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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水船工号子的音乐人类学研究述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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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８４～２０１４年中国大陆涉及运用音乐人类学方法对民间音乐进行研究的核心期刊共４１篇，
学位论文２２篇。以“澧水船工号子”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搜索，共检索到学术论文７篇。运用音乐人类学方法对民间音乐
进行研究逐渐成为现代音乐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关于澧水船工号子的研究则主要侧重于其音乐本体的艺术价值与审

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运用音乐人类学的方法对澧水船工号子进行解析具有更高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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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四大知识库进行主题检索，共得到相关论文百余篇。近年来，对于音乐人类学研究的侧重点

逐渐从以理论研究为主转变为实践运用居多。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眼光对准民间音乐形式，运用人

类学的理论方法对民间音乐进行剖析，从而达到一个新的研究高度。本文通过选取对澧水船工号子研

究的相关论文，以及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对民间音乐进行研究的文章进行梳理和总结，选择具有代表性的

核心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进行详细的论述，以保证文章的学术性。

１　目前澧水船工号子的研究成果
澧水船工号子是湖南澧水流域流传的一种民间音乐形式，由地方小调转化而来，反映了船工的苦难

生活和劳动场面，２００６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通过搜索发现，目前
国内学者对澧水船工号子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其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的研究，且均为期刊论文。

陈世扬的《论澧水船工号子的艺术特征与审美价值》一文中，从澧水船工号子传唱地域与历史沿

革、艺术特征、审美价值进行论述，对于澧水船工号子音乐本体的研究相对较少，更多的是结合澧县地域

探讨澧水船工号子存在的深层意义和内涵，包括其民间性和地方性。澧水船工号子的审美价值则表现

在自然美、阳刚美、和谐美。文章出示了《慢板》《数板》《快板》《平板》四种类型的谱例，论证充分。通

过其音乐构造追朔其地理环境，通过地理环境上述至号子精神以及其高度的审美艺术价值［１］。周玉

屏、陈瑾在《澧水船工号子的艺术特点和文化价值研究》的文章中，对澧水船工号子音乐构造等方面做

了重点研究和解析，从澧水船工号子的起源与发展、基本特征、艺术特点、文化价值以及传承与弘扬五个

方面进行论述；对澧水船工号子的旋律、歌词、唱腔等音乐本体进行研究论述，引出中国劳动人民与天地

自然搏斗的不屈不挠、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的主旨［２］。

以上两篇澧水船工号子的文章都是期刊论文，其相似之处在于都提到了澧水船工号子的艺术特征，

但在文章的论述写作中有着明显的不同。前篇文章在探讨澧水船工号子的艺术特征时有着大量的谱例

作为支撑，而且对澧水地域的了解也非常深入，作者应该做了一定的田野调查，文章主要就音乐的特征

和美在哪里进行论述。后篇文章对于澧水船工号子的描述则有点纸上谈兵之感，缺乏谱例论证，对于描

写的重点———其精神意义的描写以及“怎样演唱？为什么这样唱？”还可以再深入描写。这两篇文章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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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面的学者对澧水船工号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澧水船工号子作为第一批国务院批准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研究，其中包括李刘霞、张友福、龙

珍珠的《澧水流域历史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探析》［３］等。

２　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号子研究现状
２．１　号子的研究情况

号子作为一种由来已久的民间音乐形式，早在《淮南子·道应训》中就有“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

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对其进行描写。樊祖荫的《简论多声部的号子音乐》一文中，认为

一领众和的演唱方式是号子出现多声现象的主要原因，他从多声部号子音乐的产生和发展、号子合唱中

的多声结构形态、多声部号子音乐中的和声与调发展手法三部分解析多声部的号子音乐，并对合唱中的

多声部结构形态做了一个全面系统的介绍［４］。文中出示大量多声部结构的号子谱例，论证领、和关系

的劳动号子是属于多声部的音乐范畴，论证充分、让人信服。孙黄澍的《布鲁斯音乐与中国劳动号子之

比较》一文中，以两种音乐的起源、演唱者、表演方式和发展历程为切入点，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将中国民

间音乐形式与外来音乐形式进行对比［５］。布鲁斯最先在美国黑人中广为传唱，它是黑人内心情感的真

实写照，充满了对岁月的感叹和生活的无奈。而中国的劳动号子同样也是最底层劳动人民在劳作时通

过统一节奏、步调完成劳动而产生。文章通过四部分的论述将布鲁斯和中国劳动号子都做了一个较为

全面的介绍，同时也指出了不同于布鲁斯的流行至今，中国劳动号子已经逐渐走向消亡，只存在其艺术

价值，逐渐失去实用价值。劳动号子要怎么去更好地传承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上述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不同时期的核心期刊上，虽然都是对号子这一音乐形式进行研究，但其研

究方法和主要落脚点有明显不同。樊祖荫在文章中仅从号子这一单一的音乐元素入手，以多声部的号

子音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通过平铺直述的方法进行多声部号子音乐的阐释，文章偏向于口语化。孙黄

澍则更贴切现代研究的发展，将传统民间音乐形式与西方欧美音乐形式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分析。

两种音乐的形成条件有一定相似之处，都是人们内心的写照和宣泄。但布鲁斯却能够流行至今不断壮

大，而劳动号子却逐渐走向消亡，对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有重大的启示作用。对于号子的

研究文章还包括周冰颖发表在《中国音乐》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的《川江号子的文化价值及其保护传承问题研
究》、米瑞玲发表在《中国音乐》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的《衡阳“劳动号子”的分类及其艺术特色》等。
２．２　号子的音乐人类学视角研究

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学者对于号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发展史、音乐本体（和声或歌词等的研

究）、号子的艺术价值等方面，较少有学者关注号子的音乐人类学视角的研究，运用民族音乐学理论和

方法对号子进行研究还没有形成规模。

肖文礼的《赣南客家祭祖的音乐文化人类学研究》一文中，通过田野调查搜集大量两大祭祖仪式的

一手资料，从时间跨度、祭祀程序、音声构成三方面进行对比，得出与谭必友的“在社会转型或者自然环

境发生重大变化之际，会导致人类的某种行为的消失”的不同观点，“认为文化永远是一个动态的、开放

的、不断变化着的系统，它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文化的变异是一种适应性的变

化。”肖文礼通过曹本冶“信仰、仪式行为、仪式中的音乐”的研究方法，对祭祖音乐进行研究。运用民族

音乐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结合作者自身的田野调查、比较研究、音乐本体分析、文

献查阅，为后来者对赣南客家祭祖仪式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借鉴意义。胡蓓蓓的《有一种活法———湖

北马山民歌队音乐人类学研究》一文中，从湖北马山民歌队理论研究背景、湖北马山民歌队现状调查研

究、马山民歌队文化解读三个方面进行解析探讨，通过文献分析法、田野调查法、定性分析法等研究方法

探讨湖北马山民歌队的现状和发展［６］。马山民歌作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和发展也

受到极大的重视。胡蓓蓓通过对大的社会背景进行描写，展示了湖北马山民歌的音乐形式，但同时也对

马山民歌的青黄不接和没有资金的支持两大问题做了分析。在“乡村”越来越得到重视的时候，马山民

歌作为“乡村文明”的一种形式，未来的发展也是很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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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肖文礼和胡蓓蓓的两篇硕士论文，同为运用音乐人类学方法进行民间音乐的研究，肖文礼

更加侧重于比较音乐的研究。胡蓓蓓的这篇文章则把重点放在田野调查上，但不是说肖文礼的文章就

不包含田野调查，在文章的构思上胡蓓蓓的更加具有逻辑性，标题讲究对称；肖文礼的文章构造则是以

三个主要关键词为核心，通过“文化生态”“个案”“仪式”为关键词进行写作，看似没有联系，却又有着

千丝万缕的关联。就文章的构架而言，胡蓓蓓的文章更加偏向大众文章结构，肖文礼的文章则更加具有

学理性，二者各有千秋。

民族音乐学视阈下的民间音乐研究还包括中国艺术研究院陈耀泷的硕士毕业论文《湛江市文章湾

村“年例”妈祖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研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曲良敏的硕士毕业论文《南阳曲剧传承的音

乐人类学考察》等。但随着民间音乐本体研究越来越成熟，国内大量学者开始将音乐人类学研究方法

运用于民间音乐研究之中，为民间音乐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学者对于号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发展史、音乐本体（和声或歌词等的研

究）、号子的艺术价值等方面，较少有学者关注号子的音乐人类学视角的研究，运用民族音乐学理论和

方法对号子进行研究还没有形成规模。潘广宇通过对川东劳动号子音乐的人文特点、川东劳动号子音

乐的人文分类以及川东劳动号子音乐的人文地理几个方面进行人文解读［７］，呼吁学者们必须用自己的

维度去思考各个号子间的联系和区别，才能够更深层次地对音乐进行解读和理解，对我们今后的研究都

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肖文礼运用比较人类学的方法，将石城长溪赖氏宗祠的祭祖和于都寒信萧氏春节

祭祖作比较，结合仪式存在的文化生态环境研究“变迁中的传承”，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比较，探讨仪

式及与之相关行为存在的深层原因［８］。

３　结语
将音乐人类学的方法运用于传统音乐之中是成为国内近年来研究的热点，而澧水船工号子获批国

务院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对其音乐本体进行研究的前提下，运用比较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对澧

水船工号子进行研究。通过研究澧水船工号子与相关的历史、社会、音乐等因素的变与不变，并对其进

行初步的描述和人类学的阐释，对其进行人类学的深度剖析也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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