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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杰舜 冯丕红

山歌，作为一种音乐形式，是情感的艺术，也是听觉的艺
术。它具有声情并茂、以情动人和潜移默化的功能，是实现审
美体验价值的最佳载体。山歌富含情感，它是歌者个体情绪的
自然流露，是日常情理的民间表达，是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
是引发听者情感共鸣的艺术媒介。列宁曾说过：“没有‘人的
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人不能没有
情感，也不能没有歌声，歌声中有道不尽的情感，情感也在歌
声中传递和升华。故所谓歌者，唱也，唱其情，吟其意，达情
以咏志也。柳州人民自古就爱唱歌，迄今为止歌声不绝，歌者
辈出，山歌在柳州已形成了绵延不绝的传统，恰如滔滔春江水
流淌千年。提到柳州山歌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刘三姐。探讨柳州
刘三姐及其文化，就需要深入探查因刘三姐而形成的歌仙意
境。

何以形成刘三姐歌仙意境?
这是因为神话的隐喻性和象征性在历史的长河里，又大多

是以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原型是作为一种意
象、象征、母题、符号或仪式，透视出社会历史、心理文化等
多方面的典型特征。一般地说，神话是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
价值观念和情感需求的折射和体现，具有一种隐喻性和象征
性。在艺术思维方式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审
美主体已经由原始时代的无意识阶段过渡到有意识阶段，人与
社会、与自然的象征联系方式完全是自觉的。所以，原始象征
思维的直觉特点被今天的象征思维形式所融化和继承。艺术审
美活动以象征思维作为重要手段，艺术是象征思维表现的重要
载体。在文学和艺术创作中，人们也会经常运用象征思维对某
一原型或相关要素进行重构和想象，从而形成一种典型的、原
初性的、反复出现的、具有约定性的语义联想的意象、象征，
即意境。刘三姐歌仙意境事实上就是象征思维意境的典型案
例。

关于刘三姐成歌仙的传说版本很多，主要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说：“刘三姐”其人源自今广东客家人聚居的梅州

松口一带。相传唐中宗时，松口上坝头有个著名的女山歌手，
名叫“刘三妹”。她不但聪明伶秀，而且有一副好嗓子，善长随
口编歌。由于她名声远扬，许多歌手都慕名前来和她对歌，但
没人能赢她。一天，“刘三妹”和一群村姑正在河边洗衣，忽见
远处摇来一只船，船还没靠岸，一位秀才就忙问“刘三妹”在
哪里？说要找她对歌。“三妹”问：“你有多少山歌，敢和她
对？”秀才指着船舱唱到：讲唱山歌涯就多，船上载来七八箩。
拿出一箩同渠唱，唱到明年割早禾。“三妹”听了暗笑，随口唱
出：河唇洗衫‘刘三妹’，借问先生哪里来？自古山歌从口（松
口）出，哪有山歌船载来？秀才词穷败走。因“从口”与“松
口”谐音双关，从此，“自古山歌从（松）口出，”便成为客家
山歌的名句，“刘三妹”的名字也随之传得更远了。

其实，传说中的古山歌，与今天原生的松口山歌，都为四
句七言的结构形式，风格和特色也大体相同。基此推断，客家
古山歌可能产生在唐代，因为它与中国诗歌形成盛世的时间相
吻合。唐朝是中国诗歌发展的辉煌时期，客家古山歌作为当时
地处一方的民间歌谣，也不枉为红杏一枝，为盛唐诗歌的满园
春色再添一道亮丽的风彩。

后来，“刘三妹”来了广西，成了“刘三姐”。著名诗人黄
雨先生曾说：“广东有个‘刘三妹’，去了广西，长大成了‘刘三
姐’。”广东的“刘三妹”，后来成了广西的“刘三姐”，这在广西
的史籍上也不否认。如广西的《贵县志》载：“‘刘三妹’，粤东
善歌女子，逃难至桂，称‘刘三姐’。”

另一个版本则说：壮族的“寮三妹”是歌神与爱神，是始
创山歌的人。寮三妹是歌仙和巫神的双重身份。在寮三妹的传
说中，不乏她行巫神迹的记载，如说她能放脚进灶当柴烧，如
说她攀的葡萄藤被砍断后，摇几摇便能自动接起来；又说以藤
作舟她能长途漂流飞越险滩，等等。众所周知。在祭祀活动
中，往往是巫觋们领唱，人们才跟着唱。而作为歌神被人们信
奉的寮三妹，步入民间世俗生活的步伐更大，褪去了相当部分
的神性，显出了世俗的人形人性，成为家庭成员中的一员。歌

唱作为人们日常审美需要，其世俗性更加突出。歌圩的择偶功
能也凸显了人类自身繁衍的人口再生产的需要，于是歌圩“女
儿”从寮三妹转型为刘三姐，也被赋予了歌仙的意境。

在这里，刘三姐传说是一个个言语代码排列组合起来就构
成了“歌唱成仙”的情节，包括了如下几个并列的情节要素：
极善唱歌、对歌、唱歌误工、拒婚、受迫害、顺水漂流、唱歌
升仙。这些情节要素形成一个完整的指符，用它来隐喻了一个
崇尚歌唱的社会观念。壮族视歌唱为神圣，诚如民国学人刘锡
蕃的《岭表纪蛮蛮人好歌的原因》所说“无论男女，皆认为唱
歌为其人生之切要问题。人而不能唱歌，在社会上即枯（孤）
寂寡欢，即缺乏恋爱求偶的可能性，即不能通今博古，而为一
轰然如豕之顽民。”善唱歌者被视为聪明才智的标志，博得大
家的尊崇而享有声誉。在歌圩这样赛歌盛会里显露过人才智还
会贏得众人的尊重，进而取得社会地位。民歌是民众表达情感
的产物，刘三姐传说表达了民间视歌如命的人生观和民族文化
心理。正如黄秋桂所言：“所谓的歌仙刘三姐，历史上根本就
不存在，不是实有其人，而是歌海之乡的各族民众寄托自己愿
望的虚拟性人物，是歌唱民族的象征性符号。”

其实，歌仙刘三姐的产生是歌圩形成的标志，人们把歌仙
刘三姐作为歌唱活动的精神支柱，为求得或激发创作灵感而崇
之奉之。现实生活中歌才超群的歌师往往被视为“刘三姐”的
化身。刘三姐是人民信仰的歌唱之神。正如民谣所云：

柳州有个鱼峰山，山下有个小龙潭。
终年四季歌不断，都是三姐亲口传。
这首流传在柳州的民间歌谣，真实地反映了柳州山歌的源

远流长和它广泛的群众基础。柳州歌圩盛会绵延不绝，直至今
日仍是如此。鱼峰山和小龙潭，相传是刘三姐传歌和成仙的地
方。人们说刘三姐来到柳州后，遭官兵围追捉杀。附近的乡亲
为救三姐而与官兵搏斗。三姐不忍乡亲受牵连，毅然跳入小龙
潭中。正当刘三姐纵身一跳的时候，一条金色的大鲤鱼从小龙
潭中冲出，把三姐驮住，飞上云霄。刘三姐就这样骑着鱼上
天，到天宫成了歌仙。而她的山歌，人们仍世代传唱着。现在
鱼峰山上尚有对歌坪、三姐岩、麻篮石等遗址。

从此，千百年来，山也乐来，水也乐，团结和谐日子好，
柳州遍地是歌声，于是歌圩应运而生。

据考，歌圩是广西古老的民族风俗习惯，具有广泛的群众
性和悠久的历史，唐朝时已经有了歌圩。《广东新语》卷八中
载: “新兴女子有刘三妹者，相传为始造歌之人，生于唐中宗
(684~709年)年间，年十二，淹通经史，善为歌，千里内闻歌
名而来者……尝与白鹤乡少年登山而歌，粤民及瑶、僮诸种人
围而观之，男女数十百层，咸以为仙，七日夜歌声不绝，俱化
为石。”宋代《太平寰宇记》卷之百六十三中谈到窦州信宜县
及昭州平乐县一带风俗时载: “谷熟时里闬同取，戌日为腊，
男女盛服，推髻徒跣，聚会作歌。”

歌圩自唐宋以来成为广西各族人民一种传统文化娱乐活动
的重要习俗，至今在柳州仍久盛不衰。“歌圩的活动，虽以男
女欢会和对歌择偶活动为主体，但并非仅以恋情作唯一的内容
和目的。它是在某种特定的观念的作用下，所举行的唱歌聚会
和社交活动，属一种综合性的民族传统文化形态。”

歌海之上，浪花千层。而柳州的鱼峰山则是传说中刘三姐
传歌飞升的地方，毫无疑问为柳州歌圩增添了一抹浪漫的色
彩。自治区级非遗项目“柳州鱼峰歌圩”经过多年的沉淀，毫
无疑问成为这片浪花之上最美的一朵。也让柳州歌圩的影响力
不仅仅局限于当地。自2014年起，柳州连续举办十届(含线上)

“中国·柳州‘鱼峰歌圩’全国山歌邀请赛”，成为每年“广西
三月三”传统节日最具影响力的文旅活动之一，也是最受老百
姓喜爱的群众文化品牌。网络和年轻人的加入为柳州山歌注入
了创新融合发展的动力，鱼峰歌圩 IP 地迅速成为网红，广
西、云南、贵州、广东等省区的山歌爱好者汇聚鱼峰山下，进
行对歌线上直播，涌现多名百万粉丝歌手。鱼峰山歌在潜移默
化中增进了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了对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刘三姐作为各民族共创共享共传的中华文化符号“形象代
言人”之一，在柳州歌圩盛行的背后，离不开柳州各民族对其
所代表的勤劳勇敢、顽强不屈等中华民族精神的认同。柳州歌
圩在丰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同时，也增强了柳州各民族
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众所周
知，群体行为是由该群体特定的心理和传统文化特性造就的。
善于唱歌对于各民族而言，不仅是聪敏、受欢迎的标志，也是
人们向往团结共融、追求真善美的感情表达。也正因如此，才
有了鱼峰山脚下“这边唱来那边和”的盛大与恢宏，有了鱼峰

歌圩的如火如荼，有了刘三姐的美名天下传扬。这种“草根”
属性的歌仙意境，既是民族凝聚力的集中体现和精神支撑，也
是柳州人民的精神食粮和生活缩影。

从鱼峰歌圩走出去，刘三姐歌仙意境在柳州柳城县等地的
壮欢中得到了弘扬 。

壮欢，是中华诗词的组成部分，从汉代刘向 《说苑》载
《越人歌》 起就具有壮欢的雏形。清代大学者李调元辑解的
《粤风》 有两卷是壮欢的,可见它在中华文化中是有一席之地
的，也说明它在汉壮等民族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

壮族的歌 （壮欢），与苗族的节、瑶族的舞、侗族的楼并
列为“柳州风情四绝”，素有“广西民歌看柳州，柳州民歌听
壮欢”之说。壮族人称自己的山歌为“欢”，称唱山歌为“做
欢”。欢，叙事抒怀，以歌代言，抒发情感，传情达意，祖辈
利用“口传心授”的方式世代相传流传至今，历史悠久，已有
千余年历史。壮欢内容多姿多彩，传唱内容包罗万象。主要内
容有拦门歌、故事歌，劝世歌、四季歌、时政歌、情歌、数落
歌等。壮欢以壮话传唱，有独特的押韵、平仄等讲究，在唱出
民族韵味的同时，壮欢还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媒介，以
歌为媒，以歌传情，共铸民族大团结。

柳州民间传统山歌文化源远流长，种类较多，主要有壮
欢、桂柳方言山歌、仫佬歌、客家(即麻界话)山歌、百姓话
（即平话方言）山歌等，均讲究运用韵律。其中，柳城太平壮
欢二人或多人二声部唱腔旋律尤为动听，已被列入了自治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对歌时，歌手无需打底稿，都
是即兴口头创作，开口便唱，出口成歌，你唱我和，用词风趣
幽默。

近些年，壮欢在传承中创新和发展，并彰显着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壮欢和歌圩已成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新颖载体和平
台，发挥着聚力文化认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讲好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的重要作用，亦成为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纽带。歌师们用壮欢歌颂党恩、歌唱民族团结、歌唱幸
福生活。比如壮欢《民族大团结》这样唱道：

中国真伟大，五十六民族；
家家有小车，人人心飞扬。
五十六兄弟，大家一条心；
兄弟情义深，比金还宝贵。
习近平主席，提出奔小康；
十四亿人民，同走富裕路。
党领导得好，才有好生活；
全国形势好，到处都繁荣。
习近平书记，搞精准扶贫；
政策非常好，年比年好过。
歌仙化蝶，羽蝶翩翩飞遍壮乡、飞入侗寨、飞上苗岭，飞

越大江南北，歌仙的故事耳熟能详，歌仙意境的团结力量在新
时代进一步彰显。

柳城的壮欢播下了民族团结的“金种子”，三江的“燕之
声”给习近平总书记唱起了侗族大歌《春风吹进我侗家》。

“饭以养身，歌以养心”，这是侗家的口头语。到过侗乡的
人往往把侗乡誉为“诗的家乡，歌的海洋”。“燕之声”是三江
侗族自治县良口乡燕茶村文艺队的名字。2021年 4月 27日，

“燕之声”在广西民族博物馆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主会场“同心歌圩”展演活
动，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2023年 12月，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广西，亲切地说“一到广西，就想起山
歌了”“广西少数民族兄弟姐妹阳光热情，多才多艺”“各族群
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中华
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从鱼峰歌圩到太平壮欢，从三姐传歌到三江“燕之声”，
伴随着“嘿撩撩啰”，歌仙化蝶铸团结、歌圩盛会强认同的故
事在新时代还在继续书写。从群众日用而不觉的日常生活，到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力以赴，柳州歌声满城飞扬背后展现的
是歌仙意境的时代力量，彰显的是柳州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
把民族团结的好日子放在歌里过的自信与豪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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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刘三姐文化研究

▲图片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