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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由袁牧之执导，赵丹、周璇等
主演，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剧情影片《马路
天使》在国内上映。该剧中由贺绿汀选曲、
田汉作词、周璇演唱的两首插曲《四季歌》
和《天涯歌女》很快走红，成了家喻户晓、妇
孺皆知的大众歌曲。周璇也以此红遍天
下，后来甚至出演了一部同名电影《天涯歌
女》。《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是贺绿汀根
据江南民间小调《哭七七》的调子选编的，
但在选编《天涯歌女》曲子时却一筹莫展。
导演袁牧之就找来了当时流行的江南民间
小调《知心客》，要求田汉重新填词并由贺
绿汀进行选编。田汉的填词是这样的——

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小妹妹唱歌
郎奏琴，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嗳呀嗳呀，
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

家山呀北望泪呀泪沾襟，小妹妹想郎
直到今，郎呀患难之交恩爱深，嗳呀嗳呀，
郎呀患难之交恩爱深。

人生呀谁不惜呀惜青春，小妹妹似线
郎似针，郎呀串在一起不离分，嗳呀嗳呀，
郎呀串在一起不离分。

贺绿汀在接受选编曲子任务后，便把
各唱片公司灌制的《知心客》唱片收集起来
反复聆听，反复比较，发现田汉的填词虽然
吻合了剧情发展的需要，但与《知心客》调
子不完全匹配。

《知心客》在江南一带极为流行，虽是
扬州清曲的曲牌之一，但也有人称之为苏
州小曲、无锡小曲或者吴歌，其原唱词唱的
是《水浒》里阎惜娇的情节——

阎惜娇在楼中满怀愁思少精神，忽听
得妈儿娘叫唤声，楼下来了心腹的人。
拿板凳，看一看假和真，一见楼下还是宋江
到，不由得惜娇我怒气生，我是不理这讨厌
的人。拿板凳，我是不理这讨厌的人。

由此进行一比较，就会发现这只有两
段的《知心客》与那《天涯歌女》差异甚大，
无论是乐句、乐段还是词句、衬词（《知心
客》根本就没有衬词），都不是同一式。

贺绿汀在研读了《马路天使》剧本的相
关情节时，最终发现剧情里年纪尚小又天
生有一副好嗓子的小红被人骗到上海卖给
琴师，终日在茶楼里卖唱的悲惨经历，与浙
江平湖流行的民间歌谣《七朵花》歌词内容
基本相同。而同样作为“码头调”变体的
《七朵花》，调子具有级进型，因间有装饰音
更显完美，唱起来比《知心客》更具那种天
生丽质的柔媚风韵。于是，贺绿汀以《七朵
花》码头调为基调，将包括《知心客》在内的
各个民间歌手的优点集中起来，进行改编
和配器，最终使其完美起来，制作出了《天
涯歌女》这一美妙旋律。

明清时期，由宋代“小词”传承演变而
来的时调俗曲发展到了巅峰。明人沈德符
在《野获编》中叙述当时俗曲在民间流行的
盛况时说：“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
不问男女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
以至刊布成帙，举世成诵，沁人心腑。”平湖
的民间小调“码头调”这一曲牌，跟其他诸
如“孟姜女调”“五更调”“无锡景”“闹五更”
等一样，在明清时期流传使用极为广泛。
但由于民间小调只是口口相传，并无文字
和乐谱记录，直到清代乾隆年间才有《霓裳
续谱》的刊印，将明清及以前的俗曲名目大
多收录其中。

《霓裳续谱》是一部记录了清代中叶以
前的俗曲总集，是国内较早的正式刻印出
版物。原是天津“三和堂”老曲师颜自德传

曲，延请纪晓岚弟子、进士王廷绍（字善述，
号楷堂）点订，最早见的版本是乾隆六十年
（1795）集贤堂初刻本，共收录当时流行的
时调小曲619支，计有黄鹂调、滩簧调、码头
调、扬州调、莲花落、倒搬桨、银纽丝、挂枝
儿等三十种曲调。可见“码头调”这个曲牌
早在两百年前已经普遍流传于民间音乐活
动之中。

码头调（也写作“马头调”）最初是从花
船上的媚曲变化出来的，是“剪靛花调”的
变体，随唱的乐器有弦子、琵琶、四弦和胡
弦。由于该调徐缓清丽、婉转动听，故很快
散发开来，然后遍布江南水乡，继而跟随大
运河船只南北广泛流传，北及京津，南到杭
甬。因它是大运河南北流通时艺人在客货
船中“跑码头”演唱的一种小曲，故称“码头
调”。

码头调这个基本调在南北方流传过程
中出现了很多变体，因而在各地的叫法也
各不相同，比如有地方称“码头调带白”，而
在河北武清到通县一带的称“北板马头
调”，流行于沧县、德州、郑家口、临清一带
的则称“南板马头调”。因此，嘉庆九年
（1804）由华广生编纂成的《白雪遗音》收有
的“码头调”数量巨大，占全书的二分之一
多。《白雪遗音》是道光八年（1828）刊印的
收录清代中叶的俗曲总集，收辑当时流行
的南北曲调如码头调、九连环、起字呀呀哟
等十一种小曲，总计 780首；其中码头调选
录最多，计有曲词 400多首，而且是书中唯
一有工尺谱记传的一个曲牌。

“码头调”流传之广、变体之多，实属罕
见。不必说江浙地区，就是北方地区诸如
山东、河北、辽宁、吉林等省区的各种《放风
筝》《大踏青》，也都使用了这一曲调。1993
年出版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浙江卷》中，
编者就选了 17首“码头调”民歌。“码头调”
影响之大，基本与“茉莉花”“孟姜女”“九连
环”等齐名。

“码头调”在北至吉林、南及福建都有
与之对应的民歌曲目作品，比如济南民间
有《不认的粮船》，苏州、宁波民间有《知心
客》，安吉民间有《下盘棋》，杭州民间有《苏
州内河船》，舟山民间有《前望郎》，兰溪民
间有《放风筝》……而平湖《七朵花》可以说
是“码头调”的代表作了。

笔者小时候经常听到祖父边拉二胡边
哼唱这首《七朵花》。他承继我曾祖父的

“紫霄堂”奏班而当上了班主，主唱昆曲，但
在茶余饭后也会乘兴唱唱一些民间小调。
祖父在笔者十一岁那年意外去世了，可惜
那时年幼无知，没有给记录下来。1979年
国家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发出了
《关于收集整理民族音乐遗产规划的通
知》，后得到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
准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列为艺术科学国
家重点科研项目，随即浙江省开展了一次
全省民间歌曲普查。《七朵花》就是在这次
普查中首次给收集整理出来的，当时平湖
县文化馆的马宏军与林业良一起将根据本
地民歌手龚福奎演唱而记录的歌谱提供给
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浙江卷》编辑委员
会。因此，现在我们看到的歌谱就是 1993
年出版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浙江卷》中
的“码头调”《七朵花》，其中既有曲调也有
歌词，歌词是这样的——

一钱呀逼死女呀么女裙钗呀，前世不
修，四季花儿开啊呀，苦命是落娘胎。哎呀
哎哎呀哎呀，苦命是落娘胎。

顶恨呀爷娘心呀么心太狠呀，贪爱了
银钱，金银花儿开啊呀，卖奴到此地来。哎
呀哎哎呀哎呀，卖奴到此地来。

十三呀十四叫奴学弹唱呀，十五十六，
紫藤花儿开啊呀，逼奴是上阳台。哎呀哎
哎呀哎呀，逼奴是上阳台。

我挣呀银钱老板娘娘拿去用呀，挣不
到银钱，芥子花儿开啊呀，皮条要打上来。
哎呀哎哎呀哎呀，皮条要打上来。

打得呀我浑身血呀么血斑斑呀，病在
牙床，黄菊花儿开啊呀，一命是到阴间。哎
呀哎哎呀哎呀，一命是到阴间。

死之呀没有棺材来安身呀，三张芦席，
腊梅花儿开啊呀，将奴包起来。哎呀哎哎
呀哎呀，芦席是当棺材。

这首《七朵花》明显具有平湖地域的鲜
明特征。从风格、结构、用语等方面看，与
平湖流行的其他民歌类比，具有高度的一
致性，歌词中诸如“顶”“奴”“娘娘”“死之”

“芦席”等语词完全是平湖方言中的习惯用
词，只不过其中“死之”的“之”现大多写作

“仔”（读作“持”），即用在动词后，表示动
态，相当于“着”“了”或“过”。

为何名叫《七朵花》？顾名思义，就是
歌词中每段里各出现了一朵花，共七朵花
（分别为四季花、金银花、紫藤花、芥子花、
黄菊花、腊梅花、□□花）。由此推断，《七
朵花》原本应有七段，现存的只有六段，缺
失了一段（应为最后一段，即第七段）。但
平湖《七朵花》已经是现存文字最多的一首
了，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浙江卷》所收录
的另外两首《七朵花》来看，宁波的《七朵
花》只存一段（水仙花），余姚的《七朵花》只
存二段（无花），只有平湖的《七朵花》非常
接近原貌，因而显得特别珍贵。当然，《七
朵花》的歌词和所带的“码头调”也有变体，
宁波和余姚的《七朵花》就是典型的例证，
它们与平湖《七朵花》这个基本调相比，差
异很大，无论音调的丰富性、变化性、流畅
度，还是歌词的原态性、故事性、抒情性，都
远远不及平湖的优秀。因此，随着《马路天
使》之《天涯歌女》的声名鹊起，作为《天涯
歌女》母本的平湖《七朵花》也就跻身于全
国民间小调名曲之列，与《茉莉花》《杨柳
青》《四季歌》等一样受到各音乐学院的追
捧，《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浙江卷》也将这首
上乘之作排在《七朵花》之首位。2021年11
月，国家大剧院周末音乐会“倾听京杭大运
河沿岸的歌声”，由指挥家曹文工执棒中国
音乐学院民乐团演绎，中国音乐学院声乐
歌剧系（中国声乐艺术研究院）党总支书
记、博士生导师张天彤教授担任导聆，音乐
会曲目涵盖大运河沿岸六个省市的观众喜
闻乐见的经典民歌及器乐作品，带领观众
领略大运河由南至北沿岸的歌声。其第一
期演奏演唱的第一首作品就是浙江民歌中
的平湖《七朵花》，其他三首分别是江苏民
歌《茉莉花》《杨柳青》和山东民歌《采莲
船》。中国音乐学院民乐团这次演唱选取
了平湖《七朵花》的第一、三、四3段，准确地
还原了《七朵花》原有风貌与艺术韵味，再
一次提升了平湖《七朵花》的知名度。

平湖《七朵花》的歌词为上下句句式，
中有衬词，末有反复句咏叹，但其曲调则是
大体规整的四句体结构，其中第一、二乐句
十分对称，第三、四乐句各三个半小节，两
句间衔接不断，形成一个大乐句，并与前两
句相呼应，很像《茉莉花》的构成方式，分开
是四个乐句，整合是前后两个部分，究其根
由，恐怕是为了与唱词的相应结构保持某
种平衡关系。全首民歌的音调以级进音型
为主，辅以装饰音，偶然出现的几个五度、
六度、八度跳进，是乐思展开的动力，并使

缠绵柔婉的旋律有了闪光的亮点。平湖
《七朵花》旋律清新细致，润腔细巧，音高装
饰较多，因而扣人心弦，脍炙人口，历久不
衰。

平湖的民间歌谣，是属于吴歌的一部
分，俗称“山歌”“田歌”，也称“田山歌”，遍
及各乡各镇，尤其以东乡“耘稻田歌”、新埭

“泖田山歌”最为突出。其曲调众多，类型
齐全，巨制小作均备，大小长短不一，作品
数量巨大，难以精计，但可数以千计，因而
被称为浙江民歌的“重彩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继“中国民间歌
曲集成”工程之后，开展了“中国民间文学
集成”（故事、歌谣、谚语卷，简称“三集成”）
工程，对民间歌谣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收
集整理，于1990年刊印了《中国民间文学集
成·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县故事歌谣谚语

卷》，可惜只存录了 179首民间歌谣。2017
年中国文联、中国民协宣布正式启动编纂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工作，“浙江卷”编纂
工作也随之启动。2021年“浙江歌谣卷”
的地市分卷编纂全面铺开，笔者担当了嘉
兴卷和平湖卷的统编整理工作。面对近
三十年来民间歌手锐减、歌谣风化严重、
库存档案缺失等困难，怀着“再不收集就
要失传”的极度紧迫感，发动胸有民歌情
怀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和有识之士，本着

“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文化遗产”的高
度责任感和“本世纪乃至史上最后一次集
成”的光荣使命感，勤于田野作业，不断发
现线索，进行深度挖掘，潜心钩沉搜集，科
学精细整理。经过一年的努力，已收集整
理了 545首，加上“三集成”的 179首，累计
达到了724首。

这些包括《七朵花》在内的七百多首民
间歌谣，真不愧为平湖地方文化的艺术瑰
宝。内容缤纷多彩，涵盖了劳动歌、时政
歌、仪式歌、生活歌、爱情歌、儿童歌、历史
歌等。曲调多种多样，码头调、四季调、五
更调、拜香调、泗洲调、无锡景、麻城调、花
鼓调、响铜铃调、孟姜女调、梳妆台调等等，
凡是吴歌存有的曲调，平湖几乎均有。篇
目丰富繁多，形成了以“十个”“新妇”“十二
月”“养新妇”“小妹妹”“五更五点”“手扶栏
杆”“搭识私情”“姐勒房中”“十二月花名”

“东南风吹来”“天上一颗星”等为名的系列
作品群，而事实上实际存在过的远不止现
存的有文字记录的724首，只可惜为数不少
的田山歌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销声匿迹了。
这些田山歌紧接地气，极其生活化，乡土气
息浓郁，而且唱词虽朴实无华，但主题鲜
明，表现手法多样，因而显得有韵有味，意
蕴绵长；篇幅长短不一，大多呈排比式、级
进型的十二三段，也有短则只有四句头、长
则多达四百四十句的，如《二娘与含官》长
达 280句、字数达到 2448字，《林四姐与姚
小二官》长达 365句、字数达到 3190字，而
《孟姜女》则长达 441句、字数竟达到 3635
字，是平湖田山歌中不可多得的三首长篇
叙事歌。

邻县嘉善田歌出名了《五姑娘》，而我
们平湖则有《七朵花》。除了名声在外的
《七朵花》，平湖田山歌著名的还有《哭七
七》《绣瓶袋》《苦啊鸟》《摇大船》《时髦货
色》《十只台子》《十二月唱头》《二娘与含
官》等。《七朵花》能够走入音乐学院的法
眼、能够走进国家大剧院登上国内最高舞
台，足以证明平湖田山歌的艺术魅力和文
化地位。所以，我们平湖的文艺工作者不
能妄自菲薄，更不能自我虚无乃至视而不
见，应该珍视自己拥有的宝贵文化遗产，
不但要大力宣扬并运用自己的文化名片，
而且要从中汲取艺术营养，创作出更多紧
接乡野地气、秀出平湖身段的优秀作品
来。 2022年5月15日

（本版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码头调

《七朵花》

田山歌

2021年在国家大剧院“倾听京杭大运河沿岸的歌声”周末音乐会上演唱《七朵花》

乡民在田间唱耘稻田山歌

《七朵花》乐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