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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花儿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
1925年3月25日，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82号刊登的我国著名地理地质学家袁复礼采集整理的30首花
儿及其评介文章《甘肃的歌谣——“话儿”》，堪称花儿研究的开端。
（当时的“甘肃”实际上包括西北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也在其中。
）袁文不仅对花儿的一般流行范围、重点地区、音调和词句特点等有所论及，还特别指出在六盘山环
绕地带的平凉、固原都听到过花儿，秦州（天水）、秦安的脚夫也都会唱。
事过十年之后，这种“多述边人男女爱情之思”的“阿哥的肉”——花儿，便引起了一批社会名流的
注意。
如：著名记者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天津大公报馆1936年版）一书记述他乘羊皮筏子沿黄河赴
宁夏采访的所见所闻，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花儿的传播过程。
著名史学家慕少堂的《甘宁青史略》（兰州俊华印书馆1936年印行）以花儿之名收录了近百首西北民
歌，包括杨芳灿辑录的《宁夏采风十章》、王源瀚搜集整理的《宁夏最近歌谣》以及《马仲英部下所
唱歌》等。
虽然其中真正的花儿仅有六七首，但能在这样一部史学巨著中入编并予以评介，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
。
1938年4月，西部歌王王洛宾在宁夏固原和尚铺村一个车马店里巧遇当地有名的花儿歌手五朵梅，欣赏
并记录了她演唱的六盘山花儿——《眼泪花儿漂满了》。
40多年后，这位历史上第一个为花儿记谱的现代音乐家深情回忆道：“多么迷人醉心的歌，这是最古
老的开拓者之歌，那逶迤动听的旋律，口头文学的朴实，句句渗入了人心。
” 1940年，重庆“青年书店”出版了花儿学奠基人张亚雄编的《花儿集》。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西北山歌‘花儿’集叙论”，共十章；下编“花儿选”，分30个主题内容选
入483首花儿词。
张亚雄先生明确指出：花儿是流行于三陇——甘青宁的一种山歌。
“上溯甘、凉、肃一带，东至陇西一带，北至宁夏，西至青海边界”，都是花儿的风行之地。
毫无疑问，这是历史上第一本全面而系统记述、研究花儿的歌谣学专著，其学术价值及对后世花儿研
究的影响，不容低估。
 追溯花儿学史，我们从早期的这些代表性成果中不难看出，宁夏不仅是花儿重要的发源地和集散地，
也是花儿研究的拓荒之地。
作为花儿主要流派之一——六盘山花儿早已生成繁衍于六盘山及其环绕地带，无论其音乐的旋法特点
还是文学的词式结构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风格。
 客观地说，以《花儿集》为代表的花儿研究“开端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相形之下，这之后的“发展期”却显得异常曲折，其原因不言而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中国社会“运动”频发的年代，在那种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花儿研
究实际上陷入了相当尴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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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花儿精粹》荟萃了宁夏花儿文化的精华，汇集了宁夏山花儿曲谱193首，歌词1000余首，花儿传
承人风采17人，花儿研究文论30篇，花儿风创作歌曲选54首，花儿诗词14首一部一，花儿剧本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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