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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安顺屯堡说唱音乐研究
肖　玉　杨万银　陈登文

（安顺学院，贵州 安顺 561000）

摘要：屯堡说唱音乐源于明初朱元璋“调北征南”的军事行动，是屯堡地区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

是屯堡人的文化遗产，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屯堡说唱音乐有着史料价值以及艺术价值等，在当前形势下，还能助力乡村振兴。该文拟

从屯堡说唱音乐的分布范围、价值、搜集途径等方面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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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屯堡说唱音乐的分布范围和表现形式

贵州安顺屯堡说唱音乐是一门古老的民间说唱艺术，是安顺

及周边地区屯堡村寨里的一项传统曲艺，曾经是各屯堡村寨广为

流行的文娱活动，当地人称“安顺唱书”。唱书作为安顺屯堡文

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屯堡人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不过，

相对安顺屯堡的地戏艺术和傩雕艺术，它的传播度远远不及前者。

因而，对安顺屯堡音乐文献的搜集、整理，挖掘其内涵和艺术价值，

显得尤为重要。

二、分布范围

贵州安顺屯堡说唱音乐流行的范围主要在安顺、平坝、普定

的屯堡村寨。贵州安顺、平坝、普定等地区的屯堡村寨，源于明

初朱元璋的“调北征南”，及之后的“调北填南”。明军消灭了

云南的元朝势力后，在贵州留下一部分驻防的屯军和家属。这些

屯军和家属，及明清之际“填南”来的汉族及其后裔所组建的村寨，

就是所谓的屯堡，那里所居住的就是现在所称的“屯堡人”。当然，

屯堡音乐也散见于安顺周边，诸如清镇、镇宁等地。不过是以安

顺为中心，向周边辐射，所以我们将之统称为“安顺屯堡说唱音乐”

（以下称屯堡说唱音乐）（如图 1、2）。     

图 1 屯堡说唱音乐《凤凰记》    图 2 屯堡说唱音乐《卖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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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现形式

屯堡说唱音乐存在于花灯、地戏以及婚丧嫁娶等仪式中，包

括说和唱两种表达形式。说和唱交替进行，间或配合着动作进行。

说，类似于传统戏剧里的旁白，对故事情节的进展，有着重要的

作用。可将屯堡说唱音乐理解为音乐剧，只不过它的人物少，故

事情节相对简单。说唱音乐采用一人多角的表演方式，在讲唱故

事的过程中，既使用第三人称的叙事体，也使用第一人称的故事

人物代言体。叙事时从客观的角度讲述故事情节的发展，代言时

则模拟故事中的不同人物的口吻、表情、姿态、性格，将人物的

音容笑貌表现出来。[1] 屯堡说唱音乐大抵如此，演唱者或说或唱，

既不搭戏台也不用乐器伴奏，道具也简单，一桌一椅足矣。采用

一人饰演多个角色的形式说唱，腔调抑扬顿挫，唱腔随着剧情的

变化而变化。说唱结合，插科打诨，通俗易懂。

告别了征战之后的屯堡人，皆以耕读传家，说唱音乐的表演

一般在农闲时。时间集中在正月和七月的夜晚，大家聚集在寨子

的公共场地，围坐一起听着屯堡音乐消遣。相比贵州同类型民间

山歌的唱而不白、“贵州方言”白而不唱，屯堡说唱音乐既唱又白，

自由随意，更易于被大众接受。

四、屯堡说唱音乐的价值   

作为民间艺术的表现形式及载体，屯堡说唱音乐一般有它的

说唱脚本，这种脚本带着岁月的痕迹。目前所能看到的脚本，一

般由民间艺人搜集整理，油印装订，普遍现于赶场日子的地摊上。

屯堡说唱音乐是屯堡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丰富多

彩，包括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生产劳动等。承载了屯堡人的世

界观和人生观，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

（一）屯堡说唱音乐是屯堡人生活的反映，具有史料价值。

屯堡说唱音乐是屯堡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是

他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以道情、山歌为载体，反映了他们的思

想情感和生产生活。屯堡说唱音乐是屯堡人民共同创造和拥有的

精神财富，在历史长河中起着沟通历史与现实的作用。它对研究

屯堡人的历史、民族心理、民族性格、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音

乐文化等具有重要作用，对屯堡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一定价

值。

屯堡说唱音乐是在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它与屯堡地区的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创作和流传，反映

了一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同时也是屯堡人思想意识、

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变化的缩影，对于我们研究屯堡

人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社会文化变迁都具有重要的研

究价值。它生动地记录了屯堡人的生活状况、文化习俗和日常生活，

为研究屯堡文化和当时社会生活提供了极好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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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屯堡说唱音乐塑造了屯堡人的精神世界，具有精神文

化价值。

屯堡说唱音乐是屯堡地区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

中，对各种生活现象的反映，是屯堡人在社会生活经验中所形成

的精神财富。作为意识形态之一，它对屯堡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对塑造屯堡人的精神世界，具有重要的作用。屯堡

说唱音乐的内容丰富多彩，包含了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生产

劳动和日常生活等。其中的忠君爱国、惩恶扬善思想，既反映屯

堡人的正义与爱国，又反映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通过音乐，感

受到屯堡人的民族大义的同时，增强人们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

（三）屯堡说唱音乐有独特的艺术形式，丰富了中国民族音

乐的样式。

屯堡说唱音乐，是伴随着明初江南等地汉文化的迁入，与贵

州本土文化的碰撞而产生的。它既有别于明清时期汉族的音乐形

式，也不同于贵州本土民间音乐形式。是天时、地利与人和的产物。

屯堡人世代聚居于贵州安顺及周边地区，他们在长期的生活中，

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屯堡说唱音乐。这些音乐不仅对屯堡人的民族

心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生活方式等都有着深刻

的影响，还丰富了民间文化，以及民族音乐的样式。

（四）为旅游增色，增加游客的体验感

2022 年，文化部、旅游部以及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了《支持

贵州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贵州将以此为契机，

旅游业将蓬勃发展。安顺境内有两个 5A 级景区，作为历史文化名

城，每年吸引了中外的大批游客。大量的游客除了能欣赏黄果树

大瀑布之类的自然风景、多彩多姿的民族风情，还能体验与众不

同的屯堡说唱音乐。“发挥文化铸魂、文化赋能作用和旅游为民、

旅游带动作用。”[2] 屯堡说唱音乐作为安顺屯堡最有代表性的艺

术之一，在重大节日伴随着各种民俗活动，除了能丰富老百姓的

文化生活以及充实精神信仰，更能增加游客的体验感。

五、 屯堡说唱音乐的代表作品

屯堡说唱音乐除了受汉文化影响外，也受贵州本土少数民族

万物有灵说的影响。其作品内容包罗万象，如，国家大事、个人情感、

风土风情、时代风貌、山川河岳、虫鱼鸟兽等。代表作品有：《蟒

蛇记》《张四姐大闹东京》《双上坟》《五美图》《八仙图》《孟

姜女哭长城》《鹦哥记》《开宗义》《后八仙图》《三元记》《王

玉莲征西》等……

屯堡说唱音乐从规模上来说，可分为“大唱段”和“小唱段”。

（一）大唱段

大段书指的是那些叙述历史故事的唱本，有《彩楼记》《四

下河南》《白鹤传》《洛阳斩单》《秦琼哭尸》《王氏哭夫》《单

金莲哭父》等等，这些大段书唱本，除了平时说唱娱乐，主要的

是作为地戏表演的剧本。

（二）小唱段

小唱书又称“民间杂记”“民间唱本”。主要有《柳荫记》《西

厢记》《八仙图》《蟒蛇记》《金玲记》等等，甚至还有《增广贤文》

《十月怀胎》《叹五更》等等民间自编的小唱本。唱书的文本句

式很严格，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七字句，很少出现八个字、九个字的，

七字以下不会出现。十字句的“三三四”句式集中出现在故事中

的书信内容上（包括战争故事的下战书）和故事高潮。

六、 屯堡说唱音乐文献搜集的途径与整理思路

（一）搜集途径

通过网络查询、走访安顺屯堡村寨的地戏队，与屯堡说唱音

乐诸如地戏、花灯和山歌的传承人或艺术家进行访谈，做好口述

记录。并到贵州省及安顺图书馆、档案馆、屯堡研究中心查阅文献。

包括地戏、花灯、山歌等的说唱音乐的谱例、唱本、故事、相关

的图片等。

（二）整理思路

首先，通过多渠道了解屯堡说唱音乐，包括听地戏、山歌、

花灯等，以及对分地戏、花灯、山歌等的传承人或民间艺人进行

访谈，取得第一手资料。走访贵州安顺及周边的相关研究机构、

各个寨子的地戏队，访得各种版本的说唱音乐文献。在搜集这些

材料时，要写明材料的性质与收藏之处，以备将来可能之需。最

好留下当事人的联系方式，以便日后随时咨询。

其次，对前期资料的广泛搜集与阅读，以及对国内外相关研

究成果的分析总结，对各种文献进行梳理分类。走访本研究领域

的学者或研究人员，聆听其建议，参考其研究思路。

最后，根据前期的调查结果，包括谱例、图片、口录及手抄

本，对其整理分类。从文化的角度挖掘在它音乐体裁中的艺术价值；

从乡村振兴的角度，挖掘其内涵，考量其运用于提升当地人民精

神生活，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以及旅游强省的战略价值。 

七、结语

随着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发展，屯堡说唱音乐已向世人展现

了自身独特的魅力，不仅受到外界的认可和青睐，更是巩固了自

身的文化认同和民族群体的凝聚力。我们要调和开发与保护之间

的矛盾冲突，实现音乐文化资源的科学发展除了让平民百姓都能

了解屯堡说唱音乐，对他的喜爱以及肯定。还需要以此来带动当

地的旅游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服务。为此，需要当地政府、文化

部门、研究机构以及屯堡人多方的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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