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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歌谣是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形式，即属

于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部分。江西古

称“吴头楚尾，粤户闽庭”，资源丰富，历史厚重，

承东启西。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为独具

特色的江西民间歌谣提供了丰厚土壤。江西歌

谣绝大多数是以反映农业生产，农民的生活、习

俗、礼仪和农村青年男女爱情为内容，农耕文化

特色较浓。吴头楚尾，吴文化和楚文化都对江西

地区有影响，江西的民间歌谣也受到吴歌、西曲

的影响。从历史角度看，随着中原文化南移，中

原文化、语言、习俗，与当地文化、语言、习俗相融

合，从而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客家山歌。

以高度的历史担当重视歌谣卷编纂工作。

2018年 7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江西

省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江西省领导

小组)、专家委员会和工作办公室成立。省文联党

组书记郑翔任领导小组组长，省文联党组成员、

主席叶青任领导小组副组长。2018年7月31日，

江西省文联下发了《关于做好中国民间文学大系

出版工程江西卷工作的通知》，同时成立了《中国

民间文学大系·歌谣·江西卷》专家委员会与江西

歌谣卷编委会，2018年8月28日，在南昌召开

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江西卷”编纂工

作推进会暨专题培训。大系出版工程江西省专家

委员会委员、江西歌谣卷编委会编委及各设区市

主要编纂人员40余人参加会议。叶青指出，组织

实施大系出版工程江西卷是当前头等大事，要作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

要把该项工作列入当地文联的议事日程，争取得

到更多的关心和支持，为编纂工作创造一个良好

的工作环境，保证工作顺利开展；要强化责任意

识，加强人才培养和联络协调，确保高质量、高水

平完成民间歌谣江西卷的编纂工作。

精心梳理江西各地丰富多彩的歌谣。2018

年8月起，各设区市文联、民协承担此项工作，相

继成立了歌谣编委会，并举办了培训班，任务落

实到具体人员。赣州、抚州、九江、吉安等地市编

委们日夜奋战，在认真梳理“三套集成”和民间文

艺家个人成果基础上，注意搜集有代表性的新歌

谣，并附有对所涉风俗的简要介绍，对于典型性

的歌谣和歌曲附加图片，对重要传承人附有小

传。先后荣获多项荣誉、年逾70岁的老民间文

艺家陈留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编纂任务，他一边

照顾病重的妻子，辛勤搜集整理了将近5万字的

歌谣。赣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肖艳平主

动承担了赣南代表性民歌的筛选和录入工作。

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俊昆担任

了赣州民间歌谣的初审工作。笔者受省民协委

托担任本卷的执行主编，由于各地市提供的歌谣

数量不均衡，有的地市存在分类不清，未标明歌

谣所属地，未标明调查人和演唱者姓名，没有注

解等问题，给全省编纂工作带来诸多不便，笔者

与省民协主席李小军一道，通过多方联系，让相

关地市补充了一些重要资料，使得文本体例上相

对完善，内容更加鲜活。

气贯长虹的江西歌谣具有独特价值。“唱戏

一半假，山歌句句真”，真实是江西民间歌谣的

一大特色。这既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和客观反

映，也是人民心声的真实写照。山歌《农民苦》

《农民怨》《穷人身上两把刀》和《长工歌》等都真

实反映了解放前农民的苦难。真实还体现在爱

情歌谣表达出的情真意切。在情歌中，青年男女

用山歌互吐爱慕真情，如南康山歌《标致老妹双

打双》《恋妹莫要存假意》《两人黄花对黄花》；南

昌山歌《荷花爱藕藕爱莲》；瑞昌山歌《哥妹相爱

一条心》；永新山歌《撩开桐叶看桐花》等。

大量的情歌散发着诱人的山花之香，传递着

淳朴、诚挚、善良、美好的真情。

由于不少江西歌谣将“仁、义、礼、智、

信”和人伦之爱的基本内涵表达得淋漓尽

致，有专家把江西歌谣比作中华民族的传统

道德库。如赣南的《怀胎歌》是献给母亲的

歌，歌颂母亲的伟大、母亲的挚爱、母亲的无

私，倡导人们热爱母亲。歌颂革命信仰的赣南歌

谣《灯火不算亮》：“灯火不算亮，太阳照亮堂，爷

娘虽然亲，不如共产党。”再如兴国山歌：“打铁唔

怕火星烧，革命唔怕杀人刀，斩了头来还有颈，斩

了颈来还有腰。就是全身都斩断，杀人墩上飚三

飚，飚向敌人咬一口，冲天怒气恨难消。”表达了

革命到底的坚强意志。江西人民对中国共产党

的深情热爱，在歌谣中比比皆是。

江西民间歌谣，以其丰富的滋养影响了一代

代人，发挥着精神凝聚与集体认同的民俗功能，

像山间、崖畔的杜鹃花，深情而浪漫，质朴而芬

芳，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愿以江西歌谣为代表的

璀璨的优秀民间文化，为满足新时代人民的精神

文化需求，写好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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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歌谣是中国民间文艺中的基础类别，是民众生存状态乃至心理

情绪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在所有民间文学艺术中，歌谣是最活跃，也是最

有传承和创新力的民间艺术形式。

歌谣也称民谣，它泛指在民间产生和流传的相对短小的韵文作品。歌

谣的英文名字是folk-song，意味着民众所做的歌，也名为ballad，意为

跳舞歌。我国古代语言是单字表意，歌与谣同时存在，有时通用，有时独

立，《诗经·魏风·园有桃》中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因为一首诗中同时

用了“歌”和“谣”两个概念，所以《毛传》中做了区别解释：曲合乐曰歌，徒

歌曰谣。《韩诗章句》也明确表述：“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按照《中国

民间文学出版大系》的分类方案，歌谣与长诗、史诗、说唱并列，属于韵文

中相对短小的作品，包括歌和谣两种呈现形式，贯通民间文学和民间音

乐。具体来说，就是歌谣和民歌。《中国民间文学出版大系·歌谣卷》以民间

文学范畴的歌谣为主，辅以各地著名民歌，使得本次出版的所有各地歌谣

卷与以往的呈现显著不同，它歌谣一体，打破了长期以来文人建制的藩

篱，还原了民间歌谣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民间歌谣历史悠久，它伴随语言而生成，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已存在，

它是生产和生活的艺术描述和口头记录。所幸我国自古就有文字记录的

传统，能够让我们窥见一斑。《尚书·虞书》记载：“吁，击石附石，百兽率舞”

这是歌舞场面，最生动地诠释了“歌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场景。而最早的

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的《弹歌》，更是中国民间歌谣的成熟的佳作。

即便是被定为文学经典的《诗经》，最为传诵的还是“十五国风”，其中关雎之喜、黍离之悲、七月

之全面、氓之决然，无不令人击节沉醉，抚掌赞叹。而后，汉唐宋明，虽然文人作品占了史著主

流，但是只要政治有大事，社会有离乱，生活有波折，情绪有喜怒，歌谣都是最便利的表达方式。

江西的红歌，西部的情歌，内蒙的长调，吴越的山歌，仍然脍炙人口，甚至从田间走向了舞台。

晚清和近现代以来，民间歌谣得到重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从清末开始的歌

谣研究走向了新的阶段。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专门开展了“歌谣是什么”的学理性讨论。在革命

圣地延安，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鲁艺师

生深入陕北农村采集民歌。经何其芳、张松如（公木）、毛星编辑整理，出版了首部《陕北民歌

选》。当时鲁艺还专门成立了“民间音乐研究会”，著名音乐家吕骥、安波、马可、张鲁、刘炽等用

时3年，收集到民歌2000余首。当时边区政府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还特拨出2000元，奖

励几年来积极采风的工作者。在此期间，对歌谣的研究也随之发展，先后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

大家的文章，其中严辰的《从民谣看民心》、周扬的《一位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孙万福》、马可

的《群众是怎样创作的》等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新中国建立之后，继承延安的优秀传统，国家对于民间文学给予高度重视，随着中国民间

文艺研究会（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成立，先后开展多次采风，在20世纪80年代的民间文

学普查中，也专门为“民间歌谣”立卷，收集歌谣192万余首，包括全国56个民族、36省市和自

治区。在2010年开始的“中国民间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工程”建设中，又有各地区补充的歌谣

百万余首。但尽管如此，仍然不是全部，如果再加上《中国音乐集成》中的民歌，歌谣的数量就更

加惊人。《中国民间文学出版大系·歌谣卷》从这些成果中优中选优，并补充新世纪搜集的作品，

形成面貌一新、科学全面的民间文艺巨作。

按照传统的内容分类，同时兼顾艺术表现，分为以下6类：1.劳动歌谣。主要指按照劳动节

奏、与劳动紧密结合、具有协调劳作动作、鼓舞劳作者情绪的特殊功能的歌谣。包括指挥动作力

度需要的各类号子、夯歌、伐木歌、薅草锣鼓等。同时也包括舒展情绪的采茶歌、脚夫调、爬山歌

等等。2.生活歌谣。广义的生活歌谣可以包括大多数歌谣，这里指狭义的生活歌谣，主要指日常

家庭生活、个人体验的歌谣，包括妇女的苦情歌、自叹歌以及各种劳作身份、各种工匠的自述歌

谣等等。3.爱情歌谣。专指男女爱恋和婚姻中的歌谣，是歌谣中最丰富最优美的类别。包括相识

歌、试探歌、赞美歌、相思歌、热恋歌、离别歌、失恋歌、抗争歌、婚誓歌等等。4.时政歌谣。主要是

与近代以来社会政治相关的歌谣，包括表达讽刺、揭露、感叹、歌颂、怀念等涉及政

治情感的歌谣，其中的红色歌谣最有特色，从《两条半枪闹革命》到《送郎当红军》，

从《建立红色根据地》到《东方红》，红色歌谣是铿锵有力的号角和战鼓，是党政军民

团结的颂歌。5.仪式歌谣。仪式歌谣又称礼仪歌，主要指在祭祀天地祖先神灵、纪念

烈士、乞祥纳福、婚丧嫁娶等具有庄严感和固定程式化的仪式上所颂唱的歌谣。包

括祭祀的颂歌、祈求农事丰产的田歌、驱邪灭灾的口诀谣、丧事中的开路

谣、婚事中的哭嫁歌、祝福歌、宴席上的祝酒歌等。6.儿童歌谣。主要是传

统的短小的童谣，包括摇篮曲、数数歌、问答歌、游戏歌、连锁歌、绕口

令、时序歌、颠倒歌等。当前由于各种幼儿教育的兴起，创作的童谣增

多，本卷以未曾署名和几代人流传为标准。

总而言之，民间歌谣是民间生活的艺术记录和形象载体，是

志外之志，史外之史。《中国民间文学出版大系·歌谣卷》是我国

各民族语言的诗话，它朴素而华美、昂扬而真情，它天然地融汇

了民族的精神、社会的历史、阶层的状态和审美情趣。它是语言

的艺术，音乐的艺术，更是心灵的艺术，情感的艺术。我们今天编

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歌谣卷》，是对各民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

来的歌谣精华的结集，是发扬中华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范本，

它的出版将为美丽的中国梦增添光彩，为文化自信提供实实在

在的认知范本和精神营养。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在搜集文本、编选作品

的科学性原则中有“努力还原民间文学的实际状

况。除了记录口述了什么，还需要尽可能描述民

间文学演述的现场和情境，注重记录民间文学的

演述行为、方式和过程”的表述。根据该原则，中

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歌谣卷专家组在编纂

体例中要求，涉及演唱行为的民间歌谣，需完整

记录其歌词、曲调以及表演行为，重点关注每种

体裁中具有区域、民族特点的这类作品。歌谣卷

在编纂体例中提出这一要求，旨在努力改变以往

歌谣记录中音乐与诗歌分离的状况，力求客观、

完整地还原这类歌谣的全貌，提升歌谣卷的文献

价值，能够为深化歌谣研究提供新型资源。

从发生学角度看，具有演唱行为的民间歌谣

是以曲调和韵文共生体的形态呈现，这是其本质

属性。王小盾先生认为:“作为音乐文学的内容因

素的文学的发展，受制约于作为其形式因素的音

乐的发展。任何一种韵文体制的建立，都是音乐

形式更替的产物。民间文学代表了发生形态的文

学，音乐性和表演性是它的基本特性。重视民间

的文学创造同重视音乐对文学的制约作用，精神

是一致的”。

从以上认识出发，描述此类歌谣应注意其体

裁属性——发生和传播的特殊性，有助于加深对

音乐与文学关系的理解。我们在田野工作中观察

到民间歌手记忆唱词的一些重要手段。他们往往

以“听”的方式习得依附于曲调的唱词，演唱时则

需要借助于曲调再现唱词。我们认识到，在汉语

歌谣的唱词（包括各种衬词）同曲调结合为一个

整体的条件下，曲调对于唱词就有了特殊语调的

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唱词原有的语调功能被曲

调替代。对于讲汉语的歌手来说，如果将民歌的

曲调剥离出去，留下的唱词则形同残缺的语言而

无法再现。民歌的曲调和唱词，犹如皮和毛的关

系，如果民歌丢失了音乐部分，它的唱词也难以

被保存并传承至今。在此类歌谣唱词的各种衬字

中，很多具有结构意义，它们与正词结合在一起

形成固定的唱词格式。如果把唱词同曲调分离开

来，我们将无法辨认哪些是具有结构意义的衬

字，更无法弄清唱词格式和曲调在节奏上的对应

关系。

应该特别指出，以双重载体传承和传播的歌

谣不是书写的文本形式，而是口头的。这一特征

提示着音响材料在研究资料中的重要地位。记录

此类歌谣不仅需在采集阶段要获取完整的音乐

与语言材料，还需要对其构成要素进行科学描述

和整合，难点亦在于此。这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口

传性质以及语言和音乐合为一体的表演特征所

决定的。

清代以前，反映歌谣流传情况的材料主要有

散见于历代文献中的歌谣记录和历代文人辑录

的民歌集。这些材料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被记

录的歌谣一般都有比较明确的年代标记，反映着

不同时期歌谣流传地的民众生活和民间语言。但

缺少曲调记录成为这些文本的遗憾。因此，仅仅

利用这些材料很难看清历代民间歌谣在语言和

音乐上的整体面貌。

20世纪20年代前后，北京大学发起征集歌

谣的学术运动，在中国拉开了科学搜集和研究歌

谣的序幕。当时的歌谣征集工作本着忠实记录的

宗旨，提出“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

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等记录原则，从而基

本保证了所征集的13000余首近世歌谣在语言

方面的真实性。值得注意的是，歌谣征集工作依

据现代民俗学提出的科学、完整记录歌谣的学术

要求，对民歌音乐方面的记录给予了关注，要求

寄稿人注意“歌谣之有音节者，当附注音谱（用中

国工尺、日本简谱或西洋五线谱，均可）”。但这个

要求未能在歌谣征集工作中得以实现，其结果是

《歌谣周刊》刊登的绝大部分歌谣仅仅是“有音节

者”的唱词部分。1939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

乐系发起成立民歌研究会，开创了音乐界搜集、

整理民歌的风气。当时音乐界搜集民歌的目的主

要是为音乐创作的民族化寻找素材，因此忽略了

对民歌中传统歌词的完整记录。在20世纪二三

十年代至70年代末，文学界和音乐界基本上分

别延续了北京大学歌谣征集运动和延安鲁迅艺

术学院的民歌记录模式，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民歌

歌词为主或者曲调为主的记录。

1979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纂工作全

面启动。历经40年，上万人参与搜集、整理工作，

目前已基本完成了由县卷、地州市卷、省区直辖

市卷构成的海量民歌资源库，大部分卷本正式出

版。作为中国当代文化史上标志性成果，《中国民

间歌曲集成》基本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各民族民

歌流传状况。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工作展开的

同时，强调了完整记录音乐和唱词，少数民族语

言唱词标注国际音标等要求。但在当时基层采

录、整理工作的队伍专业构成、工作条件等限制

下，很难全面达到上述要求，各地卷本在记录、整

理的全面性方面略有参差。对于新编歌谣卷来

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音乐描写方面仍有大量

经验可资借鉴。

需进一步强调的具体方法有几点：1.客观记

录“这一次”发生的音乐演唱表演，不根据记录者

已有的音乐经验做调整，强调当次采录的真实性；

2.覆盖面涉及每种体裁在不同区域、民族的代表

性曲目，优先选择传承人的演唱曲目，从而构建出

歌谣音乐地图；3.记谱中详略取舍，应清楚用记谱

方式备忘什么。歌谣的音乐由多种要素构成，包括

曲体结构、句法、调式、音阶、骨干音、典型进行、旋

律线、装饰音、节奏型、速度等。无论采用速写式的

粗线条记谱，或用素描式的细密记谱，尽可能描述

出某个曲调最具特点的音乐要素表现方式；4.特

别注意唱词和曲调的同构关系。少数民族语言唱

词翻译应遵循原唱词的基本格律。

中国民间新编歌谣卷必将留下诗歌和音乐

共生的历史。

有人说，分类永远是一项劳神费力且不落好

的工作。因为待分的对象并不是羔羊，你分得越

细，问题就越多。分类标准自身存在的缺陷导致

部分歌谣好像放在这儿也合适，放在那儿也不

错。如果选编者不是一个人，交叉和重复在所难

免；就算是同一人选编，由于信息量太大，也很难

做到一一对应。而编辑出版规范和科学文本，避

免重叠和往复是开宗明义的分类要求和选材遵

循。具体到《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歌谣卷》的选编，

编纂体例承袭“民间文学集成”时候的做法，将民

间歌谣分为六类：劳动歌谣、仪式歌谣、时政歌

谣、生活歌谣、爱情歌谣、儿童歌谣，看似清晰明

白，也算是各类歌谣分类方法中比较科学的一

种，但要具体操作起来，才能发现其中隐藏的问

题。下面仅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歌谣·四川卷》

为例对该问题进行梳理探讨。

第一，劳动歌谣容易与时政歌谣、生活歌谣、

爱情歌谣交叉重复。劳动歌，望文生义就是劳动

时唱念的歌谣，这些歌谣如果贴上号子、打夯歌、

耕田歌、薅秧（草）歌、矿工歌、伐木歌、搬运歌、采

茶歌、牧歌、渔猎歌、工匠歌等标签，还是比较容

易区分的。早期的劳动歌调子比较固定，歌词比

较单一，有的则只是咳呵、哎嗨的呼呐声，在劳动

中起着号令的作用。这样的劳动歌谣选编分类时

不容易出错。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的发展，

劳动歌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呼喊号令，而且还描写

劳动的过程，表现与劳动者的思想感情相关的生

活情态和风俗特征，这个时候就容易与反映抗争

的时政歌，与感叹生活苦的生活歌重叠交叉。人

是有情感的动物，各种劳动场合都是情歌传唱的

大舞台，纤夫看到浣衣的幺妹儿等都可能在拉抬

的号子中加进慕情、探情的元素。像《妹儿就爱

喊号人》《一朵映山红》《十二月采茶》之类的歌

谣，如果没有明显的“标签”，不细看内容，很难把

它归入劳动歌、爱情歌、生活歌中的哪一类。

第二，仪式歌容易与生活歌、爱情歌交叉重

复。仪式歌，顾名思义就是在各种仪式上唱诵的

歌谣，包括民间礼俗歌和祀典仪式歌等。有人根

据仪式应用的情况把这类歌谣又分为诀术歌、节

令歌、礼俗歌和祀典歌四种。其中诀术歌、祀典歌

特征明显，不容易交叉重复。容易出错的在节令

歌和礼俗歌。节令歌本是对某种节日或对时令

描述的歌，像春节耍牛儿灯时唱的《春牛歌》，其

主要内容是歌唱农事生产、人畜太平，一不注意

给归到劳动歌里去了。唱时令的《十二月采花》则

容易归到生活歌里。最容易交叉重复的是礼俗歌

中的婚嫁歌，像《不知他是啥心肠》《豌豆尖儿嫩

苔苔》，还有数量众多的哭嫁歌，很容易与生活

歌、爱情歌交叉重复。

第三，时政歌容易与生活歌交叉重复。准确

地说，时政歌谣中谣的比例要远远大于歌，是一

种反映和针砭世事的歌谣。时政歌谣大多短小犀

利，爱憎分明，句数和字数都比较自由，没有固定

的格式。除了讽刺和针砭时弊外，时政歌谣也有

赞颂和表扬的，像解放后和改革开放初期，劳动

人民当家做主，欣喜若狂，改革开放的政策深入

人心，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社会主义和改革开

放就成了时政歌谣的主流。时政歌谣中容易与

生活歌谣交叉重复的是，反映生活艰辛困苦的歌

谣与生活歌中的世态歌，如《眼泪打湿路》《苦日

子何时能过去》《天上星星绿悠悠》《过路客人莫

笑话》等等，分类时需仔细斟酌。还有《抓壮丁

歌》，生活歌、时政歌中都有，我们最终把这类歌

谣归到了时政歌谣中。

第四，生活歌容易与时政歌、爱情歌交叉重

复。生活歌是个大概念，即使把劳动歌谣、仪式歌

谣、时政歌谣、爱情歌谣从大概念的生活歌谣中

单列出来，只取生活歌狭义的概念，即专指反映

人民群众社会生活及家庭生活的歌谣，也容易与

时政歌谣里控诉旧时代日子艰辛和爱情歌谣中

离别、苦情部分的歌谣重复。如反映社会生活不

公平，不合理的歌：“编凉席的睡光床，抬棺材的

死路旁”，似乎归在时政谣、生活歌里都合适。生

活歌谣下有数量众多的“劳工苦歌”和“世态歌

谣”，都很容易与时政歌谣交叉重复；“妇女苦歌”

和“劝诫歌”“诙谐歌”中的一些歌谣，容易和爱情

歌谣中的“送别歌”“苦情歌”“抗婚歌”交叉重复，

需要认真梳理。

第五，爱情歌谣最容易与生活歌谣、仪式歌

谣交叉重复 。爱情歌谣是民间歌谣中数量最多，

也最脍炙人口的一种，在历代民歌中都占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四川民歌中的爱情歌谣丰富多彩，

从试探、赞慕、相思到山盟海誓的热恋、相爱，再

到缠绵难舍的离别、思念，甚至婚姻不成的苦情，

可以说男女爱情的整个过程，在爱情歌谣中都得

到了不同角度的反映。爱情歌谣主题明确，但它

仍然是人间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像生活歌谣里的

《丈夫年小无靠头》《十二月望郎》《四季歌》就容

易归到爱情歌谣里去，而像《豌豆开花红又红》

《盼郎归》《来世与郎打冤家》等也容易归到生活

歌谣中去。至于与仪式歌谣交叉重复，是因为仪

式歌中有很大一部分婚礼歌，它们的内容有的与

情歌类似或雷同，须注意鉴别。

第六，儿童歌谣交叉重复最少。儿童歌谣是

以简洁生动的韵语创作并流传于儿童中的一种

口语歌谣。分析它在大类上之所以较少交叉重复

的原因，一是它以特定的人群——儿童为对象，

在内容形式上，无论是催眠歌、自然事物歌、童趣

歌、事理歌、游戏歌、数字歌，还是绕口令、颠倒

歌，都有自己明显的特征。二是在语言应用上，儿

童歌谣语言形象逼真，极富童趣，较好分辨。

任何形式的民间文学分类都是相对的。以目

前推荐的六类划分法来看，说是根据内容来划

分，但儿童歌谣明显是以人群来划分的；劳动歌

和仪式歌是以演唱场合兼顾念唱内容来划分的；

时政歌谣、生活歌谣、爱情歌谣确实是以内容来

划分的，但歌唱的内容在外延上存在交叉，这就

让一些“标签”不是很明显的歌谣在归类时颇费

周章。好在编纂体例并没有故步自封，作茧自缚，

而是要求线索分明，顺理成章，唯其如此，才能科

学分类，清楚明了。

新编歌谣卷新编歌谣卷：：关注文学与音乐的共生样态关注文学与音乐的共生样态
□□赵塔里木

民歌分类民歌分类::容易出现的交叉和重复容易出现的交叉和重复
□□黄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