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３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７年３月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３，Ｎｏ．２
Ｍａｒ．，２０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１－１２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民国歌谣整理与研究及电子文献库建设”（项目编号：１５ＺＤＢ０７８）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纪玲妹，女，江苏常州人，河海大学常州校区人文社科部教授，文学博士；陈书录，男，江苏高淳人，南京师范大学 文 学

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还原《吴歌甲集》编撰的场景与系统梳理
吴歌传统的新期待

纪玲妹１　陈书录２

（１．河海大学（常州校区）人文社科部，江苏 常州　２１３０００；２．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关键词］　吴歌甲集；增补；系统梳理；吴歌传统

［摘　要］　顾颉刚在民 国 初 期 搜 集、编 撰 的《吴 歌 甲 集》，是 中 国 现 代 意 义 上 吴 歌 整 理 与 研 究 的 开 山 之

作，颇有开启新文化的时代先锋性，但 也 难 免 有 其 时 代 的 局 限 性。无 论 从 时 间 上 的 历 史 流 变，还 是 从 空 间 上

的地域流传来看，都有进一步补编、拓展《吴歌甲集》及其乙、丙、丁、戊、己系列的余地，都有必要对吴歌传统进

行全面、系统地梳理，而且这种期待中的集成性成果应该从吴歌文献整理、理论研究两个方面着力，并力求 方

法上的求实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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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在民国初期

搜集、编撰的《吴歌甲集》，是中国现代意义上吴歌

整理与研究的开山之作，是我国歌谣搜集研究史

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颇有开启新文化的时代先

锋性，但也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今天，我们满

怀着全面、系统地梳理与继承吴歌优秀传统，开启

吴歌发展新局面的期待，有必要对《吴歌甲集》及

其系列进行增补，做好集成性工作，取精用宏，为

吴歌的传承与创新作出贡献。

一、“吴歌店”开张的先锋性

及其时代的局限性

　　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及以后的《吴歌》诸集是

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呢？顾颉刚《吴歌甲集》搜集

的 过 程，在《吴 歌 甲 集 自 序》中 有 详 细 的 记 录。

１９１７年北大开始征集歌谣，顾颉刚在北大读书期

间，每天从《北大日刊》上读到一二首歌谣，颇觉新

鲜。１９１８年，由于妻子因病去世，他过度悲痛，心

情抑郁，神经衰弱，严重失眠，无法正常读书和思

考，便从北大休学返归苏州老家。正当他愁闷之

际，《北大日刊》一天天寄来，从中时常可以看到一

些新 鲜 的 歌 谣，引 起 了 他 的 兴 趣 和 搜 集 的 热 情。

“我想，我既然不能做用心的事情，何妨试把这种

怡情适性的东西来伴我的寂寞呢！”［１］于是他先从

自家小孩童口中开始搜集，再向邻居的小孩、老妈

子以及亲 朋 好 友 搜 集，很 快 搜 集 到１５０首 左 右。

次年５月续弦殷履安嫁过来，也帮他从娘家苏州

甪直搜集来吴歌四五十首，共 有２００多 首。１９２０
年，郭绍虞担任《晨报》文艺稿件的撰述，要求顾颉

刚把这些民歌发表，并替他每天抄写几首，连续登

载，这一在报纸上登载歌谣的创举，引起了民众和

学界的广泛重视，他也因此成为大家眼中的歌谣

研究专家。这一盛誉也给了他一些压力，促使他

化更多的时间在歌谣搜集和研究上，并打算以此

作为“终身之业”。１９２３年，歌谣研究会要求顾颉

刚将他搜集的吴歌付印专集，《歌谣》周刊改变体

例刊行专集，他 遂 将 之 前 收 录 到 的 吴 歌 选 出１００
首，认真加以注释，编辑成《吴歈集急录》，后改名

为《吴歌甲集》。这些材料于１９２４年在《歌谣》周

刊上连载近一年之久。他当时也有继续编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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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集》《丙集》《丁集》的计划，但后来因事务繁忙

而未能实现。

《吴歌甲集》编成后，胡适、沈兼士、俞平伯、钱

玄同、刘半农五大学界名流为《吴歌甲集》作序，并

给予高度评价，使之获得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胡

适称赞道：“我们很热忱地欢迎这第一部吴语文学

的专集出世。颉刚收集之功，校注之勤，我们都很

敬服。”［２］刘复评价说：“现在编出这部《吴 歌 集》，

更是咱们‘歌谣店’开张七八年以来第一件大事，

不得不大书特书的。”［３］如果说，明代后期长洲（苏

州）人冯梦龙所编撰的《挂枝儿》《山歌》是传统社

会中“吴歌店”开张所获的珍宝箱，那么，民国前期

顾颉刚等人 编 撰 的《吴 歌 甲 集》等 则 是 现 代 社 会

“吴歌店”开张所获得的珍宝箱，具有新文化的启

蒙性、先锋性。

顾颉刚虽未继续辑录吴歌其他诸集，但 他 的

《吴歌甲集》具有开路先锋的作用，为后人提供了

很好的模式。继续他的这项事业的王翼之等人正

是以《吴歌甲集》为模板，编辑了以下诸集：王翼之

辑《吴歌乙集》，共１１２首；王君纲辑《吴歌丙集》，

共１０５首；顾颉刚辑、王煦华整理《吴歌丁集》，共

１００首；王煦华辑《吴歌戊集》，共８４首，其中包括

了刘复搜集成册的《江阴船歌》２０首。其实，顾颉

刚的《吴歌甲集》并不是第一部吴歌集，在此之前

有刘复《江阴船歌》出版。林宗礼、钱佐元辑，王煦

华选编《吴歌己集》共３３９首，是这几集中数量最

多的一集。当然，真正的中国现代歌谣搜集和研

究，要从北京大学征集歌谣活动算起。钟敬文在

《江苏歌谣集序》中说：“中国的有意地计划地而且

科学地搜集歌谣，是开始于民国七年北京大学的

歌谣征集处，后改为歌谣研究会。”［４］顾颉刚的《吴

歌甲集》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这是与社

会新思潮的影响分不开的，与新文化运动关系密

切并相互影响。北大的歌谣征集活动，当时也是

推动新文学运动、倡导白话文的重要手段。

虽然１９１９年五四新文化运动 爆 发 是 在 北 大

歌谣征集活动开展一年之后，但“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发生是在一段时间的酝酿之后顺利成章的结

果。民国初年西学东渐，我国年轻的学者受到其

影响开始思想觉醒，希望变革，挣脱陈旧僵化教条

的束缚。１９１５年 陈 独 秀 在 上 海 创 办《新 青 年》的

前身《青年杂志》，１９１６年９月出版第２卷第１期

时改名为《新青年》，以这本杂志为阵地，宣传新思

想，冲破所谓的“天经地义”和禁锢的壁垒。它除

了宣传倡导科学（“赛先生”Ｓｃｉｅｎｃｅ）、民主（“德先

生”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外，还 发 起 新 文 学 运 动。１９１７年

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随后李大钊、鲁迅、

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

加盟编辑部。一种新思想、新潮流的产生，作为工

具的语言文字的改革首当其冲，于是白话文运动

开始 了。《新 青 年》从 第４卷 第 一 号（１９１８年１
月）起 实 行 改 版，改 为 白 话 文，使 用 新 式 标 点。

１９１８年４月，胡 适 发 表《建 设 的 文 学 革 命 论》，提

倡文学 革 命，倡 导“国 语 的 文 学”，和“文 学 的 国

语”。胡适１９１８年在《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

命论”》中说：“我们以为若要使中国有新文学，若

要使中国文学能达今日的意思，能表今人的情感，

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状态，非用白

话不可。我们以为若要使中国有一种说得出，听

得懂的国语，非把现在最通行的白话文用来作文

学不可。我们以为先须有‘国语的文学’，然后可

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方才可

以算是有一种国语了。”［５］建设新文学必须使用国

语，才能符合时代的要求，也只有文学的国语才能

更好地推动白话文运动。

如何使国语文学更好地开展，胡适又 提 出 了

“方言文学”。他说：“方言未尝不可入文……并且

将来国语文学兴起之后，尽可以有‘方言的文学’。

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

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国语的文学造

成之 后，有 了 标 准，不 但 不 怕 方 言 的 文 学 与 他 争

长，并且还要依靠各地方言供给他的新材料，新血

脉。”［６］胡适认 为 国 语 的 文 学 从 方 言 的 文 学 里 出

来，并 要 向 方 言 的 文 学 里 去 寻 它 的 新 材 料、新 血

液、新生命。歌谣绝对是方言的文学，胡适把顾颉

刚编的《吴歌甲集》称为是“独立的吴语文学的第

一部”［７］。

歌谣是白话文的很好载体，是白话文学、国语

文学、方言文学的重要形式之—，征集歌谣是推动

白话文运动的有效途径。沈兼士就认为搜集歌谣

比做几首白话诗更能推动白话文运动，他说：“‘国

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固然是我们大家热心

要提倡的，但这决不是单靠着少数新文学家做几

首白话诗文可以奏凯，也决不是国语统一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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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句标准语就算成功的。我以为最需要的参考材

料，就是有历史性和民族性而与文学和国语本身

都有关系的歌谣。歌谣之中尤以江苏为最能以优

美之文辞，表达丰富之情绪。”［８］从这个角度来看，

歌谣征集活动在当时是作为推动新文学运动、白

话文运动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带有明显的时代性、

政治性和实用性。可以说，歌谣征集活动也是“五

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运动的

重要阵地《新青年》第４卷第三号就刊登了北大征

集歌谣的启事。这一方面借《新青年》以扩大这一

活动在青年中的影响，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歌谣征

集的活动中来，另外一方面，歌谣征集活动也为新

文学运动 站 队。《新 青 年》的 作 者 们 明 确 地 认 识

到，文体的改革和文学领域内的革命，是与反对旧

政治、旧思想，提倡新政治、新思想的斗争密切联

系的。歌谣以其古老而崭新的形式，从民间走向

正统，引 起 了 教 授 学 者 们 的 关 注；从 某 种 程 度 上

讲，也支持了新文化运动。

但是，《吴歌甲集》及其乙、丙、丁、戊、己集，也

有其时代的局限性。首先，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

打断了吴歌搜集与整理的进程。从１９１８至１９３７
年期间陆续编搜集、编撰而成的《吴歌甲集》及其

系列，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难当头，救亡

运动迫在眉睫，再也无暇顾及吴歌的搜集与整理

了。其次，视野有待于扩展。《吴歌甲集》所收歌

谣的内容与形式比较多样，上卷收儿歌５０首，下

卷收民歌５０首，有情歌、生活歌、仪式歌等。张岱

在《虎丘中秋节》中写到吴地歌谣创作与传播的主

角：“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

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

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９］可见，

吴歌创作与传播以农夫山民、童稚妇孺、市井细民

为主体。顾颉刚《吴歌甲集》等对此关注不够。正

如胡适在为《吴歌甲集》所写的《序》中所指出的：

“顾颉刚在他的自序里分吴歌为五类：（一）儿歌，

（二）乡村妇女的歌，（三）闺阁妇女的歌，（四）农、

工、流氓的歌，（五）杂歌。我读第二卷的感想是嫌

他收 集 的 闺 阁 妇 女 的 歌———弹 词 的 长 歌———太

多，而第二类和第四类的真正民歌太少。这也难

怪，颉刚生长苏州城里，那几位帮他搜集的朋友也

都是 城 里 人，他 们 都 不 大 接 近 乡 村 的 妇 女 和 农、

工、流氓，所以这一集里不免有偏重闺阁歌词的缺

点。”［１０］搜集歌谣的地域有待于扩大，《吴歌甲集》

等比较集中于苏州地域，虽然《吴歌己集》据林宗

礼、钱佐元编的《江苏歌谣集》遴选，但吴歌是指流

传在吴地———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即江

浙沪等太湖流域地区同属吴语文化圈的民歌，应

以此为 空 间 加 以 涵 盖。还 有，顾 颉 刚 的《吴 歌 甲

集》等于民国前期搜集的歌谣，主要集中在时下口

头流行的歌谣，而没有充分关注历史文献记载中

的大量歌谣。

二、进一步拓展《吴歌甲集》补编的时空

吴歌，是地域性的歌谣。吴地歌谣，有两个维

度，一个是时间上的历史发展，二是空间上的地域

流传。

从时间上的历史发展上看吴歌。《诗经》中的

“十五《国风》”———民歌或拟民歌主要采 自 北 方，

“《三百篇》中，无 吴 越 之 诗”［１１］。但 是，早 期 的 包

括吴地在内的江南地域也流行民间歌谣。这可追

溯到 黄 帝 时 代 的《弹 歌》：“断 竹、续 竹；飞 土、逐

肉。”［１２］《吴越春 秋》中 载 有 吴 王 夫 差 时 童 谣：“梧

宫秋，吴王愁。”这是文献记载中一首标明时代的

吴歌。又有吴王阖闾登包山（太湖中一个岛屿）时

的《洞庭童谣》：“吴王出游观震湖，龙威丈人山隐

居。北上包山入灵墟，乃入洞庭窃禹书。天 帝 大

文 不 可 舒，此 文 长 传 六 百 初，若 强 取 出 丧 国

庐。”［１３］如果说这些文献记载颇为零星，吴歌第一

个兴 盛 期 是 东 晋 与 南 朝 时 期，此 时 就 比 较 可 观。

吴歌，在宋代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中称为“吴

声歌曲”，共载３４２首，其中虽然有的是文人的拟

民歌，但大多为民间歌谣，其中《子夜歌》《华山畿》

《读曲歌》等最为流行。现存１２首《子夜歌》见于

郭茂倩《乐府 诗 集》卷４４，为 晋 和 南 朝 宋、齐 的 歌

辞。其中题解引《晋书·乐志》云：“吴声杂曲，并

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始皆徒歌，既而被

之管弦。”［１４］并 指 出：“盖 自 永 嘉 渡 江 之 后，下 及

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１５］到南朝

齐武帝永明年间，“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

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 之 间，秋

月春风之 下，无 往 非 适”［１６］。可 见 吴 声 歌 曲 创 作

之丰富、传 播 之 活 跃。这 个 时 期 所 留 传 下 来 的

３４２首吴声歌曲，决非当时吴声歌曲的全部。

《全唐诗》中也收集了“吴人歌”：“朝判长洲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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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吴，道不拾遗人不孤。”歌下并有小注：“滕遂，贞

元末登科，历大理评事、长洲令，摄吴县，诗人歌之

云。”［１７］又《全 唐 诗 拾 遗》卷 五 十 八 据《槜 李 诗 系》

卷四十二辑录《华亭君歌》：“华亭君，来几时，免我

疾苦疗我饥。”并有文云：“唐末琅琊张聿为嘉兴君

华亭令。有 以 干 乞 至 境 上 者，闻 民 此 歌，不 谒 而

去。”［１８］现存文献中也不乏宋代的吴地歌谣，如宋

代王象之《輿地纪胜》卷五载有“苏州民为王觌谣：

‘吏行冰上，人在镜心’”。并注云：“《吴陵志》云：

觌，泰州人，哲宗时知苏州，政尚清简，有‘吏行冰

上，人在 镜 心。’”［１９］吴 歌 第 二 个 兴 盛 期 是 明 代。

以明代长洲（今苏州）人冯梦龙所编的《山歌》《挂

枝儿》两部民歌集为代表，主要收录明初至万历年

间的吴歌，计有８００多首民歌。清代和民 国 吴 歌

的流传情况当远盛于明代，清初苏州刊刻的《丝弦

小曲》等民歌文献首开清代民歌传播的风气，随后

吴歌的发展长盛不衰。

从空间上的地域流传上看，吴歌是中 国 民 歌

大国中的丰产大区和巨大宝库。顾颉刚在《吴歌

小史》中将吴歌界定为“自江以南，自浙以西”，“流

转于这一带小儿女口中的民间歌曲”［２０］。吴歌是

指流传在吴地———主要是苏、松、常、太、杭、嘉、湖

等州府，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即江浙沪

等太湖流域地区同属吴语文化圈的民歌。因而，

吴歌不仅仅是苏州地域的吴声歌曲，还应该将包

括常、太、松、杭、嘉、湖在内的吴地的歌谣，如《湖

州歌谣》（一、二集，费洁心编，流星出版社１９３３年

版）、《杭州闹莲花》，又如《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

（明成化 十 七 年［１４７１］北 京 鲁 氏 刻 本）、《雍 熙 乐

府》（嘉靖本）、《大明天下春》（奧地利维也纳国家

图书馆藏）、《徽池雅调》（闽建书林熊稔汇辑）、《晓

风残月》（方骏颐辑）、《时调小曲丛钞》（清嘉庆间

钞本）、《南京调词》（清宣统元年钞本），再如王廷

绍编述《霓 裳 续 谱》、华 广 生 编 述《白 雪 遗 音》等。

还有长篇叙事 吴 歌《五 姑 娘》《赵 圣 关》《孟 姜 女》

《白六姐》《鲍六姐》《断私情》《卖盐商》《老囡嫁人》

《打窗棂》《红郎娶小姨》《沈七哥》《张二娘》《庵堂

相会》《董永与张七姐》《刘猛将神歌》等。从地理

布局上来说，也有一些吴歌重镇，例如常熟白茆山

歌、吴江芦墟山歌、张家港河阳山歌、太仓双凤山

歌等。例如河阳山歌中现存长篇《汝尔歌》（又名

《汝 阳 山 歌》、《尔 如 歌》）传 抄 本 共１９套，长 达

４０００余行。窥一斑见全豹，可见传统吴歌是一座

多么丰富的宝库。

综观而言，近百年来吴歌整理与研究 取 得 了

不俗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和重大的缺

憾。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以前的人们对民歌的概

念及其内涵的看法往往受西方民歌理论的影响，

忽视了民歌形式的演变中富有特色的时调等，因

而在搜集与研究古近代吴歌中多有遗漏，特别是

明清民国时期的大量民歌时调散见于国内外图书

馆，单首或数首民歌时调的刻印本、手抄本以及大

量散见于戏曲总集、小说、笔记、类书、方志、报刊

杂志等中的吴歌时调尚处于少有人问津的状态，

以上各类总字数，较之《乐府诗集吴声歌曲》、冯

梦龙编撰的《山歌》和《挂枝儿》、顾颉刚等编撰的

《吴歌》甲乙丙丁戊己集等大约多出一倍。因而，

抓紧抢救这份重要的文化遗产，在时空上有很大

的拓展余地。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能够涵

盖自先秦至民国的《吴歌补集》，这与吴歌繁荣的

历史与现状都是很不相符合的。

古近代吴歌正是从草根性、大众化等 层 面 生

动地展示历史底蕴深厚、文化多样和谐的民歌地

域性形象。将沉睡在国内外各个图书馆、散落在

民间的古近代吴歌搜集整理并激活起来，具有抢

救、保护、传 承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意 义。另 一 方

面，调 查、搜 集、整 理 与 研 究 古 近 代 吴 歌，既 有 真

实、全面反映吴地古近代民歌风貌的史料价值，又

有真正了解吴地各个不同时代民间原生态的社会

状况和大众情感及民族文化心理的认识价值；既

能发掘充满天趣、朴实自然的美学价值，又具有以

诗（民歌）补史的历史价值；既有怡情适性、移风易

俗的教化作 用，又 有“达 下 情 而 宣 上 德”（刘 毓 崧

《古谣谚序》）的资政作用。我们从文学入手，力求

以文学与音乐、语言学、美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综

合，资料翔实与理论创新并重的研究成果，为建构

吴地优秀民歌传承体系奠定文献和理论基础，从

而显示出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也有推动

当代诗歌创作的现实意义。

三、系统梳理吴歌传统的新期待

与在求实中的方法创新

　　顾颉刚等曾以严谨的学风进行田野调查和科

学整理来研究吴歌，收集之功，校注之勤，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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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了很好的示范。我们应当在继承中发扬并创

新。在研究方面，以往的人们往往将搜集吴歌的

目的当作是为民俗学搜集一些资料，偏重于将民

歌当作民俗学的佐证（当然，从民俗学的视角考察

吴歌十分 必 要），忽 视 了 以 文 学 为 本 位 的 吴 歌 研

究，忽视其文学价值；视野不够开阔，忽视以文学

为本位的研究与多学科交叉研究相结合。因而，

古近代吴歌很有进一步搜集、整理、探讨、发展和

突破的空间。

对于吴歌（古代至民国），应该是文献整理与

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并驾齐驱。一是文献整理。在

前人已提供的民歌文献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吴歌

资源的发掘、搜集和整理。一方面进行田野调查

和网上征集，搜集、整理口头传承的吴歌；另一方

面从已有的民歌集中挑选出吴歌，还有从戏曲、小

说、笔记、方志、家谱等文献中发掘、搜集、整理吴

歌。在搜集到的大量民歌材料基础上，详加考证，

辨别真伪，筛选出其中属于古近代的吴歌资料，编

成《吴歌补集》。根据各种歌谣文献类型，既最大

可能地保持各类歌谣文献的原始面貌，又能体现

民歌文本整理的学术规范，初步设想：

１．《吴歌补集》分为“明前卷”、“明清卷”、“民

国卷”三卷；

２．每卷以时间为经，作品（集）为纬，分编（类）

排列，其中民歌（包括时调小曲等）收入正编，“拟

民歌”等 收 入 附 录，正 编、附 录 均 先 收 民 歌，再 收

民谣；

３．第一编收录歌谣总集及书坊（书局）所刊行

的歌谣小册子，前者包括刻本、抄本、石印本、铅印

本等，后者则以出版商为小类，比如“北京打磨厂

学古堂所刊歌谣”、“上海协成书局所刊歌谣”等；

４．第二编 收 录 从 文 人 别 集、诗 词 曲 总 集、小

说、戏曲、笔记、野史、地方志、类书、家谱、族谱及

报刊等文献中的吴歌文本，按辑录文献类型汇总

为一类，如“别集所见吴歌”、“小说所见吴歌”、“地

方志所见吴歌”、“报刊所见吴歌”等；

５．第三编收录从各类今人编辑的歌谣总集中

考订、筛选出来的吴歌，对一些年代难以确定的吴

歌则附相关考证或说明。

　　整理示例：

（按：下面所呈现的并非《吴歌集成》的完

整框架，每一编只选择若干类予以展现）

序

凡例

第一编

山歌　（明）冯梦龙辑，明崇祯刻本

卷五

月子弯弯

月子弯弯照 九 州，几 家 欢 乐 几 家 愁。几

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

一秀才岁考三等，其 仆 作 歌 嘲 之 云：“月

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 家 愁。几 家 赏 子

红段子，几家打得血流流。只 有 我 里 官 人 考

得好，也无欢乐也无愁。”

案：此首 民 歌 最 早 出 现 于 南 宋，杨 万 里

《诚斋集》卷二十八《竹枝歌有序》云：“晚发丹

阳馆下，五更至丹阳县。舟人 及 牵 夫 终 夕 有

声，盖吟讴啸谑以相其劳者，其 辞 亦 略 可 辨，

有云：‘张歌歌，李歌歌，大家着力齐一拖。’又

云：‘一休休，二休休，月子弯弯照几州。’其声

凄婉，一唱众和，因隐括之为《竹枝歌》云。”其

六有“月子弯弯照几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

杀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处且休休。”据此，则该

民歌体式当为杨万里将民歌与竹枝词结合而

来，在后来的流传中遂成为一种固定格式，类

似作品极多，详见第二编《月子弯弯》。

万花小曲 （清）顺治十三年金陵奎壁

斋梓

……

【劈破玉】

……

青山在绿水在冤 家 不 在，风 常 来 雨 常 来

音信不来，灾不害病不害相 思 常 害。春 去 愁

不去，花开闷不开，泪珠儿往往，冤家，滴满了

东洋海。

案：此首已见明冯梦龙辑《挂 枝 儿》卷 三

想部《泣想》，文字略有出入。

第二编

小说中所见民歌

月子弯弯

月子弯弯照 几 州，几 家 欢 乐 几 家 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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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明·冯梦

龙《警世通言》卷十二《范鳅儿双镜重圆》，明

天启四年刊本）

月儿弯弯照 九 州，几 家 欢 乐 几 家 愁。几

人在玉坠金钩帐，几个潇湘夜雨舟。（明·董

说《西游补》第十二回，明崇祯刊本）

笔记中所见民歌

月子弯弯

月子弯弯照 几 州，几 家 欢 乐 几 家 愁。几

家夫妇同罗幛，多少漂零在外头。（明·叶盛

《水东日记》卷五，明弘治间常熟徐氏刻本）

月子弯弯照 几 州，几 人 欢 乐 几 人 愁。几

人高楼行好酒，几人飘蓬在外头。（明·蒋一

葵《尧山堂外纪》卷八十，明刻本）

月子弯弯照 几 州，几 家 欢 乐 几 家 愁。几

家夫妇同罗帐，几家漂散在他州。（明·李贽

《山中一夕话》卷十二《宋人戏破》，明刻本）

月子弯弯照 九 州，几 家 欢 乐 几 家 愁。几

人夫妇同罗帐，几人飘散在他州。（明·王世

贞《艺苑卮言》卷七，明万历十七年武林樵云

书舍刻本）

月子弯弯照 几 州，几 人 欢 乐 几 人 愁。几

人夫妇同罗帐，几人飘散在他州。（明·周玄

暐《泾林续记》，涵芬楼秘籍本）

附录

别集所见拟民歌

湖头别，夜闻舟子吴歌，遂翻其首句为绝

句三迭，追赠情人

月子弯弯照 几 州，青 山 无 限 水 空 流。明

朝晴雨人千里，且尽尊前酒一瓯。

危楼薄暮彩 云 收，月 子 弯 弯 照 几 州。月

落酒醒人又去，萧条四壁候虫秋。

郎倚孤舟妾 倚 楼，不 堪 郞 望 妾 回 头。分

明牛女天河隔，月子弯弯照几州。

（明田艺蘅《香宇集》续集卷二十 九 壬 戌

稿诗，明嘉靖刻本）

这样，既能最大可能保持各类歌谣文 献 的 原

始面 貌，又 体 现 民 歌 文 本 整 理 的 学 术 规 范，在 全

面、系统地梳理吴歌传统中迈出扎扎实实的一步。

二是理论研究。首先，要加深 吴 歌 发 展 与 演

变的轨迹，与不同时代社会思潮的关系研究。比

较不同朝代吴歌的异同，把握其时代特色。吴地

不同时代的文明程度、文化背景、社会风尚不同，

流行在不同时代的民歌一定会呈现不同的风貌，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是反映时代文化的一个

窗口。我们将努力把握个体特征与时代风貌，尽

可能真实、全面地再现古近代吴歌发展与演变的

实际情况。其次，古近代吴歌与地域文化关系研

究。民歌 与 地 域 文 化 相 辅 相 成。吴 歌 与 北 方 民

歌，西南、西北等地区的民歌有着很大的差别，即

使同属吴地，苏州的民歌与无锡、常州的民歌也存

在差异。吴歌中明显反映了吴地语言、风俗、自然

风貌、社 会 文 化 等 地 域 文 化 特 色。第 三，吴 歌 意

义、价值与艺术特征研究。把握民歌特定的思想

价值、历史价值、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注重民歌

本体的研究，把握其中的民俗事象、民歌意象的内

蕴和世俗化、通俗化的特色；探究民歌创作的民间

心态与民歌传播中的大众接受心理，把握吴歌在

移风易俗和资政治国中的独特作用，深刻揭示历

代吴歌的思想意义。第四，古近代吴歌与诗歌、散

文等 的 交 叉 研 究，关 注 雅、俗 文 学 之 间 的 互 动 关

系。运用考论结合、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相结合

等手法，把握作为俗文学的民歌与作为雅文学的

诗歌、散文等，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如明末金坛诗

人王彦泓、有“清代李白”之称的常州诗人黄仲则、

诗人袁枚、洪亮吉、赵怀玉等，其创作内容与风格，

均有受吴歌影响的痕迹。把握民古近代吴歌研究

突破的关键是，文献考证与艺术批评相结合、民歌

创作与理论批评结合、以文学为本位与多学科交

叉研究相结合。我们将从“吴歌”名称与内涵，古

近代吴歌演变的历史轨迹（其中有三大高峰期：南

朝吴声歌曲与子夜歌、明清民歌时调、“五四”前后

的歌谣运动）入手，考察古近代吴歌的“私情谱”特

征，吴歌与意象，吴歌清新自然、含蓄缠绵的美学

价值，委婉清丽、隐喻曲折的语言风格，长篇吴歌

的叙 事 风 格，吴 歌 的 抒 情 风 格，吴 歌 与 吴 地 王 彦

泓、黄仲则等的诗歌创作，吴歌与戏曲，吴歌与小

说，吴歌与水文化，吴歌与民俗，吴歌与宗教，吴歌

与吴地商品经济，吴歌与冯梦龙、刘半农、顾颉刚

等人的文本整理与理论批评，吴歌与传播、明以前

吴歌文献整理、明清吴歌搜集与文献整理、民国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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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民歌搜集与文献整理等。

在吴歌研究方法上，我们在继承中力求创新：

１．以文学研究为主与多学科综合研究相结合。不

同于以往有的民歌研究者或主要从民俗学入手，

或主要从音乐入手，而我们从文学入手，力求将文

学与文献学、音乐、语言学、美学、民俗学、地理学、

生态学、宗教学、传播学等相结合，多角度、多方位

地探讨古近代吴歌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２．文

献的发掘、搜集、整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在前人

已提供的民歌文献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古近代吴歌

资源的发掘、搜集和整理，一边进行田野调查和网

上征集，搜集、整理口头传承的吴歌；一边从戏曲、

小说、笔记、方志、家谱、佛经、道藏及青铜器、石刻

碑志、简帛等文献中发掘、搜集、整理古近代吴歌，

对民 歌 资 料 详 加 考 证，辨 别 真 伪，编 撰《吴 歌 补

集》。３．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相结合。以精研民

歌文本与广征文献资料为基础，探微索隐，取精用

宏，选取有特色的吴歌“个案”作深入而又具体的

研究，再对古近代吴歌作整体研究，力求微观研究

时视野开阔，宏观研究时不务空谈。同时坚持考

论结合，将理论批评建立在资料翔实和文献考证

的基础上，在求实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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