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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嘉陵江发源于陕西省凤县代王山，流经陕西省、

甘肃省、四川省和重庆市，嘉陵江四川段的长度为

796km，约占嘉陵江全长的 3/5，是长江上游的一条重

要支流。这一带航道曲折，山势险峻，水急滩多，全

程水位落差较大，在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下，长期在

嘉陵江沿岸拉船的纤夫们在集体劳动中为了统一动作

而创造出了一种节奏鲜明、旋律优美、极具感染力的

音乐——嘉陵江船工号子。嘉陵江把最柔美的身段留

在了南充，南充嘉陵江船工号子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

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船只几乎都不再靠人力拉纤，

这种被人们熟知的音乐类别（船工号子）也面临着失

传的危险 [1]。

一、嘉陵江船工号子的音乐分析
（一）演唱特征

嘉陵江船工号子的演唱形式通常为一人领唱，众人

合唱或齐唱（一领众合），纯人声、无伴奏，分为两个声部。

其中，领唱者就叫“号子”或“号工”，什么时候唱什

么号子，号子与号子之间怎么衔接都由领唱者根据不同

的水势和劳动场景来定。“号工”除了要熟悉水流情况

并具备领导能力外，还要具备良好的节奏感和清亮的嗓

音。嘉陵江船工号子的演唱语言多为当地方言，歌词内

容经常会根据情景而变化，还会融入一些川剧、金钱板

等独特的巴蜀文化元素，如以“嗨哟、幺莫嗨、嗨嗨咗、

哦”等感叹词为引词和感叹的结尾 [2]。

（二）旋律特征

嘉陵江船工号子具有鲜明的民族调式，《抓抓号子》

就是民族调式中的徵调式（见图 1）。

图 1 《抓抓号子》曲谱

（三）节奏特征

号子的节奏往往多变，嘉陵江船工号子也不例外，

其音乐节奏常随着水势和劳动场景的变化而变化，因此

具有复杂多变的特点。根据对蓬安县文化馆馆长谢春茂

等人的采访及搜集到的谱例来看，嘉陵江船工号子的节

拍多为 2/4 拍和 4/4 拍。

（四）曲牌结构特征

为了适应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行船号子具有较为

丰富的曲牌结构特征。这些曲牌的结构一般比较完整，

可以根据水上劳动的需要任意组合，构成联套。曲牌之

间的转换衔接也十分自然。船工号子根据在水运过程中

的作用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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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离岸、靠岸和开始搬桡时常用的曲牌

这类曲牌节奏较为自由，节拍一般不太规整，如《开

船号子》（见图 2）。

图 2 《开船号子》曲谱

船开始走水，在动手搬桡时，由“号工”领唱，随

着大家的一声应和，桡子就整齐划一地搬动。“号工”

领唱一小节，大家应和一声，从而达到调整速度和劳动

节奏的目的。

2. 下水搬桡、过滩时常用的曲牌

这类曲牌表现的情绪较为紧张激烈，气息急促，句

幅也比较短，领腔与合腔之间衔接紧凑，常相互交织在

一起，构成多声部号子。号子时而雄劲高昂，时而充满

战斗气质，表现出劳动者勇敢顽强的拼搏精神，如《幺

二三号子（一）》（见图 3）。

图 3 《幺二三号子（一）》曲谱

当船进入险滩区域时，船工们唱起《下滩号子》《上

滩号子》，到了紧要关头，船工们则会唱起《拼命号子》

《交接号子》，和激流险滩展开一场激烈的搏斗，气氛

格外紧张，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经典曲目有《见滩号子》

（见图 4）。

图 4 《见滩号子》曲谱

3. 下水搬桡、水流平缓时常用的曲牌

船工们经过一场紧张的搏斗战胜了滩险后，便放慢

了搬桡的速度，好让浑身的筋骨松弛一下。伴随着这种

强度较小的水上劳动，船工们唱起了《平水号子》（见

图5）。此类船工号子为他们长年累月“风里雨里走码头”

的艰苦生活增添了一点抒情、浪漫的色彩。

图 5 《嘉陵江船工号子（平水号子）》曲谱

4. 上水拉纤、捉缆时常用的曲牌

船走上水，船工们在岸上拉纤，拉纤时常用的曲牌

有《抓抓号子》《吊号子》《幺二三号子》等。船擦底

或水流湍急时，船工们必须大力拉纤。为了更好地使上

劲儿，船工们的身体会大幅度前倾，两手几乎着地，全

力以赴和激流搏斗，《吊号子》（见图 6）就是在这种情

况下唱的。

图 6 《吊号子》曲谱

二、嘉陵江船工号子的传承与保护
（一）蓬安县嘉陵江船工号子的传承现状

通过走访蓬安县文化馆，查阅嘉陵江船工号子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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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资料，并在谢春茂馆长的认真讲解下，我们了解到嘉

陵江船工号子的传承现状具体如下。

蓬安县嘉陵江船工号子的第一代传承人是蒋学定。

蒋学定从小随父亲驾船、拉船、看仓、喊号子，1956 年

参加蓬安县木船建社，先后任前驾长、后驾长、驾长等职。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机动船代替木船后，蒋学定任拖运

组长、大夫、船长等职。第二代传承人是唐文涌。令人

遗憾的是，蒋学定老人和唐文涌先生已经相继离开了人

世，并且目前还没有找到第三代传承人，这极不利于嘉

陵江船工号子的传承与保护 [3]。

另外，采录和记谱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在文化馆编

印的书籍中，有关于嘉陵江船工号子的简要介绍，书籍

作者按照号子的曲牌种类将嘉陵江船工号子进行了分类，

并附上了相关谱例。

在队伍建设方面，蓬安县有自己的嘉陵江船工号子

表演队，他们曾在“2008年首届南充市嘉陵江合唱艺术节”

开幕式上表演节目，但是演出队伍是由业余选手组成的，

并且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次。

（二）关于嘉陵江船工号子传承的思考

课题组对嘉陵江船工号子的传承现状进行了综合

分析和研判，并梳理出了目前还存在的一些问题，具

体如下。

社会和各级政府对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及作用的认识

还不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重视不够。南

充市在“十三五”“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中均明确提出，

要深入实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创新工程，逐步完善本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音乐类非遗项目作为中华传

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引领文化自信方面发挥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目前针对音乐类非遗项目的传承

与保护措施仍不完善 [4]。

相关文化管理部门对区域内传统音乐文化的管理与

保护的具体措施不够明确，保护制度需要完善。首先，

相关文化管理部门对传统音乐本体的关注较多，但对传

统音乐文化的关注相对较少；其次，对现有非遗传承人

的培养力度不够，没有充分利用新兴平台和手段来培养

非遗人才和宣传非遗项目。

从整体上讲，各层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的传承水平和

能力需要加强。随着第一代传承人蒋学定老人和第二代

传承人唐文涌先生的相继离世，目前蓬安县嘉陵江船工

号子的第三代传承人还没有找到，这也就意味着蓬安县

嘉陵江船工号子失传的风险在增大。

地方文艺演出团体对本地域传统音乐的热情不够，

演员们在创作与演出中不愿意过多融入本地域的传统

音乐。

地方和高校缺乏深度合作，没有把地方的项目、资

金和高校的科研优势结合起来。各高校主动融入当地特

色音乐文化建设的服务意识有待加强，对区域性传统音

乐课程建设方面的投入还不够。

没有充分利用新兴平台和手段来培养非遗人才和宣

传非遗项目。相关文化管理部门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

如通过直播等形式对嘉陵江船工号子等音乐类非遗项目

进行宣传。

（三）嘉陵江船工号子的保护路径探究

音乐类非遗项目应采用“静态式”的传承与保护方式，

还是“活态化”的传承与保护方式，这一问题应该引起

政府的高度重视。嘉陵江船工号子这类缺乏文化土壤基

础和受众群体审美趣味的音乐体裁，在传承过程中容易

受到限制，课题组经过认真思考，梳理出了以下几条保

护路径。

一是继续夯实“静态式”的保护措施。将嘉陵江船

工号子的文字简介、图片等详细资料在文化馆、博物馆

或城市文化墙等场所公开展示或由专人向游客进行讲解，

让游客通过这些图文并茂的资料深入了解嘉陵江船工号

子，再结合“活态化”的传承与保护方式，二者相辅相成，

这样做会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5]。

二是加强“活态化”传承力度。相关文化管理部门

可以在不破坏非遗文化原始形态和神韵的基础上，打造

新形式的文化产业样态。例如，张艺谋打造的《印象·刘

三姐》《印象·丽江》等七部大型实景演出，很好地展

示了中国大好河山的壮丽之美。南充市音乐类非遗文化

的保护工作同样可以参照张艺谋的“印象系列”大型实

景演出，在创作中充分利用嘉陵江这一天然资源优势，

融入嘉陵江船工号子，打造具有南充特色的“印象嘉陵

江系列”实景演出，进一步展示嘉陵江水文化。这样一来，

在非遗文化传承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也带动了南充的

文旅产业，真正实现了文旅相融，进一步提升了南充的

城市形象，夯实了城市文化底蕴。

三是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数字化建设。目前，

南充市音乐类非遗项目大多数还是依托传承人进行传承，

传承和对外传播方式相对单一，且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基于此，我们可以通过数字摄影、三维信息获取、虚拟

现实等形式，将数字化技术引入文化馆、博物馆或城市

夜间灯光秀当中，建立起专属嘉陵江船工号子的影视资

料库，让更多人进一步了解嘉陵江船工号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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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加强文创研发工作，推动系列文创产业的发展。

除了打造“印象嘉陵江系列”文化活动外，相关部门还

可以制作“印象嘉陵江系列”光碟，设计各类文化创意

产品，让游客在观看完节目后，还可以购买一些文创产

品以作纪念，这样便可以延伸对相关非遗项目的宣传。

五是采用“发展型”的保护方式，发挥高校智力优

势。相关文化部门应加强与当地中小学、高校之间的合作，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课堂。比如，大理白族自治州的

东门完小已将“白族调”“白族霸王鞭”等非遗项目引

入校本课程并进行常态化教学。南充市的高校和中小学

同样可以加强教材建设力度，将嘉陵江船工号子引入相

关课程，并根据实际情况开设地方特色课程和校本课程[7]。

六是充分利用“互联网 +”网络平台，通过现代化

手段加大非遗人才培养力度和非遗项目宣传力度。相关

文化管理部门可以尝试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直播讲解，以

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嘉陵江船工号子，甚者使他们主动

加入传承人的队伍。特别是地方平台公众号、融媒体等，

更应该加大宣传力度，这样既宣传了嘉陵江船工号子，

又净化了网络空间，提升了大众的文化底蕴。

七是加强非遗传承人队伍建设。相关部门应做好

非遗传承人培训工作，不断提高非遗传承人的传承能

力和传承水平，同时应稳步提高非遗传承人的待遇。

寻找传承人只是第一步，传承人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

时还愿意培养下一代传承人是非遗项目继续传承与发

展的重要一环。

八是不断完善制度建设。主管部门应狠抓各区（县、

市）文化馆工作，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把非遗的申报、

传承与保护等工作纳入考评范围，这样做有助于提升

相关工作者的积极性。另外，地方财政部门也应设立

专项经费，用于支持相关音乐类非遗项目的传承与保

护工作。

九是加大组建地方文化艺术演出团体的力度，适度

增加投入，激发他们运用本土音乐元素进行创作与演出

的热情，以此不断扩大和提高本地域传统音乐的影响力。

湖北省的恩施州和云南省的大理州等地都做得比较好，

南充音乐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在这方面可以适度借鉴其

他地区的经验。

十是积极探索搭建音乐类非遗项目的传承平台，招

募非遗项目青年志愿者。通过“非遗进校园”这一类校

园专项活动，组织南充市各个高校的学生走进文化馆或

博物馆，或者成立固定的表演队，通过表演节目来吸引

更多的学生成为非遗项目传承与保护的志愿者，为嘉陵

江船工号子的传承与保护贡献一份力量。

结 语

嘉陵江船工号子作为不可多得的文化艺术，在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里伴随着嘉陵江船工的劳动、生产与生活，

是独具特色的嘉陵江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丰富了

当地的地域文化，又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随着社会

的发展和变迁，嘉陵江船工号子面临着失传的风险，如

果不加以保护，肯定会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课题组希

望通过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呼吁，引起相关政府部门和各

个高校的重视，并通过多种方式来逐步构建和完善嘉陵

江船工号子的传承与保护体系，同时助推南充市经济、

文化的发展，促进城市品牌的打造和城市形象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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