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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 民歌主 要 分為山歌 、號子 、 小調三大 類，在 地 大物博的

中國裡， 每個地 區 都有其特 有的民 間 音樂藝術 ，而這 些 是在悠久

的歷史過 程中， 伴 隨著文明 的演進 與 民族間的 融合交 流 ，共同編

織出特有 的音樂 藝 術文化。「花 兒」屬 於民歌中 的山歌，河湟花兒

與洮岷花 兒為花 兒 界的兩大 流派，在 傳播上主 要是以「 歌隨人走」

為主，且 又有著 「 十唱九不 同」的 特 色存在。  

 

    在本 論文中 ， 除了表述 研究動 機 與目的、 研究範 圍 、研究方

法與文獻 的探討 之 外。其內 文共分 為 三大類， 第一類 為 主要在表

述探討花 兒分佈 的 地域範圍 、歷史 背 景、種類 與藝術 特 徵以及 花

兒會的延 續傳承 。 第二類討 論方向 為 花兒的音 樂性與 唱 詞上的文

學性，諸 如比興 修 辭的描寫 與襯詞 、 襯腔在擴 展音樂 上 的表現，

以及演唱 方式中 ， 蒼音唱法 、尖音 唱 法與蒼尖 音唱法 等 三種主要

唱腔，其 中亦涵 蓋 了潤腔、 顫音、 呼 吸的運用 等。第 三 類主要是

針對八首 河湟花 兒 進行文學 特徵的 探 究比較以 及樂曲 曲 式上的分

析與演唱 詮釋。  

 

    歷 經 了 文 化 大 革 命 （ 1966~1976） 的 摧 殘 後 ， 花 兒 在 朱 仲 祿

（ 1922~2007 ） 的 重 新 站 起 與 當 地 政 府 運 用 傳 媒 大 力 的 支 持 之

下，近二十年 間，再度地逐 漸被世 人 所重視與 注意，無 論是論著 、

期刊或是 紀錄片 等 ，都有著 極富參 考 價值的文 獻不斷 誕 生，並被

聯合國教 科文組 織 列為世界 非物質 文 化遺產。「花兒 」充 分地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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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大西北 遼闊悠 遠 與人民天 生豪邁 瀟 灑的生命 力，無 論 是過去，

還是將來，「 花兒」的確是必 須被討 論 與學習，更 是中國 音樂中極

為重要的 民間音 樂 形式。  

 

關 鍵字 ： 河湟花兒、洮岷花 兒、花 兒 會、朱仲 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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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fo lk  music  i s  main l y d iv ided  in to  three  t ypes :  

mounta in  song、work song and  Di t t y.  In  bounteous  China ,  each  area  

has  i t s  unique music  a r t  cu l tu re ,  coming a long wi th  the  long h is tor y 

process ,  c iv i l i za t ion  evolu t ions  and  fus ion  between e thnics .”Huaer”  

i s  a  k ind  o f  moun ta in  song o f  fo lk  music ,  Hehuang huaer  and  

Taomin  Huaer  are  the  main l y  two  genres  of  th i s  a r t  fo rm.  The  

main l y del ive r  way i s  b y people  who work  around China ,  and  has  a  

characte r i s t ic  tha t  a  song wi l l  be  d i fferent  f rom ever y s inger.    

 

In  th i s  thes i s ,  except  the  rep resent  of  r esea rch  mot i ve  and  

purpose、 research  scope、 research  approach  and  method、 l i t e ra ture  

rev iew, the  conten t s  i s  main ly  div ided  in to  three  pa r t s .  The f i rs t  

par t  i s  go ing to  s ta te  the  d i s t r ibut ion  in  geographic a l  scope 、

his tor ica l  background、the  genres  and  charact er i s t i cs  o f  t he  a r t  form,  

as  we l l  as  ex tens ion  and  inher i t ance  of  Huaer  meet ings .  The second 

par t  i s  the  d i scuss ion  about  t he  music  genres  and  the  l i t e rar y of  

l yr i cs  of  huaer,  such  as  the  rheto r ic  of  l i t e ra ry and the  per formance  

of  the  s inging  sk i l l s  to  ex tend  the  musica l i t y.  The th i rd  par t  i s  focus  

on  the  inves t igat ion  and  compar i son  on  the  l i t e rar y charac ter i s t ics  

of  e ight  p i eces  of  Hehuang Huaer,  a l so  to  an a l yze  the  music  fo rm 

and per formance o f  the  music .  

Af te r  the  ru in  of  the  Cul ture  Revolu t ion（ 1966-1976）,  wi th  the  

suppor t  of  Zhu  Zhonglu（ 1922~2007） and the  media  u t i l i zed  b y the  

local  government ,  i t  took  a lmost  20  years  to  r egain  the  a t t en t ion  o f  

the  publ ic .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valuable  reference  

b ib l iographies ,  no  mat ter  wr i t ings、per iodicals、documentar y f i lms  

and  so  on .  Moreover ,  i t  has  been  l i s ted  as  a  World  In tangib 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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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 ture  Her i t age  by Uni ted  Nat ions  Educat ional  Scient i f ic  and  

Cul ture  Organizat ion（ UNESCO） .  Huaer  re f lec t s  not  onl y the  vas t  

l andscape of  wes t -nor th  ch ina ,  but  a l so  people ’s  v i t a l i t y.  No m at te r  

pas t  o r  fu ture ,  Huaer  must  be  d i scussed  and  l ea rned ,  a l so  an  

impor tan t  fo lk  music  fo rm of  Chinese  music .    

Keyword：  Hehuang huaer、  Taomin  Huaer、Huaer  Meet ings、Zh u  

Zhongl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