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歌词的结构是歌词主题思想的一种表现手段，

且离开了结构，就没有主题思想。歌词的结构与主题

思想的关系，就象人的形体与灵魂（思想）一样，灵魂

是首要的，起主导作用，但离开了形体，灵魂也就随

之消失。因此，歌词的结构必须与它的主题思想统一

起来，完美地结合，才是一首能够配乐歌唱的好歌

词。

结构的重要性已如上述。它是由词、句、段等诸

多因素组成的，其句式是构成歌词整体结构的基本

单位。如果歌词句式杂乱无章，东拼西凑，是难以适

应听觉感应的。是故，创作一首歌词，必须在结构上

作一些基本框架的安排，即歌词的内部的组织方式。

研究词与词之间的音组长短彼此对应，强弱交互穿

插，句与句之间的有机联系，段与段之间的内容层

次，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完美融合，以及构成歌词诸多

因素的有序组合，全都围绕主题思想，进行妥善的组

织安排，这是结构方法应有的功能。

凉山汉族民歌歌词的基本句式是七字句，其它

四、五、十字句的较少。特别是七言四句，只有二十八

字，可构成一首完整的歌词，称为四句歌或山歌，它

在凉山数量最多，生命力最强。比四句歌更长的多节

歌词，基本上都是它的倍数的增长，每个歌段都是七

言四句，内容不同，曲调相同，其结构形式多为一段

式。各少数民族的歌词也有七言四句的，但长短句居

多。我们探讨凉山民歌歌词的结构方法，基本上就在

七言四句和长短句基础上考虑。

凉山民歌歌词，究竟采用了哪些结构方法？利用

哪些建筑材料去构造和影响歌词结构的局部与整

体？本文试图抛砖引玉，作一些肤浅的论述。

一、按时间先后顺序安排歌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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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中形象的塑造，情绪的表达，事物的发展，

事件的进行，都是以时间顺序为线索，贯穿首尾。时

间单位有“月、日、四季、更、辰”等。譬如某歌词需容

纳一夜内容，可以以“更”为单位，从一更写到五更，

共五个歌段合成一个整体。这类歌曲有《五更阳雀》、

《哭五更》、《骂五更》等都是以“更”为连线安排歌词

结构的。《采茶》则以“月”为序为其结构方法：它塑造

了两姊妹可爱而又使人同情的形象。勤劳、善良、灵

巧、穷苦。她俩从正月租得茶园种茶到腊月交还茶园

的一年里，总是辛苦劳累，忙忙碌碌。每月一个歌段，

一个事件，共十二个歌段。结果茶园主榨干了她们的

血汗，两姊妹一年辛苦一场空。从而表现了旧社会劳

动妇女生活的辛酸。

《采茶》以“月序”为连线安排结构，使事件的发

展有头有尾，来龙去脉非常清楚，从而完成主题思

想，成为一首完整的歌词。

与个人创作歌词比较，创作歌词有倒叙也有顺

序，如蕉萍创作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就是倒叙，民歌

则以顺序为主。个人创作歌词一般将时间先后顺序

隐含于事件的发展中，如张俊的《山村迎亲人》写解

放军来村里进行野营训练，群众热烈欢迎的盛况。分

三个歌段，即“要到咱们村”，“来到咱们村”，“住到咱

们村”，民歌则直点时间。这正好说明凉山民歌通俗

易懂的特色。

二、按空间位置顺序安排歌词结构

歌词的空间顺序是按人和事物所在的环境位置

的转换以及人和事物本身各个部分的分头描述来进

行的。即歌词结构的局部位置转换与局部分头描写

构成歌词的整体结构以表现歌词的主题思想。这种

结构方法，形象清晰鲜明，仿佛身临其景。试举两例

作扼要的分析说明：

甘洛县彝族妇女阿靠莫女演唱的《小妹》就是一

首空序结构的多节歌词。歌词共有六个歌段。其中

有三个歌段充分利用了环境方向位置的有序转换组

织结构。另外三个歌段都是在环境画面转换后的情

感抒发。歌词一开始就使用空间方向变化的描写来

表现青年男女执著的爱情。无论小妹从“上方来，下

方来，山上来，深谷来，大门来，小门来，火坑来”，男

方毫不畏难，意志坚定，都要与她“合”。真是“相思才

相逢，爱恋才互找”。二人终于成婚。也许压力太大，

导致弃家私奔。他们途经之处，随环境的变化，空间

画面转换极快：高山、蕨坡垭口、海古待色、海谷悬

崖，一路受阻。只好“转着走”，来到大渡河，又遇“河

水把人隔”。他们砍下梧桐造船，劈取柏树作桨，终于

划向彼岸，来到一处人迹罕见的地方。宁愿“丢瓦屋，

住岩洞；弃白米，吃砂粒”，也要相亲相爱在一起。

这首民歌歌词为长短句式，以“空序”安排结构，

让人物活动在不断转换的环境里，一张张空间画面

所连成的画廊，充分地有序地形象地表达了坚如磐

石生死不渝的忠贞爱情这一主题思想。

西昌海滨村李光云演唱的《小和尚》是七字句的

变体。它没写空间位置的环境转换，而是写在同一空

间画面的同一环境里，对小和尚自身及其周遭环境

各部分的分头描述以展示一幅有声有色的庙堂环

境。

歌词先写小和尚的头部：“头光光”。次写其身：

“袈裟披身上”。三写其手上动作：“木鱼敲得口当 口当

响”。四写其口中言词，不断地念经祈祷，不停地反复

呼喊：“菩萨，保佑！保佑我平安当和尚”。他周围的

物质环境则是：“阿弥陀佛坐中央，四大金刚站两

旁”。

歌词采用一张画面一处环境，各个局部分头描

述的“空序”结构方法烘托气氛，外描内动，亦声亦

色，揭示其力透纸背的含义。民间歌词多直说，少隐

语，也许将抽象意义化为具体的形象，才是两者结合

的一种方式的提高。

以上两例，说明空序的两种结构方法：即环境位

置的转换与分头局部的描写。这种结构方法，在创作

歌曲里很难找到；在民间歌曲里则彼彼皆是，或是整

体，或是局部。在创作歌曲里，写长城、写黄河、写城

市、写郊野以及其它容易构成空序结构的歌词，却只

是整个歌词中的一两句引言，之后随即转入抒情性

或抽象意义的深刻陈述，从而完成主题思想。阎肃创

作的歌词《长城长》，似乎有两句长城两头环境或内

外环境的描写，但却不是写实而是写意，“它一头挑

起大漠边关的冷月，它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

它“凝聚了千万英雄志士的血肉，托出万里山河一轮

红太阳”。长城，作者显然不重其整体或局部开头的

真实描绘，而重其比喻意义。长城，已是祖国的象征，

民族的象征。因此，创作歌词与民间歌词在空序结构

上比较：前者重在深层意义的挖掘，后者重在逼真形

象的表述。殊途同归，都可完成主题思想。民间歌词

的空序结构及其所体现的条理性与逼真立体画面，

正好适应了它通俗易懂的特色与易于口头流传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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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三、按数目整数大小从“一”开始为顺序与

按某一固定数字安排歌词结构

歌词安排结构时，以数目为顺序组织不同内容

的材料分别安排在各个数序中，共同完成主题思想。

有的歌词数序，只有数字无量词；有的要与量词配

合。如果再跟其它词类配合，其数序结构便形成一种

结构程式：即“数字加名词或动词”、“数字加量词再

加名词或动词”。这样的歌词，它的条理与层次本身，

就有数字加以标明，易学、易记、易唱、易懂，更易把

握其进程。若是叙事类，它能让你知道情节发展的开

头、发展、高潮与结尾，易于领悟歌词的思想内容与

教育意义；若是抒情类，它能让你理解人物情绪的发

展脉络，以及各歌段之间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的有机

联系，达到唱者与听众相互沟通而获得思想与艺术

的吸收与享受。

一般歌词，有多少数字就有多少歌段。譬如《三

朵花儿开》就有三个歌段组成一首歌词。《十把扇子》

就有十个歌段组成一首歌词。这种歌词，标题与内容

大多不能吻合，文不离题的道理在这里不一定适用，

十把扇子、三朵花儿只起结构作用，却支配不了内

容。我们搜集到的《十二杯酒》，其标题就象“词牌”一

样，有十二个歌段，依次从一杯酒唱到十二杯酒，每

个歌段为七言四句。每首歌词内容各不相同。有写

男女恋情的，有写历史人物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历

史事件的，有宣传佛教教义的等等。

有一首《十二朵花开》另作别论，它的标题与内

容是吻合的。它的数序结构也与歌词十二个歌段内

容谐调一致，水乳交融。歌词句式为长短句，它把各

种花儿开放的时间罗列在十二个歌段里。一年十二

月，每月都有一种名花开放。它采用对歌形式一问一

答，从而传播了十二种名花及其开放时间的知识，表

达了爱花的审美情趣。有数序引导，结构较严密，层

次更清楚，不过在凉山民歌中为数较少。

少数民族民歌特别是彝族民歌，擅长用一个固

定数字反复使用或交叉使用，并与其它句式相配合，

在歌词的整体或局部组织安排歌词结构。这个固定

数字是虚数，不是实数，表示“几”或“很多很多”的意

思，就象《木兰诗》中的“军书十二卷”一样，十二，只

是个虚数而已。彝族人民使用的固定数字较多，常用

的数字有“三、九、十、九十九”等。一般用于一首多段

歌词的局部，也有整体应用的。这些数字不仅起歌词

的组织结构作用，而数字的反复使用及其数字后词

语的变化，造成一种别具风味的节奏感，充满民族特

色。喜德县可说可唱的彝族“克则”《说有》中的第一

个歌段，充分使用了“三百支”这一数量词组织安排

歌段结构。两句一层意思，共八层意思，都是在“三百

支”的串连下，形成一个结构严密层次分明的歌段，

并以排比句式敲响错落有致的节奏。从而表达了一

种对“我们伟大的祖国”，人才济济，万事不求人，自

力更生，建设国家的豪情壮志与与爱国热情。

我们伟大的祖国，

有三百支劲旅，

抗敌御侮不求人，

有三百支工匠队伍，

冶炼锻造不求人；

有三百支劳动大军，

培养人才不求人，

有三百支妇女大军，

飞针走线不求人。

⋯⋯

《补赫补格》译为《牧羊人》。歌词写一彝族老人

上山牧羊，日已黄昏，突发联想，思绪万千。中心内容

是渴求团聚，反对离散。仇恨逼人离散，相爱让人团

聚。歌词的第三段，用“十”组织结构，在六个分句里

连续应用，以强调离散的悲哀：

十个青年想在一起游玩，

十件事务使他们各奔一方；

十个姑娘想在一起游戏，

十个庭院已把她们离散；

十群绵羊想在一处吃草，

十个山峰使他们不能相聚。

歌词的结尾一声呼喊，表达了作者的理想愿望：

“相爱的人哟！”愿你随着月光一起走来。”并与“十”

字句在内容上相呼应，把结构由局部连接成一个整

体，表达完整的思绪，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分三种》是一首整体应用数字结构的歌词。

“三”不仅统领全歌词，而且贯穿始终。它把狗、马、

牛、羊、狼、豹、小伙、姑娘按上中下一律分为三等，各

自按三个层次陈述。其思想意义是：认识动物的优

劣，从中获得知识；学会做人的标准，男人应团结友

爱，不惹事生非，结仇积怨；姑娘应在战场上表现英

勇，在家庭中贤淑和睦，不懒惰邋遢。这样，由“三”所

组织串连的清晰结构便有机地与歌词的主题思想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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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了。

总之，彝族民歌以数字组织安排结构时，其固定

数字的位置变化较多，除歌词头句使用数字外，还有

隔句使用、交叉使用、句句使用同一数字和不同数字

的，不胜枚举。

彝汉民歌在应用数字安排歌词结构的明显差别

就在于：彝族歌词应用固定的虚数不固定的位置安

排结构，汉族歌词应用固定的实数按顺序排列，并将

其安排在各歌段的头句统领全词和各段结构。两者

的差别正好体现了两个民族各自的文化兴趣、爱好、

民族习惯与民族特色。

四、以相同的各种词、词组或句子安排歌

词结构

凉山部分民歌歌词创作还有一个共同点：即歌

词或各歌段的第一句以一个词、一个词组或一个句

子为不变的句头或歌头，引导全歌词并以此派生出

众多新歌词，形成词、词组或句子系列结构。试举例

如下：

!、词歌头（四句歌两首）

山歌不唱不开怀，石磨不推不转来。酒不劝人人

不醉，花不逢春不乱开。

山歌好唱难起头，木匠难修八角楼。石匠难打石

狮子，铁匠难打钓鱼钩。

"、词组歌头（长歌《送郎》中的两段）

送郎送到石头梯，留郎转回杀只鸡。大腿好肉给

郎吃，骨头叉叉妹来剔。

送郎送到墙拐角，眼泪汪汪对郎说：“要得夫妻

来相会，十字街前去会合。

#、句子歌头（四句歌两首）

高处下来一对鹅，有翅飞来有翅落。脚踏桠枝尽

管站，心中有话尽管说。

高处下来一对鹅，有翅飞来无翅落。脚踏桠枝不

敢站，心中有话不敢说。

这些词、词组和句子俱放在歌词和歌段的开头，

它们在歌词结构的组织安排上，究竟有哪些作用呢？

首先。借以拓展，创造新歌词

词与词组是歌词或歌段头句中创造节奏感的一

至二个句首的音组停顿，句尾的词或字则可任意变

化，有起韵作用，致使韵脚具有可变性，不拘泥于一

种而创造出更多的新歌词。例!的两首四句歌皆为

“山歌”一词置于句头各有不同的韵，分别为怀来韵

和油求韵。例"以词组“送郎送到”作两个歌段的句

头，分别为一七韵和梭波韵。特别是四句歌中的对

唱，除原有的歌词外，还可以根据某一词或词组，即

兴创作更多的不同内容不同韵的歌词。这种新歌词

的诞生繁衍，全靠某一词或词组拓展而成。某一词或

词组便成了创作新歌词的出发点、源头，有了它作为

思考的跳板，致使新歌词创作更为容易。

句子开头的歌词，内容与韵皆受到限制，特别是

韵，它是固定的，因此，产生的新歌词较少。

按照各种不同的词、词组或句子，因其置于句首

或句首之头的固定性，而辐射出许多新歌词，形成系

列。《冕宁民间歌谣谚语》中的四句歌就是按照各种

词组系列分类编排印刷的。计有“要走要走”系列四

首；“大田栽秧”系列八首；“太阳出来”系列十五首；

“太阳落坡”系列十二首；“天上下雨”系列六首；“大

河涨水”系列十三首；“隔河望见”系列十四首；“妹家

当门”系列三首；“对门”系列四首；“砍柴”系列五首；

“昨晚”系列六首；“送郎”系列七首。如果你去冕宁民

间搜集民歌时，你会发现：各类系列歌词，真是不计

其数。而在其它县所具有的词、词组或句子系列歌

词，更是成百上千。从而形成凉山民间歌词结构方法

的独特性。

其次。词、词组与句子系列的结构方法便于演

唱。

唱民歌是凉山各县某些村寨不可缺少的文化生

活需求，特别是边远偏僻的山区，特别是四句歌，正

方兴未艾，如会东县的麻栗村，德昌县的纸房村，男

女老少几乎都会唱几首民间歌曲。民间不喜独唱，喜

欢两人对唱或多人群口轮流唱。对口唱或群口唱，一

般应具备两个要素：一是以某一内容为中心，二是以

某一词、词组与句子系列为结构线。演唱的大多为同

一歌头系列的同曲异词的四句歌。先由一人以某一

歌头系列和某一中心内容打头演唱一首歌曲后，另

一个对歌者或多个唱歌者则按此中心内容和同一歌

头系列依次唱下去。中途可改变歌头系列，又掀起新

的同系列演唱竞赛。试以下面两首歌词为列，并作扼

要说明。

甲：好久不到太平场，哥买粑粑妹买糖。哥买粑

粑分我吃，我买糖果分哥尝。

乙：好久不到太平场，哥买粑粑妹买糖。妹买糖

果分我吃，我买粑粑分妹尝。

这两首歌词是会理县太平乡的“土特产”，“好久

不到”系列。其中心内容是爱情。可以一直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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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食东西到互赠礼物而相恋，再到结婚的整个过

程，尽在对唱中表达出来。唱到中途，还可更换歌头

系列，更换韵脚，诸如“太平乡”、“太平街”之类或其

它词。

如果没有歌头系列组织结构，对口唱和群口唱

就会出现混乱无绪和停止状态，更不易即兴创作新

歌词。

第三，词、词组与句子系列的结构方法与歌词的

内容的关系。

两者的关系大致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关系密切，不可分割。请看“天上下

雨”系列中的一首歌词《蚂蚁搬家》：

天上下雨地下 ，虫虫蚂蚁在搬家。

问你蚂蚁搬啥子？为儿为女才搬家。

歌词中各句有其因果关系。因为“天上下雨”浸

湿土地，水淹蚁穴，为了儿女的生存，蚂蚁才匆忙搬

家。如果改为“太阳落坡”系列，就很不恰当，于理不

通。一是太阳落坡不会造成蚁穴安全问题，没有必要

搬家。再是夜晚搬家不合情理。改用“大河涨水”系

列，更不妥当。下雨浸 泥土；涨火则冲走蚁穴，还来

得及搬家吗？故这首歌词只能用“天上下雨”作为歌

头，它所安排的歌头结构与主题思想紧密结合，浑然

一体。

第二种情况是关系松弛，若即若离。请看“大田

栽秧”系列中的一首歌词《敬小郎》：

大田栽秧行对行，单单对倒土地房。

土地面前三杯酒，不知哪杯敬小郎？

这首歌词演唱的内容不是田间劳动，而是男女

恋情。“大田栽秧”与“敬小郎”的情感表达毫无联系。

但“大田栽秧”一句却起着起韵与指示方向位置的作

用，并使田、房、酒、人形成一幅乡间画图。

第三种情况是毫不相关，可分可舍。请看“大田

栽秧”系列中的又一首歌词《招郎》：

大田栽秧行对行，小家招郎不招你。

黄皮剐瘦命不长，十七八岁短命亡。

这首歌词中的“大田栽秧”句与“招郎不招你”在

内容上风马牛不相及。除了与三四两句押韵外，更找

不到多少联系，只属于歌头系列中的一类而已。这类

歌词在凉山民歌歌词中较为稀少。

歌头组织歌词结构是汉族民歌的特点之一，并

形成歌头系列。彝族民歌也有歌头结构，未形成系

列。汉族民歌的歌头系列，以四句歌为最，而彝族民

歌没有系列的歌头结构，大量存在于多节的歌词里。

由于彝族民歌歌词大多为长短句式，各歌段行数亦

参差不齐，任何词、词组与句子皆可置于各歌段开头

反复使用，交错使用或混合使用，形成歌头结构，以

组织安排全歌词架构，是故彝歌词的结构安排配合

语言应用，更显得自由灵活，多种多样，五彩缤纷，更

具民族特色。试以甘洛县彝放妇女马阿衣演唱的民

歌《妈妈的女儿》为例作结构上的简要分析。

《妈妈的女儿》由十三个歌段组成，文字长短不

一，歌段行数多少不一，最多的歌段有三十二行，最

少的歌段只有四行。十三个歌段中，就有十个歌段都

是以“妈妈的女儿”置于各歌段的开头组织安排结

构。有两个歌段改换歌头词插入其中，剩下一个歌段

改换歌头词而放在词尾。致使反复使用“妈妈的女

儿”这一单调歌头结构改变了面貌，又不破坏结构的

完整性。

歌头“妈妈的女儿”之所以与另外三个歌头组成

完整的结构体系，还跟歌词连贯的情节相配合密不

可分。歌词描述妈妈的女儿从出生到出嫁的十多年

历程：生后的抚养，数岁放猪，十二三岁放羊，直到媒

人说亲，嫁送婆家为止。一切皆由父母指令包办，女

儿不愿出嫁，便遭棍打。从而揭露了民改前奴隶社会

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妈妈的女儿”作为歌头，正好描

写主人公妈妈的女儿的人生某一阶段的历程。紧密

的歌头结构、连贯而有序的故事情节，恰当地完整地

表现了歌词的主题思想。

五、以并列、重复相结合的排比句式安排

歌词结构

汉族民歌歌词多以七言四句为主，基本上是匀

称整齐的，少数民族民歌歌词则是以长短句为主，当

他们的歌词应用并列与重复的排比句式相融合组织

安排结构时，就创造了豆腐干式或其它较为匀称均

衡的架构。句中多使用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及其相互

联系，包含有一定的寓意，体现世间万物之间相互依

赖、相互制约的辩证哲理关系。请看下面这首彝族民

歌歌词：

心里慌

牛羊归圈了，豺狼心里慌；

野草枯黄了，羊儿心里慌；

年月溜走了，老人心里慌；

花儿凋谢了，蜜蜂心里慌；

布谷飞走了，农人心里慌；

烃巴

烃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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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远嫁了，小伙心里慌！

这首歌词是并列与重复相融合的排比句式，构

成了豆腐干式和较匀称的结构。这种结构往往使歌

词各句之间形成一种偏正关系。结尾一句为“正”，即

歌词的中心思想。其它各并列句为“偏”，重在说明中

心思想，加强说服力。《心里慌》写事物之间相互制

约，各事物之间都有相克的道理，最后落定在“姑娘

远嫁了，小伙心里慌”上面，各并列句字数相等，都重

复着“⋯⋯了，⋯⋯心里慌”，形成排比句式，水到渠

成，无可争辩。

还有一首采用并列重复交错更换的彝族民歌

《你说古怪不古怪》，其结构形式更为巧妙，它所表达

的内容更为奇特：

你说稀奇不稀奇？

你说古怪不古怪？

悬岩上爬着三十三条小蛇，

不长脚，不长手，

从来没有听说跌死过一条。

冷水里游着三十三只小青蛙，

不穿衣，不穿裤，

从来没有听说冻死过一只。

你说稀奇不稀奇？

你说古怪不古怪？

在风中飘摇的树叶，

又薄又扁，

如果用手压扁了才挂上去，

谁能压出这许多来？

野梨树上的刺，

又长又尖，

如果让人削尖了才插上去，

谁能削出这许多来？

路上的羊粪，

椭圆，椭圆，

如果用手搓好，才让她屙出来，

谁能搓出这许多来？

这首歌词的结构形式之所以巧妙，主要是它并

列与重复排比句式的更换，形成两组对称架构，然而

又紧紧相连，密不可分。前四个歌段为一组，后三个

歌段为另一组，共同担负起表达奇特内容的职责。内

容的奇特主要表现于丰富的想象力，有人认为这首

歌词是彝族民间歌词想象的经典。蛇、蛙、叶、刺以及

羊粪全是彝家山寨里常见的事物，然而彝族人民却

在这常见事物的基础上，张开了想象的翅膀，揭开了

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奇特功能。第一组句式结构由第

一歌段提出“稀奇古怪”的疑问，引发出蛇蛙的奇特：

蛇在悬岩上爬行无脚无手不跌死；蛙在冷水里游泳

无衣无裤冻不僵，并与第四歌段重复而遥相呼应。这

四个歌段，如果向左旋转九十度，就象一座建筑房

屋，呈“凸”字状，牢不可破。第四段重复第一段“稀奇

古怪”的提问，引发后三段的奇特联想：叶扁、刺尖、

羊粪圆，谁能压、削、搓出许多来？这样，第四段就象

粘合剂一样，把上下歌段紧密连接在一起。如果把后

三段向左旋转九十度，略呈“四”字形，与前四段结合

在一起，成为一座建筑房屋的整体结构。前四段为房

前建筑，后三段为屋后设计。前四段是一种并列重复

结构形式，后三段又是另一种并列重复结构形式。彝

族人民是伟大的建筑师，他们建筑的房屋多种多样；

也是优秀的民歌歌词作者，他们创作的歌词千姿百

态。巧妙的结构，奇特的想象，水乳交融地合为一体。

六、以多种多样的衬词垛句安排歌词的结

构

凉山民歌歌词，其基本句式大多数是匀称均衡

的，易流于平板单调，不易与花样繁多的曲调配合。

如果在这类歌词里，嵌入更多的衬词垛句，就打破了

歌词的结构形式，也打破了它的均衡匀称，给配曲的

音乐旋律带来伸展变化，获得节奏的多样性，致使演

唱因多变的衬词垛句而凭添更多的色彩与音乐美，

更有利于内容的表达和情感的抒发。请看下面两首

歌词《送情郎》：

!、小妹妹送情郎（呀），送到那大门外，

泪珠（啊）一行行落（呀么）落下来。

天南地北你可要捎封信（啊），

别忘了小妹妹常把你挂心怀。（哎呀！）

"、送郎送到（么咿呀）青竹（嘿）山，（来么）（美

酒）

手攀青竹泪潸潸（呀）。（格子格来么美酒）

一根青竹（么咿呀）干滴（嘿）泪，（来么）（美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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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日头晒不干（呀）。（格子格来么美酒）

!是东北民歌，"是凉山民歌。内容都是送情郎

时的难舍难分情感抒发。前一首衬词较少，都是一些

“啊呀”之类的常用虚词；后一首衬词较多，不仅有常

用虚词，而且还增加了些无实在意义的“格子格”以

及虽是名词，但无实在意义的“美酒”。这里，把“（

）”内的衬词去掉之后，仍然是两首完整的歌词。两首

歌词比较，凉山民歌歌词更为整齐匀称，衬词更多而

且更富奇思异想，不象东北民歌那样多具写实特点。

的确，凉山民歌一旦嵌入衬词，谱以乐曲，就会

增强歌曲的动力与色彩。它不仅没有破坏歌词句式

的基本结构，反而为其锦上添花。衬词，在全国所有

的创作歌曲和民间歌曲里经常使用，这不足为奇。但

凉山民歌的独特性，就在于衬词的多样化，可谓琳琅

满目，光怪陆离。试飨之以部分衬词：

哟、呀、嘛、哩、嘞、口罗、啊、口也⋯⋯，哎嗨哎嗨哟，

哎呀咿得儿哟，儿口罗哟嗬嘿，咿儿哟，嗬咿嗬嗬嘿，

咿嗬嘿，啊嘿嘿哩哪嘿嘿哪嘿哪，嘿嘿哪嘿哪，啊咿

哟，咿儿哟，嘿嘿口罗，咪瑞多瑞咪瑞咪梭咪，哈牛牛

啊嘿啊兹咿哟，啷啷嘿哟啊嘿嘿，哩格哩格嘿格哩格

嘿，哈略略，哎呀咿得口罗，啷啷啷叮口罗，哪儿呀得儿

喂得心喂，嗨呀咿得儿喂得儿喂，啊哈吧啦咿哟，哟

嗬，巴拉索，得儿得儿⋯⋯嗯嗯，啷啷⋯⋯扯黑扯黑，

哎哎咿得儿哟叫声小乖乖，隆咚⋯⋯儿地扯，咿呀

⋯⋯美酒⋯⋯格子格来嘛，美酒，洋琴带咿哟那嘛还

消说，小乖咿哟乖，那个是嘿卡 ，哟嗬嗬量太平，兜

兜箩，兜箩，箩兜箩，点点花木香，太平年，子嘛，柳啊

得儿柳连柳⋯⋯荷花柳得儿连得儿海棠花，太平洋

⋯⋯洋太平，麻柳四季花，拿嘛花椒树，蹄踏多咪梭，

葱白拉拉色，海棠花儿开，柳柳⋯⋯嫂喂嫂，妹插花，

小情妹，情干哥，小呀小情哥，我的哥哥，阿妹我的小

心肝，妹子那个呀，呀哥哥，妹子肝儿口罗，哎呀我的

哥，连连⋯⋯柳柳⋯⋯连连⋯⋯干 哥 啥 妹 子 啥

⋯⋯哥哥咿儿哟，月亮弯儿弯⋯⋯太阳花 喂，雪花

飘飘怜小姐，飘飘似怜小姐，靓色⋯⋯柳腰姐姐，亲

歌妹也哥，小呀小情哥⋯⋯呀嘛干什么，小呀小情

哥，情妹叫什么

这些衬词，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它在表达内容

时，不起主要作用，只起辅助作用。但在配曲成歌时，

却增添了小节，改变了某些方整匀称的程式化结构，

使节奏旋律发生变化，演唱更加优美动听，歌曲情绪

得到更充分发挥，乡土味更浓。且在曲调配合上，与

正词比较，往往占据着主要位置，即歌曲的歌头部

分、强音部分、中结音与终结音部分，甚至在一句唱

词的停顿处去填补某些空白，支撑着歌曲的骨架。在

多节歌曲里，民间歌手演唱时，随心所欲，不一定唱

准。各歌段歌词不断变化，而衬词反复演唱，始终不

变；各歌段唱腔有所变化，而衬词部分唱腔却唱得比

较合乐，从而稳定了歌曲的民族调式，在变与不变中

不会离谱。

至于凉山民歌歌词中的垛句，虽然为数较少，但

却能打破一首词的基本格式，使词的平衡对称结构

发生变化，带来音乐节奏旋律的伸展，更富表现力。

它象一个楔子强行打入严密的歌词结构中，字数不

受限制，句式不受限制。去掉它，不影响歌词内容的

完整性；插入它，反而会增强内容的表达和情感的抒

发，就象一个人脱去一件衣服，仍然是他本人。不过，

穿上一件好衣服，却把这个人打扮得更加漂亮。它还

能促进歌曲演唱时表达各种情绪：急促舒缓、紧张松

弛、激烈平静、风趣严肃、轻快沉重、欢乐悲哀等，请

看这首傈僳族女歌手李荣兰唱的傈僳族民歌歌词

《留客情》，打上“（ ）”符号的即垛句，“（ ）”为

衬词。

嘎西（哩）下来（嘛）麻栗村，（张老师呀！）

（我）筲箕里搁米蒸子（哩）蒸（口罗）。（张老师，要

记着！）

不嫌（哩）粗糙（嘛）吃两碗，（张老师呀！）

（你）不嫌（我）贫穷耍两（哩）天（口罗）。（张老师，

要记着！）

这首歌词去掉衬词垛句之后，仍然是一首结构

完整的七言四句歌词，仍然能表达留客之热烈真诚

情感。加进称谓“你”、“我”，更加亲切。呼喊一声“张

老师呀”、“张老师，要记着”，大有宾至如归之感，将

留客情推向高潮，让人久久难忘！“张老师”又是尊

称，可增强感动；又象牌中的听用，来客是谁就叫谁。

由此可知，垛句确实有较强的表现力，它是绿叶，让

红花更鲜艳。

以上阐述了六种结构方法，均系本人搜集整理

民歌中的肤浅体会。若有不妥与不足之处，还希良师

益友，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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