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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n folk songs in Gaoshan in northwestern Guangxi are mainly popular among the Han people in Leye County, Tianlin 

County, Longlin County and Lingyun County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Baise City, Guangxi. It also attracts the love of 

many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The Han people of Gaoshan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they have formed the same 

music culture and integrate folk songs perfectly into their lives. Thi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trong and continuous 

sense of identity of the Han people of Gaoshan with their own nation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function and ethnic cultural identity of Gaoshan Han folk song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Gaoshan 

Han folk songs in northwest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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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桂西北高山汉民歌主要流行在广西百色市下辖的乐业县、田林县、隆林县以及凌云县的汉族中，同时也吸引了

许多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喜爱。高山汉人民来自不同的地方，但却形成相同的音乐文化，并将民歌完美地融入

生活中，与高山汉人民对本民族文化有强烈、持续的认同感有直接的关系。本文将从高山汉民歌的社会功能、

族群文化认同的角度出发，剖析桂西北高山汉民歌的发展现状。 

关键词：族群认同；广西高山汉；民歌；文化认同 

1.高山汉民歌的社会功能 

高山汉民歌，是高山汉人民生活的一个缩影，它

承载着无数高山汉人民在迁徙中、在奔波中、在挣扎

中的文化记忆。高山汉民歌包括了高山汉人民的风土

人情、生产生活、历史变迁等内容，因此民歌的影响

是非常广泛且深远的，在高山汉族群文化的形成、维

持中具有特殊的功能。主要具有以下几个功能： 

 

 

1.1.文化传承功能 

“民歌是经过长期而广泛的群众性的即兴创作，

口头传唱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恶劣的居

住环境，早年高山汉一直生活在高寒石山地区，环境

相对来说比较封闭，与外界的交流很少甚少，教育水

平也相对有限。因此传承下来的民歌架起了一座高山

汉人民受教育的桥梁，并将他们的智慧集中在创作民

歌上。他们不仅擅长通过唱歌传播丰富的知识，而且

还通过倾听和学习这些记录本族群历史和文化的歌

曲，来开拓生活和事业、启迪心智，使民间歌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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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如： 

苦悠悠，廊檐吃饭雨飘头； 

牛在栏里叹大气，牲畜为我叹苦愁。 

苦丁丁，廊檐吃饭雨淋身； 

牛在栏里叹大气，牲畜为我叹苦情。 

这是一首解放前的长工苦歌，生动的记录了旧时

长工的悲惨生活。改革开放后，尽管高山汉人民的生

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但唱民歌仍然是他们生活的一

部分。通过分析不同时期高山汉族民歌的内容创作，

我们可以发现高山汉人民在时代变迁中生存环境、生

活条件等的变化。如这首山歌中的歌词：“改革开放二

十年，家乡旧貌变新颜；楼房起到茅草岭，麻雀难找

旧廊檐”。主要描述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政策改善了

广大高山汉人民生活环境，人们自然纵情高歌起来。 

传承了其独特文化记忆的高山汉民歌，就像高山

汉人民的“百科全书”，仍然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高山

汉儿女。 

1.2.道德教化功能  

音乐具有教育功能这一说法在中国古代文献中

被许多音乐家、文学家所提出过。早在周代，统治者

就试图通过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对人的外部行为

和内部思想建立统一的规范。在《礼记·乐记》中还讨

论了“乐”与“德”之间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

提出的“礼乐思想”也表明：“礼”与“乐”对于社会规划

和发展同样重要。高山汉族民歌文本融合了丰富的传

统文化，例如时令节日、历史神话传说、谚语、歌谣

等。如： 

正月想妹梅花红，二月想妹李花开；梅花谢了李

花谢，不知哪时喜才来。 

三月想妹清明时，四月想妹种禾苗；细雨过后禾

苗起，不见情妹心烦焦。 

五月想妹薅田草，六月想妹插晚稻；可能情妹丢

哥了，十条肠子断九条。 

七月想妹交白露，八月乡妹想秋分；森林落叶秋

风起，妹你变心不变心。 

九月想妹是秋收，十月想妹路一条；请妹连哥要

留心，秋实结果要成桃。 

此曲实际上是一首情歌，但其中大量的穿插了高

山汉传统时令节日来说明时间的流逝，将对阿妹的思

念之情与耕种劳动的进程相结合，展现了高山汉人民

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传统文化，以音乐的形式来督促、

教育高山汉人民。再如： 

正月犁秧田，二月修田基； 

三月撒稻种，四月插秧时。 

五月祭田魂，六月耘田去； 

七月禾怀胎，八月穗出齐。 

九月可开镰，十月湿谷到屋里； 

十一月干谷进了仓，腊月做糍给娘吃。 

这首山歌主要阐述了高山汉人民栽种稻子的进

程，按其叙述的从栽种到收获的季节来看，是符合岭

南地区亚热带气候的栽种条件的，展现了高山汉人民

辛勤劳作的场景。其次，将收获了的谷穗做成糍粑送

给爹娘，表达了高山汉儿女对父母的感恩之情。 

民歌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掌握时间更迭和生产劳

动的动态，还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历史、铭记历史。高

山汉民歌朴素而亲切，歌词大多生动地描述了高山汉

人民的辛勤工作、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的点点滴滴，

是高山汉人民构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一个

重要途径。 

1.3.娱乐功能   

民歌的娱乐功能分为三种：自娱、娱人和娱神。

高山汉民歌也具有上述三个功能，但自我娱乐是他们

的主要消遣方式。高山汉人民常常在劳作和休闲时唱

民歌，主要用于缓解工作压力，消除工作中的孤独感

或表达对家人、恋人的思念之情等等，这都反映出民

歌的自我娱乐功能。如：“闷闷闲闲过一天，打起火来

烧杆烟；打起火来把烟烧，人也精神嘴也甜。”这首山

歌生动的描述了一位闲来无事的老汉在家唱起山歌

的场景，真实的记录了高山汉人民悠然、乐观的生活

情趣。 

同时，高山汉民歌还具有人际交往和抒情表意的

娱人功能，用歌曲、歌声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

沟通，尤其是当社会条件不那么发达时，民歌已成为

异性之间互动的重要工具。如： 

男：哥是天上白斑鸠，妹是花园红石榴；吃不饱

来看不饱，给哥难舍又难丢。 

女：生要连来死要连，不管爹妈在眼前；不怕哥

嫂在身边，深深恋哥一万年。 

男：牛角尖尖装芝麻，生死要连这枝花；刀子夺

命我不怕，五马分尸也管他。 

女：桐子开花为桐油，情妹挨打为风流；打是打

在妹身上，痛是痛在哥心头。 

此曲描绘了一幅男女互相爱慕、誓死要在一起的

一幅画面，表达了高山汉年轻男女对爱情的忠贞不渝。 

另外，还有不少用于民俗仪式中的民歌用来表达

对神的敬意和崇拜。 

1.4.审美功能   

时代变迁，高山汉民歌仍然不断传承和发展着，

并且成为了高山汉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支柱。它具有

深刻的美学意义，其音乐审美符合传统汉族审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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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分别是内容之美和形式之美。 

首先，在民歌的内容上，它的的唱词、音韵、顿

挫、语句节奏，都代表着高山汉人民的的精神气质和

审美标准。其中，情歌是所有题材中曲目数量最多的，

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如： 

男：月亮里面有桂枝，情哥早想摘一支；鲁班师

傅死的早，无人帮哥搭天梯。 

女：眼看表哥身穿绿，手里提着半斤肉；心想同

哥打平伙，可惜人生面不熟。 

男：妹是园中一枝梅，哥今刨土来栽培；还望老

天多下雨，成双就看这一回。 

女：三匹芭茅搭座桥，两匹落地一匹飘；只要真

心又诚意，茅草更比钢丝牢。 

男女对唱之间你来我往矜持的语言反映了高山

汉人朴素委婉的表情方式，表达了高山汉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期待。从以上民歌文本中可以反映出高山汉人

民关于非音乐性内容所构建的绘画性原则，这是人们

长期对生活保持细微的、具有深度的观察而形成的审

美能力。 

另外，高山汉民歌的形式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旋律美。通过笔者之前对高山汉五类民歌体裁的

音乐本体分析，可以得知它的旋律多为五声徵调式，

如《新娘敬茶散鞋歌》《十叹父母养育恩》《蛤蟆调》

等曲目均为五声徵调式，这与我国南方汉族民歌相似。

旋律走向多呈波浪起伏居多，旋律起伏较小，旋律进

行常以级进的大二度为主，其中穿插小三度音程，因

此曲调比较舒缓。有悠长婉转的山歌，也有朗朗上口

的小调；也有类似念诵型的真挚感人的风俗歌；还有

天真活泼的儿歌。 

二是织体美。高山汉民歌中的山歌经常使用各种

装饰音和固定拖腔，同时歌手在即兴歌唱时根据情绪

和情感的抒发常在句末加花，使高山汉民歌的音乐更

加丰富多彩。其中，还常常使用一音多润腔的装饰手

法，即一个音前、后同时运用装饰音，这在高山汉民

歌中并不常见， 

对这种民歌美的认同和审美情感之来源是其将

感知、理解、想象、认知等心理因素融合成一种独特

的活动形式，以可感觉、可触摸的形象或声音来反映

现实、再现现实，并以此提高人们从生活中认识、把

握美的能力，其后融入进音乐中，再以音乐的形式显

现出来，表达了高山汉人民意识深层的审美特征。 

综上，高山汉民歌承载了高山汉人民的人文历史、

民俗风情、审美情操，因此它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

对高山汉人民的文化传承、价值观建构影响深厚。 

2.高山汉民歌族群文化认同 

如何解释生活在不同区域、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却

拥有共同的文化特质，尤其是风俗习惯、住房饮食、

语言服饰都存在着大同小异的特点。高山汉是否属于

族群？如果是，族群文化认同体现在哪些方面？那么

本节通过探讨高山汉的族群归属问题以及其族群文

化认同的体现，旨在说明高山汉民歌生成、保存过程

的主要影响因素。 

“认同”一词的最早来源于心理学的概念，是由奥

地利著名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于 19 世纪

末提出的。他认为认同主要指的是是个人或群体在感

情上或心理上趋同的一个过程，对于个人或群体心理

发展的影响进程中，其认同的过程显示出长期性、稳

定性的特征。其后，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精神病学家、

发展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在他撰写的著

作《认同与生命周期》（Identity and life Cycle）中也提

出了“认同”的概念。《族群认同、族群认同的发展及测

定与研究方法》一文中还指出“族群认同”（ethnic 

group identity）包括自我认同、归属感、对参照群体

的认知以及个体在群体中的价值分享等不同的维度，

是动态的多维度的结构。而广义的族群认同不仅包括

个体对本族群的信念、态度和参与行为，而且还包括

个体对他族群的信念、态度和参与行为。以上表明，

在影响族群认同建构的诸多要素中，文化要素被视为

最重要的客观要素。自 1980 年以来，美国众多民族

音乐学家开始关注“音乐与认同”之间的关系。早期的

研究人员包括克里斯·沃特曼（Chris Waterman）、曼努

埃尔·佩纳（Manuel Pena）、戈登·汤普森（Gordon 

Thompson）等等。纵众多相关文献著作，研究者们反

复强调音乐有助于建构社会认同，音乐在族群边界认

同形成与维护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以及新型的音乐

形式如何在建构新兴的身份认同中发挥作用。近年，

许多中国音乐研究者开始关注到“音乐与认同”这一

主题，如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赵书

峰教授发表于《中央音乐学报》2017 年第二期的论文

《族群边界与音乐认同—冀北丰宁满族“吵子会”音

乐的人了些阐释》以及发表在《中国音乐》2018 年第

1 期的论文《移动的边界、身份的变色龙—冀北丰宁

“吵子会”音乐认同变迁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等。随着

全球化的发展，所有媒体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普及，

不同国家、民族、族群和区域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相互之间不同音乐文化的交流、互动、融合与冲突变

得越来越普遍。不同音乐文化之间最根本的冲突是音

乐认同的融合和碰撞。音乐既带有人的个体属性、社

会属性和文化属性，又来自于人的创造性思维和发散

性思维。高山汉民歌即为异地、同族之间进行传播的

音乐文化认同现象，是历史与当下之间搭建起的一架

文化认同的桥梁，具体表现在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等

方面。 

2.1.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对族群而言，是指某族群在长期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稳定性、持续性的的传统

习俗。 

据笔者的走访调查和收集的文献资料中所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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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汉迁入桂长达百余年，周围居住着壮、苗、瑶、

仡佬族等少数民族，但与他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却没有

太多，生活、生产习惯以及人生礼俗等风俗习惯与传

统汉族基本相同。 

首先，广西高山汉与传统汉族的住房结构基本相

同，在隆林县隆或乡、介廷乡以及田林县、凌云县等

高山汉聚居地，很清晰的就可以分辨出高山汉居住的

房屋。他们的住房基本都为平房，正厅的中间墙壁上

中间设有祖先神位，悬挂“天地君亲师”，用以祭拜先

祖神灵；正厅右侧为厨房，厨房放置火铺，用以烧水、

取暖、煮饭，同时进出屋子大都为右侧的小门；左侧

为卧室，正厅大门及侧门基本不开。随着经济的快速

发展，很多高山汉搬到了县里或者生存更适合居住的

平地，新的楼房很少在造火铺，比较常见的是楼层数

量从一层增加至两层楼，但整体构造基本与上述无大

差别。 

在婚丧嫁娶、修房生育等习俗上也普遍相同。例

如结婚当天，新娘出嫁时、宴请宾客时要唱哭嫁歌、

敬酒歌等；伴郎还要与伴娘一方的人进行对歌。如今，

高山汉人民的婚礼仪式中很少出现对歌，只有少数热

爱民歌的人家会在婚嫁仪式前夕或者婚礼当天邀请

一些山歌艺人来助兴。 

2.2.民间信仰 

“在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最

为惊人。”民间信仰不仅是高山汉精神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而且是体现高山汉族群建构的纽带。民间信

仰深深扎根于乡土社会中，以万物有灵为主体。桂西

北高山汉崇拜的神灵主要有祖先神、自然神和鬼神等

等，具体的有祖先，灶王神，土地神，山神和观音等。 

高山汉人民与传统西南地区的汉族人一样，在众

多神灵崇拜中，供奉着最为重要、最频繁的即为祖先

神。几乎所有的高山汉人民居住的房屋都会在正厅中

供奉祖先神，甚至因原籍来自相同地方且姓氏相同而

聚居在一起的高山汉还建立了祠堂来祭拜祖先。农历

的初一、十五以及节日时期，都会以香烛、新鲜的瓜

果点心祭祀祖先。除祖先神之外，祭祀比较多的是自

然神，在新年之始，为祈求来年丰收平安，有的还带

上香纸、酒、果品到附近的土地庙、山神庙、观音庙

或者传说中有灵气的水井、桥、神树旁进行祭拜。 

高山汉在文化特质上的维持和认同促进了高山

汉民歌的形成，而高山汉民歌以其生活性、口头性的

基本特性渗透于高山汉的生活当中，是族群建构中最

为显现的象征符号。 

另外要说明的是高山汉族群文化认同维持主要

有两个解释：第一为原生论，主要指的是基于共同的

语言属性、宗教信仰、种类族别、族别属性以及共同

居住下领土的‘原生纽带’等因素是族群成员相互关联

的重要因素，同时十分强调相同的语言属性、宗教信

仰、种类族别、族别属性以及共同生活领土是整个人

类历史上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原则，而且这样的原则存

在于一切人类团体中，并超越时空而存在。因此对族

群成员来说，原生性的纽带和情感是根深蒂固和非理

性、潜意识的。那么这就能解释当我在采访高山汉的

艺人或者相关音乐文化爱好者时，他们都会提到：“我

们都很喜爱唱山歌，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让

我记忆深刻的是一位嫁到瑶寨生活了二十多年高山

汉妇女高月琴，她是经人介绍然后嫁到浪平乡平山街

管辖下的一个屯，里面 95%以上的都是瑶族人。我去

采访她时她正在田间劳作，当我提出想问她一些问题

以及想录一段她唱歌的视频时，她十分羞怯说道类似

“我只会讲汉话，我可以听懂瑶话，但我不会说”“平常

我很喜欢唱汉歌，几乎每天都要唱山歌（民歌）”。由

此得知，这种原生性的血缘性的纽带是非常根深蒂固

的。高山汉民歌的传播就是在基于人心理下意识的表

达以维持这个认同纽带。 

第二指的是对立论，对立论的前提需要说明的是

不同族群之间对立的过程是族群认同的得以维持的

主要原因。提出的核心观点即为“持久的认同体系”和

“对立过程”。在这个“对立过程”中隐藏的是一方族群

对另一族群的文化的吞并，那么在高山汉与其他族群

相处的过程中，类似“火铺”等带有被迫意味的习俗似

乎带有了一些对本地人眼中“异文化”控制，此时以语

言、宗教、习俗、民歌等为依托来主动的进行实现群

体目标。继而持久的认同体系在其对立过程中，本文

化成功抵御异文化的同化而存留下来，族群认同在时

间的前进中得以维持，丰富多彩的汉族民歌文化得以

保存。 

3.结论 

自明末清初始，大量的西南移民进入桂西北这片

神秘的高山时，富有地域特色魅力的民歌开始流传开

来，吸引了着越来越多的人为之驻足。高山汉民歌在

不同区域、不同时空中继续得以传播，除了拥有共同

的文化习俗、民间信仰等建构族群的重要因素外，民

歌里使用的旋律节奏、调式音列等相似的音乐形态特

点是其拥有共同的审美造就的，是对自身传统文化的

认可和保存，而民歌则是其族群文化认同中最为显现

的象征符号。高山汉民歌的传播形式并不是一个特别

的音乐文化传播现象，它是同一民族之间文化交流、

文化深度认同的一个缩影，是传统汉族民歌传播的普

遍现象，也是处于少数民族中的汉族相互交流、沟通

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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