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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京族民歌艺术形态比较研究

◎罗静
摘要：中越京族最为传统的文化就是京族民歌，京族民歌是对整个族群历史的共同记录，也是族群符号标识，是在历

史发展中逐渐传承下来的瑰宝。受到不同国家语言导向、社会经济、国家政策、主流文化等因素影响，中越京族民歌艺术

形态存在共性，也存在一定差异。本文拟从歌词韵律、节拍节奏、演唱润腔、旋律发展、调式调性等方面展开对比研究。

关键词：京族民歌　艺术形态　对比研究　民歌传承

京族民歌有着 4000—5000 年的历史，

越南北部海防、河内、北宁等地是越南京

族民歌主要流传地，广西东兴江平镇京族

三岛是中国京族民歌的集中地，兼顾汉语

粤方言和京语，曲调包括三十多种。对这

种跨界族群音乐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深

入掌握音乐文化，传承文化。

一、中越京族民歌节拍节奏、歌词韵律

对比

中越京族民歌在节拍节奏、歌词音律

方面存在共同点。首先，中越京族民歌都

是混合节拍、变节拍相交替，比如：3/8	拍、

3/4	拍、4/4	拍、2/4	拍交替。其次，中越

京族民歌韵律规整单一，反复使用轻重音，

增加音乐的弹性，呈现出的主题更加鲜明。

比如：《打渔归来》是4/4	拍的劳动歌，《过

桥风吹》是 2/4	拍的情歌。其次，中越京

族民歌受到即兴因素的影响，会有较多的

自由节拍和散板节奏，反映出歌唱者在歌

曲处理时的自由变换，同时也体现其心理

节奏，这也与京族人的审美表达、情感需

求、语言需求相匹配，比如：《两只缠绵

的小鸟》《白鹤飞呀飞》等。

在中国，京族民歌来源于六八字体诗

的歌词旋律，是生活中的歌谣，也就是单

句六个字，双句八个字，采用双句的第六

字和单句的末字同韵的“腰脚韵”。在越

南，京族民歌的歌词节律，来源于不同诗

歌形成的不同节拍节奏，歌词主要是六体

诗，形成相对等的	2/2 情歌音乐节奏，也

有六体诗歌词每一句节奏划分的不对等，

如 3/4 或 3/8 节拍。

二、中越京族民歌演唱润腔对比

在旋法音调、修饰润腔方面中越京族

民歌较为相同，音律为静中有动，唱咏为

一字多音，以及即兴型装饰音腔；在自由

增减、灵活多变的节拍中演绎，充分体现

着歌唱者在情感表达、审美心理、艺术才

能方面的造诣。

三、中越京族民歌旋律发展对比

中越京族民歌在旋律方面存在共同

点，二者都是单声部旋律，主要是纯五度，

音域在八度内，极少数旋律音域会达到

十一、十二度。劳动歌、情歌等以纯五度、

纯四度跳进为主，叙事歌、摇篮歌主要是

小七度纯八度大跳下行音程；在仪式歌、

山歌对答中，也会以吟诵方式将音乐内涵

用起伏平缓的旋律叙述出来，体现出特殊

的情感，比如《敬神歌》等。

在中国，京族三岛情歌旋律主要集中

在低音区，并主要呈现二度环绕、四度或

五度跳进、同音反复，同时也有六度进行，

在京族其他类型歌曲中并不多见。

四、中越京族民歌调式调性对比

中越京族民歌在调式调性方面的共同

点，在于以五声宫调式为主，同时还有着

较多的羽调式、较少的徵调式和商调式。

受到不同民族的心理、经济、政治、历史、

语言、风土人情、居住环境等影响下，中

越京族民歌乐音组织出现差异。

在中国，汉族五声调式基本观念、独

弦琴音声、京族语调影响着京族音乐调式

音列，主要表现为简单的调式，较为复杂

的转换调式较少，所以有着独特的调式风

格。另外，在我国京族三岛情歌音调以小

七度或纯五度为主。而在越南，海防福礼

社情歌音调以大二度、纯四度为主，同时

在对唱情歌中纯四度音调分为两种，一种

是与不稳定音级结合，也就是在进行纯四

度音的同时插入其他音程；还有一种是将

纯四度作为中心音，先出现一个高音，再

出现上方音并和其构成大二度，让音调形

态表现为向下降，在乐句结尾、中间部位

比较常见。

五、结语

京族民歌是中越同宗民歌经过历史变

迁、文化传承而来的，从生态背景方面讲，

其主要是通过群体或个体传播	、移民传

播、民间艺人传播。另外，传统的京族民

歌经过了横向传播，也就是从一个地方、

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也经历了纵

向传播，也就是世代相传。不管是如何传

播的，都推动了京族民歌的发展和变化，

让民歌得到传承和延续，成为优秀的民族

文化。中越京族民歌存在众多共同特性，

也因为地域、社会背景等出现差异，为了

让其继续传承下去，需要加强多民族文化

交流，打造全球化的民族音乐共同体，推

动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继续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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