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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山歌的特色及其興衰客家山歌的特色及其興衰客家山歌的特色及其興衰客家山歌的特色及其興衰    

 

組長：謝翠珊 6S 

組員：林良剛 6S  胡崑磊 6S  徐佩儀 6S 

導師：劉守貞老師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客家藝能文化”，指的就是在客家地區所流行的戲曲、曲藝、音樂、舞蹈、歌謠、雜耍等。而

客家民俗歌曲是指在各種生產勞動和社會生活中歌唱的聲樂曲。包括：山歌、勞動號子、小調、習俗

歌曲、兒歌、宗教歌曲。其中，山歌最具代表性意義。 

  因此，我們便藉著是次文化考察的寶貴機會研究客家山歌，並訂本報告的題目為「客家山歌的特

色及其興衰」。 

  我們今次考察地區為閩西，而閩西客家山歌是指流傳於舊屬汀州府沿的長汀、上杭、武平、永定、

寧化、清流、歸化（今明溪）等縣和連城部份地區客家人聚居地的山歌。 

  猶如鏡中影像是現實生活場景的反映一樣，藝能文化作為客觀現實在藝能者頭腦中反映的產物，

從中亦可感受到現實生活的某些側面。同樣，在客家山歌文化中，也可以體現出客家人的精神風貌。

因此，我們希望透過客家山歌文化從而了解客家人的精神風貌我們希望透過客家山歌文化從而了解客家人的精神風貌我們希望透過客家山歌文化從而了解客家人的精神風貌我們希望透過客家山歌文化從而了解客家人的精神風貌。 



2002-03 年度閩西客家文化考察報告摘要                            客家山歌的特色及其興衰 

 30

研究方法與過程研究方法與過程研究方法與過程研究方法與過程    

    為達到研究的目的，本研習採取以下研究方

法： 

一一一一．．．．文獻資料歸納法文獻資料歸納法文獻資料歸納法文獻資料歸納法    

  蒐集有關山歌的緣起、類型、形式、作用等

主題之文獻資料，經資料的整理，以了解山歌的

特色。 

二二二二．．．．假設法假設法假設法假設法 

  以山歌的歌詞分析客家人唱山歌的目的及

所表達的情感，從而假設一些客家人的精神風

貌。 

三三三三．．．．口頭訪問口頭訪問口頭訪問口頭訪問 

    訪問當地老、中、青三代對山歌的看法，以

了解山歌的特色及其興衰。 

四四四四．．．．參與講座參與講座參與講座參與講座 

引用當地學者介紹客家之文化，協助我們了解客

家這個族群。 

五五五五．．．．實地考察實地考察實地考察實地考察 

    在閩西當地親身體驗客家人的精神風貌是

否與我們之前假設的是否一樣。並視察唱山歌的

形式及其在當地流行的情況。 

為達到研究的目標，我們以口頭訪問、參與講座

以及實地考察的結果（即第一手資料）印證我們

之前的假設是否正確，以及與文獻資料作出比

較。從而分析客家人的性格特徵及山歌興衰的原

因。 

 

分析一分析一分析一分析一：：：：山歌的緣起山歌的緣起山歌的緣起山歌的緣起    

一一一一．．．．文獻資料文獻資料文獻資料文獻資料 

  客家人的生活與“山”發生緊密的聯繫。由

於天災和戰亂的驅迫，他們扎根於在贛閩粵邊的

山區中，只可以靠耕種為生，而生活所需亦多是

取於山間荒野。在拓荒墾植時，把挑擔、砍樹、

撐船勞動時有節奏的呼吸哼出曲調；把與遠山或

河對岸的人高聲交談變成歌聲，山歌就這樣產生

了。 

 

二二二二．．．．口頭訪問口頭訪問口頭訪問口頭訪問 

  振成樓樓主曾孫女指出，山歌的形成是因為

從前客家人的工作以耕種為主，生活比較刻板、

沉悶、乏味，於是便利用唱山歌作娛樂。諸如：

客家婦女在河邊洗衣服，男的就在山上砍樹、耕

田，他們遙相對唱互相溝通，傳達感情，這樣山

歌便產生了。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文獻資料與口頭訪問的資料大致相同。由於

第一手資料和第二手資料同樣講述客家山歌是

因為客家人日常勞動而產生的，因此我們確定山

歌的緣起是和他們的生活環境有關。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二二二二：：：：山歌的類型山歌的類型山歌的類型山歌的類型    

一一一一．．．．文獻資料文獻資料文獻資料文獻資料    

  客家山歌的內容大致可分為兩類：一種是對

自然景物的讚美、陶醉或自我情感的發洩，唱時

不一定有對象，如：勞動歌、四季歌、生活歌、

訴苦歌等；另一種是情歌，包括戲謔性的山歌。 

 

二二二二．．．．口頭訪問口頭訪問口頭訪問口頭訪問    

  山歌編輯吳先生表示在不同時節客家人就

會唱不同類型的山歌，因此這類的山歌被稱為四

季歌。 

 

三三三三．．．．實地觀察實地觀察實地觀察實地觀察    

1. 一位婆婆與伯伯在長汀縣三元閣對出空地 

  對唱的就是一首訴苦歌。 

2. 導遊小姐在車上所唱的是一首情歌。 

3. 永定縣慶成樓山歌老師所表演的山歌，是一 

  首勉勵孫兒長大後要勤奮工作的生活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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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雖然在不同時間唱不同的山歌，但由於時代

的變遷，現在多數的人都是唱情歌及生活歌，由

於從耕種的人比以前少，因此唱勞動歌的人就比

較少。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三三三三：：：：山歌的形式山歌的形式山歌的形式山歌的形式    

一一一一．．．．文獻資料文獻資料文獻資料文獻資料 

1. 以一首曲調反覆唱詠。 

2. 根據情況內容需要，選用多首曲調組合聯 

   唱。 

3. 為表達複雜多樣的感情，從多首曲調中，取 

   其典型樂句，重新組合成一首新的曲調。其 

   歌詞往往是觸景生情，隨編隨唱，曲調因人 

   而論，多有即興創造。 

4. 有時更會伴以樂器及歌舞的形式唱山歌，樂 

   器有笛、揚琴、琵琶、板胡、高胡、二胡、 

   竹板、小鼓、鐘鑼等民族樂器。亦吸收小提 

   琴、低音提琴等西洋樂器。以竹笛為主奏樂 

   器。 

 

二二二二．．．．實地考察實地考察實地考察實地考察 

1. 在培田古民居有一位當地居民為我們唱一首 

   山歌，他把歌詞不斷反複唱詠。 

2. 在長汀汀江(母親河)畔，有一群公公婆婆坐 

   在一條石階上唱山歌。他們唱山歌的形式是 

   一唱一和，你唱幾句時我唱幾句，連綿不斷。 

3. 同一時間在附近的一塊空地，有數位老伯伯 

   演奏著二胡，而旁邊有一男一女各自手持一 

   條草本植物在唱山歌，他們邊唱邊跳，載歌 

   載舞。 

4. 在三元閣對出的一塊空地，有一位婆婆與一 

   位伯伯在對唱山歌，他們是把山歌的歌詞牢 

  記在腦海裡，其後配合情況所需而選用不 

  同山歌的歌詞組合成為另一首山歌並唱出 

  ，因此他們在對唱其間是有停頓的。 

5. 在永定縣慶成樓有一位山歌老師以口唱詠， 

   以手利用一種只由四塊木片所組成的簡單樂 

   器來擊出輕快又清脆的節奏，所以他表演的 

   形式是以樂器伴奏。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我們的親身体驗能夠證實文獻的資料是確

實的，山歌的形式包括對唱，清唱，獨唱，樂器

伴奏及載歌載舞。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四四四四：：：：山歌的山歌的山歌的山歌的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一一一一．．．．文獻資料文獻資料文獻資料文獻資料    

 在舊社會，人民的家庭中沒有什麼娛樂活

動，很少有輕鬆的生活節目。一旦走進山野，精

神得到解放，心花怒放地、無拘無束地要以山歌

來發洩情感，尤其是男女在山間的共同勞動中建

立了感情以後更要以山歌來互相傾訴戀情。客家

山歌還是維繫海內外客家人情感的紐帶。一聽到

客家山歌，四海之內的客家人就會牽動思鄉之

 

 

 

石階上唱山歌的公公婆婆 

載歌載舞的男女 



2002-03 年度閩西客家文化考察報告摘要                            客家山歌的特色及其興衰 

 32

情。真所謂“一曲鄉音動真情”。客家山歌既有

娛人娛己的“人間”功能，有具有娛神的“家

教”功能。 

 

二二二二．．．．口頭訪問口頭訪問口頭訪問口頭訪問    

1. 編輯山歌曲譜的吳先生表示，在工作時唱山 

  歌的作用是消除疲勞，在一些特別節日時唱 

  山歌是用來表達情感。在拜神時，會以山歌 

  來祭神。另外，吳先生亦指出山歌起了團結 

  的作用，因為客家婦女的性格是刻苦耐勞的， 

  她們願意擔起保衛國家的責任，充當紅軍， 

  他們在出戰時便會唱山歌來激勵士氣。 

2. 振成樓樓主的曾孫女指出唱山歌是為了抒發 

  情感及消除疲勞。另外，她亦指出客家山歌 

  在客家族群中起了團結的作用，並且透過山 

  歌來維繫族群內的感情。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受訪者所言與文獻資料所記載的完全吻

合，因此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客家山歌除了娛人娛

己外，亦可娛神。另外，為了消除疲勞人們多是

唱勞動歌，而表達情感時，人們多是唱情歌。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五五五五：：：：客家山歌的沒落客家山歌的沒落客家山歌的沒落客家山歌的沒落 

一一一一、、、、山歌的傳播方式山歌的傳播方式山歌的傳播方式山歌的傳播方式    

1.家教 

  依振成樓樓主的曾孫女指出客家山歌的傳

授方式多是由父母教子女唱的。 

2.自學 

  山歌老師表示他是自己學唱山歌的，他主要

是靠聽別人唱山歌時所學，並沒有人教他唱的。 

3.拜師 

  有些人會因為想學唱山歌而去拜師，就像在

慶成樓向山歌老師拜師學藝的女子一樣，因 

為自己本身對山歌感興趣而去學唱山歌的。 

 

 

 

 

 

 

 

 

    

二二二二、、、、不同年齡人士對山歌的看法不同年齡人士對山歌的看法不同年齡人士對山歌的看法不同年齡人士對山歌的看法    

代表人物 年齡

層面 

對山歌的看法 

山歌老師    老    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化的精髓，

但山歌已經被淘汰了，這實在

太可惜了，為了把山歌繼續流

傳，於是他便開班授徒。 

山歌編輯

先生    

中    山歌是很詩情畫意的。    

振成樓樓

主的曾孫

女 

青 山歌是較古老的東西，在現今 

社會已經過時。 

小學生    少 唱山歌是一件很土的事，而且

會被其他同學取笑。    

 

三三三三、、、、山歌的普遍程度山歌的普遍程度山歌的普遍程度山歌的普遍程度        

  經過連日來的訪問及觀察，我們得知山歌 

已經沒有以前那麼流行沒有以前那麼流行沒有以前那麼流行沒有以前那麼流行，，，，而且更有被淘汰的跡而且更有被淘汰的跡而且更有被淘汰的跡而且更有被淘汰的跡    

象象象象。我們發現現時懂得唱山歌的人大多是上了 

年紀的公公、婆婆，而除了一些因工作需要的 

人，例如形象小姐及導遊外，年輕的一輩大多 

是不會唱山歌的。當我們訪問一些小學生時， 

他們均表示不懂得唱山歌，而他們都同時表示 

他們的父母不懂得唱山歌。而大部份受訪者指出

懂得唱山歌的也是五十歲以上的人士。 

 

四四四四、、、、年輕人不會唱山歌的原因年輕人不會唱山歌的原因年輕人不會唱山歌的原因年輕人不會唱山歌的原因    

 
客家人在特別節日一邊唱山歌一邊舞獅 

 
在慶成樓拜師學藝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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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編輯山歌的吳先生所言，年輕的一輩不唱

山歌的原因除了是因為他們覺得山歌是過時及

古老的東西外，還有以下的原因： 

1.父母不懂得唱山歌： 

  由於現今的父母很多也不懂得唱，所以他們

便不能教授子女唱，導致唱山歌的藝能出現斷層

的情況。                             

 

2.父母不教子女唱山歌： 

  一般的父母只是因應自己的喜好來選擇教

授小朋友唱山歌與否，即父母不喜歡唱山歌就自

然不會教小朋友唱，所以以家教的山歌傳授方式

現已日漸式微。 

 

3.學校沒有教授山歌： 

  由於學校認為有些山歌的內容不健康，尤其

是有關於男女之情的歌，因為客家是一個熱情奔

放的民族，其情歌的內容比較露骨，不適合教授

與小朋友。                 

 

4.年輕一輩對山歌沒有興趣： 

  由於新派的娛樂不斷湧現，在那麼多的選擇

下，他們選擇了流行曲，而放棄了山歌。在與龍

岩田家炳高中生交談時，我們得知他們十分崇拜

時下的歌星，還不斷詢問我們有關香港偶像的問

題。 

 

五五五五、、、、山歌衰落的原因山歌衰落的原因山歌衰落的原因山歌衰落的原因    

  根據我們的分析後，山歌衰落的原因山歌衰落的原因山歌衰落的原因山歌衰落的原因主要是主要是主要是主要是

社會發展的影響社會發展的影響社會發展的影響社會發展的影響。中國由從前的農業社會轉變成

為一個以工業為主的社會，而人民都走出農村去

到城市工作，所以從事耕種的人民就比以前少。

因此，他們對於唱山歌的需要亦相對減少，因為

他們不再需要以唱山歌的方式來打發疲勞，所以

我們亦看到唱四季歌及勞動歌的人會比較少人

會。 

 

六六六六、、、、山歌現時的情況山歌現時的情況山歌現時的情況山歌現時的情況    

  由於時代的變遷及社會的進步，客家山歌 

在各方面亦有所轉變。 

1.山歌的作用： 

  由從前的表達情感、消除疲勞的作用演變成

現在的用來維繫內外客家人之間的感情，所以山

歌現在主要是用來團結客家人的力量。              

 

2.唱山歌的場合： 

  以前的客家人是在工作及耕種時唱的，但現

在唱山歌已變成老輩的習慣，他們在固定時間約

三五知己到固定的地方集合一起唱山歌，就像在

母親河附近和三元閣的公公婆婆一樣。 

 

3.山歌的學術化： 

  由於山歌是客家族的文化精髓，但有失傳的

現象。因此，吸引了很多學者去研究山歌，令山

歌變得學術化。從山歌編輯先生把山歌的歌詞重

組，編輯成一本山歌的精華錄出版，以供大眾參

考；以及從開班授徒的山歌老師身上可亦體現出

客家山歌被視為一門學術。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總括而言，客家是一個刻苦客家是一個刻苦客家是一個刻苦客家是一個刻苦耐勞耐勞耐勞耐勞、、、、熱情奔放熱情奔放熱情奔放熱情奔放

和團結進取的族群和團結進取的族群和團結進取的族群和團結進取的族群。其中，客家婦女的勤奮更是

聞名於世。客家族的確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效

發，尤其是刻苦耐勞和團結進取。恰巧客家人以

上的精神風貌都在我們是次研究的主題『客家山

歌』中有鮮明的體現。可惜的是客家山歌現正受

到文化的衝擊，以及社會發展的影響，已逐漸被

淘汰。 

  客家山歌在面對失傳的危機下，為了把這客

家的文化精髓流芳百世，本組提出了以下建議，

希望能夠令年輕一輩對山歌產生興趣，從而再創

 
山歌老師開班授徒的地方----慶成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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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股唱客家山歌的熱潮，引領唱山歌的文化走

到最高峰。 

1.1.1.1.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學校應對山歌採取開放態度，從積極而正面

的角度去看待山歌，例 如：老師可以教授同學

唱一些生活歌或勞動歌。因為大部分在窮鄉闢壤

的小學生放學後都要下田耕作，假如老師教他們

唱勞動歌定能使他們對山歌產生興趣，更可增加

他們在耕種時的樂趣。 

    

2.2.2.2.宣傳宣傳宣傳宣傳： 

  研究客家山歌的學者可組織在一起，像山歌

編輯吳先生一樣，把山歌曲譜編輯成書，更可以

請著名的歌手把山歌收錄在唱片內，然後推出市

面，吸引年輕一輩的注意。 

    

3.3.3.3.把山歌的成份融洽在流行曲之中把山歌的成份融洽在流行曲之中把山歌的成份融洽在流行曲之中把山歌的成份融洽在流行曲之中： 

  音樂界的人士可考慮把部份山歌的成份，例

如：歌詞或曲調與流行曲融洽。由於年輕的一輩

喜歡聽流行曲，因此用這一方法可使他們容易接

受山歌這事件，令他們認為山歌並非過時。 

 

4.設立山歌學堂設立山歌學堂設立山歌學堂設立山歌學堂： 

  年老一輩應開班授徒，就好像山歌老師一樣

積極地把山歌傳授給下一代。讓對山歌產生興趣

的年輕人便能夠容易接觸到山歌和確確切切可

以學唱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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