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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民歌&middot;中国》丛书，是中国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ldquo;民歌&middot;中
国&rdquo;栏目在播出中国民歌近三年的基础上推出的一套系列丛书。
共6册，分别为：《民歌&middot;故事》、《寻访&middot;民歌》、《民歌&middot;映像》、《民
歌&middot;博物馆》、《民歌&middot;版图》、《新&middot;民歌》。
　　&ldquo;民歌&middot;中国&rdquo;栏目2004年初创办至今已播出一千多期。
全体编创人员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行程几十万公里，沿中国版图寻录中国民歌。
2006年10月的各民族民歌盛会&mdash;&mdash;&ldquo;中国民族民间歌舞盛典&rdquo;展示了全国34个省
、市、自治区，56个民族原汁原味的歌、舞、乐及当地的民俗、民风、民情，并用歌声绘制出了新中
国成立以来第一张电视版的&ldquo;中国民歌版图&rdquo;。
　　这是一部关于&ldquo;民歌&middot;中国&rdquo;栏目用电视手段记录中国民歌发展现状的里程碑
式的丛书，是一部融原生民歌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和有关民歌事件及视觉享受为一体的丛书，更是一
部全景式展示中国民族民间、民歌文化背景的丛书。
　　这套丛书从不同的视角透视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歌文化的不同特性，而记录这一切的，是
我和我的民歌创作团队。
我们是民歌的亲历者、记录者。
我们以原生民歌的采集、采录、采编、采播者的身份，用温暖感性的笔触，写下了《民歌&middot;中
国》的记忆&hellip;&hellip;　　一个民族无论大小都应该以拥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歌为荣
。
在&ldquo;民歌&middot;中国&rdquo;栏目创办之初，我们的团队就力图用我们真诚的付出绘制出一张
会唱歌的&ldquo;中国民歌版图&rdquo;。
三年时间过去了，一千多期栏目的播出，几千首民歌的镶嵌，我们终于在2006年的10月连续七天
的&ldquo;中国民族民间歌舞盛典&rdquo;的录制播出中收获了这份喜悦。
　　《民歌&middot;版图》在用歌种和歌种背后的故事绘制着这张民歌的&ldquo;版图&rdquo;。
在讲述鲜活生动的同时，也记录下了濒临消亡的残酷现实。
每当这时，我和&ldquo;民歌&middot;版图&rdquo;的两位编导王隽和通拉嘎（蒙古族）的心没有任何
的愉悦与轻松。
内心会泛起对民歌前景的丝丝苦涩，这就是现实。
但愿民歌也会如同物种的繁衍生息一般，能在中国民族文化的沃土中生存得更加坚强、永久。
　　绘制一张会唱歌的&ldquo;中国民歌版图&rdquo;也是我的第三个民歌梦想，不为别的，只为记录
过去的民歌和民歌的过去&hellip;&hellip;　　王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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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歌&middot;版图》按照版图概念把民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介绍和展示，折射绚丽多彩的民
族民间文化，展示中国民歌文化的博大精深，并结合地域版图和民族来立体展示各民族、各地区的歌
种与民歌。
　　最早的民歌版图，从哪儿起源？
现在这本《民歌&middot;版图》，已经用最确凿的答案，打开了你眼中和你脚下的一个最真实的民歌
版图。
　　你可以按图索骥，直奔中国民歌的源头。
你也可以举步踏歌，随时将自己的喜好、品位和现代生活的感觉，直接接入神奇而魅力常新的民歌大
干世界的纵橫阡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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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人转亦称&ldquo;蹦蹦&rdquo;，是流传在我国东北地区，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间艺术，至今
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长期以来深受东北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喜爱，它的唱本语言通俗易懂、幽默风趣，充满生活气息
。
最初的二人转，是由白天扭秧歌的艺人在晚间演唱的东北民歌小调儿（俗称&ldquo;小秧歌&rdquo;）
。
后来，随着关内居民的增多，加上长期以来各地文化的交流，大大丰富了二人转的内涵。
二人转在原来东北秧歌、东北民歌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莲花落、东北大鼓、太平鼓、霸王鞭、河北梆
子、驴皮影，以及民间笑话儿等多种艺术形式逐渐演变而成。
因此表演形式与唱腔非常丰富，在民间流传着&ldquo;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rdquo;的说法，二人
转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可以说，二人转最能体现东北劳动人民对艺术美的追求。
以下几个关于二人转的小故事就能够充分说明二人转在群众中的影响。
　　《小拜年儿》和老于八爷子&ldquo;诈尸&rdquo;的故事　　《小拜年儿》可是东北最火的小调儿
，你只要在当地老乡扎堆儿的地方哼上一句&ldquo;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rdquo;，立马就有人接你的
下音儿，&ldquo;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rdquo;，就这个大人小孩儿都会唱的小调儿，怎么和老于八爷
子&ldquo;诈尸&rdquo;连在一块儿了？
这&ldquo;诈尸&rdquo;又是怎么回事儿？
那是老老年儿传下来的瞎话儿，说人死了以后，先要把死人尸体停放在临时搭建的灵床上，过一两天
再行入殓礼仪，把尸体放入棺材里，准备下葬。
这个时期里，如果死尸遇到什么情况突然发生坐起来或站起来走动的怪事，那在东北就叫做&ldquo;诈
尸&ldquo;。
这老于八爷子突然诈尸的事说来话长。
　　这桩事儿是五十多年前发生在辽北一个叫做东孙家窝棚村儿的真事儿。
那年村里大丰收，到年根儿底，村长请来一个二人转戏班子，接连几天在村里唱二人转，铁杆儿二人
转迷老于八爷子转年正月里就奔七十了，心花怒放，场场不落地听二人转，天天熬到下半夜才哼着小
调回家。
话说就在腊月二十三下晚儿，家里祭完了灶王爷，老八爷子就着盐豆儿把祭灶剩下的一斤多烧酒都灌
到肚子里了。
饮罢了杯中酒，这位老转迷就直奔二人转戏场子去了。
这大半夜一连听了四场正文，有两场前面加唱了小帽《摔西瓜》、《小看戏儿》，老爷子还跟着一起
唱，后面两场《寒江》和《包公赔情》按规矩不加小帽，老爷子就顺着剧情的高潮，借着酒劲儿，陪
着剧中人薛丁山和包公的老嫂子王凤英哭得泪流满面。
头鸡叫的时辰，戏散场了，可是老于八爷子却瘫倒在戏场不省人事了。
老于家大孙儿、村长、台上的几个丑角演员七手八脚把老爷子抬回了家。
第二天早晨，老于家向全村报丧，八爷子归天了！
老于家原本准备正月给老爷子办七十大寿，这时候也立马改成大办丧事了。
在堂屋搭了灵床，停放了穿好寿衣的老人遗体，上面盖好了几大张白色麻纸。
庭院里搭了灵棚，停稳了早就定做好的棺材，就地请了二人转戏班儿的鼓乐队奏丧乐。
全村人都为八爷子死在二人转戏场上的事议论纷纷，哀伤不已，别的不说，单说这乐队奏的丧乐，一
天要奏乐五六场，场场都得吹奏大小悲调，吹唢呐的反复吹&ldquo;大哭迷子&rdquo;、&ldquo;小哭迷
子&rdquo;，这悲悲切切的喇叭调，把村里村外的二人转迷都给招到老八爷子的灵棚里了，人挤人挤得
人山人海，各个都被感染得眼泪汪汪、抽抽噎噎；老于家的孝子，一边跪灵守灵，一边号丧痛哭，那
真是感天动地。
一连两天，这大悲调的吹奏真把人们折腾得心力交瘁，挺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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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长、戏班儿班主和老于家孝子一合计，老爷子一辈子爱听爱唱二人转，乐乐呵呵了一生，为啥老给
他老人家奏这些让人哭天抹泪儿的曲于呢？
再说，大过年的，老人归天也算喜丧，奏点欢乐的该多好！
这下子，人们炸开了锅，小喇叭马上改了调门儿，吹起了《小拜年儿》调，整个灵棚里一片欢腾。
就在这当口儿，突然从堂屋里窜出一个身穿白孝衫的媳妇儿，这是老于八爷子的老闺女，这次回到娘
家给自己的老爹送行，正在堂屋里守灵床，只见她小脸儿煞白，两眼瞪得溜圆，三步并成两步，跌跌
撞撞跨进了灵棚，裂着大嘴高声喊叫说：&ldquo;唉呀呀！
可了不得啦！
老爷子诈尸啦！
哗啦一声，大白纸一掀，翻身坐了起来，随着小喇叭唱起了《小拜年儿》！
大伙儿快来呀！
这可咋整呀！
&rdquo;说到这儿，喇叭也不响了，在场的人们都愣住了。
这时候，大伙儿都不吱声儿听着上屋的动静儿。
就听见死者老子八爷子那带着沙哑的嗓门儿，颤颤巍巍地唱着《小拜年儿》的词儿I一霎时，灵棚里的
亲朋好友和来看热闹的大姑娘小媳妇儿、老少爷们儿都炸了营，胆儿大的直奔堂屋里去，胆儿小的也
都挤到堂屋大玻璃窗外，向里边张望，大伙儿都大气儿不敢喘地盯着灵床上的老于八爷子。
只见这老人，身穿寿衣，腰板儿溜直坐在灵床上，两眼直勾勾地对着大伙儿扫了一遍，突然冒出了几
句话：&ldquo;我这《小拜年儿》刚刚唱了几句，你这小喇叭就给打住了！
你这不对劲儿啊！
你这不是把我给晾到台上了吗！
吹喇叭的哪儿去啦7给我接着吹，&rdquo;这下子可把大伙儿逗乐了！
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能哄了，有的说：&ldquo;老八爷子不是诈尸，这叫假死！
&rdquo;，&ldquo;老爷子其实是真的咽了气走了，这回小喇叭一吹小帽《小拜年儿》，又给招呼回来
了，二人转这玩艺儿能起死回生，这可真神了！
&rdquo;这位老于八爷子到底是怎么死的？
后来又怎么活了？
谁也说不清楚，但是，辽北老乡们都在传说：老于八爷子已经死了两天，第三天头儿上让二人转小帽
给救活了，这是真事儿！
　　从这件事不难看出，东北人是多么喜爱二人转和那百唱不厌的小帽儿。
　　在东北老乡中，喜欢听二人转小帽儿和喜欢听二人转正文不完全是一回事。
按老规矩，二人转一开场首先是丑角上场，来一段儿逗乐子的说口，接着把旦角请出来再逗几句说口
，这时候下边的观众就等着这对儿演员唱小帽儿了，小帽儿几乎都是东北的民间小调。
小帽儿在二人转的表演当中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对艺人表演的作用，演员上台来先用小调给自己溜一
溜嗓子，给乐队定定调儿，接下来也好唱正文的重头戏。
过去老戏班的丑角上场来有几句说口说的好：&ldquo;三句也是帽儿，两句也是帽儿，排排腔儿，溜溜
调儿，看看弦儿高矮，试试嗓子宽窄，弦儿高了往下落（lao），弦儿矮了往上吊，&ldquo;同时，过
去艺人们唱小调有个规矩，内行话叫做&ldquo;吃什么药，下什么引子&rdquo;。
也就是说，这场戏正文是什么内容情节，就要选一个和它有些关联的小调先唱，比如说，正文戏要唱
《冯魁卖妻》，前面若先唱一个小调《瞧情郎》，这就违规了，唱得再好观众也不答应。
所以，唱《包公赔情》这样的悲壮戏文，前面就找不到合适的小调做小帽儿，按规矩，宁可不唱小帽
也不能随便乱唱，小帽儿另一个作用是便于观众学唱小调，东北老乡听二人转，并不等于都能学会二
人转的大段正文戏，人们在听大段戏之前，可以先学唱小调，也就是说，既听了戏还学了歌。
丑角上台来说的几句俏皮嗑儿，说出了这个道理：&ldquo;小帽、小帽，唱戏的白搭，听戏的外捞。
&rdquo;小调作为民间歌曲，几乎全靠二人转艺人在表演中向广大群众传播，小调的演唱都是在乐队伴
奏和演员载歌载舞的表演中完成的，在艺人声情并茂的表演过程中，人们会把绝大多数小调中男女婚
恋情节内容，轻快欢乐、诙谐俏皮的风格和通俗易懂的乡土大白话歌词儿很容易地学到手，然后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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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自娱自乐、百唱不厌的民歌。
　　回过头来再看看前面所介绍的老于八爷子唱着《小拜年儿》起死回生的真人真事，就不难了解作
为二人转小帽的东北小调儿和东北的父老乡亲们之间有着多么密切的血肉关系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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