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歌清脆唱古今

———“美丽信阳·十大名片”之信阳民歌篇

信阳民歌：

豫风楚韵 大别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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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词 】信阳民歌，这伊始于大别山麓，淮河水畔的

信阳先民的优美歌声， 在信阳大地上愉悦荡漾了数千年。

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有声的历史，它是生活的

载体，它用兼容并包的豫风楚韵，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新时期定将焕发更加夺目的光彩！

陈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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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鲤鱼压红腮，

上江游到下江来。

穿过多少金丝网，

闯过多少钓鱼台。

不为仁兄我不来。

你听过这首信阳民歌吗？ 你若没有听到过，那

你听过革命历史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吗？ 《小小

鲤鱼压红腮》的曲调就是这首革命歌曲的前身。 自

它诞生之后，唱遍全国，响遍全世界。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周恩来总理一手策划的大型音乐史诗《东

方红》就奏响了这支歌曲；

1997

年香港回归时，又奏

响了这支歌曲，这是一首永远回响激荡在中华民族

炎黄子孙后代心中的革命历史歌曲！

著名文艺理论家何其芳说：民歌是劳动人民不

吐不快的产物。 爬山调民歌专家韩燕如说：荷花出

水自带彩，民歌不上梳妆台。 信阳民歌，就是信阳劳

动人民不吐不快的产物！ 就是一首自带色彩

,

不上梳

妆台梳妆打扮就花枝招展的产物。 它是山花，比山

花还绚丽多姿；它是繁星，比繁星还要辉煌耀眼；它

是旗帜，比旗帜还要璀璨夺目！

信阳，居楚头豫尾，是处在江淮之间，鄂豫皖三

省交界之处，面积一万八千多平方公里。 山川田畴

秀若江南，文化资源富比中原。 几千年来，生活、繁

衍在这里的劳动人民，在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的同

时，也创造了大量的精神财富。 特别是我们信阳素

称歌舞之乡，歌谣的数量浩若烟海，我国最早的民

歌总集《诗经》就记载有《台南·申女》《行霞》《采苹》

等数十篇流传信阳地区的歌谣。 明代冯梦龙编的

《山歌》就汇集了信阳的五句山歌，并对豫南大别山

民歌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千百年来，广大劳动人民

上山打柴唱着：“冬季腊梅花儿开，起五更上山打干

柴”；车水时唱着：“一上水车把脚挪，边车水来边唱

歌”；下田插秧时唱着：“人人一把秧在手，口唱山歌

手插秧”。 这些民歌，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直接参

与了历史进程。 前面提到的《八月桂花遍地开》就是

很好的例证。 大革命时期，民歌也直接参加到革命

队伍中来，著名的《廖棚卖柴歌》，就是唱红军战士

把枪藏在柴捆里，挑着柴火闯进白狗子军营，把柴

捆一打开， 拿出枪杆子就投入了战斗！ 《送郎当红

军》《刘邓大军是天神》更是唱响了一个时代，唱响

了一代人！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信阳民歌得到了空前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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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80

年

代初的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信阳地区民歌卷》，

一千五百余首是从近万首民歌中精选出来的。 《中

国民间歌谣集成·河南卷》 收录了信阳民歌二百多

首，占河南卷总数五分之一。

信阳民歌有别于陕西信天游， 有别于广西壮族

刘三姐的歌。五句子是它的最大特色。五句子中劳动

歌是其精华，情歌又是精华中的精华。 请听这首《床

底下挖个养鱼塘》：

想郎想得脸焦黄，

夜夜睡觉想着郎。

打开枕头给郎看，

眼泪发芽二寸长。

床底下挖个养鱼塘。

前两句是白描， 第三句开始起跳， 第四句是奇

句，把眼泪比成黄豆芽，并且还具象，豆芽还二寸长，

可以用尺子量，第五句跟进，异峰突起，泪水儿在床下

形成个养鱼塘， 可见流泪之多！ 这在其他民歌中实属罕

见！ 正因为五句子山歌的艺术魅力，所以它引起了一

些诗人的酷爱，把这种艺术形式带进了新诗创作！

信阳民歌是由一代代民间歌手传承的。 从新中

国成立以来，信阳民间歌手从大别山唱到省会郑州，

唱到北京怀仁堂、人民大会堂，唱到中央电视台！ 被

海峡两岸电视台推介到海内外，远播世界各地！

商城民间歌手石体洁 、齐金生 ，是老一辈民

间歌手的杰出代表。 石体杰

14

岁随河南代表团进

京参加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

18

岁进京参

加全国职工文艺汇演，

36

岁第三次进京参加全国民

族民间唱法独唱， 被河南省委宣传部命名为民间文

化杰出传承人。齐金生是潢川民歌手，以他为首的火

菱子《丰收乐》

1959

年就进京演出。 这两位民间歌手

都年已古稀了，仍活跃在今天的舞台上，受到观众的

喜爱。

中年一代有商城的李鸣凤，青年一代有李扬，都

以演唱信阳民歌而活跃在当今的舞台上， 并取得骄

人的成绩！

信阳民歌正是以这一代一代的传承人传承下

去，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当前，正是信阳民歌传承发展的大好时期。国务

院把信阳民歌批准确定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文件要求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

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认真做好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为弘扬中华文化、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信阳市委

对此非常重视，认真传达贯彻，相信在国务院通知的

强劲东风吹拂下，信阳民歌的保护、传承、发展会取得

更大的成果，并直接推动信阳红色文化的进一步挖掘，对

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为信阳经

济的腾飞带来巨大的文化支撑和引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