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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内容丰富多彩，形
式自由活泼，语言生动形
象，曲调高昂优美；它，以浓
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特色，
深受汉、回、藏、东乡、土、撒
拉等民族的喜爱；它，作为
我国民歌代表，名列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公约》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以

“花儿”之名在中华大地传
唱了几百个春秋。

临夏是“花儿”的发祥
地，享有“中国花儿之乡”的
美誉。河州“花儿”历史悠
久、源远流长，有着广泛的
群众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
蕴，是传播地域最广、曲目
名录最多、文献资料最全、
影响范围最大的“花儿”流
派之一。为保护好、传承
好、弘扬好河州“花儿”文
化，州上召开两次专题会
议，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
者，共同探讨“花儿”文化保
护、“花儿”艺术品征集和

“花儿”文化博物馆建设等
方面事宜，让“花儿”这份宝
贵的文化财富和精神财富
再度大放异彩。

长期以来，以王沛为代
表的一大批本地专家学者
带着对文化事业的挚爱之
心，带着浓厚的家国情怀，
致力于河州“花儿”文化的
研究，潜心于资料搜集整理
和文艺创作，为推动河州

“花儿”文化传承创新、发扬
光大倾注了心血汗水、作出
了重要贡献。为充分认识
河州“花儿”的文化内涵、艺
术价值、发展前景，近日，记
者专门采访了王沛先生。

王沛，甘肃临夏人，中
国民协花儿委副主任、甘肃
省民协原副主席、临夏州文
化馆原研究馆员、临夏州王
竑文化研究会会长，主要研
究中国“花儿”、西北“非遗”
及王竑文化。曾任《中国民
歌集成·甘肃卷》《中国花儿
音像制品》等编辑、《甘肃民
族民间歌曲全集·临夏卷》
主编。编著《河州花儿研
究》《大西北之魂——中国
花儿》《中国花儿曲令全集》
《中国花儿散论》等专著。
曾在中国音乐学院等举办
《中国花儿》讲座；出席第六
届全国“文代会”；获第九届
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第三
届德艺双馨民间文艺家”、
第七届敦煌文艺奖“甘肃文
艺突出贡献奖”等。

本报记者 马廉朴
马博文
马志杰

2009年 9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甘肃花
儿”，获准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从“花儿”形成、传唱、语言、曲调来
看，河州是“花儿”故里，从“花儿”唱词和曲
调可分“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两大类，
而这两个类型都起源于临夏。近年来，我
州将“花儿临夏·在河之州”作为全域旅游
形象品牌，这记载着临夏历史之悠久，蕴藏
着临夏文化之厚重，彰显着临夏山水之灵

气，展现着临夏风光之俊秀，呈现着临夏成
就之美誉，也显示着临夏民风之淳朴，充满
着对美好生活之向往。

在采访中，王沛先生对“花儿临夏·在
河之州”的形象品牌进行了解读。他认为，
喷香吐艳的“百花之王”牡丹是国色，亦是
国人心中的“美神”。而河州是中国紫瓣牡
丹的原产地，各族人民热爱牡丹、培育牡
丹、崇拜牡丹，民间有“家院栽牡丹，赛过埋
宝罐”的风俗。作为“花儿”发祥地之一的
临夏，这里的人们爱牡丹，也唱牡丹，十句

“花儿”唱词中，有两句就是唱牡丹的。花
儿临夏，以花儿喻临夏，集中体现了临夏的
景色美和文化美。

临夏历史悠久，是大禹治水的源头，公
元 345年，命名为河州。河州以黄河得名，
古人认为积石峡是黄河的源头，临夏也成
为黄河流域唯一以河命名的州——河
州。临夏境内有黄河、洮河、大夏河、湟水
四大流域，大小河流 30多条纵横交错，均
属黄河水系，黄河成黄于临夏，自西北角
积石关入境，流经积石山县、临夏县、东乡

县、永靖县，入兰州市辖区，这样一条孕育
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哺育了两岸
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群众。“花儿临夏·在
河之州”也给人们这样一种遐想：大河滔
滔而过，两岸盛开着雍容华贵的牡丹，给
外界留下了一个人美、花美、水美的全新
临夏形象。

在长期学术研究的实践中，王沛先生
从歌名、渊源、民族、地区、唱词、曲令、歌
会、研究等角度，分析了“花儿”的世界性价
值。

河州“花儿”是世界非遗保护“甘肃花儿”的核心

当前，“花儿”文化发展中有这样一种现象：“花儿”的研究在甘
肃、传唱在青海、宣传造势在宁夏。在谈到如何保护、传承、弘扬好
河州“花儿”文化时，王沛先生认为，要打造好“花儿”这张展示临夏
文化的靓丽名片，以“花儿”为媒，让更多的人走进临夏、了解临夏，
让“花儿”文化与临夏文旅首位产业融合，他对河州“花儿”文化发
展提出了三条建议：“花儿”的灵魂在于传唱，这需要培养一批优秀

的“花儿”歌手队伍，用他们的歌声把河州“花儿”传唱到更广阔的
地方；建立一只高素质的研究队伍，深入挖掘“花儿”深厚的文化底
蕴，让临夏成为世界非遗“花儿”的研究中心；全州上下同心，积极
宣传河州“花儿”的文化内涵，让“花儿”这块历史瑰宝历久弥新，并
将“花儿”文化的宣传与临夏文旅首位产业相融合，为临夏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贡献文化力量。

世界上歌名最优美

纵观中外山歌歌名，用“花儿”为歌名，
光彩夺目，实为罕见，具有高超的艺术智慧
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牡丹随处有，胜绝是河州”，在“花儿”
的主要传唱和发扬地临夏，人们把山歌称为

“花儿”“牡丹”，这在中外山歌中独一无二，
无限的挚爱之情尽在其中，凝聚着“花儿”
之乡各族人民伟大的创造性和丰富的艺术
想象力。而以情歌为主体的“花儿”，以

“花”为媒介，或赤裸、或含蓄地表达了少年
少女心中向往的爱情，成为人们寓意爱情
的美好寄托。相比信天游、长调、吴山歌
等，“花儿”歌名的形象美、语言美、想象美、
象征美是难于比拟的。放眼世界民歌，与
花有关的民歌，目前有记录的仅有匈牙利
著名音乐学家柯达伊的“花之歌”，这更使

“花儿”歌名独美世界。

世界上渊源传承最悠久

“花儿”产生的古河州地区，早在1.5万
年前就有先民生活。“花儿”衬句“阿哥的肉”
则体现了母系社会时期的社会特征。从近
现代的考古发现来看，新石器时期的“马家
窑彩陶”、东乡“林家遗址”、积石山县出土的
黄河波浪纹“彩陶王”等历史文物多角度展
现了先民的社会活动、生产劳动、文化艺术
等方面的成就。《诗经·国风》中的情爱内容
构词思维则与“花儿”同出一辙，这为“花儿”
的孕育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自秦置枹罕县，汉武帝征匈奴、归降羌
人、西迁汉人及屯田兵士杂居共处后，“故本
四孔”的“咪咪”（羌笛）音阶徴羽宫商（5612）
成为“花儿”曲令之源《河州三令》的起首长
音和旋律的基本音列，出现羌氐音调、汉语
唱词的初具雏形“花儿”。隋唐时“尕妹妹好
像个活菩萨”，元代流传的“金山银山八宝
川，鞑子们占下的草山”等“花儿”唱词反映
了“花儿”已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大学士解缙《寓
河州》：“春风一夜冰桥折，霹雳声如百面
雷。亦有渔人捕鱼者，短歌微送月明归。”一
诗的“短歌”被“花儿”研究者认为是夜间捕
鱼人唱的河州“花儿”。明朝兵部尚书王竑
诗中“日日南风送好音”中的“好音”正是南

龙山上赵家树林“花儿”会传来的“花儿”。
明代以后，“花儿”就成为西北各民族喜爱的
山歌。

世界上传唱民族最众多

河州是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的交通要
道，是中原文化、游牧文化、西域文化等多种
文化交融的大舞台，“花儿”是跨民族、跨宗
教、跨地区、跨国家、跨语言的丝路绝唱。正
如中国著名音乐学家杜亚雄所说：“‘花儿’
便是我国西北乃至中亚地区十多个民族共
有的歌种，这使它在世界范围内显得非常独
特。”

从明代始，“花儿”在汉、回、东乡、保安、
撒拉、土和部分裕固、藏、蒙古9个民族中广
泛传唱。“花儿”既有中原一带山歌“信天游”

“山曲”的音乐色彩，也受到青藏高原藏蒙及
西来穆斯林民歌影响。西北牧羊人音调和

“河州话”唱词及部分民族语言衬词，是“花
儿”主要艺术特征。

近年来，在新疆昌吉等地的“花儿”大奖
赛上，还出现一些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及锡
伯族“花儿”歌手，维吾尔族歌手还在甘青

“花儿”大赛中多次获大奖，因此共有 12个
民族的群众在传唱“花儿”。

世界上流传地域最辽阔

河州型“花儿”以河州为中心，先后流传
到甘、青、宁、新等地及陕、川、藏部分地区，
台湾、中亚等地也有传播。

从盛行区分布来看，在甘肃省境内以我
州为中心点，辐射兰州，永登、皋兰、天祝、榆
中、华亭、定西、临潭、夏河、渭源等市县。青
海省境内以西宁、循化、同仁、贵德、湟源、大
通、尖扎等市县为主。宁夏地区以固原、海
原、同心、西吉、泾源、中宁、隆德等市县较为
普遍。新疆地区则以昌吉、阜康、玛纳斯、米
泉、呼图壁、奇台、焉耆、吉木萨尔、伊犁等市
县为主。陕西宝鸡、凤县、定边等市县亦有
分布。

从流行区分布来看，甘肃靖远、平凉、通
渭、陇西、会宁、静宁等市县；青海祁连、贵
南、同德、兴海、格尔木、香日德等市县；宁夏
中卫、吴忠、灵武、银川、贺兰等市县及新疆
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塔城、霍城、伊宁、
伊犁等市县为主。

陕西陇县，四川若尔盖，西藏那曲、拉
萨，台湾台北、花莲等地；吉尔吉斯斯坦比
什凯克等及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等国接壤地区则是“花儿”传唱的传播区。

世界上唱词结构最奇特

河州型唱词被称为“民间的格律诗”，

在中外民歌唱词中独树一帜。
“花儿”词式结构自成一格。词式结构

有四句式、折腰式等，其特点是“单句单字
尾，双句双字尾，短句加在腰，单双折腰
美”。四句式是最典型形式，每首四句，分为
上下两段，俗称上下联。

折腰式也叫“两担水”，是在四句式上下
句之间加进四个字的半截句（腰句），即把曲
调中间衬句改唱为实词，有上折腰、下折腰
和双折腰之分。

作为歌唱艺术的“花儿”，唱词节奏与音
乐节奏和谐统一，形成奇特鲜明的节奏规
律，主要以四句式节奏和折腰式节奏为主，
使唱词节奏奇特、富有变化。

世界上音乐曲令最丰富

西北历史上曾经生活过西戎、羌、氐、匈
奴、鲜卑、吐蕃、女真等部族，长期生活着汉、
藏、回、东乡、保安、撒拉、土、裕固、蒙古等民
族，音乐积淀丰厚，使河州型“花儿”曲调数
量繁多，成为中外山歌之翘楚。

“花儿”曲调称“令”，是受藏族称曲调
为“勒”的影响，与唐诗、宋词、元曲的曲牌
相同，标志着“花儿”曲调高度的发展成
就。“花儿”具有代表性、流传性令名有 140
多个，曲调 340多首，其中地名令 57个、曲
117首。

“花儿”除曲令丰富之外，民族特色也尤
为显著。汉族演唱的《尕马儿令》《河州二
令》等保留着古羌族民歌的高亢、辽阔，也表
现着汉族人民哀怨、悲壮的情绪；回族演唱
的《河州大令》《依呀依令》等大跳音多，音域
宽广，具有激越、豪放的特点；东乡族的《东
乡令》《开心人令》等音调突兀、刚直流畅；撒
拉族以《撒拉令》《哎西干散令》为代表，缠绵
跳荡，藏族民歌中的波音、颤音常出现在歌
声中；保安族曲调明亮悠长，柔美抒情，《保
安令》《吾阿拉的肉令》等受欢迎；土族群众
爱唱《尕联手令》《土族令》等，尾音长音下滑
而别具一格。

世界上“花儿”会场最壮观

一年一度的传统“花儿”会场，俗称“唱
山”或“山场”，人数达数万或十多万，规模壮
观，享誉国内外。2006年，国务院将甘肃莲
花山、岷县二郎山、和政松鸣岩、青海大通老
爷山、互助丹麻、乐都瞿昙寺、民和七里寺等

“花儿会”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花儿会”依托各地名山胜景和传统的

庙会活动举行，以著名歌手竞唱、民间艺术
荟萃等受到多民族群众的喜爱，如松鸣岩四
月八花儿会、炳灵寺五端阳花儿会、老爷山
六月六花儿会等，不仅培育了一大批“花儿”
歌手，更成为了社会风情民俗的博览园。

“花儿会”的盛况不仅为优秀民间传统
文化传播和弘扬产生巨大影响，也引起中外
专家的极大热情。中国民研会贾芝副主席
率十四省市区采风团赴莲花山“花儿会”时
盛赞道：“‘花儿’故乡不虚传，男歌女答摇彩
扇，歌如流水山中绕，是仙境么是人间？”美
国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兼音乐学系著名教
授赵如兰也曾撰文写道：“花儿会是流行在
甘肃、宁夏和青海三省区的传统民间习俗。
莲花山‘花儿’会最为著名，最为盛大。无论
从哪个角度来看，将其誉为‘花儿中心’是不
过分的。”

世界上学术研究最深广

近百年来，“花儿”的搜集、整理、研究成
绩卓著，人才辈出，在历史学、民族学、宗教
学、文化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音乐学、传
播学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考查研究的广
度、深度和发表论著的数量，名列世界山歌
研究前茅。

近百年来，邓华堂、牙含章、张亚雄、唐
剑虹、朱仲禄、郗慧民、汪玉良、雪犁、卜锡文
等专家学者研究整理的一大批“花儿”著作，
使“花儿”在国内得到较大的传播。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外学者深入
“花儿”盛行区采风，发表“花儿”论文数千
篇。各地文化部门编印的“花儿”资料近千
本，词曲数万首。国内外媒体发表的“花儿”
新闻、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约近万篇（件），

“花儿”的搜集整理研究和创作进入空前的
繁荣时期。

1985年以后，甘、青、宁、新等省区多次
召开国际“花儿”学术研讨会，研究进入多角
度、高层次、立体式的新阶段。2004年，中国
传统音乐学会暨第一届“花儿”国际学术研
讨会在兰州举行，中国学者（包括台湾、香
港）同来自德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
的学者 200多人实地考察了莲花山“花儿
会”，观看临夏“花儿”演唱活动后举行座谈
会，专家学者认为：“‘花儿’是临夏的，也是
世界的文化财富。”同年，甘肃积石山、永靖，
青海大通、循化等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为民歌“考察采录地”。

国内外文化部门、学术团体、新闻媒体
开展了许多“花儿”考察摄录交流活动。特
别是2011年甘肃省音像出版社实施国家出
版重点项目《中国花儿》系列音像制品，将近
50年来珍贵的词、曲、音、像及研究成果摄制
19个光盘，使“花儿”的保护、传承、弘扬多角
度跨入大数据时代。

“花儿”的演唱者、研究者和媒体人运
用现代传媒技术，整理编创出版发行音带
约 600多盘，CD、VCD光盘约 300多盘，受
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及“花儿”爱好者的
欢迎。

河州“花儿”拥有八项世界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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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叫亮河州“花儿”金字招牌正其时

中国民协花儿委副主任、
王竑研究会会长王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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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花儿花儿””

松鸣岩松鸣岩““花儿花儿””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