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主多元的曲令

“令”即“花儿”的曲调，与宋词、
元曲的曲牌相同，众多的曲令是以
相关的地区、民族、人物、花卉、衬
句、曲调等特征而命名的，不同的

“令”在演唱时的曲调截然不同。尽
管“花儿”的曲令系统非常复杂，各
种曲令的名称和实体在民间流传的
过程中不断地演变，但是在每个地
域和民族中还是能找到相对稳定的
曲令。就保安族而言，“保安令”是
保安族“花儿”的主调，可谓是“一
主”。“保安令”的曲调介于汉、回族

“花儿”和撒拉族“花儿”之间，既有
明亮、硬朗的音响，又有柔和抒情的
风味，充分体现了保安族人民豪爽
而又多情的气质特点。

然而，“花儿”这支奇葩异卉在
多民族共聚的地方生长开放，被各
族人民共同享用，这是合乎文化特
点的局面，也是艺术发展的自然现
象，这种趋同性对民族文化的交流
和发展起着良好的促进作用，在保
安族“花儿”中也反映着这种趋同
性。由于长期与其他唱“花儿”的主
体民族相依而居，耳濡目染习得其
他民族的“花儿”曲令，并在自己的
群体内传唱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情。所以，除了“保安令”以外，在保
安族的“花儿”领域中还有很多其他
的曲令，形成了“一主多元”的模式。

程式化的格律

“花儿”生长在山野之中，是自
由状态下人的情感和情绪的自然表
露，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
自己特有的创作模式。程式化的创
编和表达方式是保安族“花儿”甚至
任何一种民歌共同的特点，这里所
谓“模式”是指“花儿”艺术业已形成
的规范化的各种格式。

在保安族“花儿”中，固定的演

唱格律其实就是一种程式化的创
编和表达方式，演唱者的表演都在
这种特有的固定程式之上，而且在
程式的基础上歌手又有自己发挥
的空间，他们可以依据程式化的格
律进行再创作。遵循这一高度程
式化的创作原则，自然会使创作变
得不是那么困难了。

保安族“花儿”的基本形式是
四句一首，前两句为比兴，也称引
向、陪衬句，后两句才是本意。起
兴是“花儿”的开头，在民歌中常指

“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表
现手法，演唱者在以“花儿”抒发自
己的感情时，常以前两句为陪衬，
后两句为主旨的格式创作歌唱。

“四句式”中的一、三句结构相同，
每句四顿；二、四句结构一致，每句
三顿。一般也称作“九八式”或“十
八式”，意即每一段一、三句各是九
个字或是十个字；二、四句为八个
字。一、三句是三、三、三断开，若
十个字则三、三、四断开；二、四句
是三、三、二断开，很少有齐头齐尾
的。如：尕兔娃/吃的是/嫩白菜，尕
鹦哥/要吃个/米里，阳世上/人多/
我不爱，一心肠/要维个/你里！

另外一种形式为六句式或称六
行体，又称两担水式或折断腰式。
六句式其实与四句式的基本结构相
同，只是在四句的一、三两句之后，
各加一个半截句而已。如“扎花哩
扎花哩针折了，针没有折，扣线哈风
刮者去了；谈话哩谈话哩心斜了，心
没有斜，三魂哈你勾者去了。”

“花儿”的曲调和格律的创作
也许是有限的，但是歌词的创作却
是无限的。歌手们会在有限的曲
调基础上，运用自己的知识储备和
个人的审美趣味，对其加以局限性
的变化，即所谓的“十唱九不同”。
每一个优秀的保安族“花儿”歌手
都能熟练掌握这些程式化了的基
本格律，并会运用自己积累的民
事、民俗文化知识灵活巧妙地编创

新的作品，从而保证了他们的表演
永远富有时代气息和生命力。

贴近生活的语言

作为一种民间艺术，保安族“花
儿”的特色不仅体现在它的曲令音
调、歌词内容、歌唱环境和社会功能
等方面，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演唱
方式和方言土语上，甚至可以说语
言是保安族“花儿”之地方风格的主
要因素。秦腔之所以是秦腔是因为
它使用秦声秦语；京剧之所以是京
剧是由于它使用京腔京韵。所以，
保安族“花儿”如果不用保安语或保
安族地区的方言演唱，那么它的风
格就很难得到体现，其魅力也会大
打折扣。从目前收集的成果来看，
也有一些使用保安语演唱的“花
儿”，但为数很少且没有流行的现实
和趋势。大多数保安族“花儿”运用
当地汉语方言，即保安族人民同周
边其他民族交流的语言，运用到“花
儿”里面使人们感觉亲切，也显得驾
轻就熟，唱出来的“花儿”曲调既通
俗明白，又朴素自然，富有生活气
息。在保安族群众中有这样一个生
动的故事：有个口吃的牧童在雨天
放牧，花牛不小心掉到山窟窿，便跑
到家里报信，但由于紧张只是张口
说“花、花、
花牛……”，
这时老阿爷
过来慢慢安
抚着牧童，
让 他 唱 出
来，这时牧
童 起 声 就
唱：“毛毛雨
下给了两三
天，白土的
崖 儿 们 垒
了。吃草的
尕花牛撒狂
了，它跌者

呀窟窿里下了”。这下大家都明白
了，赶忙前去抢救花牛。这个故事
生动地体现了保安族“花儿”与河州
汉语方言之间的亲密关系，人们只
有通过切近生活的方言才能轻松地
驾驭和演绎自己心中的“花儿”。除
保安族以外的河州“花儿”的享用
者，如东乡族、撒拉族、回族等民族
都在使用与保安族“花儿”大致相同
的汉语方言，而且发音大致相同。

独具一格的衬词

保安族“花儿”的语言还有一个
重要特色，即它声调和衬词（衬句）
的特色。保安族因生活区位的缘
故，在日常生活中不仅与回、汉等族
关系密切，更因历史原因与藏、土、
撒拉等民族情谊深厚。所以，保安
族“花儿”的主词虽然是汉语，但垫
词衬句却吸收了很多保安语或撒拉
语。如《大力架垭豁过来了》：“大力
架垭豁过来了，撒拉的艳姑哈见
了。（尕尕呢麦燕儿）撒拉的艳姑是
好艳姑，脚大（么）手大（者）坏了。
脚大（么）手大（者）孬嫌弹，走两步
大路是干散。（尕尕呢麦燕儿）”［艳
姑：撒拉语，即年轻姑娘；尕尕呢麦
燕儿：保安语，意为哥哥的麦燕儿
（人名）。］

积石山花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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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是西北高原流行的一种山歌，源远流长，形式
独特，异彩纷呈。对于“花儿”的定义，《西北花儿学》的作
者郗慧民曾经有过这样的概括：“花儿”是产生和流传在
甘、青、宁、新部分地区的一种以爱情为主要内容的山歌，
是这些地区回、撒拉、东乡、汉、土、保安、藏、裕固等族人民

用汉语歌唱，其格律和歌唱方式都相当独特的一种民
歌。因歌种的不同，被学术界分为河州“花儿”和洮岷“花
儿”。保安族“花儿”属于河州“花儿”的范畴，是保安族韵
文类口头文学中的主要形式，即便经过了与其他民族“花
儿”的互相借鉴与融合，也仍然具有本民族的显著特色。

““花儿花儿””曲令曲令

本报讯 （记者 马正兰）民族的就
是世界的。2月 4日冬奥会开幕式上，河
州“花儿”《花儿美》精彩亮相，响彻冬奥会
开幕现场，“花儿”以独特的魅力打动了无
数现场观众，演唱者马忠伟更是赢得了网
友们的喜爱，全国各族人民从开幕式的

“花儿”里感受“冬奥节奏”。
马忠伟在学习、演唱“花儿”的过程中

尝试了很多探索和创新，他将家乡的传统
民歌“花儿”和流行音乐相结合，继承传统、

推陈出新、博采众长，形成现代与传统融
合、时尚与民族并举的自成风格。

河州“花儿”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记
录历史、反映社会现实、彰显和抒发心灵
的喜怒哀乐，其除了在民间传唱外，还被
搬上舞台，唱响世界。随着《花儿美》满载
希望正式启航，还有许多“花儿”正逐步走
出临夏，依托临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在全国各地绽放，让更多人了解、喜爱临
夏文化。

河州“花儿”唱响冬奥会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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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灯扮靓中国的年，
夜朦胧，
童话里梦幻般景观。
迷人的夜景让人恋，
爱满满，
美醉在腾飞的今天。

大秧歌舞动中国年，
舞狮欢，
增添了热闹的看点。
耍灯玩牛的秀婚船，
为百姓，
延续了传统的新年。

新年里到了新气象，
雪花忙，
农村里秧歌哈玩上。
小康的日子尽情享，
老百姓，
幸福哈挂给着脚上。

正月时间的和政县，
雪满山，
霓虹闪，
灯火嘛辉煌得好看。
观景的人们如天仙，
灯展看，
心里甜，
好比是天上的神仙。

数九寒天的培训忙，
各工种，
摆开了大培训战场。
拉面拉成了彩虹样，
挖掘机，
甩开了有力的臂膀。

面点做成了一朵花。
你看吧，
像花朵盘子里摆哈。
技能培训的作用大，
为就业，
培训哈抓哈地砝码！

河州的味道你品尝，
好滋味，
它你的腔子里渗上。
亲朋好友俩拉家常，
色香味，
像鲜花一样得美当。

锣鼓喧天着扇翻天，
歌飞旋，
大秧歌出马的今天。
唢呐吹响了幸福年，
男儿们，
舞动了锦绣的山川。

流星打给着金光闪，
金鞭童，
闪出了欢快的童年。
膏药灯映着山川鲜，
巧姑娘，
高跷上引逗着少年。

太平鼓打出太平年，
震山川，
牵动着黄土地情缘。
太子山下的光棍汉，
引领着，
天仙般的姑娘耍玩。

春暖花开的三月天，
耕牛欢，
春耕着忙在了田间。
施肥播种者鞭捎旋，
笑妖婆，
忙碌在耕种的田间。

男扮女装的妖婆甜，
脂粉鲜，
腰身软，
妖艳在秧歌队里面。
争先恐后地展新颜，
欢乐显，
玩笑甜，
定格在看客的眼前。

锣鼓们喧天狮子闪，
流星翻，
少年鞭飞旋在春天。
此情嘛此景爱不完，
乐翻天，
滑雪场炫酷的景观。

法台山雪地上身矫健，
尽情炫，
把丽影哈留在这山涧。
滑雪的会场上展新颜，
精神满，
健儿拼搏时代的今天。

临夏的“花儿”年
●贾宙

在和政县松鸣岩国际滑雪场“花
儿”舞台上，一首首原生态的“花儿”
演唱吸引游客就座聆听，台上演唱者
嗓音纯净，体现出当地“花儿”歌手特
有的质朴……

34岁的曹海英在当地已经是耳
熟能详的优秀青年“花儿”歌手，也
是松鸣岩“花儿”州级代表性传承
人。22岁时，他被和政“花儿”剧团
招聘为演员，吃上了“花儿”饭，目前
在松鸣岩云海闲庭就职，作为专职

“花儿”歌手他以演唱“花儿”为生
计，20年来追逐他的“花儿”梦，一路
越唱越响亮。

曹海英从小受家人影响独爱“花

儿”。小时候就跟在村里放羊人身旁
听“花儿”，有时候听着听着就忘记
了时间，常因这种小事情让家里人又
气又笑。13 岁那年他决定学习“花
儿”，在家里听“花儿”磁带，跟着村
里的老人学习“花儿”唱调，了解掌
握“花儿”曲令，当时从他稚嫩的声
音中就能听出白牡丹令、尕马儿令、
河州三令等曲令的韵味，成为众人喜
爱的小歌手。

随着年龄渐长，曹海英对“花儿”
的喜爱逐渐积淀成对“花儿”艺术的
追求，他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花
儿”歌手。

曹海英每年都积极参加和政和
周边县市举办的各种“花儿”比赛及
演唱活动，多次获得了奖项，出色的
演唱让他在当地小有名气。17岁时

他被和政县“花儿”艺术团招聘为演
员，从此成为一名原生态“花儿”独唱
歌手。

学习和演唱期间，他积极向和政
县老一辈“花儿”传承人马金山、雷
兰芳等人学习“花儿”曲令及演唱技
巧，刻苦钻研“花儿”演唱技艺，演唱
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同时，他向松
鸣岩“花儿”会省级传承人马君雯学
习音乐乐理知识，领悟“花儿”所表
达的情感，为他以后演唱“花儿”打
下坚实基础。

2011 年，他参加了由甘肃省文
化厅主办的西部“花儿”歌手邀请
赛，获得优秀奖，同年被评为和政县
县级“花儿”传承人；2012年，参加西
部五省区“花儿”歌手邀请赛，获得
银奖；2014年，代表甘肃省参加由文

化部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原声民歌大
赛，同年还参加宁夏第十二届“花
儿”民歌歌会，获得了一铜一银的好
成绩；2016年，代表甘肃省“花儿”非
遗传承人参加了在埃及举办的“中埃
文化周”展演活动，将松鸣岩“花儿”
传唱到开罗。

“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埃及
演唱《我家在临夏》，我和卓玛作为
甘肃省‘花儿’非遗传承人参加，时
隔多年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音乐响
起，‘花儿’曲令响彻全场，那一刻我
为自己是一名‘花儿’歌手而倍感骄
傲和自豪……我要用一生去守护、传
承‘花儿’，将‘花儿’唱得更加响
亮。”谈及自己的演唱经历，曹海英
打开了话匣子，话里尽显对“花儿”
的喜爱。

如今，曹海英的“花儿”演唱已形
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成为原生态“花
儿”演唱的佼佼者，如他所说“花儿”
路艰辛且漫长，他将一如既往怀揣热
情践行初心。

曹海英：“要唱就唱得响亮”
本报记者 马正兰

我 的 花 儿 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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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松鸣岩国际滑雪场“花儿”舞

台上，“花儿”演唱精彩纷呈，丰富了

游客的冰雪之旅。据悉，自去年以

来，舞台上30多个节目轮番上阵，有

男女声“花儿”独唱、“花儿”对唱等，

一句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花儿”

唱词，赢得观众的掌声。

本报记者 马正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