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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歌是人类文化中最宝贵的一个组成部分。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不管他们住在高原、山地、平原、海滨还是森林、草原，不管他们选择何种生
活、生产方式，也不管他们的历史有几百年或几千年，他们都会创造出属于本民族的独有的歌声。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音乐家就直接参与对民歌的词曲和歌唱背景作全面的记录整理。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民歌的收集整理有了很大成绩，仅《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就包括31卷，近4万
首作品。
本书在前人整理研究的基础上，精选28个省区、56个民族的305首民歌，其中包括了《黄河船夫曲》、
《孟姜女哭长城》、《小白菜》、《茉莉花》、《走西口》、《康定情歌》、《太阳出来喜洋洋》、
《摇篮曲》等脍炙人口的民歌。
每一首民歌后面都有与这些作品相关的介绍、分析性文字，对民歌爱好者和研究者都有很重要的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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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1多维的新新人类    当城市新人类以他们反复跳动的职业观念、追逐流行的审美态度和占有品牌的
社会意识使“婴儿潮”一代进退两难的时候，新新人类带着比他们更为独特同时也更为夺目的标签走
上了社会舞台的前沿，虽说，对生活一贯不敏感的人们或许这一次依然会麻木不仁。
    新新人类呈现的是一个多维的向度。
    “国际主义”或者叫作“世界主义”是他们身上的第一个标签。
    从“哈根达斯”到“汉堡包”，从“飘马”到“ELLE”，从“贝克汉姆”到“罗伯特?巴乔”，新新
人类愿意比他们的兄长新人类体现出更广阔的世界视域、更多样的国际知识。
由于他们成长的背景与新人类有所不同，新新人类更鲜明地模糊着本土与域外的界限，更强烈地无所
谓任何民族化的东西，更热狂地将双眼紧紧盯住国际上的每一种流行趋势和每一个流行潮头。
在跟上这种趋势和跃上这个潮头的时候，陶醉于国际主义的想象中．某种意义上说，新新人类实现厂
“杰尼亚”品牌对它的主打客层的希望：穿“杰尼亚”服装的男女，应该足一个放弃本士文化观念的
人，他在“杰尼亚”这个品牌中，完成国际主义者的形象塑造。
    不断地追求运动感，并在这种运动感中体味生命的细微差异实现生命的意义，这是新新人类身上的
第二个标签，或者说这是他们的第二个特点。
    从“香山瘦身”到“青年会健身房”，从“通通迪斯科”到“卡丁车大奖赛’，新新人类比起新人
类更富于动感。
如果说他们的兄长最主要的身体姿态是“坐着倾听齐秦、王杰、赵传、童安格、惠特尼?休斯顿、邦?
乔维、迈克?杰克逊”的话，那么，他们的身心语言则更多地讲述着有关城市运动的故事．我们发现他
们是如此乐此不疲地求解着各种城市运动程式，忽儿渴望自己成为一个三围标准的业余模特儿，忽儿
希冀自己成为一个腾挪自如的准芭蕾舞演员，在这些角色的不断置换中，他们有意无意地拒绝内心的
停顿，拒绝使自己在这样的停顿中获得悠长的思考。
他们要求的只是让自己跃人城市的能量场，在能量漩涡的高速转动中虚空、掏干直至瘫痪，也只有处
于这样的生命境地中，他们方认为生命得到了它存在的意义。
    而纸一样的平面性，则是打在新新人类身上的又一个印记。
    已经有人用“无厘头文化”来概括城市新人类，新新人类则以“超级的无厘头文化”来对自己进行
新的概括。
仅以流行音乐为例，如果说新人类还能够咀嚼谭咏麟《水中花》的凄婉意境、崔健《一无所有》的愤
怒心声，那么，新新人类则弃绝流行音乐中任何可能的深度、可能的意义和可能的想法，他们津津有
味地感受着那个由商业社会一手炮制而出的范小萱的没有深度（当然，这个深度是以“婴儿潮”一代
的标准）的节奏，要不，便和那个同样没有任何深度可言的张惠妹打成一片．顺便说上一句，假如你
有兴趣去听听张惠妹《牵手》的话，你会对新新人类的“超级无厘头文化”感受颇深， 你亦会知道什
么叫作纸一样的平面性。
    描述多维的新新人类可以有多种角度，但我想，这些描述只要不是出自新新人类之手，它就不可避
免地带上了“代的偏见”从而导致叙述的偏见。
因此，期待一种“原叙述”就十分必要，它是对我们尚不太清楚的新新人类的另一种逼近，也是对这
个让“婴儿潮”一代始终瞠目结舌的人群的另一次解读。
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白领”    在这之前——我指的是1997年以前——“白领”这个在今天已被许多人
反复聒噪并反复引起歧义的人群还只能处于社会大厅的一侧，还只能扮演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角
色，尽管作为一个最富于生气的新人群，她不但早就存在于我们的社会里，而且也早就以自己的方式
影响着她周边区域的人们。
    细细推敲一下“白领”的这种非主流状态，我想是颇有意味的，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和人
们出于历史、现实双重需要产生的对这个新人群的压抑。
    首先，在旧文化模式中浸淫甚深的人们无法接受这个新人群的出现。
对他们来说，这个人群给他们的感觉只是一些在洋人的豪华写字楼里颠前跑后的家伙。
由于这个人群始终渴望以准洋人的面貌出现——装腔作势地学习洋人的作派，自命不凡地看待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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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这不仅使人们嫉妒地联想起当年在外滩一带狐假虎威的“泎买办”，还使得他们以相当轻蔑
的心情将这个人群描述成“伪白领”和“假白领”。
“他们算什么白领？
在中国，会有西方意义的白领吗？
”    其次，对传统的社会架构而言，“白领”这个人群成了一种有力的颠覆，一种不安的挑衅。
因为就在不久前，我们社会中的人群在总体上还被划分为“工人阶级”、“知识阶层”等等不同的群
体，在这样的划分中，社会的结构获得了稳定，社会的意识形态获得了它的所指对象。
然而“白领”的出现将这样的划分作了彻底的改变，它瓦解了原先稳定的社会结构，它也使原先的社
会意识形态失去了它的部分所指对象，处于一种“悬置”的状态。
    再其次，旧日的社会文化也由于“白领”的产生而无法保持它的固定面貌。
人们不是熟悉着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吗？
他们不也熟悉着一度曾是“洪水猛兽”的西方文化吗？
他们还熟悉着唯我独尊的精英文化，激越、强悍的叛逆文化以及缠绵、柔婉的流行文化，而今，在这
块文化拼图板上出现了鲜为人知的“白领文化”，它不仅分裂了既成的文化图景，它还带来了令旧日
文化深感不伦不类的有关“品位”、“情调”、“欧陆风情”等等的学说，使旧曰文化为之瞠目结舌
、哑口无言。
    压抑于是就变得十分自然和必要，在其时的社会背景中，“白领”这个新人群只能以十分可疑的面
目侧身于社会主流位置的一边，虽说在非主流圈子中她相当活跃，在民间社会中她引领着时代的风尚
和时髦，但在主流的媒介上你看不见有关这个人群的点滴报道，而在社会的发言台上你也不会听见有
关这个人群的任何声音。
    这一切将结束于何时？
我们不能贸然断定，否则我们不是过于自信便是过于狂妄。
但有一个年份对这一切来说是相当重要的：1997。
种种的细节都表明，正是在这个年份，曾被社会架构，社会文化和社会主要人群所不屑的“白领”登
堂人室，开始由边缘而走向主流。
    具体而言，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社会和人们冷落的一些精品杂志（它从一开始就期待着“
广]领”这个新人群的肖睐），如《时尚》、《ELLE》和《HOW（好）》等等，在97年纷纷迎来了它
们的黄金时代，统计数字真实地表明，在昔日一本也卖不出去的地方。
而今它可以十本十本地出售。
    在曾经被禁止出现“白领”这个字眼的大众媒体上。
而今我们不但读到了对她的具体阐释。
我们还发现了将这个人群作为自己主力客层的谋略，譬如，上海最富于生气、最具有激情的青年报人
就表达了这样的鲜明倾向。
此外，在新创刊的《大都市》和新改版的《上海文化》等等精品杂志里，我们亦可以感受到我们城市
部分文化人对这个新人群的特殊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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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记得在一本文化人类学著作中曾提到，仅“文化”这个词，世界上不同时代的学者，就为它下过170
多种定义。
这一方面反映了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也说明人们对同一概念的多种体验和理解。
出于研究的需要，本人在以往也接触到不少与这一概念相关的论述。
而在这些林林总总涉及到“文化”的解释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倒是近期费孝通先生在为一本艺术人
类学新作所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他说：“当年我在干校劳动的时候，要做东西吃，没有炉子，就
用泥巴做了一个土炉。
当人能够用土为自己做一个用具的时候，我想这就是人类文化起源的开始。
我认为中国文化就像陶器那样，是从土里出来的。
我写过一本书叫《乡土中国》，后来这本书要翻成英文。
问我这个书名怎么翻才好。
我就说翻成《From The Soil》。
意思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东西。
什么叫文化呢？
用人工把自然的土变成用具，变成服务于人类生活的东西，这就是文化。
人类第一次改变物质的化学成分，并将其制成用具的就是陶器。
它不仅是器物的，也是文化的。
”（方李莉：《传统与变迁一景德镇新旧业瓷窑田野调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阅历丰富、知
识渊博的费老为“文化”所下的这个定义，畅晓、浅近、形象、深刻，它既观照到文化的物质性，又
指出了它的精神性。
更可贵的是，费老还强调了文化的乡土性，这恐怕是许多习惯于书斋式的研究者最容易忽视的，而它
恰恰又是文化含义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由“文化”的定义我联想到对民歌的认识，因为民歌是人类文化中最宝贵的一个组成部分。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不管他们住在高原、山地、平原、海滨还是森林、草原，不管他们选择何种生
活、生产方式，也不管他们的历史有几百年或几千年，他们都会创造出属于本民族的独有的歌声。
这歌声，是世世代代生活在不同土地上的人们“矢口寄兴”、“放情长言”之唱。
所以，它也如同陶器一样，是“从泥土里出来的东西”，是世界上许多古老文化的“原发点”。
而在它不断丰富之后，又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因此，民歌在各种历史典籍中被记录下来，民歌受到文人、学者的赞美，就十分自然而普遍了：        
“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
 ”（南朝乐府）；    “丝竹发歌响，假器扬清音；不知歌谣妙，声势由口心。
”（南朝乐府）；    “放情长言，杂而无方。
”（明徐师曾）；“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    “韵文之兴，当以民间歌谣为最先。
歌谣是不会做诗的人（最少也不是专门诗家的人）将自己一瞬间的情感，用极简短、极自然的音节表
现出来，并无意要它流传。
因为这种天籁与人类好美性最相契合，所以，好的歌谣，能令人人传诵，历千年不废。
其感人之深，有时还驾专门诗家之上。
 ”（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序论》，东方出版社，1996）；    “一首民歌，就是一个超级的
艺术品。
” （英：威廉姆斯《民族音乐论》）；    民歌“不只是‘穷人的珍宝’，并且也能满足至高的文化要
求。
也就是说，它们不仅仅是原始的残余，而且也是在成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得以成熟、得以精练的一种艺
术，一种富有价值的完美的艺术。
”（柯达依：《论匈牙利民间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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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人文资源，民歌在普通民众音乐生活中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它对中国各类音乐的
滋润及广泛的影响，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本书精选民歌三百余首，是民歌爱好者收藏、欣赏的首选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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