音乐和乐器也在夏威夷流行起来, 在很大程度

上, 这与 19世纪中叶夏威夷当权者承袭欧洲君主

制后的王族成员提倡演奏欧洲古典音乐有关系。

1850年前后, 夏威夷国王四世和王后酷爱西方古典

音乐和舞蹈, 他们在宫廷极力推崇演奏欧洲古典音

乐, 跳华尔兹, 还经常在宫廷举行古典艺术歌曲、

钢琴、室内乐等形式的音乐会。传教士也专门为王

室家族开办了王室学校, 为王室和社会名流子女推

行全盘西化教育。除了学习数学、英语、欧洲诗歌

等正常课程以外, 学习演奏钢琴和唱歌是学校音乐

教育的必修课程。 1872年, 在柏林训练的音乐家

亨利 ∀伯格 ( 1844- 1929 ) 受聘为夏威夷王室军乐

队指挥和王室家族的教育家和作曲家, 并一直职守

到 1915 年。伯格用夏威夷国王卡拉卡乌阿

( K al kaua 1874- 91 ) 的歌词创作了国歌 (即后来

的夏威夷州歌 )。! [ 10] 伯格的职责就是训练管乐

演奏员, 为夏威夷国王组建军乐队, 并且创作音乐

为王室家族的社会活动演出。代表夏威夷传统音乐

的梅里呼啦舞在这种环境中, 也就自然地受到西方

文化的同化, 逐渐在改变着原有风貌的音乐表演因

素。林恩∀马丁主编的 #夏威夷音乐 ∃ 一书中是这

样评述当年夏威夷人如何接收西方音乐的: 那时

候的夏威夷人很好学, 他们很快就掌握了西方音乐

的基础知识包括音阶、和声和节奏。为了用于实

践, 夏威夷人还得领会用西方音阶的音程关系唱

歌, 这与他们演唱自己传统的梅里有很大不同。西

方人唱歌发声技巧是通过胸腔, 而传统波利尼西亚

人唱歌则是通过头腔和喉咙发声。所以, 夏威夷人

也必须接受西方人这些截然不同的声乐技巧。由于

学习了这些新的唱歌技巧, 最终导致夏威夷人在唱

歌效果上发生了变化。!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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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歌唱特点在梅里呼啦舞中表现的西化

现象以外, 梅里呼啦舞的伴奏乐队也在向西方乐器

靠拢。虽然伴奏乐队仍然继承古代呼啦舞乐队的一

些传统乐器, 但是许多西方乐器已经成为现代呼啦

舞伴奏的重要组成部分, 像自动竖琴、吉他以及由

吉他发展而来的尤库里里和夏威夷金属吉他, 甚至

小提琴、大贝司、钢琴、手风琴, 也都成为 19世纪

后半叶以来表演呼拉舞, 即, 现代梅里呼啦舞乐队

的重要伴奏乐器。这些西方乐器都是在 19世纪中

叶前后, 通过欧洲人、移民和美国大陆的船员、传

教士、以及商人带到夏威夷的。

作为夏威夷人的后代, 民族音乐学家乔治 ∀卡
纳赫利 ( George S. K anahele) 曾在 1979年指出:

人们坚信, 库克船长在他 1778年的重大 %发现 &
中, 看到的当时唯一的古代吟唱就是代表了真实的

夏威夷音乐。而 1979年的吟唱声调与 1933年录制

的许多唱片中的吟唱却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 我

们也不可能想象当今时代讲授和表演的 %古代 & 夏
威夷音乐, 它的声调与 1778年的演唱会同出一辙。

来自外界文化的巨大冲击, 如同早期它对夏威夷造

成的巨大冲击一样在今天仍然是非常的强盛, 吟唱

作为一种口传传统也就更不可能在这两百年间保持

一成不变。同样, 我们也不能由此而宣称夏威夷音

乐根本不存在 !。 [ 11 ] 在今天的夏威夷, 我们之所

以能够欣赏到上述传统音乐梅里奥里和梅里呼啦舞

的表演, 这仍然是同古老的夏威夷音乐文化有着密

切联系。这是因为这两种音乐的表达形式, 都是来

自 18、 19世纪欧洲人登陆夏威夷之前和之后, 已经

延续几百年以来的夏威夷文化生命之源, 这段漫长

岁月经历了夏威夷人纯朴原始的音乐文化风貌和吸

收西方人文化同化的现代社会阶段。原始和现代将

夏威夷音乐的多种因素融为一体, 在夏威夷人代代

相传的历史长河中, 共同创造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

和听到的夏威夷民间传统音乐。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夏威夷州立大学的芭芭

拉 ∀史密斯 ( Barbara B. Sm ith) 教授为笔者写作

这篇文章寄来一些有关夏威夷音乐的文字、音响、

影像资料, 她还对笔者提出许多写作建议和要求,

充实了该文章的内容, 在此, 笔者向自己的老师

史密斯教授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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