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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经多年收集整理研究，精心编写而成的一部颇有武汉特色和文化价值的著作。
书中收集了流传于武汉地区的老歌谣400多首，主要是流行于20世纪40年代左右的民谣、儿歌、打油诗
、三句半、绕口令、谜语、采莲船调、莲花落、叫卖语等，这些老歌谣具有重要的语言文化价值，是
老一辈武汉人留给后人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研究武汉地方文化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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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建颂，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武汉方言研究专家，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员，中国语言学
会会员，武汉文史研究馆馆员。
虽已至耄耋之年，仍专注于武汉方言研究，其主要著作有：《汉语方言讲话》、《方言与文化》、《
武汉方言词典》、《武汉方言研究》、《武汉方言概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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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武汉老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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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采莲船，两头翘，恭喜老板——赚钞票。
　　“采莲船”，口语中常说成“采龙子船”。
通常在第一句末尾由众和以“（哪么）哟哟”，在第二句末尾由众和以“（哪么）呀嚯嘿”，第三句
末尾由众和以“（么）呀呸子哟”，第四句末尾由众和以“（呃）划着”。
　　“采莲船”通称“旱船”，划采莲船（跑旱船）是湖北、武汉广泛流行的一种民间歌舞艺术形式
，但湖北各地在表演形式和唱和曲调上不尽相同。
就武汉而言，人物角色主要是艄公、媒婆和坐船姑娘，都穿传统戏剧服装。
艄公为老生扮相；媒婆为丑旦扮相，多是男子充当。
表演时，坐船姑娘站在篾扎纸糊、精心装饰而成的船中，双手提住两边的船舷；艄公手执木桨或竹竿
站在船边；媒婆手摇蒲扇站在船尾。
伴随着锣鼓声，三人表演各种套路和动作，然后就唱几段，依次循环进行。
由艄公领唱，众多人一起附和。
每一段为四句，每一句由艄公唱，多为拜年的吉利话；然后由大家一起吆喝，显得热闹。
每一段的第一句都是“采莲（子）船哪么——哟哟”。
这种歌舞一般于每年春节至元宵节期间在城镇的大街、广场表演，以增添春节欢乐气氛。
由于表演简易，风趣幽默，为武汉市民所喜闻乐见。
虽然每一段的曲调和第一句的唱词都相同，但二、三、四句的唱词可以有很乡变化，因此“采莲船调
”的固定唱段大概有几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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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四川有个峨眉山，离天只有三丈三；江西有个江西塔，离天只有八尺八；湖北有个黄鹤楼，还有
半挫在天里头。
　　没有歌谣就没有生活。
当我们循着时间的河流，去寻找这个城市的记忆时，发现城市的里程就在歌谣中，保存得如此完整，
让我们惊喜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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