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台湾客家山歌浅析

叶进华

音乐是人类情感的艺术表达，而山歌是其较原始的一种表达

方式。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正是山歌的真正内涵。台

湾客家山歌从内容上看.其范围仅限于台湾的地方性音乐，但自

其渊源论，则可追溯于中华民族客家文化。客家山歌源自中原，经

祖国大陆传人台湾。在近代史中，客家山歌成为台湾客家人的精
神食粮。近代台湾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化的组成部分。

通过对近代台湾客家山歌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客家

人对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贡献。

一、传入台湾的时间

客家山歌跟着客家人，从祖国大陆传到台湾(有一些山歌也

许是在客家人人台湾后新产生的)，这是铁的事实。至于什么歌在

什么时候传入的问题，则很难考证。一般认为，大约在清朝平定

台湾之后的二三年间，即康熙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公元1686一1687

年间)。那时海禁初开，大陆客家人因受生活环境所迫，开始渡海

赴台。随着客家人人垦台湾人数的逐渐增加，客家山歌也就扎根

于宝岛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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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客家山歌。从客家人迁台以后所居住的

地方，可以看出客家山歌在台湾分布的范围。

桃园县:中场市、杨梅镇、龙潭乡、平镇乡、新屋乡、观音

乡。

新竹县:竹东镇、关西镇、新埔镇、竹北乡、湖口乡、横山
乡、新丰乡、芍林乡、宝山乡、北埔乡、峨眉乡。

苗栗县:苗栗镇、头份镇、卓兰镇、太湖镇、公馆乡、铜锣

乡、南庄乡、头屋乡、三义乡、西湖乡、造桥乡、三湾乡、狮潭

乡。‘

台中县:东势镇。

南投县:国姓乡。

高雄县:美浓镇、六龟乡、甲仙乡。

屏东县:杉林乡、万丹乡、高树乡、长治乡、麟洛乡、万峦

乡、 内埔乡、竹田乡。

台东县:关山镇兄、池上乡巧、鹿野乡兄。

花莲县:凤林镇外、瑞穗乡兄、吉安乡热、玉里镇巧、寿丰

乡兄、光复乡笼、富里乡巧。(以上资料根据台湾叶焕汉先生“台

湾省客属乡镇名单”)

山歌，顾名思义就是在山上唱的歌，和渔歌、海歌一样，是

因唱者所处的环境而命名的。由于客家人渡海赴台较迟，肥沃平

坦之地已被闽南人占有，客家人大多散置于穷乡僻壤中以垦植为

生。劳作之余，为解劳、解闷、抒发思乡情怀，总喜欢放嗓高歌

一番。根据老一辈客家人的回忆，大约在110多年前，客家山歌

在台湾曾一度达到高潮。那时正是台湾非常悠游自在的农业社会，

每逢农闲或工作暂息时，男女老少齐聚在屋前庭院中纳凉说笑。休

闲活动的内容总离不开猜谜、讲古、山歌对唱等节目;甚至在山

上砍柴、下田插秧、茶山采茶，也都喜欢一边工作一边唱山歌。隔

着青山绿水，男唱女对，你唱我和，一来一往;听的人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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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的人乐在其中。唱山歌可以忘却劳作的单调、疲劳，发泄心中
的郁闷。而通常在山歌对答中所唱的歌词，又是即兴而作、随口
唱出，唱词生动有趣。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群少女在山上采茶，
适有一陌生人路过，她们会推选代表，毫不客气地唱一首山歌试
探他。假如那个路人肚里毫无笔墨无法用同一歌调和歌词与少女
唱和，那么少女们会起哄，讽刺山歌此起彼落，骂得路人狼狈不
堪。若正好遇到才高八斗、歌声僚亮之士，那么就一来一往，针
锋相对，唱个一天半日，非用山歌把对方征服方休，其场面精彩、

热烈感人。

客家妇女自古就较能吃苦，一向不依赖男人供养，她们都能
担负起“理家种田”‘的繁重工作。所谓“家头教尾”、 “田头地

尾”、“灶头锅尾”和“针头线尾”都是她们.的拿手好戏。客家妇

女向来不缠小脚取悦男人，也不称小姐或姑娘，而称细妹或细阿
姐。因能自立，故较早反抗传统婚姻的束缚。在当时，因较量山

歌而成“山歌姻缘”的时有所闻，甚至以山歌对答作为男女之间
的社交、论婚之桥梁。由此可见，唱山歌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所
占的地位和影响。

二、九腔+八调及现存的几种唱腔

客家山歌是一种口唱文学，其词意内涵深邃感人;其音韵虽
无多姿多采的变化，却也婉转妩媚古朴动人。举凡一切人情事物，
均可经由“七律”形式直接唱出，完全符合诗序所谓“歌以咏
言”的定义。客家山歌在台湾有九腔十八调之称。这是因为台湾
的客家山歌主要从广东省传入，而广东省有九种不同的口音，也

就是因乡音的不同而导致唱腔的不同。

所谓的九腔包括有:海陆腔、四县腔、饶平腔、陆丰腔、梅

县腔、松口腔、广东腔、广南腔、广西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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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十八调是指歌谣里有:平板调、山歌仔调、老山歌调

(亦称南风调)、思恋歌调、病子歌调、十八模歌、剪剪花调(亦

称十二月古人调)、初一朝调、桃花开调、上山采茶调、瓜子仁调、
调五更调、送金钗调、打海棠调、苦力娘调、洗手巾、卖酒调

(亦称跳酒)、桃花过渡调(亦称撑船歌调)、绣香包调等十八种调
子。

严格地说，客家山歌不止九种腔、十八种调，但由于其它腔

调较无特色以致淹没失传无法考证罢了。

台湾曾受日本人统治五十年。在日本文化的强制推行下，客

家山歌大量失传和流失。至今在台湾尚留存的客家山歌唱腔只有

七种。

1
. 广南腔—也就是一般所称的下南腔。

2
. 广东腔—是大陆广东客家人所唱的。

3. 卓兰腔—因为台湾苗栗县卓兰乡的居民大部分是广东

饶平人，所以可能也就是饶平腔。

4. 美浓腔—也就是当地人(台湾美浓镇)所称的挑担歌，据

说是从广西流传来的广西腔。

5. 流行于新竹、湖口、竹东、新埔等地一方的海陆腔。

6
. 松口腔—是台湾光复后所流行起来的唱腔。

7. 四县腔—是时下台湾客家地区最盛行，流行最广的山歌

唱腔。

近代台湾客家山歌不管是用哪一种腔调唱出来的，歌词都是
四句七言，而且即使同一唱腔也会有不同的唱法。

三、山歌的兴起没落与复兴

客家山歌据说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起初是为了抒发喜、怒、
哀、乐各种情绪所哼出来的单调欢呼或哀叹声，后来配合了撑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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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担、砍树、走路等活动，哼出的声音用以表达感情，才逐渐演

变成歌调。后来经有心人士稍加组织后，慢慢形成了山歌。真正

把山歌当成歌谣唱，据《客家源流考》记载是始于清朝末叶，距

今180年。近代台湾较普遍流行的山歌有:思恋歌、问卜、磅伞

尾、跳酒、剪剪花、送金钗、十八模、瓜子仁、洗手巾、打海棠、

桃花开、闹五更、病子歌、上山采茶、撑船歌、苦力娘等。

一般客家小调的特色是，它的音调与词句都是有心谱出来而

永不改变的，所以它有一定的歌谱、歌词，比较容易用现代五线
谱或简谱来记载，因而能被一般人甚至非客家人学唱。而近代台

湾流传的山歌腔调，如平板、山歌仔、老山歌等，是因客家人的

口音不同而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唱腔，再加上歌词大都是即兴而编、

随口而出，所以有很多的音乐家想谱出山歌的韵味，却始终很难

实现。音乐界人士曾尝试谱出一些山歌谱，只可惜缺乏客家韵味，

让老一辈客家人听了有怪怪的感觉，认为那并不是“原汁原味”的

客家山歌。由此可见要以现代乐谱来掌握山歌韵味是多么的不简
单。

据了解，近代台湾客家山歌所以难用乐谱记载之原因，主要

是由于山歌的唱法较为自由，同时装饰音和半音较多。它可依唱

者音域的不同而任意加以调整，也可以因唱者中气之长短而自由

调整歌曲长短，也可依歌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所以记谱十分困
难。另外，山歌的歌词也千变万化，因人而异。除了谜歌、劝善、

劝孝、劝世文、劝赌、教育等歌词略有规定外，一般情歌、滑稽、

讽刺、相骂等歌词均无规定的词句与结构。也正因为山歌的词句

可由唱者因时、因地、因人、因事等情况加以灵活巧妙运用，并
且随口对答，所以能扣人心弦，使人百听不厌。这也正是山歌所

以能在近代广为流传且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台湾的客家山歌也曾有过没落的时候，其罪魁祸首该算是日

本侵略者。中日甲午战争前，台湾社会是非常安定自由而纯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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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只要是农闲，谁都可以拉开嗓门自由自在地高歌一曲。

在乡村，常有小团体在各村庄的广场或晒谷场搭台演唱，有时一

唱唱到天亮。当时民间并没有其它娱乐休闲活动，所以不但一般
老少，连青年、妇女也都非常喜欢山歌。因白天要做工，总是要

等到日落西山后，山歌会才开始。由此也可以看出客家人艰苦勤
劳的情形。

甲午战争结束后， 日军占据台湾。客家人是爱国意识、民族

精神十分强烈的民系，一方面不甘受侵略者欺凌，另一方面是对

侵略者的横蛮十分愤怒，所以常利用演唱的机会，用山歌词双关

语的特色，编出讽刺、抨击侵略者的歌来演出，将心中之愤恨藉
唱山歌一吐为快。下面举三首山歌为例:

人称台湾是宝岛，可惜野狗满山窝;

大家同心来去捉，捉来煮汤捧山歌。

(往，捧 下酒菜)

野狗不必按大声，人多胆大涯不惊;

有时有日涯捉到，狗皮剥掉来卤盆。

高毛绝代日本蕃，也敢野心占台湾;

有命好来无命转，骨头烧灰变黑烟。

由上例几首歌词可知，当时客家人有多痛恨日本侵略者。后

来日本侵略者知客家人在山歌演唱会中传播反日思想，就大发淫

威，下令禁止山歌演唱会的举行。山歌也就只能偶尔在下田、上

山时小声唱了。

被日本侵略者统治五十年的台湾，一旦回到祖国的怀抱，久

不出笼的山歌，就像火山一样地喷发出来。欢乐的民众为了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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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祖国怀抱的情怀，将各种山歌表演形式发挥得淋漓尽致。遇

有表演场合，总是万人空巷、人山人海。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发起

组织客家山歌研究会，有些刊物也开辟专栏介绍客家山歌，内容

十分丰富，广播电台也开始播放山歌录音带。到了六七十年代，在
台湾凡是有客家人居住的地方，不管是县、市、乡、镇，几乎每
年都有山歌比赛的举行，而且参加的人一年比一年多。笔者在采

访台湾同胞时曾听一位老者讲:“客家山歌百听不厌，没有任何一
种歌曲能比它含意深浓而扣人心弦。”此话道出了山歌在人们心中
的分量。

四一、山歌的风格特色

近代台湾客家山歌具有多样化的风格特色，这是与它所受的

文学、语言、环境以及客家人的心理状态、情感方式等因素的综

合影响有密切关系。客家人在台湾定居后，受海岛地理因素的影
响，山歌更多地体现出柔情细腻和乡村乡土气息。

(一)演唱方式

近代台湾客家山歌的演唱，最常见的方式是“独唱”和“对

唱”。举凡老山歌、山歌仔、平板和九腔十八调等歌曲，大都用这
二种方式演唱。至于领唱、和唱、重唱、齐唱的例子虽有，但很

少见。“合唱”虽然是很重要而有效果的声乐表现方法，但在原始
的客家山歌里却没有。

“独唱”是客家山歌最常见的一种演唱方式。耕田人、挑夫或
采茶女将眼之所见、心之所感，用歌声开怀地唱出来;有听众也

好，无听众也罢，只要心情舒畅了，疲劳忘记了，牢骚没有了，歌
唱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比如，有这样一首山歌:

山崎不得半崎坐，手揽膝头唱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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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称我风流子，命带桃花没奈何。

这是一个人上山劳作时，在半山坡上坐下休息时唱出来的。

自我辛苦几多年，当时好在来耕田;

虽然忙碌人生事，公婆和合家团圆。

这是一位农民在勤耕之余，庆幸自己的选择而唱出来的。以上都

是山歌独唱有代表性的例子。

“对唱”也是客家山歌最常见的一种演唱方式。在广阔的茶山

采茶，或在田野播种、插秧、除草、割禾的时候，看见对面山岗

或附近田野也有人在劳作，于是放声歌唱。对方闻之便答腔，你

来我往，用歌声从向名道姓开始，或闲聊、或问安、或互劝、或

相骂、或调情⋯⋯总之，能对话的都能用对唱的方式表现出来。例

女口:

(男)桃花开来菊花黄，阿哥想妹有三项，

鸳鸯枕，二来爱妹象牙床，三来爱妹救命方。

(女)桃花开来菊花黄，阿妹哪里有三项，

鸳鸯枕，木匠才有象牙床.药店才有救命方。

一来爱妹

裁缝才有

据说，在中秋节的晚上，常有自发的客家山歌对唱，两人或

两队各据一边你来我往，气氛非常热烈。试想，在皎月当空的夜

晚，悠扬的山歌声随着徐徐的清风吹来，那是何等富有诗情画意

的场景啊!可惜在现代.这种山歌对唱方式只能在戏台上见到，原

野山间几乎已经绝迹了。

(二)歌词的体裁及唱腔

台湾客家人来自祖国大陆，他们的祖先由中原迁到南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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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是官宦文人后裔，所以他们所唱山歌的歌词很富文学气味。

通常都是“七言四句”，和绝句诗大致相同，只是平仄规则较宽。

只要第一句、第二句和第四句末字押韵，并用平声，而第三句末

了一字用仄声就可以了。所以一般而言，山歌歌词都非常顺口、易

读、好记。这也是客家山歌能够普及，不识字的人也能唱的主要

原因。下面举二个例子:

日头落山一点黄，牛妹带子落坡塘;

哪有牛妹不惜子，哪有阿妹不恋郎。

这是一首描写农村黄昏情景的山歌。第一句、第二句和第四句末

了一字都是平声，以〔。ng〕押韵(黄、塘、郎);第三句末了一
字则以仄声的“子”来“承前启后”，并以此来做对比。

青山绿竹条条长，不知哪条好做梁;

一群妹子个个好，不知哪个情意长。

这一首歌词也是第一句、第二句和第四句末了一字同韵〔ong〕，并

且用平声，然后以“好”字来做对比。

近代台湾客家山歌的歌词，不管老山歌、山歌仔、平板或其

它所谓九腔十八调歌曲，都用这种体裁。不过，有些山歌在中间

插上朗诵式的歌词，有些则加上叠字和装饰音等以增加山歌的趣

味性。

演唱近代台湾客家山歌有固定的腔调，用同一种腔调可以反

复地唱出很多不同的歌词。但只要细心地听就会发现，唱者反复

时，曲调没有一次是完全一样的。之所以不同，完全是因歌词的

抑扬顿挫不同的关系。换言之，山歌的唱者，非常往意歌词与曲

调的配合，绝不是旧瓶装新酒、固定曲调重套一次歌词。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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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客家山歌的唱法具有非常灵活的自由性与伸缩性。

总之，客家山歌的唱腔因歌词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也因人而

有个别差异，能显出各人的特色。但必须根据一个模糊的框架，使
人一听便知是属于山歌的哪一种腔调。至于如何在这个框架上长
肉、穿衣，甚至注人灵魂，那就要看演唱者的聪明才智了。

(三)歌词的即兴创作

客家山歌虽然有固定的曲调，但没有固定的歌词。唱歌的人
心有所思，眼有所见，耳有所闻，便即兴唱出。成章唱出“七言
四句”歌词来，老一辈的客家人很多有这一套本领。例如:

么个高来高过天?么个深来海无边?
么个硬来硬过铁?么个软来软过绵?

父母恩情高过天，字墨深来海无边;

兄弟分家硬过铁，夫妻相好软过绵。

上面是一问一答式的例子，“么个”即“什么”的意思。

手拿菜刀来切葱，

先日当妹好咸菜，

切开正知两头空;

开瓮正知菜奥风。

手拿锯子据竹筒

先日当郊正君子

锯开正知心里空;

事久正知是长虫。

以上是一对男女相骂的例子。

天上有水落唔来，

望妹讲句真情话，

阿妹有话口难开;

莫使阿哥想到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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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哥送到天井边，天上乌云遮半天;

只望天公落大水，留转情哥好谈天。

以上是一对情侣唱出各自心思的例子。

半山腰上种条松，松树下面种芙蓉;

芙蓉底下种生葛，生死缠紧嫩娇容。

这是睹物思人、触景生情随口唱出的例子。

关于客家人随口即兴唱山歌的本领，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在广东梅县松口的地方，以前有一位善唱山歌的才女

刘三妹。她才思敏捷远近闻名，求见的人很多。有一位外地才子

不服，一天，雇船前去比试山歌。船到松口码头，见河边有女子

洗衣服，乃开口问刘三妹在哪儿‘洗衣女问有何事，才子说:听

说刘三妹山歌唱得好、，我想跟她比试比试。洗衣女说:你有多少

山歌?才子随口唱道:“我的山歌不算多，船上载来几十箩;拿出

一箩同她比，比到六月割早禾。”这位洗衣女听了心里暗笑，停下

洗衣引吭高歌:“河边洗衣刘三妹，借问阿哥何处来?自古山歌松

(从)口出，哪有山歌船载来?”这位想跟刘三妹比山歌的外乡人，

知道眼前这位洗衣女就是刘三妹，而且口才这么好，赶忙调转船

头回家去了。

(四)歌词常用“谐音”和“双关语”

客家山歌通常是七言四句，每首歌词在短短28个字中要表达

一项完整的意思，所以谐音和双关语被广泛运用。山歌之所以引

人入胜，而且唯有客家人或熟悉客家语言的人才能了解并享奎它，
原因恐怕就在于此。不可否认，客家是文化素质较高而且又含蓄

的民系，为了易于表达，往往借用同音异义字—谐音，或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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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来表达。例如下面这首歌:

锡打戒指皮包金，送哥带在手中心;

人人都讲金戒指，久了才知锡在心。

谐音字—

怜解。

又如:

“锡”与“惜”同音，用来表示“惜在心”。惜:当爱

新做茶壶锡和铅，哥说锡来妹说铅;

哥说铅来妹说锡，总爱有锡才有铅。

谐音字—“铅”与“缘”同音。这首歌引用“有锡有铅”来表
示同音的“有惜才有缘”的意思。

再如下面描写命运坎坷的歌:

柑仔跌落桔子箩，柑仔较少桔较多;

砧板拿来做锅盖，盖较少来切较多。

愁唔开来急唔开，愁急两字做一堆;

丝线打结吞落肚，谁人解得心头开。

么人像涯时么修，愁急两字日日有;

可比竹竿晒破衫，晒日硒夜么人收。

这些歌里，除了借重“事与物”来比喻内心痛苦之外，还用

“桔”与“急”二字的谐音，深人浅出地烘托出歌词所含的浓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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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讽刺方面的歌:

八月十五是中秋，交到新情老情丢;

九月重阳放风筝，风筝断线乘风留。

台湾客家话中被风吹走说成是被风留(流)走，所以借风筝来讽
刺风流成性。但被讽刺之人，又如何巧妙回答呢?

灯心时大么四两

老虎下山因为肉

黄蜂采花因为糖;

阿妹风流因为郎。

借重“黄蜂”与“老虎”来表示，为你才风流的。

天顶落雨瓦上流，莫怪阿哥好风流;

鸟雀都有成双对，奈有灯心不抽油。

这里表示出，阿哥风流和灯心抽油一样是天生自然的。也就是拿

某一种事物来影射出别种意义，这实在是一般流行歌曲所望尘莫
及的一种民歌特色。

另外，客家山歌里也有一种直接唱的“白话山歌”，它虽然含

意不深，但也是合情合理的词句。例如:

八月十五是中秋，人到老来万事休;

头布开花衫打结，时好人情也会丢。

赌博好比大深潭，扛泥扛沙屯唔平;

荒工废亚钱了摔，人格被人来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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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莫笑涯老人家，梳妆打扮爱播花;
老妹好比萝卜样，萝卜老了开嫩花。

白话山歌最主要讲究押韵，而不用谐音或双关语，但却喜欢
引用物喻。虽然意境不深，但它的特色是好愉、易记。

(本文作者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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