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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 现代白话新诗的一个生长点

何琴英
(四川大学 四 川成都 61(X )4 1 )

摘 要
: 民歌因其先天的普适性和群众性

,

为诗歌拓展 了一条常变常新 的道路
。

本文试 图通过对民歌在现代白话断诗

生发进路上所起重要作 用的粗略械理
,

提醒 当今诗坛不要忽略对 民歌的学 习
、

借鉴
,

并以 此为媒介关注 民众 生活
、

民

众审美情感
,

让诗歌真正走入人心
,

重获重要的一席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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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胡适 的《尝试集 》为标志
,

白话新诗揭开了现

代文学崭新的一页
。 “

诗
”

确乎是在不经意间冲开了
“

之乎者也
”

壁垒森严的传统文坛
。

但作为诗的国

度
,

传统与现代之间
,

以
“

诗
”

为桥梁也算势所必然
。

“

诗言志
” 、 “

诗主情
” ,

以抒情性为重要本质特征的

传统诗歌就其创作主体性形象而言
,

由个体而群

体
,

由 自抒胸臆而
“

但歌生民病
” ,

其变化
、

发展过程

中
,

始终闪烁着人文关怀这一红线
。

而
“

白话新诗
”

的出现
,

正是传统人文关怀在西方思潮撞击中以语

言为外在直观特征的破壳擅变
。

严格讲
,

白话诗并非现代文学史的独创
。

1 9 18

年
,

钱玄同在 《 <尝试集 >序 》中就指出 : “

中国的白话

诗
,

自从 《诗经》起
,

直到元
、

明的戏曲
,

是没有间断

过的
。 ” (1] 胡适在 《白话文学史》 ( 19 28 年出版 )把白话

诗的来源归于四个方面
: 民歌

、

嘲戏
、

歌妓的引诱和

传教与说理
,

以为这是
“

一切白话诗的来源
” 。 `2 ,且不

说胡适的四个
“

来源说
”

是否全面
,

但民歌确实为诗

歌的白话诗方 向进程提供 了最直接
、

最重要 的素

材
。

所谓民歌
,

乃是广大民众集体创作的 口头诗

歌
,

是他们的现实生活
、

思想感情和心理愿望在有

节奏的
、

音乐性 的 口头语 言中的真实反映
。

它一经

创作
,

便会迅速在 民众 口头流传开去
,

并不断被传

播者加工
、

修改
、

补充和完善
。

据陈梦家
、

白川静等

学者考证
,

歌
、

诗本同源
,

所以胡怀深又说
: “

在今 日

说
,

民歌改变了诗中的一部份
; 在最初的时候

,

民歌

就是诗
,

诗就是民歌
。 ” 3̀ ,

民歌不仅在字
、

词
、

句
、

题材
、

结构等方 面极大

地影响着传统诗歌 ;而且在体制上 (如五七言基体 )

也直接加以牵引
。

甚至词
、

曲等文学样式也无不源

远流长地受它影响
。

到了明代
,

民歌盛极一时
,

开始

受到重视
。

及至近代
,

由于民族矛盾的空前激化
,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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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仁人志士为启民智
、

图国强
,

已经注意并试图纠正
“

言文不一
”

的弊端
。 “

诗界革命
”

的大胆提出
, “

我手

写我 口
,

古 岂能拘牵
”

的豪迈宣言
,

使许多诗人 自觉

以西方人类学等理论为指导
,

开始以较严肃的态度

更加广泛地收集民歌
,

力图从中吸取养料
,

开发新思

维
。

甚至意大利人韦大利在他收集的《北京歌谣》序

文中也声言
,

中国
“

真的诗歌可以从中国平 民的歌中

找出
。 ”

他认为
: “

根于这种歌谣和民族的感情
,

新的

一种民族的诗
,

或者可以发生出来
。 ’ ,

闭

大众的语言
,

大众的生活
、

意识
、

情感
,

这正是张

扬诗歌人文关怀的诗性品质的不可或缺的要件
。

在现代文学史上
,

较早论及民歌问题的当推鲁

讯
。

民国初年
,

鲁讯在《教育部编篡处月刊》上发表的

《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里就建议成立
“

国民文术研究

会
” , “

整理各地歌谣
、

理谚
、

传说
、

童话等
,

详其意谊
,

辨其特性
,

又发扬广大之
,

并辅以教育
。 ”

这对
“

五四
”

新文化运动具有深远影响
。 “
五四

”

后
,

北大成立歌谣

征集处
,

具有现代规模的民歌搜集工作真正揭开序

幕
。

新文学革命之初
,

较早从民歌中吸收营养的是

刘半农
、

刘大白
。

刘半农在
“

五四
”

前就和钱玄同
、

周

作人
、

沈尹默等一起发起搜集
“

中国近世歌谣
” 。

他在

创作中力求由民歌寻找新诗生长点
, “

五四
”

后仿民

歌作儿歌
、

拟曲
,

后来又仿江阴民歌作《瓦釜集 》
。

刘

半农
、

刘大 白在新诗之初
,

独辟蹊径
,

形成通俗
、

平

直
、

明朗的
“

新元白派
” 。

现代文学史上
,

第一个从理论
、

实践上 自觉在民

歌中寻找优 良传统的诗歌流派是新月派
。

朱湘认为

发展新诗要寻找的
“

第三处矿苗是攻
`

古民歌 ” ’ 。

他

的《采莲曲》即从六朝骄散和江南民歌中脱胎而来
。

他的《摇篮曲》
、

《催妆曲》
、

《春风》
、

《月游》等
,

形成独

具一格的歌谣体
,

韵味悠长
。

闻一多进一步从理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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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出的
“

三美
”

主张
,

得到 了徐志摩
、

陈梦家等人

的应和
。

值得重视的是
,

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

诗人在继承传统与吸收外 国诗方面采取了较科学

的态度
,

使新诗在困窘中寻到一线生机
。

虽然他们

的实绩尚停 留在从外部形态寻找构建新诗的新机

制
,

但他们在审美意识上认识到了新诗应该是
“

中

西艺术结合后产生的宁馨儿
。 ”

这一流派的闻一多
、

徐志摩
, “

以 口语人诗
,

都能吐出
`

活
’

的
,

干脆利落

的声调
,

很少以喜闻乐见之名
,

行陈词滥调之实
” 。

5)t

这对早期新诗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范式作用
。

它使当时及此后 的许多诗人
,

甚至是不同流派的诗

人
,

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合理继承传统
,

关注传统
,

发

挥新诗的美学功能和社会功能
。

“

九一八
”

事变后
,

中国诗歌会在
“

左联
”

领导

下于 1 93 2年9月在上海成立
。

会刊《新诗歌 》聚集了穆

木天
、

杨骚
、

任钧
、

柳倩
、

蒲风
、

王亚平
、

窦隐夫等一

大批中青年诗人
。

在全 国各地也建立了许多分会
。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

这一组织对新诗创作 自我反

省
: “

新诗未能广泛地为民众所接受
,

诗人只管作

诗
,

而大众仍 在唱封建的五更调
,

这是值得我们新

诗人们反省的
。

新的诗歌应当是大众的娱乐
,

应当

是大众的米粮
。

诗歌是应当同音乐结合在一起 ;而

成为民众所歌唱的东西
。 ”

(穆木天 《关于歌谣之制

作 )))
〔6 〕
为探索创造大众化诗歌之路

,

中国诗歌会就

诗歌朗诵
、

歌谣创作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

他们模

仿民间曲调尝试
“

旧瓶装新酒
” ,

创造出
“

大众歌

调
” 。

就体式而言
,

分自由体
、

诗剧体
、

歌谣体
。

诗剧

成果较少
。

旧瓶装新酒的歌谣体有《田家小调》
、

《新
十叹》

、

《新莲花》等
,

奇玉 (石灵 )的《新谱小放牛》被

誉为这方面的代表作
。

而创作者最多的自由体也在

章法结构
、

语 言等方面吸收民歌夸饰
、

铺叙
、

重复
、

叠字
、

叠词
、

叠句
、

排 比
、

章法的叠奏等手法
,

以 口语

理言人诗
,

押脚韵
,

不用或少用隔行断句的句式
,

增

强诗的可读性
、

可诵性
。

新诗歌中较有民歌韵味的

如蒲风的 《农夫阿三 》
,

杨骚的《小歌金陵》及温流脱

胎于五七言 民歌的《打砖歌 》 : “

小的砖
、

方的砖
,

/六

岁的孩子也来学打砖
,

/练粗臂膀练好脑
,

/ 做个世

界来看看
。 ”

新诗歌运动持续八年之久
,

创作实绩虽

并不突 出
,

但它鼓吹诗人的表现和创作应溶进
“

愤

恨现实
,

毁灭现实 ; 或鼓荡现实
,

推进现实
” 〔7 ,的思想

感情
。

新诗歌的这一追求
,

积极发挥出了诗歌的宣

传作用
、

战斗作用
。

但把取法民间歌谣作为建构新

诗形式的唯一出路又有局限性
。

蒲风就感到民间曲

调
“

不能借来装用《义勇军进行曲》一类慷慨激昂热

情勃发的东西
。 ”

大众化与现代化难于谐调的困惑
,

使新诗歌终不能在新诗构建上
“

拨开乌云见青天
。 ”

但是
,

诗人 向民歌学 习的过程 中
,

已经极大程

度上将
“

自我
”

与
“

世界
” ,

即自我与社会
、

主观与客观

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

这就跳出了新诗初期沉溺于

个人感伤缠绵情感的狭小圈子之外
。

政治动荡
,

国家

飘摇
,

民族危亡的现实不需要离群索居的独语者
,

“

天下兴亡
,

匹夫有责
”

的
“

士
”

的良知和品格促使诗

人们坚定不移地从与大众血肉相连
、

息息相通的传

统瑰宝中重寻思想情感外化的形式和具象
,

以诗为
“

炸弹和旗帜
” ,

唤民众
、

御外侮
,

求解放
,

浴血奋战
。

193 7年
,

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
,

不论是国统 区还是解放

区
,

不论是新月派
、

象征派
、

现代派还是躲在象牙塔

中的
“

汉园
”

诗人他们都心怀最朴素
、

深厚而真炽的

爱国情感
,

溶人抗 日大潮
,

空前团结地奏响了现代新

诗史上光辉动人的乐章
。

为了克服战争造成的印刷

出版的困难
,

鼓舞民众
,

民歌口耳相传的方式和艺术

力量发挥出了巨大的社会作用
。

朗诵和街头诗运动

广泛盛行
。

以田间
、

艾青为先驱
,

以理论家和诗人胡

风为中心形成的青年诗群
“

七月诗派
” ,

创作出了《假

使我们不去打仗 》
、

《义勇军 》 等许多脍炙人 口 的佳

作
。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
,

解放区民歌体新诗以及伴歌

伴舞的剧诗迅速兴盛起来
。

较有代表性的民歌体新

诗如 ((王贵与李香香》 (李季 )
、

《漳河水 》 (阮章竞 )
、

《死不着》
、

《王九诉苦》 (张志民 )
、

《十里盐湾》 (公木 )

等
。

它们直接从
“

信天游
”

等民歌中来
。

阮章竞的《漳

河水》还直接标出民歌调调名
“

开花
” 。

这些民歌体新

诗备受大众喜爱
。

在国统区
,

袁水拍的 《马凡驼的山

歌》也是诗歌向民歌学习讽刺现实的
“

一绝
” 。

1944 年

至 1 94 9年
,

整整六个年头
,

袁水拍 以山歌为武器写出

了《发票贴在印花上 》
、

《四不象》
、

《海外奇谈 》
、

《关金

票》
、

((人咬狗》等脍炙人 口的山歌体政治讽刺诗
。

寻找诗歌之路与寻找现实 自由
、

光明之路已经

自觉地融汇在一起了
。

而出于民众之口 的
“

天籁
”

之

音
,

至始至终都在现代诗歌的自我寻找中向诗人标

识出了贴进生活
,

贴进大众
,

贴进人类 自身求素中灵

肉搏击的征程
。

这确实是一条貌似关注形而下实质

却为了捉摸形而上而走的艰难历程
。

路并不唯一
,

但

规律却无法回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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