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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水根先生嘱我为他的专著《鄱湖棹歌研究》写序，我起初颇感为难，终因盛情难却，还是答应下来
了。
　　我和陈水根虽同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多年，但交往甚少，日常在路上、在办公大楼
走廊上相遇，也仅点点头便匆匆而过。
后来单位办公室调整，同在一层楼，成了近邻，我上班要从他办公室门口经过，这样见面的机会明显
增多了，但交谈仍然极少，也就说不上有什么了解，我只发现他桌上总是堆满了书，而且每次路过都
见他那么全神贯注，目不转睛，伏案疾书，看得出他正沉浸在一个什么课题之中。
果然在一次院学术委员会上看到了他的《鄱湖棹歌研究》书稿，不由为之惊喜。
经讨论，该书被列入“江西社会科学研究文库”出版。
当时，我在心底既暗暗向他祝贺，更对他油然而生一种敬意。
　　近日，我面对即将付印的《鄱湖棹歌研究》清样，陈水根多年默默笔耕的形象又一一浮现在我的
眼前。
他对鄱湖棹歌的研究始于1997年。
戏剧界常说“十年磨一戏”，而陈水根“七年磨一书”，其精神也够可贵的了。
在当下这个浮躁的商业化时代，能如此甘于寂寞，板凳一坐七年冷，全身心地投入一项课题的研究，
没有一种执著追求的学术心态，没有一种抵制诱惑、排除干扰的敬业精神，委实难以心无旁骛、七年
如一日地坚持下来。
由此我想到，对鄱湖棹歌的研究也许可算是一个冷门课题，不仅关注者少，资料也是奇缺的，要研究
出一二三难度不小。
但陈水根“咬定青山不放松”，把“鄱湖棹歌”当成荒原上的一口“井”一直深挖下去，终于清泉喷
涌。
陈水根的成功，正得益于这种“打井精神”。
我们的科研多么需要这种锲而不舍的“打井精神”啊！
 　　我对“鄱湖棹歌”是一片茫然，这次我带着一种强烈欲望和好奇的心情通读了《鄱湖棹歌研究》
书稿，一步步被引入了一个陌生的艺术领域，颇有别有洞天之感，原来看似不那么起眼的棹歌竟有这
么多的学问呀！
在此，可以说，陈水根经过一番苦心钻研，对中国棹歌及鄱湖棹歌既有宏观把握，又有微观深入，在
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发现意义的真知灼见。
诸如“棹歌起源于民间歌谣，属于徙歌”、“起初的棹歌有其实无其名”、“棹歌有了棹歌之名，是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宋代棹歌有类似水诗的趋向”、“清代棹歌与竹枝词、浪淘沙合流”、“棹
歌的产生与发展，始终与水乡尤其是江南水乡密切联系在一起”、“宋元以后，棹歌越来越与地域文
化特点结合”、“起初的棹歌是通俗的，在发展过程中，一度偏于雅，但没有脱离俗，尔后偏于俗”
、“棹歌受楚辞、吴歌影响较多”、“鄱湖棹歌，谓鄱湖乘舟鼓棹之歌，包括历代题咏鄱湖水系山川
地理、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之歌”等等，这些重要见解，不仅构成了本书的理论基点，也为今后深入
研究中国棹歌与鄱湖棹歌奠定了基础。
　　在阅读书稿时，我感到陈水根研究鄱湖棹歌的思维走向是科学的、有序的、合乎逻辑发展的。
本书主要是论述鄱湖棹歌，但作者没有孤立地去研究鄱湖棹歌，而是首先把它置于中国棹歌大背景下
进行系统论述，梳理出中国棹歌与鄱湖棹歌的发展脉络，探讨了中国棹歌与鄱湖棹歌的形成、发展及
其特点，着重解读了历代鄱湖棹歌的代表性作品，多角度、多层面地剖析了鄱湖棹歌的丰富文化内涵
，揭示了鄱湖棹歌与江西地域文化的关系，把鄱湖棹歌视为一种地域文化现象来考察。
本书题为《鄱湖棹歌研究》，实为一部中国棹歌与鄱湖棹歌的发展史，具有填补充白的创新价值。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鄱湖棹歌研究>>

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棹歌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  第一节 棹歌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 棹歌的特点第二章  晋、南北
朝和唐代鄱湖棹歌  第一节 晋、南北朝翻湖棹歌  第二节 唐代鄱湖棹歌第三章  宋元鄱湖湖棹歌  第一节 
宋人以翻糊为题的棹歌  第二节 宋人行舟于湖口的歌唱  第三节 宋元人荡舟游赏石钟山、大孤山的歌  
第四节 落星山、琵琶洲  第五节 赣江十八滩  第六节 文天祥的鄱湖棹歌  第七节 《彭蠡湖棹歌》《鄱阳
湖观打鱼》《划船歌》等  第八节 宋元鄱湖棹歌特点第四章  明代鄱湖棹歌  第一节 明代以鄱湖为题的
棹歌、彭蠡渔歌和鹅池翁的诗  第二节 棹歌康郎山  第三节 王守仁的鄱湖棹歌  第四节 湖口棹歌第五章  
清代鄱湖棹歌  第一节 方文、陈允衡、查慎行、蒋士铨的鄱湖棹歌  第二节 张维屏的《舟中望庐山作歌
》、高梦的《彭蠡涛声歌》  第三节 王其淦的《鄱阳湖棹歌》、魏源的《赣江舟中棹歌》、龙文彬的
《鄱阳湖棹歌》  第四节 彭玉麟泊鄱湖做歌  第五节 史彪古的《鄱滨渔者》、陆奎勋的《舠子词》、周
瑞的《方湖晚棹》  第六节 朱彝尊、查慎行、杨垕等棹歌十八滩  第七节 清代鄱湖棹歌的特点第六章  
现当代鄱湖棹歌  第一节 渡鄱湖的歌  第二节 鄱湖山歌、渔歌  第三节 叶木林及其鄱湖渔歌  第四节 湖
口、鄱阳渔鼓以及莲花落中的鄱湖渔歌第七章  鄱湖民歌、民谣中的棹歌  第一节 鄱湖民歌中的棹歌号
子  第二节 鄱湖民间山歌、小调中的棹歌  第三节 鄱湖风俗歌的棹歌  第四节 鄱湖灯歌中的棹歌  第五节
鄱湖民谣中的棹歌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鄱湖棹歌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