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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中国民歌与日本民歌文化因素的不同

■ 王雨萌

选择《川江船夫号子》与《拉网小调》作对比，

一方面是因为这两首歌曲都是在捕鱼劳动时演唱的民

歌；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与日本从古代就开始频繁地

交流，日本吸收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也包括

音乐文化。延续至现代，这首日本的船渔号子在中国

也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首民歌。因此，对这两首民歌

所牵涉到的不同文化进行对比也是能得到认可的。

不难发现，日本民歌与中国民歌相似点最突出的

特征之一就是两国民歌都以五声音阶为主体，在两国

常见的五声音阶调式中，有些是完全相同的。

仔细聆听这两首渔船民歌，会给人以强烈的音

乐差异感。《川江船夫号子》所展现的不是某一部分

劳动环节，而是一个完整的劳动过程。包括起锚时江

面的风平浪静，曲调的悠扬、洒脱；到见滩时船工们

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曲调的振奋人心；到上滩时船

工们在船长的带领下齐心协力，曲调的节奏越来越紧

迫，阵阵吆喝声此起彼伏，展现出船工们与凶滩恶水

搏斗的强烈气势；再到下滩时恢复的风平浪静，旋律

随之舒缓流畅，大家紧张的心情都放松下来。整首歌

曲为人们生动地再现出旧中国船工们在艰苦环境下，

不畏死神的威胁，勇于向命运挑战的英雄气概。《拉

网小调》则是为听众再现了出海捕鱼时渔民们将进入

渔网的鱼捕捞上来放入鱼筐中的场景。在曲调上面没

有太多的波澜起伏，从悠扬到急迫的旋律是不会出现

在《拉网小调》的音乐中的。它所展现的是渔民们无

论捕捞到多少鱼，都保持着乐观积极的心态、爽朗的

性格。歌曲爽朗、轻快、有力，节奏感与律动感很

强，犹如渔民健硕的身体、黝黑的皮肤一般充满了劳

动者质朴、坚实的感觉。

《川江船夫号子》会让听者的情绪随着曲调的转

换而发生改变，由平静到焦虑、再由焦虑到揪心、直至

舒缓，而《拉网小调》则是让听者随时保持着一种愉悦

的心情，没有起伏变动。这两种民歌带给听众不同的感

觉是有诸多文化原因的，下面从自然环境、生活习俗、

宗教信仰、民族性格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自然环境

《川江船夫号子》是以四川三峡为依托创作出

的民歌。三峡地区地形主要由丘陵、中低山和峡谷组

成，地形比较复杂，属于长江上游地段，较大的支流

有10余条，受气候的控制，洪、枯水期水位相差悬

殊，素有“洪水阻于峡，枯季阻于滩”的特点。加之

三峡的河道比较狭窄，江水流量变化很大，水位涨落

悬殊。在夏季丰水期间，波涛汹涌的江水，从弯转曲

折的峡谷中夺路而出，一泻千里。枯水季节，江流又

蜿蜒回荡在群山峡谷之中，这就使得三峡的航道格

外艰难。①这个地区的气候环境属温热的中亚热带湿

——以《川江船夫号子》和《拉网小调》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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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季风气候，四季变化明显，峡谷深邃，因而谷底日

照时间非常短，并且峡谷中风力强劲，是中国几大暴

雨中心之一。在这样大风大浪、激流险滩的条件下，

船工们把生死置之度外，为了生存而打拼，演唱出的

船夫号子是非常感人的。无论是拉纤、摇橹，还是绞

滩，他们在与凶滩恶水的殊死搏斗中，为了让大家步

调一致，保证齐心协力地工作，以确保船只可以逢凶

化吉、顺利前行，他们必须高喊号子，为的是协调用

力、鼓舞斗志、或是消除疲惫的状态，因此三峡地区

的艰难航道与船工们战胜自然的劳动需求是形成这种

劳动川江号子的主要原因。这也说明了《川江船夫号

子》的音乐感觉的决定性因素是三峡的自然环境。

《拉网小调》是以日本的北海道西北部沿海地区

为依托创作的民歌。从整体来看，日本位于亚洲大陆

的东部，主要是由4个岛屿组成，即北海道、本州、四

国和九州。北海道中部多高山，地势较高，山地与盆

地交错分布，山势雄伟壮观。河流大多比较短小，水

流湍急，主要从中部山地向四周呈放射状流出。纵观

北海道岛屿，地形起伏不大，多盆地与平原，地势不

是很险恶。在气候方面，由于其纬度较高，因此年平

均气温较低，属于寒温带气候。②四季变化不明显，但

是冬季时间长，在夏季会受到霜冻或浓雾的影响，不

利于海上交通运输。北海道比其他三个岛屿受洋流影

响大，气温稍偏极端化。这样的自然条件，对于渔民

来说是比较有优势的。日本海与太平洋的滋润，为渔

民的生存带来了很多便利条件。加之日本海与太平洋

的狂风暴雨天气比较少见，因此渔民出海捕鱼的风险

就会降低，这样他们出海捕鱼就不是对生命的考验，

而是像观光游览一般欢乐地去捕捞。所以《拉网小

调》这首民歌的整体感觉便是洋溢着一种生机盎然的

气息。

三峡地区与北海道地区的自然差异显著，这就导

致渔民们在劳作时需要克服的困难是不同的。三峡地

区是对生命的考验，北海道地区则是对生命的享受。

这样的环境直接影响着民歌音乐在创作上的风格，因

此自然环境对于民间音乐文化的形成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

二、生活习俗

由于三峡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长期

以来，该地区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生活习俗。在饮食方

面，虽然地处长江上游，但是人们不以鱼类为主，而

是具有中国南方特点的饮食习惯，主食以大米为主，

玉米、红薯、土豆等杂粮为辅。平日多食素菜，荤菜

为辅。菜肴的味道偏辛辣，咸淡适中，这也与三峡的

地理位置有关。终年日照时间少，需要吃些辛辣的

东西来发汗与驱寒。饮茶、饮酒是这一地带人们饮食

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峡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土家

族为主，穿着方面不论男女服饰都采用家织白布染

成青灰布料制作。并且男女都是大袖口、大裤脚，

均以包头帕为头饰，俗称“蛮头帕子”。究其原因

是为了劳作的方便，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土家族

豁达的性格。在民居方面，居住多为茅草房、夯土

房、板壁房等平房；汉族人的住房多为传统习惯中

的一堂两偏的平房；而土家族则多为吊脚楼。并且

土家族的分布多集中于山区地带。三峡地区的人们

对于唱歌与舞蹈有着特殊的喜爱，用“能歌善舞”

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他们天生就带着对音乐的灵

性。巴渝舞、巴人歌是三峡地区民俗民歌之源头。

他们的歌舞总是与区域内的生产和生活相结合，

“成为人们调剂身心、协调行为的重要手段⋯⋯家

事活动有薅草锣鼓歌，人生仪礼有丧鼓歌，节日聚

会有情歌，感叹人生有苦歌等”。③与之相适应的，

船工出海、拉纤等劳动也必有船工号子歌。从这些

生活习俗中不难发现，处处渗透着劳动人民质朴的

情怀。从饮食、服饰到居住、能歌善舞都是以简单

为原则，没有太多的讲究。川江上流传着对船工们

的评价：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看得出船工们

想唱就唱，想到什么就唱到什么的随性，这样的习

惯也与他们简单的生活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

生活习俗也会影响民歌创作。简单的生活方式，与

船工们劳动时的动作迅速是分不开的。险滩急流的

到来不允许你有片刻的犹豫，也不允许你有丝毫的懈

怠。这样的高强度、高效率的劳动直接导致《川江船

夫号子》在上滩的时候曲调的突然加快，节奏性突然

变强，呼喊声此起彼伏，这一段民歌已经没有了歌

词，只有“嗨、嗨、吆、哦”等自然语言的吆喝。

日本人民的生活习俗与他们民族的历史、文化、

特殊的气候与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饮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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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由于日本四面环海，是个岛国，因此鱼类、贝类

是主要的日常食物。平原地区稀少，种植业与畜牧业

不发达，这个也是鱼贝类成为他们主要的动物性蛋

白质来源的原因之一。大豆加工的食品有着与鱼贝类

同样重要的地位，比如豆腐、纳豆、油炸豆腐等。大

豆是他们珍贵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因此也是他们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食品。日本的菜肴以清淡为主，不太

能接受辛辣的味道。盛放菜肴的器皿，也是有一定讲

究的，会按照菜肴与季节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颜色、

形状、材质进行搭配。在服装方面，日本的木屐是一

大特色，它特别适合在潮湿的气候下散湿气和散热。

“和服”是日本传统服装的统称。平民百姓尤其是劳

动人民常穿麻布或棉布制成的衣服。男士的“和服”

颜色多为灰色、白色，腰带偏细；女士的和服颜色与

样式较多，大多数是宽腰带。搭配“和服”穿着的附

带品大概有10件左右，称得上是一件“繁杂”的工

程。从饮食与穿着上不难看出，日本人对于美的追

求，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茶道在日本有着悠久的

历史，这是一种特殊的饮茶活动，日本人把它看成是

联络感情和陶冶性情的活动。在民居方面，由于日本

多火山、多地震，并且四面环海，因此他们的房屋多

为木结构，不涂油漆，房脊很高，窗户也多，用较粗

的木柱支撑起房屋，力量的支点放在柱脚石上。日本

人民虽然喜爱音乐，崇尚散发劳动气息的民谣，但是

他们没有“闻歌起舞”的习俗。在日本人的思想中，

这样的习俗是有失礼貌、体统的行为。不论是达官贵

人、平民百姓、甚至是底层人民，都把演唱歌曲当成

是提高生活趣味、修养身心的行为，即使是长期出海

捕鱼的渔民也是这样的观念。渔民们需要高喊口号来

齐心同力、鼓舞情绪、消除疲劳，他们不会随便创造

口号与节奏，大多数都采用既定的旋律与节奏，让他

们的民歌听起来动力感十足。从歌词中一系列的衬词

“索兰索兰”中可以发现。

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很深，但是从

生活习俗上依然与中国有着明显的不同。不同的生活

习俗会有不同的劳动方式，也会有不同的劳动心情，

这些在民歌的创作中是关键的素材，因此我们在聆听

中日两国的船渔民歌时会发现相差甚远。

三、宗教信仰

三峡地区由于以土家族人居多，所以在宗教信仰

方面以土家族的宗教信仰为论述点。土家族人一直秉

承着“大杂居、小聚居”的原则，长期与汉族人杂居

共处，从而使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相近。加上各

个方面的相互了解与交流，土家族在宗教信仰上受汉

族的影响比较深。虽然近代不同国家的宗教都在土家

族地区流传过，但是在整个土家族宗教信仰中，占据

重要地位的，仍是保持着本民族特点的民间宗教，即

迷信鬼神、崇拜祖先。④他们对于“鬼”的信仰是非

常普遍的，甚至把祖先都当作“鬼”来祭祀。九月九

日祀重阳报土功也是受到汉民族影响的自然崇拜的表

现。土家族在旧时代普遍信仰土一，各个村寨都设有

“土一庙”。对于自然的崇拜，在土家族人中也是常

见的现象。每逢出海捕鱼或是出去打猎，都要有一系

列的“祭拜”活动，以表示对大自然的尊敬。汉族的

道教与儒教对土家族的影响也比较大，在他们居住的

府、州、县内都设有“文庙”、“城隍庙”等，每逢

春秋是必须祭拜的。这样的宗教信仰渗透到民歌中，

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对大自然敬畏的感觉，即使地势险

要，内心中仍旧有一种感激上苍赋予他们这样的环

境。从歌词中“观音菩萨他没得灵验，不使劲来过不

了滩”便可看出，即使遇到了危险，也不会有怨气，

不会对神灵不尊敬。

日本有佛教、神道等宗教，它们分属各个体系

化了的多神教。大部分日本人同时为这两种宗教的信

徒。而且他们对于五谷神、守炉神之类的泛灵论、巫

术中的神也是一味地接受。⑤虽然日本人的宗教信仰

比较复杂，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某种宗教怀有明确的信

仰观念，只是这种信仰是他们的一种思想感情或是基

本感觉，这根本原因就是日本人抱有的追求现世福报

的心理。他们有自己固有的民族信仰，就是神道，这

其实是起源于印度寻求自我拯救的佛教，被传入到日

本后，成为了一种祈求丰收与部落社会平安的祈祷宗

教。日本的宗教信仰也体现出日本所特有的一种风

格——融合。与其他国家门类清晰、信仰坚定、教派

互相不融合的状态相比，日本的宗教更适合把它描述

成带有宗教色彩的民间习俗。这些从《拉网小调》的

歌词中也能体现出来，“你若问五谷神鲱鱼群何时到

来？五谷神到处都说至今没有音讯”。这样的歌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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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完全信仰五谷神，只是对五谷神有一种友好的态

度，将五谷神放到歌词中，丝毫没有感觉到因为五谷

神“预测”不出鱼群在哪里，而带有一种对神灵不尊

敬的感觉。这与他们的相融合的宗教信仰风格是分不

开的。

这两种不同的信仰反映到民歌中的体现则是，中

国的《川江船夫号子》有一种坚毅、不容侵犯的神圣

使命感，日本的《拉网小调》有一种比较随性、欢快

平易近人的玩乐感。

四、民族性格

三峡地区人民的性格是非常直率、爽朗的。从历

史文献资料看，川江附近的居民多是“刚悍生其方，

风谣尚其舞”（巴地）；“锐气善舞”（重庆府）；

“风俗朴野”（万州）；“其人豪”（夔州）。⑥由此

可见，这一地区的人民强悍、质朴、尚武、豪爽、仗

义。不论男女，都体现出一种重情重义、大气直爽的

性格特征。这些性格特征形成的根本出发点，体现在

“良心”两个字上，这是他们的基本精神，也是人性

本体。但是在尚武方面，他们有时会过于极端，“胜

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思想比较明显，这也是劳动人民

尤其是船工们不拘小节的一个“粗俗”的方面。这样

的性格使得船工们不会有太过约束的行为与思想，也

不会有依赖、依靠别人的想法。三峡地区人民的随意

性也是很强的，这种随意性主要是体现在行为、思想

的自由方面，没有“框架”的限制。因此，《川江船

夫号子》的节拍是多样性的，2/4、3/4、4/4、5/4拍

在整首歌曲中都被运用，而且是上一句是一个拍子，

下一句立刻变换成另一种拍子，非常的自由。

集团意识可以说是日本人最具有特点的民族性

格。他们的集团性一方面来自于稻作文化，稻作需要

集体的劳动与合作，由此形成了农村共同体；另一方

面也来自于传统的家族制度，无论哪一种家族制度，

家长的权威是需要家族成员绝对服从的。因此，在日

本的集团内部就会产生许多规则，权威的支配和对权

威的无条件的追随。⑦

对于整个日本社会而言，主张有了集团才有个

人、在集团中个人才能发挥作用，要比主张个人主义

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与认可。在他们强烈的集团意识

中，有体现出他们强烈的依赖性格。所以，他们在集

团中行动和思想会表现出极强的一致性。这样的集团

意识可以说是一种无形的约束力，时时刻刻束缚着个

人的思想与自由，不敢逾越，因此日本人有着刻板的

性格。集团意识在《拉网小调》中最明显的体现便是

日本人不会单独来歌唱这样的民歌，都是齐唱，并且

在衬词上的演唱也是完全的一致。整首歌曲的节奏，

全部采用的是2/4拍子，即便有随意的吆喝词语，也是

在固定的拍子中演唱的。

不同的民族性格反映到音乐上，表现出的音乐感

觉完全不同。中国民歌的节奏自由与日本民歌的节奏

制约，非常恰当地说明了这个区别。

五、总结

通过上述四个方面来分析导致中日渔船号子民

歌不同的文化因素，我们能够发现：跨文化的音乐对

比其实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异国音乐文化。其

实，不论异国音乐有什么样的不同，在同一种类型下

的音乐总会有类似点，这也是在跨文化交流中关键的

一点——交融性。这两首船渔号子，有以下两方面的

共同点：

首先是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坚毅不拔的精神。不

论是地处滩多水急、险恶艰难的川江还是地处水流湍

急、四周环海的北海道，没有坚毅不拔、百折不挠、

吃苦耐劳的精神就不会有收获，也就不会战胜大自然

的艰险环境。这样的精神是劳动人民最质朴的精神，

是他们身上最宝贵的精神，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精

神。其次是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团结协作的精神。不论

是出海、上滩，还是拉网、下滩，这些行动都不是一

个人的力量可以做到的，只有大家齐心协力、随着号

子的呼喊声动作一致，才可以勇往直前、负重前行。

现在的我们很喜欢特立独行，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

性，喜欢标新立异，不善于同他人团结协作，缺少了

团队合作意识，这是我们今后在社会立足的大忌。一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众多人的力量则是无穷的。

如今，生产力水平越来越发达，早已经没有了

木船捕鱼出海、船工们随着号子的节奏拉纤的场景，

取而代之的是机动铁船毫无声息地作业。这样生机勃

勃、展现人们顽强奋斗、不轻易放弃的画面只能存在

长辈们的记忆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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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演唱中的情感表达与想象力

■ 张美荣

一、准确表达作品的情感，深入体现作品内涵 

声乐，它是音乐艺术中很特殊的一种形式，它能

够最深刻、最准确、最生动地反映人的情感。中国古代

就有“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说法。清代学者徐大椿

说：“唱曲之法不但声之宣讲，而得之情为尤重。”就

是说，歌唱的方法，不但要讲究声，更应重视情的表

现。我国歌唱理论中的“以意为主，即意生情，以情带

声，字正腔圆，情声并茂”，其中“唱心”是关键性问

题。所谓唱意唱情，即用歌声来表达歌曲的思想内容，

吐露演唱者的心境。因此在歌曲演唱过程中，应先从歌

曲内容凝聚的情感内涵入手，对其表达的意义，思想感

情进行探究。

1.必须巧妙地运用歌唱的技能。歌唱者要很好表达

感情，是需要一定的声音技能条件，否则，即使他对音

乐作品有再敏锐的感受能力，有再深切的演唱欲望也很

难把这种感受表达出来。艺术表现需要技巧，没有娴熟

的技巧就会力不从心，看似激情满怀，声音却不听使

唤，要速度达不到，要连贯柔和气息支不住，高音上不

去，低音下不来。这极大地阻碍了歌曲的表现，失去了

艺术的美感，所以要善于运用歌唱的技能把作品反映的

内容意境表现到极限。

2.要从朗诵入手琢磨歌词。朗诵歌词是寻找歌曲意

境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歌词要表达的基本情感首先

是以歌词决定的，作曲家根据歌词谱出与歌词情感表达

相应且比歌词情感表现更生动、更深刻、更细腻、更强

烈的曲调，可谓延伸之“音之”、“嗟叹之”情感。

因此在声乐艺术的二次创作过程中，就对演唱者的情感

表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朗诵中，可以不断感受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