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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晚几年
可能一个都找不到了”

去年5月起，区非遗中心以上海音乐学院民族声乐演唱

专业硕士毕业生李丽为主，开始寻访富阳本土民歌。

无论是在区档案馆还是区史志办，李丽都没能找到富

阳民歌的资料。幸运的是，她打听到上世纪70年代末，富阳

老一辈群文工作者曾收集过民间歌曲，还找到了当时留下

来的一本油印的谱例，上面有30首左右的民歌，有些还有演

唱者和记录者的名字。

本子上还注明了演唱者当时的年龄和所在公社，根据这

些信息，李丽找到了李华山、毛焕祥、陈玲花等几位当年的收

集人，也寻访到了几位民歌原唱人：章金岳、蒋章英、章宝祥、

章荣校⋯⋯他们年纪轻的70多岁，年长的已近90岁。

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保存着 600 多首全省各地民歌的原

声音频，但只有编号没有歌名等资料。李丽逐一聆听、甄

别，用手中的谱例对照，从中找到了近10首富阳民歌。

这些只是当年所收集民歌中的一小部分。当年的收集

者毛焕祥记得很清楚，收集完成后，他曾上交过一本记录了

上百首民歌的塑料封皮笔记本，仅此一份，没有备份。但李

丽找了无数可能的地方，都没有这本珍贵资料的影子。

因此，李丽一方面遗憾自己开始这项工作有些晚了，同

时又感到一丝庆幸，“如果再晚几年，可能会唱富阳民歌的

人一个都找不到了。”

富阳本土民歌的
丰富和优美让人吃惊

号子、山歌、小调⋯⋯随着收集的推进，富阳本土民歌

的丰富和优美让李丽既吃惊又欣喜，它们几乎涵盖了民歌

所有的形式，同时又有鲜明的富阳特色。

比如号子，是人们在集体劳作场合演唱的歌曲，以统一

劳动节奏、协调劳动动作、调节劳动情绪，它的歌唱方式基

本上以“一领众合”为主。而富春江上的“鱼鹰号子”——鸬

鹚调，却是渔民指挥鱼鹰捕鱼时唱的，是人和禽交流时发出

的呼喊。于是它的曲调格外悠扬婉转，间插大量虚词，“喔

荷荷”“哈哈哈嗨”“呜嗬哟”⋯⋯速度自由，时有真声，时有

假声，不多的歌词也多为和鸬鹚的对话。

从歌中大量的衬词看，它近似号子，但就其旋律的优

美、节奏的丰富来说，又更像山歌。常年与鱼鹰相依为命的

生涯，也让富春江上的鸬鹚调有了丰富的种类，不同的季

节、鱼种，鱼鹰下水、回船，都有对应的号子。李丽找到的老

渔民钱林法，就能唱多首鱼鹰号子：吐蛋调、春秋抲鱼调、夏

季抲甲鱼调、冬季抲鱼调⋯⋯

浙江省长三角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黄大同教

授，1979年曾专门来到富阳搜集民歌。他告诉李丽，全国各

地甚至国外的日本，都有鱼鹰捕鱼的传统，但用号子指挥捕

鱼的，只有富春江上才有。

山歌则是人们在山间放牧、砍柴、挑担、行路等个体劳

动生活中，随意咏唱的一种短小民歌。李丽说，富阳是丘陵

地区，可能山头之间没那么遥远，本地的山歌调子就没那么

高，那么长，有较多的倚音、颤音等装饰音，丰富了曲调的表

现力。小调则是属于娱乐消遣的民歌。在富阳，小调遍及

各个乡镇。由于富阳纸农与外界交流频繁，以及通婚等因

素，富阳的小调也有着其他地区的调式。

如果民歌是风
她就是采集这风的人

为了让采集到的这些本土民歌得到更好的传承和推

广，李丽从中精选了11首，邀请了姜一民、施翔、杨霖希等国

内知名音乐专家，帮忙整理、改编词曲，并以富阳传承了一

千多年的竹纸制作技艺为灵感，新创作了民歌《竹纸歌》。

“我们在原生态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改编，如原来一个声

部的改成 2 个或 3 个声部，或者加上舞蹈动作，但富阳民歌

的原汁原味都得到保留。”李丽说。

今年 12 月 2 日，“家在富春江上”——富阳本土民歌演

唱会在富阳影剧院上演，12首全新创作、整理的富阳民歌首

次亮相。这场精彩纷呈的民歌盛宴取得了轰动效果，现场

座无虚席，网上直播在线人数达10万人。

40多年前曾来富阳收集过民歌的黄大同教授在演唱会

后高兴地表示，富阳在保护传承推广本地民歌上交出了一

张漂亮的成绩单，希望富阳进一步把这些非遗版的传统民

歌打造成精致的创作版，推向全国，唱响全国。

接下去，李丽准备按计划继续寻访富阳民间的民歌艺人，

争取到后年能收集整理40~50首民歌，出一本《富阳民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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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悠长婉转的歌

声响起，渔夫轻轻舞动着

梢竿，鸬鹚们仿佛听懂了命

令，一只接一只钻进了江心

⋯⋯

这便是富春江独有的渔歌

—— 鸬 鹚 调 ，也 称“ 鱼 鹰 号

子”。它在渔民们长期驯养鸬

鹚捕鱼的生活中诞生、传唱，在

富春清风碧水上流淌了千百

年。但随着渔业资源保护日趋

严格，鸬鹚这种传统的捕鱼方

式早已从富春江上消逝，与之

相伴相生的鸬鹚调也沉寂了。

有山有水，有平原有丘陵，

鱼米之乡杭州富阳曾有着丰富

的本土民歌。然而，在快节奏

的现代生活中，还有多少人能

记得它们，能吟唱它们呢？

去年以来，富阳区非遗中

心工作人员李丽几乎跑遍了富

阳所有乡镇，寻找民歌艺人，

“抢救性”挖掘了 40 余首富阳

民歌。并在众多省市专家帮助

下，对其中的11首作了进一步

整理编辑。

这些各具特色、旋律优美

的民歌，常常让科班出身的李

丽惊叹，“就像失落的珍珠，我

想把它们一颗颗都找回来，重

新串成链子，让这份属于家乡

的人文记忆流传下去。”

吐蛋调、抲鱼调、抲甲鱼调⋯⋯
这些断档40多年的民歌你听过吗？
富阳抢救性挖掘40余首本土民歌，精选出11首加以改编并演出

富阳民歌演唱会剧照富阳民歌演唱会剧照 李丽寻访富阳民歌老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